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定中学州公安局

节前慰问送温暖 深情关怀暖人心

甘孜日报讯 在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
际，州公安局工作组一行深入道孚县公安局
开展了节前走访慰问活动，向县局民警送去
了州局党委的亲切关怀与节日问候。

在局机关，工作组听取了该局负责人对
近期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实地查看了“一标
三实”等信息化运行平台，详细检查了近期重
点工作、重点行动开展情况，在充分肯定县公
安局2018年取得的成绩后，要求该局要切实
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管控，细化措施，狠抓落
实，确保今年各项工作取得实效；在全面夯实

“打防管控”工作基础上，全力做好“两节”期
间的安保工作。

在基层所队，工作组先后深入到基层八

美分局、玉科分局、铜佛山警务室，向值班
民、辅警送去节日的慰问。要求值班民、辅警
要进一步强化政治担当、使命担当、责任担
当，不忘入警初心，打好治安防控组合拳，确
保全县各族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和
藏历新年。

在帮扶村组，工作组深入到州局帮扶的
贫困村格西乡下亚村和鲜水镇冷冷村，向州
局驻村第一书记和辖区困难群众送去关心
和慰问，感谢他们对公安工作的支持和理
解，希望他们能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我州
公安工作，多提意见建议，多献良策良言，同
时鼓励困难群众要积极克服困难，争取早日
过上幸福生活。 局办

甘孜日报讯 近日，带着
对全体退休教职员工的牵挂之
情，由康定中学相关人员组成
的慰问组赴泸定、康定、雅安、
乐山、资阳、双流、温江、成都、
德阳、遂宁、重庆等离退休教职
员工集中的地方，对退休后生
活在这些地方及周边的离退休
教职员工进行慰问，看望这些
曾经为康定中学的发展奉献青
春和热血的老同志，关心他们
的生活，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慰问中，学校领导向老同
志们宣讲了中央、省、州重要会

议、文件精神，并向老同志们汇
报了学校在2018年教育、教学
工作取得的丰硕成绩，对老同
志们为康定中学的发展所作的
贡献表示诚挚的谢意，听取他
们对学校事业发展的意见建
议，并希望老同志一如既往地
关心康定中学的发展。

离退休教职员工欢聚一
堂，畅谈曾经的美好时光，对学
校近年来取得的显著成绩感到
欣慰，表示作为康中人会更加
关注康中的发展，祝福学校有
一个美好的未来。 龙培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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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1月21日，理塘县
纪委监委组织召开 2019 年两节期
间领导干部集体廉政谈话会，各片
区工委、县级机关各单位、省州属驻
县各部门在家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蒲波严
重违纪违法案警示教育大会主要
精神，并结合理塘县典型案例对近
期廉洁自律工作提出了五点要求：
严格公车管理。不准公车私用和

“私车公养”，不准借用、换用管理
和服务对象的车辆，外出期间非公
事不准带车，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
规定。严格干部管理。要严格按照
县委政府的安排落实好 AB 岗制
度，强化监督检查，确保干部在岗
履职；要时刻绷紧维稳这根弦，确
保全县社会和谐稳定。严禁收送地

方特产。严禁收送虫草、贝母等珍
稀药材和牦牛肉、野生菌、藏式工
艺品等土特产，从严查处插手或参
与经营地方特产的问题。严禁赌博
敛财。春节临近，严禁参与任何形
式的赌博活动，更不得与管理和服
务对象打牌，做到廉洁过节、文明
过节。严管安全生产。对于近期道
路交通、食品药品监管、森林防火
等工作，要求各职能部门要定期不
定期的开展大检查，确保节日期间
不出事、不起火。

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主要负责
人要自觉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
任，全力抓好作风建设，带头抵制不
良风气，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带动全
县干部职工清廉过节、文明过节。

县委中心报道组 叶强平 冉琦

理塘县

督促干部廉洁过年

甘孜日报讯 近日，四川省气象
局印发《关于表彰2018年度重大气
象服务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
定》，我州九龙、白玉两县气象局获
重大气象服务先进集体，罗竟成、蒋
辉、周冰、曾祯、李锡强五人获评先
进个人。

