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综合新闻新闻热线 0836-2835756 投稿邮箱 gzrb@gzznews.com 2019年5月17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赵春燕 版式编辑边强

甘孜日报讯 5 月 15 日是全国
第十个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
日，为切实提高广大干部群众防范
抵制经济犯罪的意识和能力，我州
以“携手筑网·同防共治”“与民同
心·为您守护”为主题，在康定情歌
广场开展了“5·15”打击和防范经济
犯罪宣传日活动，旨在进一步让群
众提高识别、防范各类经济犯罪的
特征、手段，避免自己的“钱袋子”遭
受不法分子的侵害。

活动现场，州、市公安局联合
相关部门通过摆放宣传展板、派发
宣传资料、接受群众咨询等方式，
针对当前社会关切的非法集资、传
销、系列合同诈骗等民生型经济犯
罪，以案释法，向市民详细介绍各
类经济犯罪的犯罪手法、特点、特

征及危害等。不少群众停下脚步，
驻足于展板前凝神观看，或专心阅
读宣传单，或认真听工作人员讲授
非法集资、电话诈骗、银行卡诈骗
等相关知识。

州公安局经侦支队王顺涛警官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经济犯
罪形式多种多样，特别是非法集资
和网络传销，这些都是通过网络途
径骗取老百姓的钱财。在此提醒广
大群众，投资需谨慎，要远离非法集
资、远离传销活动，抵御高利诱惑。
如果在生活中遇到经济犯罪的情况
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希望通
过警民合力和公安机关的不断努
力，维护我州金融稳定，守护好群众
的‘钱袋子’。”

记者 张磊

守护好群众“钱袋子”
我州开展“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

宣传日”主题宣传活动

甘孜日报讯 5月14日，记者从
州职业技术学校获悉，该校有序推
进2019年招生工作，取得了良好社
会反响。

据了解，该校2019年拟招收双
语学前教育、双语初等教育、音乐、
美术（含唐卡方向）、舞蹈、畜牧兽
医、现代农艺、财会、旅游管理、建筑
工程施工10个专业，700余名新生。

截至目前，该校已通过官网、官
微和现场宣传“线上线下”相结合方
式，深入全州18个县38所初级中学
进行了全覆盖宣传。

待宣传工作结束后，学校将针
对考生提出的疑问进行答疑解难，

帮助考生更好的了解学校、填报专
业，顺利实现升学，以助力我州智力
脱贫，培养出更多服务基层的新型
技能型人才。

州职业技术学校于2009年9月
经省教育厅和州人民政府批准成
立，是州教育和体育局直属的公办
全日制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也是我
州综合性最强规模最大的职业学
校。自学校成立以来，已先后获得

“四川省中等职业学校示范建设校”
“四川省中等职业学校畜牧兽医示
范专业建设校”“全国院校数字化建
设实验校”等称号。

记者 兰色拉姆

州职业技术学校

有序推进今年招生工作

甘孜日报讯 近日，申请人多某
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向理塘
县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人员接到
案子后，第一时间对本案展开相关
工作，找到申请人调查了解案件详
情，在查控系统上调查被执行人的
财产信息，采取相应措施。

案件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
黄某多次以自己有到期收益为由延
长执行时间。执行员经过调查后了解
到，黄某的到期收益是他为了拖延时

间打的幌子。掌握这一信息后，执行
员立即做被执行人的思想工作，讲解
法律条款，让他了解到拒不履行法院
判决需要承担的严重后果。

经过执行员不懈努力，被执行
人黄某认识到不执行法律判决对自
身危害，并于 5 月 13 日主动联系申
请执行人多某一起到该院，将所欠
案款 13960 元给付申请人多某，并
主动承担本案申请执行费。

四郎正呷

理塘县法院

雷霆执行显威力

康定市法院

巡回审判见成效
甘孜日报讯 为充分发挥巡回

审判“最为生动、最为直接”的普法
教育意义，扎实推进服刑人员法治
宣传教育，近日，康定市法院将两起
脱逃罪的庭审现场搬到甘孜监狱，
并当庭宣判。

通过两件真实案例的庭审，更
好地向服刑人员传达其中的法律

理由和法律推理、法律方法，从而
达到理解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
律的目的。据统计，此次巡回审判
共有监狱各分区警察、服刑人员
1000余人观看，在预防重新违法犯
罪，提升教育改造质量方面收到良
好的法律效果。

