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臣仁，宜宾市宜宾晚报社编委、
策划部主任，2014年8月底赴雅江援
藏，挂任雅江县宣传部副部长。谢臣仁
动雅江情、当雅江人、做雅江事，与雅江
干群团结协作、合力攻坚，努力建设好
雅江县这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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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工作需要，我无怨言”
2014年8月，刚任策划部主任的

谢臣仁肩负神圣使命，从宜宾晚报
社援藏来到雅江县，被任命为雅江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长期在新闻战线工作，一下来
到行政综合部门工作，谢臣仁有使
不完的劲。在任雅江县政府办副主
任期间，他负责分管政府门户网站
管理建设和信息目标管理工作。接
任工作后，他对政府门户网站进行
了大力改进，对形象、栏目和内容进
行了设计，力求门户网站大气和实
用，提高了雅江县政府的对外宣传
的美誉度和网上办政效率。

2014 年11月，一纸调令又把他
从雅江县政府办公室调到雅江县宣
传部任副部长，谢臣仁通过各种渠
道了解雅江宣传工作的情况，写出
了近5000 字的建议方案，得到了领
导的采纳，让该县宣传工作相关制
度得到完善，机制得到强化。

“当好学习者、传递者、服务者”
伴着激动和惊喜，从长江之头

来到雪域高原，谢臣仁深知自己肩
头重任。他在日记上写到：“到了藏
区，一定要做好三种角色，当好学习
者、传递者、服务者。”

面对新形势新环境，谢臣仁虚心
向老干部和当地的农牧民群众虚心
学习，主动融入藏区文化民俗和风
情，把所学知识学以致用，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迅速度过“过渡期”，适应
了新岗位。

在开展群众工作中，谢臣仁为
“亲戚”出谋划策，发展产业，让“亲
戚”的贫困状况在较短时间得到了
改善；在新闻采访中，谢臣仁捐钱捐
物，用实际行动帮助贫困群众解决
实际困难。把雅江作为自己的第二
故乡，视藏族同胞为亲人，谢臣仁用
真诚播下民族团结和睦的种子，收
获了人生中难得的友谊。

在工作，他与同事和谐相处，在
人员紧缺的情况下，深入机关单位
和乡镇，深入农牧民家中，面对面听
取群众意见，把基层情况摸实、摸
透、摸准，“零距离”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在具体工作中，他积极策划，
参与写稿，与干部群众共同协，共同
提高，共同进步。

在 2014 年“11.22 康定地震”抗
震救灾期间和2015年7月维稳工作
期间，他切实做到信息畅通，发出正
面声音，传递正向能量，协助领导有
序开展工作。2016年6月，谢臣仁被
抽调支援色达宣传工作，为营造安
定稳定的发展局面做好正面宣传。
“让藏地‘记忆’成为人生‘财富’”

援藏是一场将“尘世”轮渡到“天
堂”的辗转，对每一位援藏人员来说
不啻挑战并颠覆自身的语码。来到
藏区，雪山草原、瑶草奇葩让谢臣仁
欣喜不已，但藏区险峻的地理位置、
高寒的气候条件、恶劣的自然环境却
让他饱受折磨。面对接踵而来的严
重缺氧、血压偏高、睡眠不好等“高原
综合征”，他坚持锻炼增强抗御高原
气候的体质，全身心投入工作忘却高
原缺氧带来的苦闷，与群众打成一片
消除远离家乡的孤独。

援藏两年，谢臣仁为雅江撰写
各类稿件 300 余篇，力争在领导的
支持下和指导下把雅江宣传特别是
雅江外宣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同
时，他又“不务正业”，在工作之余，
挤出时间撰写“康巴密语”系列书
稿。目前“康巴密语”的“藏地诗
画”——诗集《转动的经筒》已经出
版；“藏地故事”——《藏地，那一汪
温热》已交付出版社，正待出版；

