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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前 杨华 文/图

初春的康巴高原 ，天高云淡 ，阳光
明媚。 为进一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藏区维稳要在多做惠民之事 、赢得
民心上下更大功夫”的指示精神 ，促进
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夯
实藏区基层政权和群众基础 ，近年来 ，
武警四川总队二支队严格落实总队
“四同 ”警民共建要求 ，坚持将群众工
作制度化、常态化，官兵虽换了一茬又
一茬 ，但群众工作 “接力棒 ”始终在传
递，在驻地赢得了群众广泛支持。

上层推动不松劲
该支队地处我州维稳一线，做好群

众工作是凝聚警地力量、完成维稳任务
的重要保证。 对此，支队党委“一班人”
始终把群众工作作为事关民族团结的
大事全程抓紧、全力推进。 一是搞好顶
层设计。 认真研究制定《支队“四同”警
民共建工作规划》、《警地双拥共建活动
实施方案》，每年下发《群众工作方案》，
明确任务、方法和要求；严格落实上级

群众工作要求，制作《群众工作问答 》、
《预防和处理民族问题指南》等小册子，
为部队做好群众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二是建强群工队伍。 支队成立群众工作
领导小组，支队主官任组长 ，抽调精干
力量负责具体工作；各基层单位成立相
应组织，做到了支队有领导小组，大、中
队有群众工作组，班排有群众纪律监督
员。 每年定期组织 1—2 次群工干部培
训，每季度召开群众工作讲评会 ，总结
群众工作经验教训，深入分析研判群众
工作形势，研究制定工作举措 ，提高了
群工队伍开展工作的能力。 三是加强检
查督导。 年初，支队党委统一规划，列出
群众工作推进时间表， 严格对照落实。
每次部队进驻前，派出工作组对任务驻
地走访协调一遍；进驻后，联合地方“双
拥”部门对一线群众工作开展情况检查
督导一遍；撤勤前，跟踪指导任务部队
对地方有关单位回访答谢一遍。 对群众
工作的重要活动，支队主官坚持带头参
加、主动协调，确保了群众工作始终有
力有序推进落实。 今年春节前，又恰逢