杨霞 何秋娟

泸定县法院

“法启行动”进校园
甘孜日报讯 为增强青少年学

生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提高青
少年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近日，泸定县法院以“法启校园·润
育成长”为主题，邀请海螺沟中学师
生到海螺沟人民法庭参观，感受法
律的庄严和神圣。

海螺沟中学学生参观了海螺沟
人民法庭的立案大厅、审判法庭等
功能区域。法官向同学们详细讲解

了獬豸、法徽、法袍、法槌等法院文
化，展示了科技法庭实现整个庭审
公开的过程，并结合审理的涉未成
年人案例以案释法，教育同学们要
树立法治观念、自觉抵制社会不良
风气、提高防范意识，从小养成学
法、守法、遇事找法的习惯。讲解结
束后，法官指导几名同学现场进行
了一场简单的模拟庭审。

文雨 冯雪梅

法 治 广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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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州司法局机关党办、机关工会、妇委会、团支部共同组织开展了
“促团结、展风采”主题活动。

主题活动以拔河、双人夹球接力跑、跳绳接力、打保龄球、你比我猜、瞎
子摸像等团体协作趣味游戏展开。全体队员在各自队长的带领下进行了一
场智慧和力量的比拼。图为拔河比赛现场。

曾奇 摄影报道

2010 年，江苏到西藏自驾游的
游客小菲，在巴塘到昌都的路上遭遇
严重车祸。经过沿途医院的抢救，病
人被连夜送到了重症医学科。病人多
根肋骨骨折，呼吸极度困难，呼吸道
分泌物多且无力咳出，医生立刻气管
插 管 连 接 呼 吸 机 支 持 呼 吸 、纠 正
ARDS（成人呼吸窘迫症）。值班护士
几乎每十分就要吸痰一次，每两小时

翻身拍背、鼻饲……在抢救过程中，
护士们抓住每次操作的机会和他交
流，不断给予鼓励，增加战胜病魔的
信心。经过3天3夜的抢救，小菲的病
情逐渐稳定下来并脱离生命危险。一
年后，康复的小菲带着他的家人又一
次来到甘孜，专程到州医院重症医学
科，感谢曾经挽救过他生命的医生护
士。这位江南汉子，用最质朴的语言

写了一封信，在信里，他这样写到：
“康定的重生是永远的铭刻。感激、感
谢、感恩是此行的目的。州医院重症
医学科医生高尚的医术和医风，是我
以后工作和生活永远的镜子。”

“每次看到通过我们的努力从死
亡线上抢救过来的病人时，我们的内
心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这是对我
们工作最大的肯定。”陈姗姗说。

生命的守护者
州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工作一瞥

在很多人的脑海里，ICU总是和一个词汇挂钩

——高危。这里，离死亡更近，是一个紧张而又不易

被人了解的“禁地”，被称为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而

重症医学科（ICU）的护士们则被称为“奔走在死亡

线上的人”，她们用真诚的爱去抚平病人心灵的创

伤，用火一样的热情去点燃患者战胜疾病的勇气。

今年“5·12”国际护士节前夕，记者走进了州医

院重症医学科，走近了护士的工作，看看她们是如何

与“死神”赛跑的。

◎见习记者 包小玉

甘孜日报讯“她的书法作品很
丰富，既有传承，又有创新，如此年轻
就有这样高的造诣真是不容易。”5
月6日，在观看了四郎拥金个人藏文
书法展后，多吉由衷地感叹。

四郎拥金出生于德格县麦宿区
达马乡，自幼喜爱书法和绘画艺术，
她是德格县青少年非遗传承技能人
才培训基地培养走出来的优秀人才
之一，曾获得第五届全国书法美术大
赛佳作奖等荣誉。

