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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南泽仁

“咋办我家父亲生病想转院出去，
但我家又没熟人、汉语也不懂；你给拥
珍说嘛，她会帮你”“有什么事找拥珍
去”、已成为寺庙觉姆（觉姆：寺庙尼姑）
遇到问题的一种不成文的习惯。她们
如此信赖的拥珍，就是刚荣获全国三八
红旗手称号的道孚县铜佛山觉姆寺管
理委员会副主任苟玛拥珍。正是因为
扎根基层的坚定信念，廉洁自律的严谨
和服务群众的赤诚，关爱觉姆姐妹的热
情，激励着她科学发展的信念和务实创
新的热忱，在基层统战工作中满怀热情
不断迈出新的步伐。其中蕴含着一名
基层女干部多少心酸苦甜的风雨历程，
缀满了沉甸甸的工作艰辛。

她重调研，抓基层，促统战全面
展开工作，她始终坚持在一线开展；
问题，她始终坚持在一线解决；成
绩，她始终坚持在一线取得；经验，她
始终坚持在一线总结。她倾情倾力
关爱觉姆姐妹，当一名五保户觉姆身
患胃癌卧病在床时她送汤送饭，抱着
棉被到医院陪床，去世时，她四方凑
款为其办理后事、看望家属；当一名
年轻觉姆身患子宫癌找她诉苦时，她
又向单位申请帮助筹款为其治病，当
这位姐妹病愈时紧紧握住她的双手
泣不成声……

2015年11月至今，苟玛拥珍任铜
佛山觉姆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主持工
作）。2014年被评为甘孜州“三八红旗
手”，2015年被评为四川省“三八红旗
手”，今年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作为一名年轻的女干部，苟玛拥
珍主动深入全县每座寺庙核实寺庙
及僧尼基本情况，在全州统战系统
社会化管理目标考核中获 100 分满
分的优异成绩。2011 年 4 月调至道
孚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任副局长，主
要负责民族工作、僧尼管理、僧尼低
保、项目建设等工作，期间完善标识
标牌、规范化管理工作，省民委根据

其突出成绩授予该单位项目工作先
进单位称号。

针对菜子坡觉姆寺和铜佛山觉
姆寺庙存在的问题，道孚县委、县政
府将菜籽坡觉姆寺作为全县觉姆寺
创新管理示范点，苟玛拥珍调至该
寺管会担任主任，全面铺开创新管
理示范工作。她始终将寺庙稳定作
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主动作为，知责
担当，找准方式方法，抓住关键环
节，全力确保寺庙稳定。苟玛拥珍
带领工作组干部职工在帐篷里一住
就是5个月，早出晚归、日晒雨淋，她
始终坚持“干部+僧尼”管理模式，通
过长期努力，觉姆逐渐改变错误意
识，主动服从管理。进驻寺庙后，按
照寺庙管理“三个相适应”的宗教工
作理念和严守“三个绝不能增加”底
线，建立完善了寺庙人、财、物、活动
等管理的 24 项管理制度，以藏汉双
语形式在寺庙内部上墙，创新制定
的重点工作对象管控台帐、工作记
录台帐等六本台帐制度在全省寺庙
管理中广泛推行，通过开展寺庙活
动场所标准化管理、有力加强了寺
管会对寺庙和觉姆的规范管理力
度，管理办法得到省、州认可并推
行，管理经验也由省委统战部写成
典型材料上报有关部门。按照“三
基本”理念，坚持管理服务并举，积
极向上级汇报困难，努力争取项目，
真情关心关爱困难僧尼，不断改善
寺庙条件，在菜子坡觉姆寺完成了
一条 2 公里的通寺路，整改水渠 50
米，治理山体滑坡 40 米，寺内配置
干粉灭火器 9 具，投入资金 10 余万
元，慰问特困重病觉姆80余人次，为
152 名贫困觉姆解决了最低生活保
障、1名纳入五保、170名觉姆纳入医
保，争取危房维修金50万元，赠送价
值 20 余万元的慰问品。同时加强
与寺庙僧尼及亲属的交心谈心，宣
传惠寺惠僧政策，讲清讲明利害关
系，106 名觉姆主动向寺管会干部反