2018年，全州气象部门紧紧围绕

各级党委政府决策部署和中心工作，
突出深入推进气象现代化建设，不断
提升气象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和
气象保障水平，有力、有效完成森林草
原防火、金沙江白格堰塞湖等重大气
象保障服务，受到中国气象局、省气象
局和各级党委政府的肯定。

州局办

我州

两单位五人获
省气象局表彰

甘孜日报讯 今年，德格县将着
眼“实、质、防、严、惠”，切实抓好卫
生计生工作，提高人民群众健康保
障水平。

着眼于“实”，全力深化医药体
制改革。坚持用改革破解难题、用改
革惠及民生。持续深化县级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健全全民医保体系，推
进卫计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分级诊
疗工作，巩固完善基层运行新机制，
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加大智慧
健康建设。

着眼于“质”，努力提升医疗服
务能力。加强医疗服务能力建设，创
新完善医院监管模式，提高医疗服
务质量，积极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推
动中藏医药事业加快发展。按照“小
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镇、大病不
出县、疑难危重再转诊”的原则，严
格实行基层首诊、分级医疗、双向转
诊，提升县域内就诊率。

着眼于“防”，尽力加强公共卫
生工作。规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管
理，加强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提高妇
女儿童健康水平，加强综合监督和
食品安全保障，推进卫生应急工作
规范建设。

着眼于“严”，强力推进卫计作
风建设。把纪律挺在前面，压实“主
体责任”，严守纪律规矩，坚持勤奋
工作，加强作风建设，管好班子，带
好队伍，积极打造“务实、干净、廉
洁、担当”的卫生计生团队，强化正
面宣传和典型引领。

着眼于“惠”，倾力攻坚健康扶
贫。发挥卫生计生大系统、大团队作
用，做好精准扶贫规定动作，创新自
选特色，把精准扶贫脱贫牢牢抓在
手上，紧紧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目
标任务，切实遏制和减少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

县委中心报道组 曹秀英

德格县

全力保障群众健康

短短几天时间，短视频《啥是佩
奇》在网络中持续刷屏，堪称2019年
的第一个网络爆款。有统计显示，这个
视频一天内播放量超3100万，微博

“啥是佩奇”话题阅读量超过3亿。一
条爷爷给孙子准备春节礼物的视频，
准确地说，是一部电影的宣传推广视
频，为什么可以成为“流量明星”、形成
一道温暖网络的“文化热流”？

啥是佩奇？是写着“佩琪”的洗
发水、正在直播的网红，是开拖拉机
的村民佩奇、一款叫作“佩棋”的棋
牌游戏，还是“社会人”再熟悉不过
的小粉猪？对那些生活在偏远山村、
从未接触过网络文化的人而言，小
猪佩奇十足是一个陌生事物。但不
管佩奇是什么，一心想着满足孙子
心愿的爷爷，即便历经重重困难，也
会想方设法把佩奇还原成现实。“硬
核版佩奇”虽然只是一堆刷了粉漆、
形似佩奇的钢铁，但却集纳了爷爷
对孙子浓浓的亲情，代表着爷爷对
孩子回家过年的翘首以盼。

“长辈或许不懂你，但永远是你
最坚强的后盾。”啥是佩奇的问题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回归亲情、拥抱亲
情。啥是佩奇也很重要，因为对牵挂
孙子的爷爷而言，这可能就是生活的
全部意义。正如导演张大鹏在接受采
访时说的，影片“所表达的核心价值
观是一样的，就是温暖、团聚”。无论
故乡在哪里，总有一双手在为子女的
归来而操劳，总有一段思念在为亲情
重逢而守候。正是这一中国所特有的
情感共鸣，所以才使得视频一经发布
即击中了无数人的感性神经。

