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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陈梓浩，今年九岁，丹
巴县川口片区寄宿制学校的四
年级一班的学生。他们，一群十
岁出头的孩子，是该校四年级一
班的学生。

陈梓浩同学在进入这所学
校以前，他们之间素不相识。但
是现在，他们已经成为最好的
朋友，他们互帮互助，每天清
晨，同学们都要排着班次轮换
着将陈梓浩同学背进校园里，
送他上课，送他下课，成为校园
里最靓丽的一道风景线。

陈梓浩同学，在两岁的时
候，因为一次意外的跌落，造成
腰椎高位骨折，此后，虽然父母
带着他辗转千里求医问药，然
而，一切努力无济于事，只能无
奈地面对失去行动能力的结果。

六岁时，看着同学们高高
兴兴的走进了学校里，陈梓浩
也吵嚷着要去。父母忧虑上学
放学路上的接送问题和他在学
校的如厕困难，尤其担心同学
们的嘲笑会给他留下心理阴
影，因此坚决不同意。经不起陈
梓浩声泪俱下的哀求，父母只
得怀着忐忑的心理将他背到学
校里。当来到校园里时，同学们
都围在他的身边嘘寒问暖，并
为他献上了最美的鲜花。看着
眼前的一切，父母悬着的心终
于放了下来，他也很快释然了，
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进校以后
的第一次的班队会上，陈梓浩
坐在讲台上作自我介绍，大家
被他身残志坚的精神所感动，
报以热烈的掌声。

一年级时，陈梓浩上下楼
梯、上厕所都是由正、副班主任
轮流照顾。二年级以后，同学中
年龄稍长一点、力气稍大一点
的几位同学轮换着照顾他。

从陈梓浩同学进校之后算
起，照顾陈梓浩的同学都是这样
度过的：早上7点50分，陈梓浩
的家人将他送到操场里，几个同
学已早早的等候在那里，一位
同学蹲下身去，陈梓浩很自然
地趴在同学身上，同学脚步轻
快、一路将陈梓浩背进二楼教
室里；下课铃声响起，另一位同
学走到他的座位旁，扶着他一
瘸一拐地走进厕所；中午时分，
当下课铃声响起的时候，第三
位同学背着他走下楼……上下
两层楼，每天背上背下至少六七
趟，同学们把陈梓浩照顾得好好
的，背得稳稳当当的。“我力气
大，陈梓浩同学需要帮助，我们
要一直背着他小学毕业。”扎西
同学撸起袖子，笑着说。

“班级里有好几位同学可
以一口气从1楼背到2楼，中间
都不休息一下。”学校的体育老
师罗绍军感慨地说，同学们背
着陈梓浩同学的身影，已经成
了校园里一道感人的风景线。

“在浩浩的求学路上，幸亏
遇见了这么多关心他的好老师
及同学们，现在，我的孩子在他
们的无私帮助和细心照顾下，每
天都过得开心快乐，成了一个自
信阳光的孩子。在这里，千言万
语都无法表达我对他们的感谢
之情。”陈梓浩妈妈激动地说。

市 井 故 事

同学背上的温暖
◎丹巴县委中心报道组 杨全富 贡巴安初

甘孜日报社 近日，由团中
央有关部门、全国学联秘书处、
中国青年报社共同举办的“寻
访2018年度‘最美中学生’‘最
美中职生’”活动结果正式揭
晓，康定中学高 2020 届 8 班木
玉芳同学被授予全国“最美中
学生”称号。

据悉，“寻访2018年度‘最
美中学生’‘最美中职生’”活动
于 2018 年 6 月启动，面向全国
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
寻访在热爱祖国、勤奋学习、科
技创新、技术技能、志愿服务、热
心助人、见义勇为、诚信友善、孝
老爱亲、自强自立等方面表现突
出的，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最美中学生”和

“最美中职生”。通过校级、县级、
市级和省级寻访，共计产生千余
名“最美中学生”“最美中职生”。

据了解，木玉芳同学出生于
稻城县一个普通的双职工家庭，
2017 年，她以稻城县全县第一
名的佳绩考入康定中学实验班，
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是一名
品学兼优的高中生。曾被评为学
校三好学生、优秀团员，曾荣获
学校演讲比赛一等奖、学校心理
情景剧大赛一等奖，并代表我州
和四川省参加四川省及全国青
少年“五好小公民”“红旗飘飘，
引我成长”主题教育读书活动演
讲比赛，分获高中组省级二等
奖、国家级三等奖。

龙培民

甘孜日报讯 9月10日，由
色达县委、县政府主办，县委宣
传部、精神文明办、教体局、融
媒体中心联合举办，以“教育报
国守初心 立德树人担使命”为
主题的第二届“最美教师”颁奖
晚会在县格萨尔艺术中心举
行，为6位“最美教师”颁发了奖
杯和证书，并特别表彰了所有
获奖的优秀教师。

