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什么让他甘于奉献
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徐登林

王志刚走了，遗愿是葬在生前工作
之地，虽然他并不是石渠人。石渠县，别
称“太阳部落”。离太阳很近的大草原，
王志刚20多年一直在用生命守护，像阳
光给予草原生命，他用生命守护草原的
安宁，直至最后一刻。

热爱阳光的人，内心一定是阳光
的。阳光何来？

缘于一种精神：坚守使命。高原虽美，
条件艰苦。地广人稀，空气含氧量低，对有
的人来说，生活都会变得困难，而王志刚常
常一个人带点糌粑、酥油，开车或骑马连续
工作好几天，用坚守诠释着责任。

内心的阳光还缘于一种信念：对党
忠诚、服务人民。人民警察爱人民，这不
只是一句口号，而是王志刚的日常。抱
定这样的信念，他敢于为了草原安宁拼
命一搏，也乐于为草场和谐尽心竭力。

像王志刚一样，很多雪域卫士坚守
在高原。在甘孜，还有“十大雪域卫士”
活动中涌现出来的雪线上的坚守者——
王洛让、最美人民警察——杨武东、马背
上的“泥朵巴”——罗桑达娃等一大批优
秀民警代表，他们用“缺氧不缺信仰、缺
氧不缺激情、艰苦不怕吃苦”的大义，兑
现着“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
律严明”的铮铮誓言。

致敬，为高原阳光奉献终身的勇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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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坚守诠释责任
25191 平方公里，地广人稀的石渠

县，让守卫安全成为巨大挑战。
2007年11月，时任扎麦乡派出所所

长的王志刚接到线索，辖区有人藏了一
把“小脑壳”。“小脑壳”是当地人对小口
径运动步枪的简称，杀伤力不小。王志
刚急了，拉上搭档就跑。

平常到案发地要3天时间，搭档建议
通知老百姓送到所里来。王志刚坚决不
同意，说去一趟可能会有其他线索。

骑马第一天，搭档屁股就磨出血水，
王志刚让他留在老乡家，独自一人前
往。穿沼泽、跨草原，没有休息的王志刚
第二天就完成任务归来。

打击虫草盗挖过后，又要忙着牧场
搬迁。2 月过后，扎溪卡大草原上的事

一件接一件，旁人眼中，王志刚永远闲
不下来。“他总是这样，有了什么线索，
就一个人带点糌粑、酥油，开车或骑马，
一出去就是好几天。再回来时，事情都
处理妥当了。”

2011 年冬天，石渠县城一家金店发
生蒙面入室抢劫，嫌疑人还将店主刺
伤。线索不多，王志刚硬是凭着广泛的
走访，抽丝剥茧找到突破口。案发不到
两个月，主犯在青海落网。不久，另外3
名嫌疑人也陆续在其他省被抓获归案。

敢拼命，是刚入队一年的辜超宇对
王志刚的第一印象。

那是辜超宇第一次参与抓捕。停靠
在路边的可疑车辆发动机启动着，车灯
闪着光，王志刚招呼辜超宇，“你跟在后
面，我先上去。”然后，提着一把冲锋枪，
一脚踹开车门。

辜超宇后来才知道，高原地区，一些
盗车贼身上非法持有枪支，第一个冲上
去的人风险极高。

同样因为敢拼命，家人却紧张不
已。王志刚的妻子白玛独自一人在成都
带着两个孩子，只有寒暑假一家人才能
在石渠团聚。“他总是在工作。”白玛说，
只有每天打个电话，确认他的安全后才
放心。团聚的短暂时刻，王志刚也在忙
着。有天下午6点，王志刚抖落外套上的
雪花跨进门，还没坐稳，就接到有逃犯进
山的消息。“他提一杆长枪就出门了。”白
玛回忆，看着丈夫消失在夜幕中，她内心
一直不安，在沙发上等了一宿。直到第
二天上午10点，丈夫才回到家中，外套已
湿透，鞋垫冻成硬块。他一脸得意地说

“逃犯已经抓住了。”
“人民警察为人民。”石渠电视台保

存的15分钟视频，是去年当地采访王志
刚打击抢夺机动车时录制的，画面中这
个1.8米的康巴汉子，质朴地表达了自己
坚守多年的动力来源于哪里。

正是这种质朴和坚守，让王志刚在
雪域高原一路前行，从普通民警到派出
所所长、治安大队长、刑警大队长、副政
委。他先后被评为甘孜州“刑侦工作先

进个人”“缉枪治爆先进个人”“追逃工作
先进个人”，并连续3年获评“县级优秀公
务员”，先后荣获“个人三等功”3次。

用生命书写忠诚
“一切都好了，已签订协议书。”10月

的石渠，冰雪交融。6日下午4时40分，
国庆假期已连续值守6天的王志刚，给石
渠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打地打去电话，
通报草场纠纷调解最新进展。