藏历新年，支队长和政委带领官兵到理
塘、巴塘、康定、泸定结对认亲的村民家
“上门认亲”，给“亲戚”拜年，进一步增
进了警民情谊。

主动作为不懈怠
藏区环境的复杂性和藏汉关系的

特殊性， 决定了该支队要保持群众工
作的连续性，就必须主动作为 ，强力推
进。 几年来，二支队坚持抓了三个方面
的工作：一是持续抓好拥政爱民教育 。
组织部队认真学习领会上级对群众工
作的具体要求 ， 引导官兵充分认清维
护民族团结的重大意义；把光荣传统 、
群众纪律、 民俗风情作为群众工作教
育重要内容 ， 广泛开展拥政爱民大讨
论和 “爱民之星 ”评比活动 ，打牢官兵
“学人民 、爱人民 、为人民 ”的思想基
础；充分利用地方慰问、警民共建签约
仪式、警地联谊活动等时机 ，广泛运用
支队自办的 《康巴卫士报 》、板报宣传
栏等载体，大力宣传州委 、州政府和人
民群众对部队的关心支持 ， 不断增强
官兵主动参与“结对认亲 ”工作的自觉
性。 同时，采取广播宣传 、文艺演出等
形式，深入驻地街道、村庄、学校，广泛
宣讲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近年来，支队
先后 6 次派出工作组深入宣讲党的基
本路线、 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和党的
富民政策 ，制作宣传图板 46 块 ，出动
宣传车 58 次 ， 发放藏汉双语宣传材
料 8000 余册 ， 有力争取了藏族同胞 。
二是持续防范警民纠纷 。 制定 《爱民
公约 》、《群众纪律 “十不准 ”》等 ，对官
兵文明行车 、对外交往等作出明确规
定 ，有效规范了官兵言行举止 。 维稳
驻训分队按照 “紧于平时 、高于平时 、
严于平时 ”的要求 ，实行战场化管理 ，
杜绝了警民纠纷的隐患苗头 。 向驻地
群众派发 《预防警民纠纷联系卡 》，邀
请驻地 5 个乡镇 60 多名群众担任群
众纪律监督员 ，定期走访了解部队遵
规守纪情况 ，形成全面防 、全员防 、全
程防的强力态势 。 组建 6 年 ，支队未
发生一起警民纠纷 。 三是持续爱民助
民办实事 。 坚持 “驻一地 ，红一片 ；走
一路 、红一线 ”，想方设法为藏区群众
做好事 、办实事 。 积极参加结对认亲 、
爱心帮扶等活动 ，先后与州特殊教育
学校 42 名聋哑儿童 、 驻地老榆林村
36 户 、理塘县敬老院 20 位老人 、巴塘
县敬老院 12 位老人 、 九龙县魁多乡
496 户村民结对认亲 ， 每逢节假日看
望慰问 ，增进感情 ；每到一地维稳驻
训 ，官兵都为当地贫困群众 、孤寡老
人 送 去 了 百 余 万 元 的 慰 问 金 和 米 、
面 、油等生活物资 ；先后完成泥石流
抢险 、 扑灭山火等救灾任务 8 次 ，挽
回经济损失上千万元 。 特别是康定
“11·22”地震 ，康 定 、道 孚 、丹 巴 、九
龙 、泸定 、雅江 6 个县 55 个乡镇不同
程度受灾 。 灾情发生后 ，该支队第一
时间集结部队 、搜集信息 、上报灾情 。
支队 500 名官兵第一时间到达重灾区

塔公乡展开 救 援 ，争
分夺秒抢占 “黄金 72
小时 ”救援时间 ，赢得
了救援先机 。 救灾期
间 ， 支队深入贯彻总
部 、 总队党委首长的
指示精神 ， 积极组织
部队按照多 点 突 入 、
同步展开的 方 法 ，采
取 “地毯式 ”、 “拉 网
式 ”搜救和排查险情 ，
通过持续 6 个昼夜的
连续奋战 ， 共搜救被
压埋伤员 77 人， 排除
险情隐患 16 处， 成功
避险 10 余次， 救治伤
病员达 314 人，安全营
救 和 疏 散 转 移 群 众
8750 余人 ， 为抗震救
灾工作争取了主动。 灾后重建阶段，支
队在受领协助公安担负武装巡逻 、安
置点警戒和维稳任务后 ，快速组织任
务转换交接 ， 积极与公安密切协同 ，
共计开展徒步武装巡逻 15645 人次 ，
乘车巡逻 470 人次 ， 协助疏导交通
860 人次 ， 灾民安置点警戒 300 余人
次 ，有力维护了灾区社会稳定 ，确保
了抗震救灾工作顺利进行 。 同时 ，支
队精心挑选专业干部骨干深入灾区
保障 ， 着力在受灾牧民群众吃 、 穿 、
住 、行 、医上下功夫 ，确保了灾区牧民
群众温暖过冬 。 并主动加强与友邻部
队和驻地党委 、 政府的协调沟通 ，加
强请示汇报 ，争取支持和帮助 ，发动
群众主动参与 ，开展自救互救 ，确保
了救灾行动有序有效 ，将党的关怀和
州委 、州政府的温暖实实在在送到灾
区群众心坎上 。