映困难问题。
在铜佛山觉姆寺管理委员会任

副主任期间，苟玛拥珍按照“积极稳
妥、依法规范”的工作原则，按照“一
对一、一对多”的工作原则，约谈觉
姆、走访寺庙负责人及家属、召开四
乡一镇村干部动员会、召开觉姆家
属会；建立定期不定期同扎呷活佛
联系制，协调寺庙管理工作。2015
年 11 月 15 日，组织 298 名觉姆参加

“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省委
藏区工作会议精神”宣讲大会，实现
干部入驻等寺庙“五进’工作目标。
入驻寺庙后，苟玛拥珍积极组织觉
姆到省委统战部反应困难诉求，到
成都、炉霍参观先进寺庙先进管理
方法。协同县委分管领导积极向
省、州相关部门争取寺庙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截至目前，寺庙已启动活
佛寝宫维修、通寺路、绕寺路、垃圾
池、淋浴间等建设工作。

苟玛拥珍带领寺管会成员深入

寺庙、觉姆家属家中开展法制宣传教
育，结合全县惠民政策信息采集工
作，努力动员觉姆办理“两证”，经过
不懈努力，完成了寺庙僧尼基本信息
采集登记备案和觉姆宗教教职人员
制证工作，寺庙各项基础工作已实现
网格化管理。

觉姆姐妹的贴心人
——记全国三八红旗手苟玛拥珍

■本报记者 马建华

泸定县农牧局职工余春芳与丈
夫欧世伦共同生活了 31 年，30 多年
来，他们夫妻恩爱、尊老爱幼、科学
教子、勤俭持家、邻里互助，文明家
风远名扬。

共同进步 爱岗敬业
余春芳先后在泸定县农牧局土

肥站、蚕桑站、植保植检站从事农业
技术推广、蚕桑技术推广、农作物病
虫草鼠综合防治等工作。她的足迹
遍布了泸定县12个乡镇，春种秋收，
她把实用技术送到田间地头，为农民
群众增产增收提供农业科技服务。
她曾荣获省先进女职工及县“巾帼建
功”先进个人称号；主研完成的《频振
式杀虫灯试验示范及推广应用》项目
获州政府2006年度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开展群众工作中，她心中有群众，
一件件实事赢得了群众的敬重，被评
为群众工作优秀机关工作人员，荣获
州委、州政府颁发的举全州之力推进
群众工作全覆盖先进表彰；撰写的论
文在国家、省、州、县级刊物上发表8
篇、9次获奖，主要业绩入编《中国知
名专家学者辞典》第三卷（网络版）和

《中华名人铭鉴》。
欧世伦曾担任县工商局局长 12

年，多次得到上级主管部门和县委、
县政府的表彰和奖励，被四川省巴

蜀之子征评活动组委会评选为十大
巴蜀之子之一；被州工商行政管理
局评为优秀公务员等；被县委评为
优秀共产党员；其家庭被州妇联和
州综治办评为平安家庭示范户、县
妇联评为“五好文明家庭户”。

在工作上，夫妻俩爱岗敬业，利
用休息时间，在学习上互相鼓励、互
相支持、共同进步。余春芳参加西
南科技大学成人自考，并取得大专
文凭。欧世伦利用业余时间通过自
学取得了大专和本科文凭，先后两
次被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函授学院评
为行管班优秀学员。