本次颁奖典礼以“教育报
国守初心 立德树人担使命”
为主线，通过人物短片，讲述
了一名名老师几十年如一日

在三尺讲台上把爱与情感交
付给教育事业的感人至深的
故事，深深地打动了现场每一
位观众。

据悉，色达县正处于“创办
藏区一流、人民满意教育”的加
力推进阶段，举办此次活动，就
是衷心希望教师们继续发扬艰
苦奋斗精神，教育报国守初心，
立德树人担使命，在教书育人
的工作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为
建设美丽生态和谐小康色达培
育栋梁之才。

县委中心报道组 尼公

康中学子

喜获全国“最美中学生”称号

九龙县

培育文明乡风 助推乡村振兴

色达县

举办“最美教师”颁奖晚会

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九龙
县以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为抓
手，着重在提升村民综合素质、
转变村民生活方式等方面抓细
抓小抓实，在移风易俗上持续
发力，大力倡导科学文明的生
活理念，推动社会风气向善向
上向好转。

多彩文艺 寓教于乐。组织
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
动，满足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
求。九龙县以每年的伍须游海
节为载体，在全县范围内大力
举行民间舞蹈比赛，充分展现
当地优秀的传统文化精髓，表
达群众对幸福生活和对党和祖
国的感恩意识。同时，还在传统
节日积极开展文艺演出活动，
极大丰富了农村精神文化生
活，寓教于乐，潜移默化地引导
群众转变观念，自觉参与移风
易俗行动。

完善机制 涵养民风。九龙
县把移风易俗、破除陋习作为
减轻农民负担、涵养文明乡风
的民心工程，根据地方实际，近

年来出台规定了一些里程碑意
义的村规民约。一是看望病人
一律不搞大宰杀；二是老人去
世接待亲戚不搞大宰杀，统一
时间安排流水席桌餐接待；三
是做道场聘请“毕摩”费用不超
过 2000 元；四是不得大肆搞

“接舅舅”“接亲家”仪式；五是
子女婚嫁礼金必须控制金额；
六是各乡镇统一火把节和彝族
年时间；七是婚丧嫁娶红白事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加强宣传 营造氛围。利
用县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村文
化广场、文化墙、农家书屋等宣
传阵地，开展先进典型宣传、政
策法规宣讲、村规民约张贴等，
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等内容，
同时将移风易俗落实情况作为
评选“文明村”“文明家庭”“最
美九龙人”等的重要依据。通过
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在全县
范围形成崇尚文明、追求文明
和建设文明的良好风尚。

县委宣传部 拉措

甘孜日报讯 9 月 12 日，记者从四
川省人民政府网站获悉，省政府第 33
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四川省高速公
路网规划（2019-2035年）》，对建设高
速公路困难的四川省三州部分地区，

《规划》提出，新增规划研究马尔康至
雅安等 9 条“高速化”公路，即不追求
路基宽度，通过灵活掌握技术指标，加
强交通管理控制，保证安全高速运行，
实现“高速化”目标。规划调整后，全省
高速公路省际出口将增加 23 个，达到
63 个；规划路线增加 4100 公里，全省
高速公路面积密度将达到每百平方公
里3.31公里。

此次规划在 2014 年版规划的基
础上，对成都至宜宾等 14 条原规划的
高速公路进行了优化调整，并新增规
划了新都桥—九龙—盐源等 29 条高
速公路。

根据规划，全州十八个县（市）都要
通高速！

根 据《四 川 省 高 速 公 路 网 规 划
（2019-2035 年）》编制，拟新增 5 条规
划研究路线：班玛-色达-稻城-德钦，
称多-石渠-甘孜，新都桥-九龙-盐源，
德格连接线，白玉连接线，

约 1500 公里，将与州内既有规划

路线约1200公里形成“两横两纵五联”
高速公路布局。

“两横”是指马尔康-炉霍-甘孜-
白玉-德格-岗托，以及雅安-泸定-
康定-雅江-理塘-巴塘-芒康，是两
条联系西藏的高速公路大通道；“两
纵”是指马尔康-丹巴-康定-九龙-
木里-盐源，以及青海班玛-色达-甘
孜-新龙-理塘-稻城-乡城-得荣-德
钦，是两条加强川藏南北高速通道联
系的高速公路；“五联”是指泸定-石
棉，康定新都桥-道孚-炉霍，青海称
多-石渠-甘孜，白玉连接线，德格连
接线，将甘孜州南北东西各地都包含
在高速网络之中。

