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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今年以来，州
委信访局以推进信访工作制度
改革为载体，以加快信访法治建
设为抓手，积极探索律师参与信
访工作新路子，取得了明显成
效。截至目前，共组织律师参与
信访接待 9 批次 9 人次，先后接
待群众 13 批次 25 人次，引导分
流涉法涉诉信访事项9件次。

突出“一个主题”。突出“为
民解难、为党分忧，服务群众、
崇尚法治”主题，建立律师参与
信访接待工作制度，组织律师
向上访群众宣传法律法规知
识、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引导依
法反映诉求，解决群众法制意
识淡薄的问题，使信访群众客
观认识诉求的合理性、合法性
和公正性，达到自觉接受处理
的目的。

把握“两个定位”。坚持把握
律师执业定位，严格遵守职业道
德和执业纪律，明确在法律规定
范围内参与信访接待，办理律师

职能范围内的涉法涉诉事务；坚
持把握律师角色定位，推进依法
办事、依法处置原则，处理好个
人职责与部门职权、依法处置与
激发矛盾的关系，全力维护法律
的公正性、严肃性和公信力。

实现“三个结合”。坚持与州
委中心工作相结合，坚持正确
引导，正确处理信访接待工作
与改革发展稳定、构建和谐社
会的关系；坚持与服从管理安
排相结合，实行每月有安排、每
次有签到，接访有记录、工作有
台账，除按规定坐班接待外，遇
有重大敏感节点、突发情况，重
大信访事项，做到律师随叫随
到、主动策应、服从安排；坚持
与参政议政献策相结合，积极
参与州委州政府涉法信访问题
决策、重大信访疑难案件论证、
信访案件听证等活动，为解决
涉法涉诉信访问题、诉访分流
提供法律依据参考。

杨国庆 宁力

变“信访”为“信法”
州委信访局积极探索律师参与信访

工作新路子

有爱的地方就是故乡
记泸州援藏教师、乡城县中学挂职副校长郑宇

泸州市援藏教师郑宇挂职乡城
县中学副校长，分管教导工作；承担
乡城县中学九年级两个班的语文教
学工作，他恪守“牢记使命，不忘嘱
托；务实工作，不当过客”的援藏工
作要求，虚心学习当地教师的工作
方法、当地语言文字等，力求周全、
准确、适度，避免疏漏和差错。

在乡城县中学，有一个特殊的班
级——“泸州班”，它是泸州市委、市
政府就教育援藏提出的创新举措，旨
在以“泸州班”为示范，优化乡城教育
方式，以点带面，促进乡城中学教学
质量提升。2019年 3月，郑宇出任

“泸州班”的班主任。他采取多种多
样的形式树立学生的学习自信心，让
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不同程度地体
验到学习的成功感，感受到学习的快
乐。通过大量的思想工作和平常班
级管理细节上的督促引导，“泸州班”
逐渐走上发展正轨，得到了学校和家
长的肯定，他用自己的行动倾力打造
了一支藏区带不走的教师队伍。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希望同学们怀着一颗感
恩的心，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将来做对国家、对人民、对
社会有用的人。”

11月6日，乡城县中学泸州援藏教师、“泸州班”班主
任郑宇老师的一席话，让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

到乡城县中学一年多的时间，郑宇已经把自己当作
了本地人，同学们更愿意称呼他为亦师亦友的“大哥哥”。

下课铃声响起，师生礼貌道别，来自得荣县单身家庭
的四朗彭措同学叫住了郑宇，他还想和郑宇老师多聊几
句：“老师，我想约几个同学和你打篮球，你愿意吗？”