从技术员到高级农艺师，余春芳
始终坚持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科技
是第一生产力，农民兄弟期盼农业
技术推广能够为他们增产增收提供
帮助，作为科技工作者，推广实用技
术不仅是我们的份内工作，更是我
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农忙季节，是
余春芳最忙的时候。欧世伦主动承
担家务，不仅让她安心完成自学考
试、计算机过级考试，并取得了高级
农艺师任职资格，还支持她到农村
开展农技推广。而作为一名工商行
政管理工作人员，越是节假日工作
任务就越繁重，家里的大小事务都
由余春芳包揽。消费者权益保护及
城管工作，矛盾突出，工作难以开
展，余春芳总是帮助欧世伦出谋划
策，既要严格执法，又要保护群众的

合法利益不受侵害。

尊老爱幼 家庭和美
百善孝为先，余春芳是家中的

独生女儿，与丈夫结婚后，一直与
父母住在一起，父亲 76 岁那年不幸
患上肺结核，经常大口吐血，夫妻
俩便四处寻医问药，精心照料，让
老人开心地活到了 91 岁。母亲今
年 84 岁，身有残疾、体弱多病，每次
病重都是夫妻俩背着上医院治疗，
母亲曾两次因患胆结石和鼻中隔
穿孔，被县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他们就把母亲送州医院，让母亲转
危为安。母亲住院期间，他们寸步
不离地日夜守护在母亲的床前，接
屎倒尿，端水喂药，每天擦洗身子，
以免老人生褥疮。康复后，老人逢
人便说，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
我的女儿和女婿对我很孝顺，懂得
体贴照顾老人，这是我的福气。

余春芳的婆家在田坝乡木杉
村，离县城 20 里，家中同样有 84 岁
的婆婆、50 岁多身患残疾的小姑子
和俩个刚成年的侄子，尽管如此，余
春芳与她们和睦相处，亲如母女、亲
如姐妹、情如母子。每到周末，夫妻
俩都要回乡下帮助料理家务和地里
的农活。57年前，父亲去世，丢下欧
世伦和尚未出生的妹妹，母亲一人
独自撑起了这个家。11 年前，妹夫
不幸去世，家中一下就失去了顶梁
柱，留下年老体弱的婆婆、患小儿麻
痹症的夫妹和两个年幼的侄儿。妹
妹的头发在一夜之间白了许多，家
庭的重担再一次落到了年迈的婆婆
身上，婆婆顿时觉得顶梁柱倒了、天
垮了，日夜担心地里的庄稼做不出
来，终日以泪洗面。余春芳说：“你
们不要着急，再大的困难，我们一起
扛”。她和丈夫毅然决定撑起这个
家。为了她这句诺言，夫妻俩利用
周末和节假日回婆家指导农业生
产、做农活、管理果树、翻修房屋等，
让婆婆一家度过了难关。他们在婆
婆家周围栽种核桃、桃子、李子、杏、
樱桃、枇杷、车厘子和蓝莓，通过她
多次试验，家里的果园成了她的试
验地，不仅让婆家增收，还为自己写
科研论文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婆婆
一家在他们的帮扶下，现每年水果、
蔬菜收入达30000 余元，使这个贫困

的家庭摆脱了困境。婆婆常对人
说：现在在外工作的媳妇有几个还
愿意回婆家帮忙种地，还有几个人
能吃得下那个苦，我也不知是前辈
子做了什么好事，遇上这么好的媳
妇。邻居羡慕地说：“像余春芳这样
的城里媳妇，现在不好找哦，平时在
单位工作，周末还回农村管一家老
小，太难得了”。

夫妻俩在教育孩子方面，以开导
说服教育为主，要求孩子在校尊敬
老师、团结同学、认真学习，积极参
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在家要做
积极做家务。如今一个孩子已经大
学毕业、一个正在上大学。女儿欧
阳俊嘉说，在她的成长经历中，她从
来没有看见过父母吵过架，父母是
孩子最好的老师，父母的一言一行
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自己，在和同学
相处中，她也学会了包容、团结。