据悉，这些项目全部建成后，将覆
盖全州18个县（市），形成10个快速进
出州通道，与周边地区高速路网衔接。

规划出炉对咱甘孜南北路居民来
说，无疑是明确了的一个个重大好消
息。这些高速将穿越甘孜州大部分县

（市），一改“南辕北辙”的封闭滞后交通
困局，“两横两纵五联”高速格局、“汉藏
走廊”“川西纵横环线”枢纽正在形成。

一个高速发展的甘孜行进在新时
代的道路上。

本报记者

藏地取“材”，让资源变资产
9月7日，甘孜州稻城

县吉呷镇呷拉村，15岁的村
民四郎泽仁打完篮球，到洗
手池洗了手。

水管里的水，来头不
小——是从 20 公里以外
的雪山引来的。

随时用水，在过去，四
郎泽仁从不敢想。呷拉村是
典型贫困村、旱山村，交通
不便，饮水、灌溉得看老天
爷的“脸色”。

从喝水看天到喝水无
忧，是泸州援藏力量带来
的改变之一。近段时间，记
者走访泸州对口帮扶的甘
孜州乡城县、稻城县发现，
泸州 5 批 400 余名援藏队
员接力，给两地带来巨变
——取雪山水，建太阳能
提灌站，解决用水难；鼓励
村民，种从未种过的酿酒
葡萄，助产业发展；支持特
色民宿和乡村酒店建设，
让旅游有加分项……

◎郭荞璐 四川日报记者 阮长安 魏冯

“前些年，用水要看天。”四
郎泽仁指着高山陡坡一个老蓄
水池说，过去，水源不足，下雨，
老蓄水池就向老天爷“借水”；没
雨，得挨家挨户找他人“借水”。

转变发生在2017年。泸州
利用援藏资金1800余万元，从
20公里外的雪山引水，呷拉村
全村 300 余村民喝水有了保
障。四郎泽仁母亲斯中感慨，做
饭喂猪，足不出户，打开新水
管，就能用上“雪山制造”。

不仅解决饮水难，还解决
了灌溉难，当地发展产业有了
底气。呷拉村附近，一个900亩
农业产业园雏形已现——200
亩地种上了金银花，200 亩地
将种花椒，500 亩将发展黄牛
养殖和麻纺织产业。泸州市第
五批对口帮扶稻城县工作队领
队王刚举例，几名管理金银花
的村民，每月能挣4000元。

同样，在乡城县洞松乡热
斗村卡心坝子，75岁的崩地对
泸州援藏队心怀感激：“过去喝
水、灌溉果树得跑到18公里外
背水，如今在家就能用水。”去
年，泸州投资400余万元，在热
斗村就地取“阳光”，建太阳能
提灌站，解决325名村民用水，
285亩水果产业园用水难问题
也迎刃而解。

在甘孜州乡城县青麦乡巴乌村，几名泸
州援藏队队员手把手地教种植户俄尚巴如
何剪枝。这片110亩的葡萄园，是几批泸州
援藏队接力建起来的，主要种植酿酒葡萄赤
霞珠。去年葡萄基地产出78吨葡萄，35户种
植户增收近47万元，户均增收1万多元，最
高达4.7万多元。

泸州援藏队队员、挂职乡城县水务局副
局长的张寻说，过去，当地人只种玉米、青稞，
而酿酒葡萄从未接触过。但这一带位于干热
河谷地带，年日照时间长，很适合种酿酒葡
萄。2013年至今，泸州投入援藏资金600多
万元，为当地建了506亩葡萄种植基地。去
年，基地销售酿酒葡萄293.1吨，群众收入达
175.8万元。为延长产业链，泸州整合援藏资
金还配套扶持建加工厂，搬入新厂房的亚丁
红酒庄已将酒卖到成都、广州等地。

同样，在稻城县省母乡，村民干起从没
干过的土豆粉加工，乡里还建起甘孜州首个
土豆粉加工厂。省母乡党委书记罗旭说，泸
州整合援藏资金140万元，从投资、建厂到
找销路，都“一手包办”。

“以前土豆价低、难销，村民都不愿
种。”罗旭坦言，加工厂建起后，大家算了笔
账：“10斤土豆只卖10元，做成1斤土豆粉
能卖 30 元，除掉成本，多挣 17 元。大家一
下都愿种了。”

2018 年，加工厂收了 3000 亩的土豆，
产出5万斤土豆粉，种土豆的村民人均增收
400元。在泸州帮扶下，高原土豆还摆上了
永辉超市、红旗超市。8月底，近50家稻城高
原食品专卖店还将开进广东省珠海市。

乡城县青德镇仲德村，7辆法拉利跑车
在“网红”民宿——皈院门前一字排开，附
近游客纷纷拍照。民宿是传统白藏房，内部
装修现代化，简约明净，与雪山遥望，紧邻
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取景地，每个角
落都是打卡点。

皈院和电影取景地，均位于青德镇仲
德村民族风情园内。泸州市对口帮扶乡城
县前方指挥部指挥长叶仕良介绍，泸州投
入援藏资金300万元用于这里风貌打造和
基础设施建设。