《啥是佩奇》刷爆了朋友圈，因为
它传递了欢笑，反映了现实，烘托了

春节氛围，更重要的是，人人都可以
从中读出印照自己文化背景和生活
现实的内容。比如游子对故土和亲人
的依恋。“看过影片之后，我决定这个
周末就回家。”有网友这样评价。其中
也有城乡之间的发展落差。一边是
4G时代、智能手机、小猪佩奇、网络
直播，一边是信号不好、大喇叭广播、
破旧村落、传统耕作，鲜明的反差凸
显了视频意在刻画的文化冲突，也引
发了不少人对城乡差距问题的探讨。
让乡村振兴起来，让乡村生活的人们
不再老无所依，同样是《啥是佩奇》带
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啥是佩奇》是一个生动例证，
充分说明脱离了文化背景谈文化，
结果难免是南辕北辙、各说各话。从
小猪佩奇到钢铁佩奇戏剧般的转
身，反衬出的正是代际之间的文化
落差。在大山里生活了一辈子的爷
爷和从小生活在城里的孙子，文化
鸿沟跨越几十年。“啥是佩奇”的文
化落差体现在实际生活中，可能就
是“微信是什么信”“啥叫抖音”“天
猫是什么猫”。长辈同晚辈的文化代
沟固然可以引发许多欢笑，但也从
一个侧面提醒我们，“常回家看看”
是最大的尽孝，在走向美好生活的
路途上，晚辈们不妨拉一把长辈，让
他们信息不闭塞、生活更精彩。

“天大地大，记得回家；有钱没
钱，回家过年！”一部短视频固然可
以像投入池水的石子一样引发无数
涟漪，但解读归解读、思考归思考，
最不能忘却的是春节团圆。作为一
个文化现象，《啥是佩奇》为2019年
开了一个好头，期待更多好作品带
给人们更多思考和感动。

啥是佩奇不重要
重要的是拥抱亲情

◎鲁阳

新 评 世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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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落实省委书记彭清华在参加甘孜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加快建设美丽生态和谐小康甘孜

“只要有邮件，邮车就得走；
只要有人在，邮件就会抵达”

从甘孜到德格 209 公里的路途，
是甘孜州绵延5866公里、平均海拔超
过 3500 米的“雪线邮路”最危险的一
段，这里途经“川藏第一险”——海拔
5050米的雀儿山垭口。

鬼招手、陡石门、38弯道、老虎嘴
……雀儿山路段的这些地名，听着就
让人胆寒，这里的道路曲折险峻，几乎
是在绝壁上开凿的，一面是碎石悬挂，
一面是万丈深渊，路面最窄处只有 4
米，仅容一辆大车慢行，夏季有暴雨、
冰雹，冬天有雪崩、风搅雪，再加上高
寒、低压、缺氧，许多老司机走到这里
都脚打颤。

然而，在2017年9月雀儿山隧道
通车以前，这条路段其美多吉每个月
都要开着邮车翻越20多次；这里就跟
自家院子一样，山上哪里有落石，哪里
会有泥石流，哪里有暗冰，哪段路上的
积雪有多厚，哪段路基较硬，什么天气
会有什么路况，他都了如指掌。

每年10月至次年5月，是风搅雪
当道的季节。2016 年农历大年廿九，
其美多吉如往常一样开着邮车行驶在
山路上。突然，对面的道路不见了，风
将雪吹起来，在路上形成了一座雪山。
怎么办？过年了，山里几乎碰不到其他
车辆，没有帮手，车完全开不过去。其
美多吉不能离开邮车，便请求一位路
过的老乡帮忙。老乡走了整整 5 公里
带回3个热心人，5个人一起铲上两三
米，就赶快把车往前开一段，否则清好
的路又会被雪堵上，清一段开一段，弯
腰挥铲、上车挂挡，用了4个小时最终
脱了困……

更艰险的是雪崩，雪球突然从山
上滚下来，越滚越大，几十吨重的车子
也会被瞬间推下悬崖。2000年2月，其
美多吉和同事在雀儿山上遭遇雪崩。虽
然道班就在距离一公里远的地方，但为
了保护邮车和邮件的安全，他们死守邮
车，用水桶和铁铲一点一点铲雪。这一
公里路，他们走了两天两夜……