团结邻里 关爱他人
有一次，余春芳在下乡指导农

业生产时，看到田坝乡磨河村小沟
组一个特困户家的孩子因无钱上
学辍学在家，了解到孩子成绩也比
较好，毅然决定帮助他完成学业。
在夫妻俩的资助下，这名孩子如今
在康定工作，逢年过节都会买上礼
物、带上妻女回泸定看望抚养他的
余春芳夫妻。他说，是欧爸爸和余
妈妈帮助我实现了人生的理想，如
果不是她们的抚养，自己可能会穷
困潦倒一生，在他们的身上，他看
到了人性的温暖。

夫妻俩都是热心肠的人，遇到
谁有困难总爱帮一把，邻里之间有
需要帮忙的总是非常热心。木杉村
赖家失火烧光住房、96 岁老人烧死
后 ，他 们 带 头 捐 款 1000 元 。 2014
年，夫妻俩为结对认亲、亲朋好友、
周边邻居嫁接核桃、桃、李等果树
658 个桩头，成活率达 92.02%。2015
年又帮助嫁接 608 个桩头，按每个
桩头插两支接穗计算，共需插接穗
2532 支，如请外来师傅嫁接，每支收
费 4－5 元，需嫁接费 10128－12660
元，但他俩都无偿提供苗木、免费为
群众嫁接。“贴工贴钱为我们老百姓
做好事，我们都很尊重他们。”村民
们说，他们把群众当亲人，我们心里
感激他们。

■本报记者 南泽仁

丹巴县巴底乡沈洛村孟江被邻里誉为
“最美媳妇”，先后被丹巴县委、县政府评为
“平安家庭”，被州政法委、州妇联评为“平安
家庭示范户”，入选“中国好人榜”。

她十年如一日，无微不至地照顾瘫痪
在床的丈夫和婆婆，以及年迈多病的公
公，并将儿子培养成人，以优异的成绩考
取理想学校，她用自己瘦弱的肩膀撑起了
一个家庭。

孟江是丹巴县巴底乡木兰村人，后来
嫁到了巴底乡沈洛村，育有一子，家庭生活
幸福美满。200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打破了孟江幸福的家庭。她的丈夫因遭遇
事故，造成下半身瘫痪，从此长年卧床，生活
失去了自理能力。

“不幸的遭遇，让我欲哭无泪。经受了
巨大的打击之后，我面对现实，生活还要过
下去，孩子要养育成人。丈夫倒下了，还有
我。”孟江说，她擦干泪水，顶起了家的脊
梁。坚持每天按时给丈夫做饭、喂饭，帮丈
夫擦身、洗脸、洗脚，擦屎擦尿、换洗衣服，护
理完丈夫，她还要忙农活。看到妻子忙里忙
外，日渐消瘦，丈夫过意不去：“我是一个废
人，躺在床上，啥也干不成，和死了没有埋差
不多，是我拖累了这个家，拖累了你。你对
我的好，对家人的付出，我看在眼里，今生无
以为报，下辈子我还要娶你为妻。”

10年来，春种秋收，照顾丈夫、公婆、孩
子，孟江忙得连轴转，几乎没有睡过一夜安
稳、踏实的觉。“瘫痪在床的丈夫、年迈多病
的公婆以及年幼的儿子，这就是我的家庭
现状，困难大、压力大，但叫苦有用吗？”孟
江说，面对困难，当她力不从心的时候，她
也哭过，但她从不当着家人的面伤心，丈夫
瘫痪在床，心理压力大，脾气急躁，婆婆年
老多病，自己不把控好情绪，只会增加家人
的精神负担。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2008年，年愈70
岁的婆婆因突发老溢血瘫痪在床。“家里一
下子就有两个瘫痪在床的病人，光照顾两
个病人就要耗费不少时间，我感到了身心
疲惫”。孟江说，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在生
活的困境中，她必须要振作起来。多年来，
她对瘫痪在床的丈夫、婆婆和行动不便的
公公不离不弃，把公婆视为自己的亲生父
母，细心照顾、孝敬，婆婆奄奄一息，拉着孟
江的手动情地说，你嫁到我们家来，没有过
上一天好日子，家里几个病人把你拖累得
不成样子，我们一家亏欠你太多，我快要不
行了，你对我们一家人的好，我都记在心
里，你是最好的媳妇。婆婆临终前的一席