密切合作不疏远
在实践中， 支队党委 “一班人”感

到， 部队完成任务离不开地方各级党
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 对
此，他们高度重视警政警民合作，通过各
种方式融洽关系。 一是以警地合力保稳
定。每到一地维稳驻训，支队主动与公安
机关、 乡镇街道和共建单位加强联系联
防，采取值班执勤互控、工作定期互访、
应急事件互动等方式，构建全面覆盖、警
地联动、整体作战的社会稳定防护体系。
几年来，支队先后赴我州 7 县维稳驻训，
因警地配合默契，确保了 40 余处重点目
标的绝对安全； 二是以联谊活动丰富生
活。 先后与驻地 8 个单位和村党支部签
订共建协议， 经常开展文化联谊等活
动，携手宣传民族政策、传播民族文化、
倡导民族团结。 采取邀请地方领导宣讲
党的创新理论、支藏援藏先进人物介绍
事迹等方式，增强官兵扎根高原 、奉献
藏区的使命感和光荣感。 通过举办警民
文艺联欢晚会、 文化体育比赛等活动，
活跃了业余文化，增进了警地情谊。 今
年春节，支队本部和理塘维稳分队与驻
地党委、支部共办 3 台晚会 ，驻地群众

反响热烈， 进一步融洽了警政警民关
系；三是以地方支持促进任务完成。 积
极主动向州委、州政府请领任务 、汇报
工作，争取支持。组建 5 年，支队先后遂
行维稳驻训、抢险救灾任务 20 余次，其
间，州委、州政府领导、企事业单位和人
民群众纷纷以各种形式表达对支队官
兵的关心厚爱， 先后看望慰问部队 60
余批次，组织欢迎任务部队进驻和欢送
撤离仪式 30 余场次， 赠送慰问金上百
万元和蔬菜肉食等慰问品一大批。

今年除夕 ， 州委书记胡昌升再次
亲临支队， 与支队官兵和来队家属面
对面谈心交流 ， 并观看了支队官兵与
驻地老榆林村民举办“守望康巴 、情满
警营”春节警民联欢晚会，对支队开展
群众工作做法给予了高度肯定 。 胡昌
升指出，二支队官兵在处突维稳 、抗震
救灾、拥政爱民等方面工作实。 支队自
2008 年组建以来， 从一个灌木丛生的
地方，打造成了一个管理非常规范 、环
境非常优美、 军营特色文化鲜明的警
营。 每当驻地发生急难险重任务时，都
能看到支队鲜艳的红旗在飘扬 。 特别
是康定“11·22”地震发生后 ，支队官兵
积极响应州委、州政府号召 ，第一时间
奔赴灾区展开工作， 在余震不断的情
况下，积极帮助灾区群众生产自救 ，较
好地树立了人民武警为人民的良好形
象。 同时，支队官兵积极响应州委 、州
政府的号召， 扎实开展群众工作全覆
盖，积极参与“结对认亲”等各项活动，
把 “真正爱民 ”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想
和军嫂们说，军功章有你们的一半。 你
们不断地在自强、自尊、自信、自立中让
丈夫安心工作，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传
统女性的勤劳、贤惠、善良和坚强，对你
们无私地支持丈夫、支持国防建设表示
由衷的感谢。 你们的丈夫选择了二支
队，就选择了高原，就选择了风雪。选择
了军嫂，就是选择了艰辛。所以，我和所
有的同志们向你们表示诚挚的谢意；我
州幅员面积 15.3 万平方公里， 交通极
其不便、气候非常恶劣。 甘孜是一块红

色的土地，为共和国的诞生立下了不朽
的丰碑。近年来，我州经济快速发展、民
生持续改善、社会和谐稳定。 二支队是
维护我州稳定的“铁军”之一。 前不久，
习总书记对四川藏区给予了高度评价，
并要求全国五省藏区向四川藏区学习。
希望二支队官兵继续把部队好的作风、
好的传统、好的带兵经验发扬光大。 同
时要积极参与全州“拥政爱民”工作，把
群众工作全覆盖做得更实、更细、更好，
希望你们继续再接再厉，努力把二支队
打造成为武警四川总队一支一流的机
动支队和一支能打胜仗的 “铁军”。 在
此， 祝愿各位官兵和军嫂们羊年吉祥、
家庭和美、工作顺心。