不同于皈院，青麦乡巴乌村康萨庄园
走的是“传统藏居”路子，外观是白藏房，
装修采用木雕彩绘。这家庄园是乡城县两
家四星级乡村酒店之一，泸州投入援藏资
金50万元。

这些地点成为游客“打卡”点，也成了
乡城县旅游的新名片。自 2012 年开始，泸
州规划投入援藏资金1.17亿元扶持乡城旅
游产业发展。其中，规划投入5400万元，在
青德、青麦、然乌、尼斯4个乡镇11个村打
造旅游新村，发展民宿，修建旅游厕所、特
色农牧产品交易市场等，促进群众增收。

同样，稻城县巨龙乡然央村，村子也大
变样。以前下雨，泥巴多得没法下脚，如
今，青石板路铺到每家门口，路两旁全是
格桑花。王刚说，泸州投入援藏资金300万
元，打造水梯景观、游客步游道等，这里的
传统藏族村落变成乡村旅游扶贫示范新
村样本。今年，泸州还将在稻城县赤土乡
子定村建藏文化体验点，让游客体验藏
房、藏酒、藏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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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马争锋、蹄声如鼓……
9月13日，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暨 2019 年“中国藏族赛
马文化之乡”理塘·九月赛
马会（2020 年资格赛）在理
塘县城边的“八一”赛马场
举行，来自云南香格里拉及
稻城等周边县的百余骑手，
参加 2000 米、10000 米等四
个赛别的比赛。在两天的比
赛中，给广大群众过中秋带
来“视觉盛宴”。

理塘县委中心报道组
叶强平 摄影报道

赛马过中秋
祝福新中国

《四川省高速公路网规划（2019-2035
年）》出炉，将建设“两横两纵五联”高速网络

未来我州18个
县（市）都要通高速

扶贫路
跃马扬鞭

甘孜州精准扶贫纪实

来自脱贫奔康一线的报告

州委宣传部
州文联

甘孜日报社
州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办

报告文学连载

◎范河川

上接9月10日五版
当了第一书记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

把火做什么呢？首先是根治因病致穷、致
贫的问题。俄巴村因患结核病致穷、返穷
的现象屡见不鲜，往往一人患病、全家被
传染。如何使村民摆脱病魔的折磨，早日
过上幸福的好日子，这不仅是他这个“门
巴书记”的工作职责，更是他一名医务工
作者的责任担当，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不
除致贫根好比治病不除根”这是他时常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为了使村民远离病魔，
他不断学习结核病防治知识，结合自己临
床经验，天天背着诊疗箱进村入户开展排

查，一户一户宣传建康知识。扎西格勒说：
“我原来得病的时候，‘门巴书记’来检查
我的病，他对我说，病人不要当面对他人
咳嗽、打喷嚏或大声说话，咳嗽时尽量用
手帕捂住口鼻，要养成常戴口罩、不要随
地吐痰的习惯，要保持室内通风和空气新
鲜，这样不传染别人，自己也好得快。”他
从关怀的角度，科学宣传，让村民正确认
识结核病，为了避免患病村民被孤立，不
论是大会还是小会，他都要讲“通过正规
治疗，95%以上的肺结核病人都可以完全
治愈”这样一句话。同时，定期监督病人服
药。在他的精心诊疗下已有5名结核病患者
康复。仁青拉姆拉说：“我病的时候，很害怕，
当知道得了这个病，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万一传染给家里的人咋个办。我家里就只
有我一个劳动力，现在我得病了，这一家怎
么办？幸亏‘门巴书记’来了，帮我治病，还想
办法为我们解决生活等困难问题。”

第二把火就是修路，要致富先修路，
没有路富无门。俄巴村地处半山腰，山路
崎岖，严重影响村民出行，前几年乡上帮
助修建了一条土路，因为当时投资有限，
几年下来道路已变得坑坑洼洼十分难走。
看到破烂的村道，他一方面积极向上级反
应，另一方面积极向联系点单位争取，在
多方努力下，共计争取资金 440 万元，现
已建成 2 米宽的连户路 5 公里，连组路 3
公里，涵洞5个。垃圾收集池建设3座、垃
圾箱16个，安装太阳能路灯42盏，整村风
貌和基础设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
对脱贫致富奔小康更有信心了。村上，有
位名叫青措的老奶奶，今年70岁高龄了，
看到“门巴书记”高春建，便拉住他的手
说：“我年纪大了，能走上平坦的水泥路，
眼睛不好也不担心摔倒；家里种的青稞和
芫根，捡的菌子也方便拉到市场上去买
了。门巴书记‘亚木热’。”青措老奶奶亲了
亲他的手，眼睛笑成了一条缝。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