“我们喜欢唱歌，也喜欢听格萨尔
王的故事。能参加中国校园星歌王甘
孜赛区比赛并成功晋级，我们要特别
感谢阿尼老师。”5月15日，刚参加完
学校排练的其美拥措兴奋地说。其美
拥措是德格县中学国家非遗文化项目
格萨尔王说唱团成员，在中国校园星
歌王甘孜赛区比赛中，由她和另外6
个身穿藏服的美丽小姑娘，精彩演绎
的一曲《赞颂格萨尔王》让全场观众震
撼不已，掌声久久不断。其美拥措口中
的阿尼老师是德格县国家级非遗项目

格萨尔王的代表性传承人，以说唱《格
萨尔王》为业，他把格萨尔王的故事从
德格唱到了日本和英国。

德格县是康巴文化发祥地，该县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精准脱贫工作
紧密结合，把文化育民、文化利民、文
化惠民落到实处，依托县中学建设起
了“德格县青少年非遗传承技能人才
培训基地”。县中学校长罗斌告诉记
者，从2012年起，培训基地陆续开设
了“格萨尔百人说唱班”“百人藏文书
法班”“藏民俗民歌对唱班”“唐卡绘
画藏式泥人艺术班”“格萨尔藏戏班”

“藏文诗歌朗诵班”6个藏民族文化非
遗传承班。目前，传承班共有12名专
任教师，其中有本校教师 7 名，民间
艺人5名。教师中有国家级非遗传承
人1名，州级非遗传承人3名，县级非
遗传承人8名。

格萨尔说唱艺术用史诗弹唱和
说唱为主要传播载体，是传承千年的
民间艺术形式，本着抢救并继承民族
文化精神，德格县中学于 2012 年起
开设格萨尔百人说唱班，并受到了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百人藏文书法班于2015和2016

年成功申报了《康巴藏文书法传承与
研究》州级重点课题，并编写出了7、
8、9 三个年级的藏文书法校本配套
课程。

德格民歌具有较高思想性和艺
术性，内容涵盖藏民族社会历史、时
代生活、风土人情及文化艺术演变概
况。民歌以口头传唱的形式流传至
今，德格县中学于 2015 年起开设了
藏民俗山歌对唱班，由县级非遗传承
人吓加元任教。

藏族人民抒发对格萨尔王的无
比热爱和赞颂的另一种方式是跳格
萨尔王藏戏——金刚舞。格萨尔王藏
戏在戏曲的编排上具有浓郁的西藏
地方戏曲特色。德格县中学于 2016
年成立了格萨尔藏戏班。

德格藏语有康巴藏语中的“普通
话”之称，德格县中学于2016年开设
了藏文诗歌朗诵班。

德格县青少年非遗传承技能人
才培训基地进校园后，激发起了全校
师生学习优秀地方传统文化的热情，
创设起了良好的人文环境，已培养6
批次约2000人次的实用型人才。
记者 马建华 见习记者 唐睿 文/图

德格县“非遗”传承进校园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您好，这里是重症医学科。”
“您好，我们是急诊科。马上将

有一位颅脑损伤的昏迷病人送上
来，请做好准备。”

放下电话，当班的护士立即调
试好呼吸机、监护仪、准备好无菌用
品……“病人颅脑严重损伤，呼吸微
弱，凝固的血液和呕吐物将头发粘
成了块，小便失禁，棉衣湿了一大
半，不知何时排出的大便粘在手背、
臀部、大腿处。”听完护士的情况汇
报后，护士长陈姗姗沉着果断指挥
着，“先局部清洁，建立静脉通道，准
备呼吸机……”“氧饱和度63%，血
压 ：70/31mmHg”“ 准 备 多 巴 胺
100mg加生理盐水至50mL静脉泵
入……”经过一系列的抢救工作后，
病人呼吸逐渐平稳，血氧饱和度上
升，血压也逐渐平稳。抢救成功了！

“这在我们重症医学科几乎每天
都会上演。”陈姗姗告诉记者。重症医
学科是离“鬼门关”最近的地方，同时
也是患者家属最后的希望之地。这里
的护士几乎每天都在与“死神”赛跑。