两小时后，打地的电话再次响起，传
来的却是噩耗：“阿哥正在医院抢救，快
不行了。”打来电话的是平常尊称王志刚
为“阿哥”的同事。原来，因连日值班，又
连续调解草场纠纷，王志刚突发心肌梗
塞。6日19时许，王志刚不幸因公殉职。

“扎多片区本来是我分管，由于群众
调解工作任务重，才暂时交给王志刚代
管。”打地说，王志刚群众工作经验丰富，
以前又在那边当过所长，大家对他熟悉，
十分信任他。

6日的调解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下午，
中午饭是下午3时才吃的一碗泡面。同
事都劝王志刚休息，他却说“这次矛盾隐
患大，不及时处理好，要出事。”就在说完
话，转身那一瞬，王志刚重重摔在地上。

“我半生戎马，负尽韶华，只为你，眉
间朱砂。这一世，你倾尽天下，青丝白
发，只为我，不作他嫁……”

这是今年2月12日王志刚在朋友圈
摘录的诗句，旁边是妻子白玛的照片，照
片上白玛穿着藏族服饰，阳光照在脸上，
身后的大草原广袤而深邃。白玛说，“他
完成了他的任务，却再也没法完成对家
人的承诺。”

10月11日，王志刚追悼会在成都与
石渠同时举行。上千人手捧酥油灯为他
送行，其中不少是王志刚曾经帮助过的
群众。咖依乡牧民土白赶来了——以
前，村民对土白的印象不好，有一年村里
掉了一头牛，大家指责是土白偷的，王志
刚一边劝慰一边从蛛丝马迹中找出真正
的偷盗者，并帮助他从无事可做变为踏
踏实实做事的人。青海人刘海德也来了

——2010年刘海德从青海老家到石渠收
账，结果账没收到，自己带的钱所剩无
几，王志刚知道后，不仅帮他解决吃住，
还拿出2000元帮他开面馆……

风雪中，星星点点的酥油灯越聚越
多，这是雪域高原上英雄的力量。

连续调解草场纠纷后，民警王志刚突发心肌梗塞，因公殉职——

他用生命守护挚爱的大草原

11月的石渠扎溪卡大草原，大雪猝
不及防。雪域深处，石渠县烈士陵园庄
严肃穆，生前曾任石渠县公安局副政委
的王志刚就安息在烈士陵园里。

而在他曾经工作的县公安局里，宣
传墙上，“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
正、纪律严明”十六个大字，格外醒目。

这是王志刚生前谨记在心的十六
个字，也是他的信仰。

石渠县平均海拔4250米，空气含
氧量不及成都平原的一半。1996年，26
岁的王志刚从阿坝黑水县来到石渠，一
干就是20多年。今年10月，因连续调
解草场纠纷突发心肌梗塞，王志刚倒在
用生命守护的挚爱大草原上。

■川报记者 刘宏顺 徐登林

本报讯（县委中心报道组 李珍
兰）11月29日，甘孜县泥柯乡政府院
内人头攒动，座无虚席。作为甘孜县

“党的十九大精神群众宣讲团”成员
之一的县环林局干部巴登泽仁，正在
这里为该乡400余名机关干部和农牧
民群众讲解党的十九大精神。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还明确提出了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这20个
字的目标要求，对我们泥柯乡来说
完全有条件、有基础、有能力实
现。”巴登泽仁讲到乡村振兴的话
题，现场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

“老师的宣讲很接地气，我们
都能听懂。这几年我们国家发展
很快，我们为祖国感到骄傲自豪，
这也让我们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充
满信心。”泥村乡村民洛拥激动地
告诉笔者。在宣讲现场，巴登泽仁
紧紧抓住十九大报告中“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等关键词，通
过好记易懂的日常口语形式，向群
众进行宣讲。“听了今天的宣讲，我
才知道，总书记是这么关心我们的
生活。过去我住的房子很简陋，过
着人畜混居的生活，日子过得苦不
堪言。近年来，党的好政策不仅让
我住上了好房子，通过乡上组织的
技术培训和村集体经济的收入，我
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多，脱贫奔康离