“藏地风情”——长篇小说《格桑梅
朵》进入创作。谢臣仁把青春奉献
给雪域高原和高原上的人民，在时
代的主旋律中，让有限的生命得到
了无限地延展。

把青春奉献给雪域高原
——记宜宾市援藏干部、雅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谢臣仁

■本报记者 文/图

援藏风采

谢臣仁走访“亲戚”。

■本报记者 唐闯 黄丽 徐艺 文/图

6月17日，中国电力作家协会重走长征路
一行走进甘孜，重温长征精神，同时，在甘孜电
力一线采访电力员工，把新时代电力长征路上
的最感人的事迹和精神传递给更多人。

此次中国电力作家协会重走长征路领队、
英大传媒集团策划总监、中国电力作家协会副
秘书长、《脊梁》杂志副总编辑刘克兴告诉记者：

“重走长征路不仅是要重温革命历史，亲身体验
红军精神，最重要的是走进电力一线，挖掘素
材，讲好故事。”

6 月 18 日，在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与国网
四川甘孜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甘电
公司）的见面交流会上，对于甘孜电力建设事
业和红军长征以及重走长征路之间的关系，
甘电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明自强
陈述：“红军长征历时两年，在甘孜地区活动
长达15个月，此间红军数万人的粮食物质均
由甘孜藏区人民供给，1950年，邓小平同志作
出了‘甘孜藏区人民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
责任’的评价。如今，作为央企，我们应有历
史使命感和责任担当，为甘孜藏区兴旺发达
贡献自己的力量。”

从6月17日至6月20日，在重走长征路以
及对电力一线职工采访的过程中，明自强经过
泸定桥时，了解到电力工人为了给当地群众提
供优质的电力服务，常常骑摩托翻山越岭去收
电费，中国电力作家协会成员、湖南作协会员、
湖南张家界电力公司员工姚雅琼写下了这样
的文字：“这里的电力同行为当地群众提供贴
心服务所作出的一切让我很感动，不亲眼所
见，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的电力人根本不会体
会到他们工作的艰辛程度。我们常常讲电力
优质服务要发扬‘三千精神’，这跟长征精神同
工异曲，我们电力的基层员工是新长征路上的
勇敢战士。”

经历了同一心路历程的河北唐山电力协
会作家窦泽民，则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英雄们，
在你们的面前，所有的赘述都是多余。留下
的，唯有两个字；信念。”

6月18日，在甘电公司的一间会议室里，一线
员工正在为电力作家协会的作家讲述自己在甘孜
藏区从事电力工作时的经历，其间无论是讲述者本
人，还是正在记录的作家，都数次哽咽。

“目前，从内地来甘孜藏区工作的员工比较
多，因为夫妻都在电力公司的不同地点工作，不得
不两地分居，公司里3岁以下留守儿童就有37个，
他们不得不把孩子留给内地的父母。”说到这，甘
电公司负责物质配送的女员工张艺凡泪水夺眶
而出。在甘电公司刚刚筹建阶段，公司人员紧张，
为了不影响工作，她不得不离开尚未断奶的孩子。

运维检修部员工叶建蓉，一家四口人，分居
在四个地方。叶建蓉在康定总公司工作，丈夫
在甘孜县电力公司工作，大女儿在成都工作，小

儿子在简阳读书。打电话、发短信、视频聊天成
了一家人的生活常态。叶建蓉的丈夫经常下乡
排查线路，为了不让叶建蓉担心，他通过微信发
些自己在下乡路上拍的高原风光图片给叶建
蓉，还留言：一路美景，一路歌唱。

康定县电力公司的洛绒降泽、唐小康是该
公司一线电力工人，也是党员服务队的成员，他
们向电力作家协会的作家们讲述着党员服务
队的故事：“今年大年十四，康定县突降三十年
难遇的大雪，导致海拔4200 多米的折多山封
山，车辆无法通行，折西地区供电所储备的电力
物资无法保障解决当地用电故障，折东片区的
电力物资却因大雪封山，无法及时配送到位，为
了及时恢复当地用电，康定县电力公司党员服
务队8个小分队的成员当即组织人员，人背马
驮将电力物资第一时间送到折西片区供电所，
当地电力供应得以及时恢复。”

