
从青涩的小女孩，到现在能在自
己的工作岗位上独挡一面，这就是唐
睿，今年刚 29 岁，却已有 6 年的工作
经历。 她哭过鼻子，也有过放弃的念
头，但终究没有气馁，经过 6 年的历
练和学习，她成熟了，从一名刚毕业
的大学生走上了技术经济岗位，在国
网公司甘孜供电公司负责招投标管
理与合同管理， 资金计划、 审核、拨
付，施工图预算审查、结算管理，负责
部门的后勤工作。

谈起来康定工作，唐睿总觉得对
父母亏欠的太多。 唐睿说，她是独生
女，上大学那年，唐睿的父亲就患了
脑血栓，当时因为这个病，生命都有
危险， 差一点自己就失去了父亲，现
在父亲已丧失了工作的能力，家里的
重担就落在了唐睿妈妈肩上，但是唐
睿妈妈自己身体也不好。想起这些唐
睿只能在寝室偷偷落泪，因为父母的
年纪都大了，身体又不好，作为唯一
的女儿， 唐睿长期不在他们的身边，
就是回家也只是短暂的二三天时间，

每当离别时， 她都是那么的不舍，可
是工作在身，她只能把不舍与辛酸藏
在心底。

同事们说 ，唐睿从事的工作大
部分是与数字打交道 ， 比较繁琐 ，
但繁琐中要求细致 ，要对数字特别
仔细 ，一个小数点看错了 ，问题都
比较严重。

六年来，为了能在规定时间内按
时完成工作，唐睿常常在夜晚和周末
加班，加班已成了她的“家常便饭”。
有一天， 她突然晕倒在工作岗位上，
同事们立即把她送到医院检查，结果
是由于长期伏案， 导致颈椎变形，压
迫脑部的动脉血管，供氧不足，导致
晕倒。 医生说，颈椎病通常是中老年
才会得的病，唐睿这么年轻怎么就得
了这样的病，就是因为工作。

谈起愿望，唐睿说，自己的工作
来不得半点马虎，自己认真工作才对
得单位的信任和培养。 作为女儿，她
希望父母健康快乐，有时间也想多陪
陪父母。 （本报记者 宋志勇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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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作电力天路上的一只雄鹰

干工作必须认真负责

和家人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人物

当一名合格的法官

他自愿放弃条件优越、 环境良好的工
作，前往海拔高、气候恶劣、生活条件极其艰
苦的甘孜州，熟悉他的人多是不理解。 他却
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留给了年过
七旬的父亲，“儿子喜欢藏区烈日下巍峨的
高峰，我愿做电力天路上的一只雄鹰，与天
地同行、和日月同辉。 ”他就是今年 3 月调到
国网公司甘孜供电公司工作的杜怀阳。

刚到甘孜公司， 身体尚未完全适应当
地气候环境的杜怀阳， 没有按照公司的安
排去做休息调整， 他告诉领导：“我到这里
来就是来做事的， 请分配我能力范围内的
工作吧。 ”就这样，3 月下旬，杜怀阳再次主
动要求到最偏远的石渠县去工作。 作为一
个在基层经过 10 多年锤炼的汉子，他在很
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北路项目管理部，4 月又
迅速组织人员、物资成立了石渠、甘孜、白
玉、新龙 4 个项目部，圆满完成公司目标。

在走过的各县中，每当工作之余，杜怀
阳都主动了解当地群众的生活状况， 并介

绍自己的来意和工作性质， 带着 “多问一
句，多笑一下，多忍一步”的服务态度，与当
地群众触膝长谈、交换心声、增进感情。

6 个月行程，杜怀阳已跑遍石渠、甘孜、
白玉、新龙县 18 个施工现场，3 万多公里的
路程， 长期驻扎的石渠县海拔 4000 多米，
需要经常翻越的高山超过 5000 米，高原气
候多变，常有雨雪、雷暴、冰雹，道路也经常
发生塌方、滑坡，特别是甘孜至新龙、石渠、
白玉、德格四县全部在进行道路施工，路上
吃干粮已经成了杜怀阳的家常便饭， 杜怀
阳有时白天头痛欲裂，夜晚难以入睡，但他
始终身先士卒， 而那黝黑的面孔让他悄然
成为一个地道的甘孜人。

在我州工作的 200 个日日夜夜里 ，杜
怀阳都认真负责默默地工作， 并受到各级
部门的一致赞扬， 他的行为感动了身边的
人。 杜怀阳说，他的最大心愿是愿做电力天
路上的一只雄鹰，为照亮甘孜大地，作出自
己的贡献。 （本报记者 宋志勇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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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渠县“阿温路”的建设
指挥部里，记者见到了廖长命，
眼前这个敦厚的汉子话不多 ，
但是一说到石渠的交通建设情
况时，他便打开了话匣子，从过
去的交通建设滞后说到现在的
加大投入进行改造、升级，再到
今后的规划， 对于整个石渠县
每一条路的概况他都很熟悉 ，
随便问一个相关的问题， 他都
能清楚地解答。