我越来越近。”该乡贫困户降措听
了宣讲后有感而发。

这只是甘孜县开展党的十九大
精神群众宣讲的场景之一。据该县
县委宣传部负责人介绍，党的十九
大闭幕以来，该县相继在县委常委
会、县委中心学习组扩大会议、全县
领导干部大会等不同层面全面传达
学习会议精神；同时，该县结合下半
年的“4+2”政策法规进村入寺宣讲
活动，组建22支骨干宣讲团，由20
余名县级领导率队，分赴全县22个
乡（镇）和42座寺庙开展十九大精
神宣讲活动，每场宣讲以“村”“寺”
为单位，将十九大精神送到了广大
僧众“家门口”。宣讲团每到一地，
都运用群众听得懂、喜欢听、乐接受
的新型龙门阵宣讲形式，向农牧区
群众、寺庙僧尼和基层党员干部集
中宣讲。同时，宣讲老师根据各乡
（镇）提供的宣讲需求，以“菜单”方
式确定宣讲重点，供基层“点单”选
择，开展分众化、互动式宣讲，实现
有的放矢、按需宣讲。

据介绍，截止目前，该县各宣
讲团的足迹遍布泥柯、茶扎、查龙、
夺多、仁果等10个乡（镇）110个村
15 座寺庙，宣讲 125 场次，覆盖僧
众1.56万人次，宣讲活动还将持续
在该县其他乡（镇）村开展，做到全
县219个行政村和4个社区居委会
群众全覆盖，做到全县不漏1个村
1 座寺庙，全村全寺不少于 80%的
群众和僧侣参与。

甘孜县

将十九大精神送到群众“家门口”

本报讯（向保林）近日，乡城县觉
然村积极贯彻县、乡两级关于学习
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相关要求，整
合驻村工作组、第一书记、村干部等
力量，举办了觉然村学习宣传党的
十九大精神“农牧民夜校”培训班。

培训会上，授课老师从对党的
十九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描绘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的宏伟蓝图，指明了党
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发出了党
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政治宣言，进一步丰富和

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指导思想等
方面对十九大精神作了详细解读。

聆听宣讲后，该村农牧民纷纷表
示，此次学习既增长了知识，又更新了
观念，使我们对国家政策有了更直观
的了解，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认识。

该村村支部书记加吉在听完宣
讲后激动地说：“聆听了十九大精神
宣讲，真是受益匪浅。习总书记的
讲话对觉然村脱贫工作注入了强大
的精神动力，今后要把大家的心聚
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
我们的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

乡城县

“农牧民夜校”宣讲十九大精神

讲述甘孜故事讲述甘孜故事
传递甘孜声音

本报讯（县委中心报道组 刘
伊莎）11月30日，德格县召开首届

“善地英才”表扬大会。专业技术、
民族手工艺、南派藏医药、经营管
理、文化艺术及文化传承、致富带
头人、县外专家学者、爱国宗教界
人士共89人获表扬。

表扬会现场，该县领导向“善地
英才”代表颁发了证书、奖杯及奖金。

州文化馆馆长扎西斑鸠在表
扬会上代表“善地英才”发言。他
说：“作为在外地工作的德格人，能
够成为‘善地英才’中的一员，我感
到非常荣幸。县委、县政府营造出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是鼓
舞人心的。希望德格县委、县政府
让‘善地英才’成为德格文化名片，

得到社会各界认可。”
该县县委书记在会上表示，召

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大力表扬各领域、各
行业拔尖人才，充分汇聚优秀人才
资源，为实现全面同步小康德格提
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撑。

“现在德格县人才的发展环境
越来越好，县委、县政府支持人才
的力度越来越大，我们人才的地位
越来越高，人才发挥的作用越来越
明显，但对于人才能力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担当也越来越重，我一定
会珍惜荣誉，戒骄戒躁，主动投身
到德格建设中，在平凡的岗位上再
立新功。”受表扬的县藏医院主治
医师雄呷激动地说。

德格县

首届“善地英才”获表扬

■县委中心报道组 赵洪庆 董跃

“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地方，
都有一定的酒文化。但是任何时候、
任何场合，饮酒都要适量、还要文明，
不能过量饮酒、过分劝酒，更不能酒后
滋事，不然，不仅会伤身影响健康，还
可能因酒后滋事违法‘蹲笼笼’，甚至
可能因为一起饮酒不劝挡，别人酒后
受伤受损‘遭连累’而‘当赔匠’......”在
泸定县得妥镇湾东村召开的创建“汉
彝团结脱贫示范新村”法治宣讲大会
上，县司法局、县公安局的法治宣讲员
用最“接地气”的话语，向当地汉族和
彝族群众进行着法治宣讲。