2012年，大学毕业生陈彬彬来到康定县电力
公司工作。每天的巡视线路都在山坡上，天天月
月走下来，除了身体受不了，枯燥单调的工作模式
难有丝毫乐趣，这无疑和陈彬彬最初对电力工作
的想象有很大差距。入职半年后的一天，陈彬彬
和同事们一起上山巡视线路，陈彬彬身边的一位
同事代立一脚踩滑，滚下了山坡。当时，陈彬彬吓
懵了，来不及伸手去抓。事后，陈彬彬意识到，要
做好电力工作，除了面对单调，还要面对各种危
险。除了愧疚，陈彬彬内心也对自己的同事和老
前辈们开始心生敬意，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从事
的职业，究竟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既然自己选择了这项工作，就要坚持下去，
只有在工作中，我才能成长为一名男子汉。”此后，

在同事代立和单位党员服务队的帮助下，陈彬彬
慢慢从最初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如今，陈彬彬成
为了党员服务队的一员，继续和同事们奔波在一
道道山梁之上。

黄钰本是父母捧在手中的“掌上明珠”，
2014年，为了和甘电公司甘孜县公司工作的男
朋友在一起，她不顾父母的反对，来到甘电公司
在康定的本部上班。24岁生日那天，甘孜县天
降大雪，黄钰男友外出解决电路故障，路途中，
所乘坐的皮卡车180度翻转，险些掉下悬崖，失
去生命。得知这一消息后，因为路途遥远，黄钰
只能一个人偷偷抹眼泪。

“到了甘孜上班，我才知道，公司里还有很
多和男友从事着同样危险工作的同事。”黄钰告
诉记者，现在，她和男友之间更多是理解和支
持，因为这些随时可能遭遇的生离死别，他们之
间的感情反而更加牢固。

还有一个叫叫唐思晴的女孩，为了追寻爱
情，她特意来到甘孜高原看男友工作的地方。但
在高原上工作的困难和危险，并未吓退唐思晴，
一个个感人的真实故事冲击着她的内心。她说：

“工作在电力第一线的男人和女人是在用生命恋
爱、结婚、生子”。在父母的反对声中，唐思晴走
进了甘电公司，成为了该公司的一名员工。

听着这些故事，电力作家协会重走长征路
的作家们，感动的泪水一次又一次湿润了眼眶，
他们怀着敬畏之心，前往新都桥实地采访了输
变电站的一线电力员工。

来自陕西电力公司的漫画家、电力作家协
会的吉建芬告诉记者，她出生在陕西省延安市
一个红色家庭，从小耳濡目染，也读了不少与共

和国革命以及红军历史有关的书籍。在国家
电网《电力报》工作期间，吉建芬不止一次编辑
过与川藏电网工程有关的稿件和图片，了解到
了不少感人的故事。

尽管走进甘孜之前，吉建芬已有一定的思
想准备，但当她第一次站在铁索桥上，目视十三
根铁链下滚滚的大渡河，一直视自己为女汉子
的吉建芬感到了恐惧。“从江西瑞金走到这里，
情绪一直在叠加，在泸定桥达到了顶点。”在红
军飞夺泸定桥纪念公园内，看到十八勇士中不
少人连名字也没有留下，吉建芬终于控制不住
自己的感情，留下了热泪。

在新都桥550千伏变电所，目视蓝天下伫立
在高原上的一座座铁塔，一根根银线，吉建芬深情
地说，我们应该为这些默默付出的生命留下些什
么。从历史来到现实，一路上，吉建芬为每一个她
采访过的人和遇见的事留下了一张张照片，她说，
她将会为此行创作一系列有价值的作品。

回想起这些天看到的山，遇见的人，听到
的事，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作家、河北唐山电力公
司的窦泽民留下了这样的话：康巴高原的山，才
是真正的大山。

重温长征精神 再写电力春秋
——“中国电力作家重走长征路·光明行”走进甘孜

新闻 集锦

本报讯（刘旭）近期，康定公安机关紧密结合公安
工作实际，组织召开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座谈会。