话，让孟江的心里感到非常难过，家庭负担
重，收入微薄，老人没有享福。她的公公也
因悲伤过度而变得神志不清，这对孟江来
说更是雪上加霜，面对家庭的变故，她更加
坚强，尽心尽力地照顾着一家人。

一家四口就有3个病人，孟江家中没
有劳动力，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全家人仅
靠政府的低保和孟江每年卖花椒、核桃换
来的微薄收入来维持基本生活，同时负担
着儿子的昂贵学费。为了生存，为了养活
一家人，为了让儿子继续上学，她每天起早
贪黑地忙碌着。尽管一家人生活极其困
难，连儿子的学费都只能省吃俭用，但坚强
的孟江并没有因此而让儿子辍学，她再苦、
再累都坚持着、努力着。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3年9月，懂事的儿子没有辜负妈妈的
期望，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遂宁一所五年
制学校，这让孟江感到无比欣慰。

“孟江家遭遇的困难，我们都看在眼里，
她的坚韧、坚强，感动了我们。”村民说，如果
遇到这么大的困难，对于许多人来说，早就
被困难压垮了，但她没有，她传递了真善美。

孟江的事迹感动着左邻右舍、邻里乡
亲，在当地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
和帮助下，她家重新修盖了房屋，每逢过
年过节，县、乡和结对认亲的干部亲戚都
会去看望他们一家人，都会尽自己的力量
帮助他们。县乡村结合孟江家的具体情
况，还定制了具体帮扶计划，并鼓励孟江
自立、自强，战胜困难，孟江感动地说：“在
我最艰难的时候，党委、政府没有忘记我，
现在村民在党委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发展
产业，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有了政府的
扶持，自己也要不等不靠，用自己的双手，
努力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对于社会各界
的关心支持，孟江感恩着、铭记着。每当
村里有义务投工，她都积极参加，从未以
任何理由缺席；每当左邻右舍遇到急事，
她都会及时赶到，无偿帮助；村里的喜忧
事，她总是跑前跑后；每当邻里乡亲身患
重疾，她都会及时去探望，伸出援助之手，
献出自己力所能及的爱心，因为她觉得只
有这样，才能感谢大家对她的关爱。

“孟江对患病的家人不离不弃，有担
当，勇于奉献，在她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
团结和睦、共渡难关的社会新风尚，我们要
用她的先进事迹，教育引导村民形成好家
风，用好家风带动农村新风尚的形成。要
通过积极倡议，形成一家有难，全村人都来
帮助的良好社会氛围。”巴底乡沈洛村支部
书记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文明家庭建
设，对于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有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本报讯（记者 秦松）过去的一年，全州
各级妇联组织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妇女，以

“五大行动”为统揽，履职尽责、强化服务，
充分发挥了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
纽带作用。

通过举办 60 名幸福使者参加的“母
亲课堂·幸福使者”骨干培训班；在中华
女子学院举办了“甘孜州妇女干部读书
班”，38 名女干部参加培训；40 余人次参
加了全国、省、州各类培训。州县妇联筹
措帮扶资金 112 万元，受惠农牧民群众
2100余人。在康定和甘孜分别举办了觉
姆藏绣技能培训班，59名觉姆参加培训，
完成藏绣作品 77 件；组织 20 名妇女参加

“全国妇联藏区妇女电商培训班”；州妇
联为甘孜县来马镇纳洼村修建了电磨
坊、蔬菜大棚等，投入帮扶资金 27.6 万
元，发展预备党员 1 名，推荐村“村两委”
后备妇女干部2名；丹巴、稻城、九龙组织
开展藏绣技能培训，127 名骨干绣娘参
训，丹巴还为参训绣娘发放价值5万元的
缝纫机 20 部；新龙县在脱贫攻坚联系点
开展“文明风尚进家庭”活动等。