湾东村和相邻的何家山村，地处泸
定县得妥镇高半山，两个村杂居着近200

户汉、彝群众，是今年要脱贫的贫困村。
为使两个村能够实现如期脱贫，县、镇党
委、政府立足两村实际，在既着力改善基
础设施、推进产业发展、促进增收致富的
同时，又着眼村风民俗改善，针对性地开
展了法治宣传教育和专项整治，促进“好
风气”形成。

不仅在这两个村，今年以来，在该
县的 10 个乡镇、所有贫困村，都实现了
法 治 宣 讲 到 乡 进 村“ 全 覆 盖 ”“ 常 态
化”。这是泸定县全面推进“七五”普法
实施、强力打好“依法治县硬仗”的重要
举措和内容。

泸定县作为我州即将首个“脱贫摘
帽”的贫困县，紧紧围绕“四好村”建设，
全力把扶贫“硬件”抓实，把脱贫“软件”
抓好，尤其围绕“好习惯”养成、“好风气”

形成，在全县启动实施了“法治扶贫”工
程。以实施“七五”普法为抓手，以“农民
夜校”为载体，广泛开展“居民素质提升”
等工程，以有听的、有看的、有用的、有问
的“四有”方式，大力开展多形式、多渠道
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推进“法律进乡
村、进家庭”，积极把法治精神融入乡风
民俗、村规民约、家风家训，引导群众崇
德尚法，倡导文明新风。

今年以来，泸定县组织编印、发放了
近万册图文并茂、简明易懂，包含拆违除
乱、依法信访、交通安全、治安管理、整治
网络谣言等内容的依法治理法治宣传手
册（折页）和《法律进乡村进社区普法知
识手册》等“七五”普法知识系列丛书；组
建了以政法部门法律工作者和行政机关
行政执法人员为主体的20支“法治宣讲

服务队”，到乡进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以法、情、理相结合的方式，用发生在群
众身边的鲜活案例、法律故事，面对面向
广大群众，尤其是贫困村群众宣讲法律
知识，让老百姓在听得到、看得见、摸得
着、用得到、感受得了的形式中接受法治
宣传教育，促进增强法治理念，自觉养成
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习惯,为实
现“两个率先”目标，打赢脱贫奔康、水电
移民、依法治县“三场硬仗”营造良好的
法治氛围。

截至目前，该县依托“七五”普法的
深入实施，以全县贫困村为重点，组织开
展各类法治宣传教育活动60余场次，受
教育群众达5000余人次，为建设“‘四好’
脱贫示范新村”奠定了良好法治基础，
营造了良好法治环境。

泸定县法治扶贫“扶”出好风气

赵女士：我姐在某中学教书，
课间活动期间，两个学生打闹把我
姐撞倒了，导致我姐的两颗牙被撞
掉。去医院花了一万元，但是学生
家长只愿出三千元，学校也不管这
事，想问我姐该如何维权?

法官解答：教师在工作时间和
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
伤害的；可认定为工伤。在工作时
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
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
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亦可
认定为工伤。因此，你姐姐可以要
求所在学校申请工伤待遇。

按您所说的情况，您姐姐与

两个学生之间还产生了侵权的
民事法律关系。在工伤与第三
人侵权竞合的情况下，您姐姐可
以分别依照《工伤条例》和《民法
通则》等规定，获得双重赔偿。
也就是说，既然两个学生家长愿
意赔偿，只是赔偿数额没有达成
一致，可以继续协商，或提起侵
权之诉；同时，如果学校不申请
工伤，您姐姐可以在一年内向工
伤保险机构申请工伤认定，通过
以上方式来维护她的合法权益。

值班法官：徐法官
在线邮箱：
3216993@QQ.com

法官解答（四十三）

11 月 26 日，白玉县举办了
“我爱我的祖国”——第三届寻找
最美童声歌唱比赛。

该县第一、二完全小学的19
名参赛选手在台上尽情展示自己
的才艺天赋，一首首动听歌曲如
天籁之音，赢得了在场观众的热
烈掌声和欢呼声。通过评委现场
打分，低年级组选手欧如措和高
年级组选手降拥丹真摘得此次比
赛桂冠。比赛现场还进行了党的
十九大小知识竞赛抢答。

（白玉县委中心报道组 徐平
波 杨娟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