在雪线邮路坚守30年，积累下来的

丰富经验不仅帮助其美多吉渡过了一个
个难关，也被他用来帮助别人。30年来，
雪线邮路上哪里发生了交通事故，他就
成了义务交通员；哪里的过路者生命安
全受到威胁，他就成了义务救助员。他曾
有过一天之内帮20多辆军车开过冰雪
路段的纪录，他带在车里的氧气罐和药
品，在漫天风雪、进退无路的危难关头，
挽救过上百陌生人的生命……

雪线邮路上的30年坚守，是寂寞
的、孤独的，但其美多吉从来没有后悔
过，“只要有邮件，邮车就得走；只要有
人在，邮件就会抵达”。30 年来，其美
多吉和他的邮车从未发生一次责任事
故，圆满完成了每一次邮运任务。在大
伙心目中，雪线邮路上那抹流动的绿，
就是保障安全的“航标”。

“邮车就像是我的第二个爱
人，我怎么可能放弃呢”

其美多吉，在藏语里有“金刚”的
意思；人如其名，其美多吉皮肤黝黑，
一米八五的大个儿，蓄一把浓密的络
腮胡，扎一条整齐的马尾辫，一张棱角
分明的脸写满坚毅与执着，宛如怒目
金刚……

雪线邮路上不仅路况复杂、气候
恶劣，过去车匪路霸也时常出没。在一
次生死考验面前，这位怒目金刚毫不
犹豫地挺身而出，用鲜血和生命守护
着邮件和邮车的安全。

2011年，其美多吉的大儿子婚期
临近，却突发心肌梗塞去世……妻子
精神几乎崩溃，这场打击也让平时喜
欢开着邮车唱着歌的其美多吉变得沉
默寡言……但命运的考验并没有击垮
这个坚强乐观的康巴汉子，整理好心
绪，其美多吉又开着邮车上路了……

2012 年 9 月，其美多吉驾驶邮车
途经国道 318 线雅安市天全县境内，
在一个陡坡处，车速减缓，突然，路边
窜出一群歹徒，手里挥舞着砍刀、铁
棒、电棍，将邮车团团围住，其美多吉
挡在邮车前，来不及反应，刀和棍棒已
落在他身上……

医院抢救时，人们发现他身中17

刀，肋骨被打断4根，头盖骨被掀掉一
块，左脚左手静脉被砍断……在重症监
护室躺了一个星期，他挣扎着捡回了一
条命。然而，手术3个月后，他的左手依
然不能合拢。成都多家医院都诊断相
同：肌腱断裂，复原的几率几乎为零。这
意味着其美多吉不得不提前“退休”。

接连遭遇精神和身体的重创，其
美多吉并没有认命！为了不提前“退
休”，他四处求医，想治好自己的左手，
重新上路。多方求助下，一位老中医教
给他一套“破坏性康复疗法”：通过强
制弄断僵硬的组织，再让它重新愈合。
这个过程如同再经历一次伤痛，每次
完成康复训练，这位金刚都疼得把嘴
唇咬出血。两个月后，奇迹出现了——
他的左手的运动机能竟然恢复了。

伤好后，不顾同事和家人的劝阻，
其美多吉再次开上了魂牵梦萦的邮
车。回归车队的那一天，同事为他献上
哈达，他却转身把哈达系上了邮车，踩
离合，挂排挡，轰油门，邮车启动，其美
多吉感到，逝去的儿子和曾经的自己
又回来了……

“邮车就像是我的第二个爱人，我
怎么可能放弃呢？”他线条硬朗的脸庞
上写满了历经风雨后的温和与淡定。

如今，其美多吉所在的驾押组，
最大的 55 岁，最小的 26 岁；大伙儿
和其美多吉一样年复一年奔波在雪
线邮路上……

2018年，其美多吉带领班组安全
行驶 62.49 万公里，向西藏运送邮件
41 万件；运送省内邮件37 万件，连续
30年机要通信质量全红。

“每当老百姓看到邮车和
我，就知道党和国家时时刻刻关
心着这里”