会议严格按照省公安厅党委提出的“学党章党
规、学系列讲话、学法律法规、做合格党员、做合格民
警、创人民满意所队”要求，及时下发学习教育工作实
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和原则、主要内容和学习措施，
要求强化组织领导、层层落实责任、坚持统筹推进和
强化工作宣传；以党支部为单位开展“重温入党志愿、
重温入党誓词”活动，并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公安工作
相结合，组织在虫草山点执勤的民警开展一次重温入
党誓词活动，让大家进一步增强“人民公安为人民”的
坚定信念；机关党支部利用其操作简便、运行流畅、传
播快捷、大众普及的特点，建立机关党支部微信群，借
力网络平台助支部党建工作；制作了“两学一做”专题
宣传展板，市局LED大屏滚动播放学习教育宣传内
容，并在公安网主页开辟“两学一做”专栏，发布学习
教育相关学习内容、工作动态；与《甘孜日报》、四川法
制网、民生与法等州、省、国家级媒体签定宣传战略合
作协议，及时报道身边的典型事迹和典型人物，不断
强化学习成效，归纳提炼先进经验。

本报讯（泽翁扎西 丹巴泽郎）近日，丹巴县举办
了2016年青年教师现代信息技术教育应用培训会。

培训会上，县政府专职督学作了《模仿中创新、
融入后突破》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专题讲座，指
出了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教研室教研
员就《教育信息化规模化应用》、《多媒体交互式电子
白板在教学中的具体运用》进行了专题培训，强调了
在信息化时代，要改变固守的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
学习效率，信息技术要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

丹巴县

培训青年教师现代信息技术

本报讯（晏中华 杨丽）今年以来，农行甘孜县支行
充分发挥思想引领作用、舆论推动作用、精神激励作用
和文化支撑作用，着力培育员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该行结合工作实际，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引向深入，进一步增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利
用政治学习引导员工坚定理想信念、热爱祖国，增强
对党的领导的理性认同；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宣传教育，并融入政策法规、行业规范等，形成
有效激励约束机制。大力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
开展“讲文明树新风争标兵”等活动，推动道德模范
学习宣传常态化，教育员工“诚实信用、守法合规、专
业胜任、勤勉尽职”，不断提高服务水平；着力提高正
面宣传吸引力，积极做好主题宣传、成就宣传、形势
宣传、典型宣传，增强员工幸福感、荣誉感；结合党日
活动，以红色文化激励员工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增强
民族责任和担当。

甘孜县农行

培育员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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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康定“11.22”地震发生后，在家
休假的杜君马上联系医院领导，申请去灾区开展
医疗救援。第二天一早，他搭乘最早的一班车从
西充赶回了康定。当晚，就同医疗救援队一起赶到
了震中——海拔3846米的塔公镇夺拉嘎姆村，开始
了救援工作。

“我每天大概要医治七八十个病人，太忙了。来
不及想自己有没有高原反应，是不是生病了。”说起自
己因细菌性痢疾导致严重脱水，休克在工作岗位上的
事，杜君笑着说：“刚开始只是觉得有点不舒服，走路
没力气，自己对症吃了点药，没想到拉肚子更严重了，
还第一次当病人坐了回救护车。”

“他的母亲患有风湿性心脏病，长期卧床，他的女
儿当时上初三，正是学业繁忙、升学压力大的时候，但
当他得知康定地震的消息后，立即赶回了康定。”杜君
的同事沈竹告诉笔者，大家在夺拉嘎姆都是24小时值
班的，杜君刚从西充赶回来，没有休息，每天的病人也
很多，他连续工作了五天，后来就休克在岗位上，都躺
在病床上了，他还要求再去灾区。他的这种精神，深
深感染了每一个医护人员。

医院的发展离不开观念的创新。康定市人民医
院的发展存在病人流失严重、转院率高的问题，针对
这一现象，杜君大胆提出：变“病人求医院”为“医院求
病人”！他认为市医院要发展，还得找准自身定位，全
力打造重点专科，为广大农牧民服务。