去年初，我州40余件民族手工艺作品
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川针引线·巧手致富—
四川妇女居家灵活就业成就暨传统手工艺
术展”，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
部部长刘奇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参观了展出；与州人
社、工会组织开展“春风行动”，提供岗位信
息2625个，免费职业介绍6639人次，组织
劳务输出455人，其中女性249人，为195
位女性提供劳动维权服务。

引领妇女岗位建功，与州委宣传部、
国税局、工会、团委等部门联合在国税
系统举办“岗位大练兵、业务大比武”竞
赛活动。

去年共争取到全国、省妇联项目8个，
资金235万元。其中，贫困母亲“两癌”救助
资金100万元，觉姆关爱及培训资金85万
元，精准扶贫公益项目资金18万元，价值14
万元的“母亲健康快车”1辆，家长学校建设
资金8万元，巾帼志愿协力计划资金5万元，
妇女维权法律援助资金4万元，国寿天使妈
妈资金1.6万元。

组织州政府妇儿工委25个成员单位
和康定市司法部门举办了“三八妇女维权
周”暨反对家庭暴力主题宣传活动，发放宣
传资料2万余份；邀请四川省司法警官职
业学院教授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
庭暴力法》专题讲座，通过“12338”维权热
线和上门接待方式，州县妇联接待上访20
件，办结20件。

为避免妇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
发生，各级妇联深入农牧区开展系列健康
关爱活动，受惠妇女6500人，免检查费85
万元。发放“两癌”救助资金100万元，救
助患病妇女100人；州县妇联邀请成都锦
江区妇幼保健医院、成都蜀都医院和州县
卫生部门医疗专家在甘孜、巴塘、雅江、炉
霍、理塘、得荣等县农牧区免费为6400余
名农牧民开展健康检查，其中，900余人接
受“两癌”、甲状腺癌初步筛查，筛查出乳
腺、甲状腺有问题 169 人，1306 人接受妇
科病四项检查，为农牧民群众节约检查费
59 万元，发放资料 1000 余份；州妇联“贫
困母亲慈善基金”救助贫困母亲8人，发放
救助金3.9万元。

弘扬家庭美德，向省妇联推荐“最美
家庭”10 户，其中 1 户获全国“最美家
庭”、2户获省“最美家庭”荣誉称号；州县
妇联围绕“孝、爱、亲、和、廉”组织开展

“幸福使者·母亲课堂”200 余场，惠及群
众 4 万余人；邀请家庭教育专家在康定、
泸定举办“同心共育家庭教育”公益讲座
4 场惠及 340 个家庭，邀请北大书同家风
家教高级讲师在康定开展公益讲座 2 场
惠及 220 个家庭；完成 1 所家长学校挂
牌，并配备价值2万元的图书。

积极推动基层 3+N 模式社会工作
示范，在康定雅拉乡二道桥村、泸定冷
碛镇木瓜沟村成立农村巾帼志愿服务
队；启动关爱石渠县包虫病患者“协力
计划”巾帼志愿服务，建立包虫病患者
巾帼医疗互助站 1 个；启动“带着孩子做
公益”项目，推动家庭建设、亲子课堂；
创建“甘孜州家庭家教家风微课堂”微
信群，定期邀请家庭教育专家讲课，现
有群成员 500 人；启动甘孜州妇联读书
会，推动机关文明建设。

↑州委书记刘成鸣与寺庙觉姆及苟
玛拥珍亲切交谈。

最美家庭的那些事儿

服务大局 服务妇女
我州各级妇联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中国好人”——孟江

→苟玛拥珍与寺庙觉姆交流。

巾帼风采
JINGUOFENGCAI

余春芳给婆婆洗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