“开展‘四同 ’警民共建活动 ，是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
以及州委、州政府关于做好民族团结工
作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是新时期密切
警民关系的实际行动，共建双方要进一
步提高思想认识， 真正站在 ‘发展、民
生、稳定’的全局高度，全力开展好‘四
同’警民共建活动；要按照‘四同’警民
共建活动总体思路，采取‘走访慰问、警
民联欢、义务巡诊、支教助学’等方式 ，
巩固和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
的警民关系，大力营造民族团结的浓厚
氛围；要真诚、真心、真实疏导民意、解
决民忧，进一步筑牢‘共同团结奋斗、共
同繁荣发展’的基础，确保‘四同’警民
共建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真正让
藏区群众的日子越过越好，孩子们接受
的教育越来越好，武警官兵与驻地群众
的情谊越来越深厚。 ”采访中，该支队政
委古林告诉笔者。

春华秋实 ，再谱新篇 。 据悉 ，下一
步该支队将严格按照州委 、 州政府要
求和支队深化新时期群众工作的十条
措施 ，充分发挥 “四同 ”警民共建活动
的酵母作用 ， 进一步掀起警民共建活
动新热潮， 真正把团结群众 、 教育群
众 、帮助群众工作做细 、做实 、做出成
效， 为建设美丽生态和谐幸福新甘孜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警民深情暖高原
———武警四川总队二支队加力推进群众工作全覆盖常态化纪实

春节期间，理塘县敬老院老人为前来慰问的官兵献哈达。

春节期间，担负海螺沟景区执勤官兵服务身体不适的游客。

卫生队军医免费为老榆林村村民义诊。

■ 余应琼 文/图

2 月 21 日和 22 日，甘孜县中心体育广场
彩旗猎猎，歌舞欢腾，由中共甘孜县委、县人民
政府主办，县委宣传部、县文旅广体局承办的
2015 年新春民间文艺演出在这里隆重举行 ，
来自团结村和瓦巴村的藏族群众穿上节日的
盛装，跳起欢快的锅庄弦子，共庆新年。

伴随着 《吉祥藏历新年 》、《扎西学 》等歌
曲 ，广场上响起了群众自发喊出的 “洛萨扎
西德勒”(藏语：新年快乐 )祝福声 。 洁白的哈
达 、极具甘孜特色的藏式服饰 ，将锅庄弦子
盛会装点得格外喜庆 ，精彩的演出也吸引了
很多群众到现场观看。

“这种锅庄只有我们村子才有哦， 我妹妹
德西就在舞蹈队里呢。 ”观众阿扎的言语中透
着自豪。

“我爸爸 70 岁了，也在舞蹈队里。 ”一旁的
巴苏拉姆接过话茬，穿着时尚的她坦言非常喜
欢原汁原味的民族歌舞。

据了解，该县确定了每种民间歌舞的传承

人， 并通过文化馆、
乡镇综合文化站、村
级活动室的阵地建
设以及群众性文化
活动来推广和传承
民族文化。

大 家 围 着 象 征
吉祥的切玛盒翩翩
起舞，共同为祖国和
家乡的明天祝福，祈
福丰收 、 团聚和幸
福。 参与活动的洛呷
说， 藏历新年期间，
村民都放下手中的
活儿，欢度节日。 “现
在我们的日子越来
越好了。 ”洛呷很感

恩现在的富足生活。 他以演出现场为背景，不
停地拍照，一个个精彩喜庆的瞬间由此定格。

在演出现场，有不少观众拿起手机、相机
拍照，还有拿着 DV 录像的呢。

“以前，我们农民只知道种田、打零工挣钱
养家，现在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我们也要过得
精彩。 现在是 DV 机，过段时间，我还要给儿子
在家里安上电脑，让他们从小就了解农村以外
的广阔天地！ ”拖坝乡村民色呷说。

“我在外打工已经好几年没有回家过年
了，这次回来，发现家乡的变化真大啊！ ”现场
一位观众激动地道出心声。 村民们说，现在生
活富裕了，日子越过越红火，感谢共产党！ 感
谢好政策！