“在石渠工作了 20 多年，这
里就像我的第二故乡一样 ，对
这里的山、 水和老百姓都已经
有了深厚的感情， 特别是我一
直从事的交通事业。 看到石渠
现在的交通建设越来越好 ，我
心里真正地感到高兴， 路修通
了、修好了，不仅方便当地百姓
的生活， 对于地方建设发展更
是保障和基础。 ”廖长命说起这
些年来石渠交通发展， 脸上透

出的是喜悦。
近年来，石渠县在基础设施

建设上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到处
都能看见繁忙的建设场景，廖长
命也因此经常在建设工地上忙
碌。工地上的生活很单调、枯燥，
廖长命却在其中找到了乐趣，那
就是捡石头。 只要下工地，他就
把业余时间拿来捡石头，“现在，
我家里已经有了七八十块漂亮
的石头，欢迎你们来参观。 ”说起
捡石头，廖长命的话匣子又打开
了，边说还边从工棚的床底下拿
出几块刚捡的奇石给我们看。

说起愿望 ， 廖长命的脸上
有了几分惆怅， 他说因为工作
的关系， 自己和家人相处的时
间很短， 现在他最大的愿望就
是退休以后回家好好地陪伴家
人、照顾孩子，一家人在一起共
享天伦之乐。

（本报记者 杨燕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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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儿子当老师
在德格县竹庆乡中心校里，有一个身着藏装的身

影，无论是学期还是假期都能在校园里看见她，她就
是学校的炊事员卡西。 “平时学生们上学的时候，我就
负责给他们做饭，等他们放假了，我就留在学校里看
守校园。 ”卡西说，自己就是竹庆人，家离学校不远，到
学校来当炊事员已经十多年了，自己的孩子也是这个
学校毕业的。

在来竹庆小学之前，卡西是一名家庭妇女，除了
忙家务外就是负责放家里的牛， 每一天都过得很忙
碌，但心里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 自从来学校当了炊
事员之后， 她就喜欢上了这里，“学校的老师有文化、
待人也很好，学生们都很可爱、有礼貌，在这里工作，
我觉得很开心。 ”卡西说，虽然平时要负责几百名学生
的伙食，但她一点也不觉得累。

“学校的条件越来越好了， 学生们的伙食也越来
越好了。 ”卡西感叹说，从自己来学校后，看到了这些
年的变化，觉得现在的娃娃真幸福。

说到自己的愿望，有些腼腆的卡西说，现在的工
资比以前多了，生活也越来越好了，自己觉得很满足
了，要说愿望就是希望在省藏校读书的儿子毕业后能
找个好工作，最好是能当老师，就像竹庆小学的这些
老师一样。 （本报记者 杨燕 文/图）

■姓名：卡西
■年龄：37 岁
■职业：德格县竹庆乡中心校炊事员
■愿望：希望儿子能回家乡来当一名老师。

1982 年 ，未满 19 岁就到州中
级人民法院工作 ， 怀揣着对法官
职业的向往 ， 从事后勤工作八年
之后 ，如愿以偿地踏上审判岗位 。
在她的审判职业生涯中 ， 无论是
最初从事书记员工作 ， 还是担任
审判员 、 庭长职务期间都几十年
如一日 ， 认真踏实 ， 一步一个脚
印 ， 她就是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专职委员兼审判管理办公
室主任的彭康琼。

让彭康琼感触最深的就是原
来在经济庭工作的时候。 那时，她
从一个无丝毫审判实践经验的法
律门外汉，通过努力一点点地适应
工作，像海绵吸水一样学习审判业
务知识，不断提高工作能力。 期间，
她用了四年的时间，完成法律本科
阶段的学习，取得西南政法大学自
考本科文凭。 她说，比文凭更重要

的是通过专业学习，业务水平有了
进一步的提升，储存了此后胜任工
作的能量。 当然更重要的是她遇到
了一个积极向上、整体水平较高的
团队，是这个团队让她快速成长。

在彭康琼看来 ， 要成为一个
合格的法官 ， 一是要力戒眼高手
低 ，静得下心 、沉得住气 ，在司法
实践中学习 、磨砺自己 ，不断提高
驾驭庭审 、调解技能 、文书制作 、
判后答疑 、 接待来访等各方面的
司法实务水平 ； 二是要在办案中
积累经验 ，不论案件类型难易 ，都
要认真去办 ，用心领悟办案规律 ，
提高司法能力。

虽然目前彭康琼已离开审判
一线岗位，但她的愿望就是法官一
定要具有独立的人格，坚守法治信
仰 、不偏不倚 、刚正不阿 ，尽职尽
责，无愧于这份圣神的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