每到年根，到处可见归家的匆匆
脚步，然而，对于其美多吉来说，“年”
却是一个让他感到愧疚的字眼。在雪
线邮路上开邮车开了快30年，他只有
5个除夕是在家过的。别人家过年热热
闹闹，他家却总是少个人。“挺对不起
家人的。”其美多吉说。

但是，对于那些连行车都困难的
藏族村寨，连手机信号都难以覆盖的
深山牧区里的群众来说，见到其美多
吉，就如同见到亲人。

四道班的道班工人莫尚伟、黎兴
玉夫妇在雀儿山坚守了 23 年……说
起与其美多吉的感情，他们说，其美多
吉是信使，更是亲人。不光是人，连五
道班的大黑狗“莽子”看到他，每每都
会摇着尾巴蹦蹦跳跳地跑过来……这
条威猛的看门狗在他面前温顺得不像
话。对于道班来说，荒凉的生命禁区，
邮车那带着独特节奏的两声鸣笛是只
有他们之间才懂的默契；他送来的报
纸和家书更是滋养道班人精神世界的
唯一营养。

“我小时候，高原上的车很少，除
了军车就是邮车。在我的家乡，第一份
报纸和中专生的录取通知都是邮递员
送来的。”其美多吉说，“一看到邮车，
乡亲们就站在路边不停地挥手。那时
候我就想，要是能当上邮车司机，多光
荣、多神气啊！”如今，儿时的梦想成
真，一封封邮件、一份份藏文报纸、一
个个快递包裹为藏区乡亲们带来的幸
福和喜悦，让其美多吉更加认识到自
己这份工作的意义所在。

“从前的邮车载重5吨、4.2米长，
现在换装的邮车载重12吨、12米长。”
其美多吉感叹，这些年邮运工作的变
化非常大。现在随着电商的发展，包裹
越来越多。不仅运进藏区的东西多，运
出去的东西也多了起来。雅江的松茸、
康定的藏药、理塘的虫草、石渠的牦牛
肉等特色产品，都在通过邮车运递出
去。2017年9月，随着雀儿山隧道的通
车，货物进出也更加方便了。

“我看到老百姓拆包裹的样子，心
里就高兴。”虽然邮件增多，工作量不
断增大，但百姓的信任和需要却让其
美多吉十分开心。他知道，邮车穿行过
的邮路已成为藏区发展的“致富路”，
他更有责任让这条路畅通无阻。

“每当老百姓看到邮车和我，就知道
党和国家时时刻刻关心着这里。我们每
一颗螺丝钉都是在为藏区安定团结作贡
献，我热爱我的工作。”其美多吉说。

在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的山路上往返30年，55岁的长途邮车驾驶员其美多吉——

雪线邮路上那抹流动的绿……
◎人民日报记者 李昌禹

眼前只有一片白，已然分不清天
和地，汽车前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器也
失灵了，只能把头伸出窗外看路……
在海拔6168米的雀儿山，其美多吉
又遇上了“风搅雪”。山路静得可怕，
只听见呼呼的风声，在这茫茫的雪山
峭壁间，只有他和驾驶着的这辆绿邮
车是还在移动着的活物。

这样的景象，其美多吉不知道遇
到过多少回了。都说“冬过雀儿山，
如闯鬼门关”，雀儿山所在的这条邮
路属于雪线邮路，是从四川省甘孜县
至德格县长209公里的一级干线汽
车邮路。这也是一条平均海拔超过
3500米雪线的云中之路，一条翻数座
大山、绕千仞绝壁、穿万丈险崖的极
险之路，更是一条连接祖国内地与西
藏的生命之路。

其美多吉，这个55岁的康巴汉
子，是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四川省甘孜
县分公司长途邮车驾驶员、驾押组组
长。这条雪线邮路，他一跑就是30
年！他6000多次往返于这条邮路，行
程140多万公里，以坚不可摧的信念
驶过雪域的村村寨寨，为人们带来远
方的消息，温暖着人们渴望的期待，被
誉为雪线邮路上的“英雄信使”。

其美多吉在驾驶邮车。本报资料库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