按照这个思路，医院通过深入开展到基层送药、
送医和“五下乡”活动，以优质的服务赢得了农牧民群
众的信赖，同时，成功打造了肛肠专科，腹腔镜微创重
点专科顺利通过了四川省藏区医学重点专科建设项
目的立项评审。

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
“杜君刚到我们医院不久，就遇到一起医疗纠

纷。患者张大叔一年前在我们医院做了阑尾切除手
术，术后因切口反复感染，形成腹壁窦道，在多处治疗
效果不佳的情况下，张叔叔坚持认为这是医院手术造
成的，要求医院解决。我们医院当时缺乏相应的手术
操作经验，更缺乏信心，多数人提出将张大叔转移到
成都救治并给予经济赔偿。得知这一情况，杜君主动
请缨，申请由他来做手术。”“当时，张大叔情绪特别激
动，一点都不相信我们，杜君是顶着很大的压力上手
术台的。”医院院长康兰介绍说。

在炉城镇老榆林村，笔者见到了张大叔，提起手
术的事，他说：“我现在全好了！很感谢杜医生，他的
医术好、态度好，对我又细心。那时候，我很担心自己
的身体，杜医生就多次给我做思想工作，真是全靠他，

我才那么快就康复了。”
张大叔还告诉笔者，他觉得市医院的医生技术在

不断提高，态度也越来越好了，前段时间，他的孙儿被
烫伤了，就是在市医院医治的。

这场医疗纠纷因患者的康复出院而化解，杜君又
开始思考，在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藏区，很多医生缺
乏手术操作经验，如何才能让这些技术不因他们的离
去而被带走。

“要把技术传授给当地医生，提高当地的医疗水
平和整体素质，培养一支留得下的‘医疗队’。”渐渐
地，杜君和一起援藏的医生形成了这样的共识，纷纷
开始行动、倾囊相授。杜君通过直接手术、亲自授课、
疑难问题会诊等方式开展传帮带，现在已经有部分医
生可以独立完成较为复杂的手术。

经过多次实际考察调研，杜君发现藏区肛肠类疾
病发病率较高，此病对医疗设备及硬件要求相对较
低，而自己又有这方面的特长，于是他主动向医院建
议成立肛肠科，开始肛肠科项目创建，并对科室建设
提出具体方案，同时，对科室内的医生进行专业知识
培训和技能考核，并选派医护人员外出进修学习。

截至目前，杜君在该院开展肛肠科手术100余
台，占到外科手术1/4，其中包括在大医院都算复杂的
高位肛瘘手术也已开展多例。新建的肛肠科也在省
卫计委立项，力争三年建成民族地区重点专科。

是白衣天使，更是爱心使者
杜君和他们这支行走在高原的健康守护神，是白

衣天使，更是爱心使者。
杜君在援藏期间，以一腔爱心牵挂着病人，几乎

所有的节假日都没有正常休息过。他的手机24小时
开机，号码向所有患者和医生公开，不管多累他都坚
持每天上班后、下班前详细查看每一位病人，掌握病
人的病情变化。

下乡送医送药也是杜君和同事们的重要工作，去
年11月，该市金汤镇因岩石崩塌，导致道路堵塞。杜
君和同事一起组建医疗小分队赴金汤镇开展医疗义
诊和送医送药活动，大家用背篼背、肩扛手抬的方式，
冒着头顶岩石随时崩塌的险情，徒步穿越危险区域到
达金汤镇，为300多人次进行了诊治，受到了当地百姓
的欢迎。

这群白衣天使的足迹布满了康定的村村寨寨，也
许当地老百姓已记不起他们的面容，但是只要说起他
们的精湛医术和热情服务，大家都会竖起大拇指。

这份爱心，架起了藏汉群众友谊的桥梁，援藏的
医生们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一批又一批，他们已经成
了百姓心中的健康“守护神”。

带出“不会走”的技术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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