除了与“死神”赛跑，日常的护
理工作也没有给他们“喘息”的时
间。据陈姗姗介绍，重症医学科的
病人因为病情特殊，身边没有家
属，所有的护理工作都需要护士来
做。每天一接班，便要仔细检查各
床病人的情况：呼吸机、心电监护
仪、微量泵上的各种药的输注速度
……然后是为病人擦拭身体，口腔
护理、翻身拍背，给病人喂食、洗
头、剪指（趾）甲、接大小便。并且每
隔 2 个小时就要给病人翻一次身、
拍痰。然而，病床上的患者要么昏
迷、要么因为药物的关系浑身无
力，造成翻身尤其困难，是个大体
力活儿。重症医学科的护士们喝
水、吃饭、上厕所时间都要根据患
者病情和手术情况调整。护士何东
明来到重症医学科的第一周，体重
由先前的130斤迅速减至90斤。

每个人内心都有柔软之处，重
症医学科的护士们亦是如此。2017
年，一名从安岳到雅江务工人员汤
正德在某工地工作时突发脑溢血，
被送进重症医学科抢救。由于家属
与工地负责人在赔偿方面没有达成
共识，汤正德家属与工地方都撒手
不管，汤正德就成了医院的“三无人
员”。在生命垂危之际，连给他买饭、
送饭的人都没有。在医院期间，他虽
然没有家人的关爱，但重症医学科
的护士们却轮流给他买饭和生活用
品，并精心照顾他一百多天。

生死边缘，更显人情冷暖。在重
症医学科，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

2016年，一名来自道孚的肺结
核脑膜炎患者由于愈后效果差被
转到了重症医学科，高昂的治疗费
用压垮了这个本就贫穷的家庭，就
在患者家属想要放弃治疗的时候，
重症医学科的护士们牵头组织全
院职工进行捐款，并通过水滴筹等
途径为患者筹得30余万元的善款，
患者得以继续治疗。

2011年春节，理塘县民政局送
来了一位冻伤且全身多处被狗咬伤
的“三无”病人。由于病人长期流浪未
洗头洗澡，长长的头发已结成团，身
体极度消瘦，四肢肢端已缺血坏死溃
烂，全身多处咬伤并伴有多器官衰
竭，身上不断传出恶臭。面对这样一
个特殊的病人，病房里的医生、护士
立即忙碌起来。医生立即对病人的病
情进行会诊，商量救治方案；护士先
开放静脉通道采血送检，待生命体征
基本平稳后打来热水给这位特殊的
病人洗头、擦身、修剪头发。经过医生
护士们的精心救治和护理，这位特殊
病人的病情得到好转，并在这个充满
爱心的病房里度过了温馨的新年。

忙碌的
她们

柔软的
她们

重症医学科护士就像医院里的“全
能冠军”，不仅需要掌握各项专科知识
与技能，更需要求精、求高、求快、求准，
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准确的发现病情
变化，才能以最快速度挽救病人的生
命。高强度高压力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承
受的，长期在重症医学科工作，医护人
员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身体问题。

“有段时间，我一听到电话就会心悸、紧
张。”副护士长贾瑞芸坦言，“科室中9成
以上的护士都患有腰肌劳损。”

“脏和累其实都没有什么，最让我
们接受不了的是病人家属的不理解。”

护士长陈姗姗说：“由于重症医学科的
患者不能由家属护理，家属怀疑我们
照顾得不好，每次探望首先要掀开病
人的被子检查。每当看到这一幕，我们
心里就会酸酸的。”

除了工作上的“委屈”，他们在生
活中的“委屈”也不少。

护士熊正琼是重症医学科资历最
深的老护士，她坚持上夜班并且毫无
怨言。有一天，她正在值夜班，家人打
电话告诉她母亲去世的消息，她瞬间
哭成泪人，可是她并没有抛下工作第
一时间离开，而是将工作交接好后才

赶去为母亲料理后事。
同样对工作尽职尽责的陈姗姗，

与熊正琼没有扮演好一个“好女儿”的
角色相比，则是没有扮演好一个“好母
亲”的角色。有一次，正在轮休的她因
为医院临时有事不得不马上赶回医
院，她的爱人也在外地出差，她只有将
年仅5岁的儿子一个人放在家里，由于
孩子太小，自己一个人在家时意外触
电，被邻居发现送往医院抢救，她也是
接到邻居电话才赶往儿子所在医院。
这件事直到现在谈起也让陈姗姗心有
余悸，也成为她内心最愧疚的一件事。

委屈的
她们

幸福的
她们

学生们正在练习藏文书法。

记者走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