锅庄弦子舞出了人们对当下幸福生活的
感慨，也舞出了全县人民蓬勃向上的风采。

本报讯（周燕 王恩）11 日 ，笔者从康定县
委办获悉 ，为加力推进群众工作 、深化 “暖冬
行动 ”，康定县切实推行 “深入基层送服务 、走
访寺庙促和谐 、爱心帮扶献温暖 、党员带头解
困难 ”四项服务模式 ，在与群众面对面交流 、
心贴心帮扶中 ，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 、增进
了干群感情。

深入基层送服务。 该县 4299 名机关公职人
员自筹资金 100 余万元，组成 123 个小分队走村
入户开展新春慰问、法律援助、政策宣讲等活动，
共慰问群众 20931 户，开展政策、法律咨询 9802

人次，确保群众欢乐祥和过大年。
走访寺庙促和谐。 该县 41 名县级领导、51

个县级部门深入 33 座挂点联系寺庙 （教堂）通
过走访慰问困难僧尼、与 37 名宗教界代表人士
座谈，帮助解决诉求 130 余件，发放慰问品及慰
问金 15.4 万元；投入资金 830 余万元，完善寺庙
“五通”工程、危房维修；完成 2037 名寺庙僧尼
基本信息采集工作， 将符合条件的贫困僧尼纳
入了社会保障。

爱心帮扶献温暖。 该县通过开展 “爱心慈
善”、“爱心爸妈”、“觉姆特殊关爱”行动，向困难

群众、孤儿、觉姆发放救助金 120 余万元，将全
县 276 名农村“五保 ”人员 、153 名城镇 “三无 ”
人员纳入爱心帮扶数据库， 确保困难特殊群体
温暖过冬。

党员带头解困难。 该县完善了“1+N”“N+
1”机制 ，开展贫困党员 、贫困党支部 “一对一 ”
帮扶活动， 先后为 3656 名农牧民无职党员设
岗定责， 机关结对支部协调资金 700 余万元，
为结对村解决实际困难 900 件 ； 农牧民党员
4401 人结对群众 6756 人， 解决困难 65 件，化
解矛盾纠纷 62 件。

■ 何才华 文/图

正月初二晚七时，在灯笼高挂、
彩旗飘飞的乡城县香巴拉休闲广
场， 由群众自编自演的迎新文艺演
出隆重上演。 歌声飞扬，舞姿翩跹，
79 名群众演员表演的 17 个文艺节
目持续两个多小时， 藏乡风情浓郁
的文艺节目无论是服饰表演、 锅庄
群舞还是山歌联唱， 赢得台下近三
千观众的掌声与欢呼声。

晚会在喜庆的开场舞 《天地吉
祥》中拉开序幕。 紧接着，群舞、独
舞、 情歌对唱等精彩节目相继登台
亮相， 中间穿插有奖知识抢答互动
游戏，让观众广泛参与到活动中。 值
得一提的是整台晚会由该县城郊奶
奶仲村承办， 演职员和编舞为走出

庄稼地的村民和本村学生， 他们用
劲歌辣舞歌唱新生活，感恩好时代，
让全县人民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

“疯装” 服饰表演无疑成为晚
会最大的看点，当由村里各家“当
家人”着乡城特有的疯装服饰登台
时，台下报以热烈掌声。 平日里做
家务或地里庄稼活的村民在台上
颇有范儿地展示本土疯装服饰。

据该县文化局相关人员罗红介
绍， 乡城县每年的迎新文艺演出都
由各村来承办， 让观众每年都能享
受到不同的新颖的文艺节目， 改变
由县专业团队演出的节目变化不
大，全是老面孔，观众参与度低的现
象， 这也为能歌善舞的各村群众提
供更宽广的表演舞台， 让节日文化
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把温暖送到家 让群众过好年
康定县加力推进群众工作深化“暖冬行动”

欢度幸福藏历年

农民“春晚”精彩连连

欢乐祥和过新春

甘孜县瓦巴村的群众表演格达弦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