“好呀，放学后，你给我打电话吧。”郑宇爽快地答应。
“球场上没有师生情分哦，你不要输得难堪哟！”四郎

彭措笑嘻嘻地说。
“那就球场上见分晓。”郑宇哈哈大笑。
看到师生和谐相处的场景，记者有些纳闷，没有老师

的“威严”，学生怎么能够信服老师？
记者和郑宇走回办公室，郑宇娓娓道来，其实，四郎

彭措以前可不是这样。因为家庭变故，他被送到了乡城
县儿童福利院。他个子瘦弱，性格孤僻古怪，不愿意与人
交流交往，稍不顺心就爱大发脾气。郑宇了解到四郎彭
措的家庭情况后格外关心他。“到目前，我还没有见过他
的家属。”郑宇说，如何改变四郎彭措的性格，我颇费周
折。他的成绩在班上是倒数第二名，我就不谈学习，首先
关心他是不是吃饱穿暖，让他从心理上和我没有了距离
感。我了解到他的心态，他有一种自卑心理，缺乏自信，
怕同学们嘲笑他，瞧不起他。我就耐心告诉他，你现在就
多了一个亲人，有啥需要，我就是你的大哥哥。他听得眼
泪直流。我说，一个人要被别人看得起，首先要自强自
立，要有真本事。几次谈心后，他愿意向我倾述了。我有
意识地让他多融入班集体活动，他慢慢有了改变，成绩
也上升了几名。

乡城县籍的一名女同学，因为家庭条件优越，有
些“我行我素”，穿着打扮不符合学校规定，下晚自习
后，不及时回家，家长找到学校，该同学拒绝与家人交
流。郑宇通过其他同学了解到，这名同学认为穿着打
扮是个人行为，校方无权干涉。郑宇想尽办法和这名
同学沟通，逐渐打开她的心扉。这名女同学下晚自习
后，郑宇都要把她和其他人一起送到安全地带，目送
学生安全到家。现在，这名女孩变得乐观开朗，成绩有
所上升。

“所谓的‘问题’少年，让许多老师非常头痛，但我们
有没有反思，是不是我们的教育方法出了问题？”郑宇告
诉记者，他接到这个“泸州班”的时候，老师们直摇头，学
风不浓、班风不好，全校师生没有一个说好，成绩是全校
年级倒数第一名。

“到乡城县中学支教，其实我也是诚惶诚恐，我以
前从来没有来过乡城县，来之前就有一些规划，首先通
过网络了解乡城县的历史文化，毕竟泸州到乡城县有
上千公里。其次是奔着做一些事情而来。当我第一次走
上乡城县中学的讲台，我傻眼了，学生说藏话，我如听

‘天书’，根本无法交流，我只得通过‘翻译’与学生交
流。学生基础差，让我无所适从。”敢于啃下硬骨头，这
是郑宇给自己立下的目标。一年来，这个“小目标”基本
达到，班级名次上升了三名，同学们自主学习和良好行
为习惯逐步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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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宇是一个非常敬业的好老师，我从
他身上学到了很好的管理经验。”乡城县中
学分管德育的副校长王伟说，乡城县中学是
一个“戴帽”学校，建校马上50年了，学生都
喜欢“戴帽”，而且是“歪戴帽”，没有一点学
生的样子。郑宇来了之后，向校方建议，一定
要从学生的行为规范抓起，提振学校的精气
神。于是，我们开展了“搜帽”行动，尽管压力
比较大，但我们坚持下来了，现在，乡城县中
学终于“摘帽”了。他建议必须要抓学生的仪
表仪容，要形成定期或不定期抽查监督机
制，要与班主任目标绩效挂钩。同时，要加强
师德师风建设，搜集优秀班主任精品案例，
增强班主任的责任感，要敢管善管学生，净
化学校的学风。他认为，学校管理必须要抓
细抓实，形成常态化机制。

教务处老师谭琼英告诉记者，因为九七
班（即“泸州班”）班主任外出培训，郑宇主动
担任班主任。每天早上六点半，他第一个到
教室督促学生上早自习。他的课 10 点就结
束了，但他一直坚守在学校，每天都是最后
一个下班。遇到不听话的学生，无论刮风下
雨，严寒酷暑，他都站在操场上与来访的家
长沟通交流。他常说，对于有“问题”的学生，
一定要整合学校和家庭的资源，尽一切可能
让学生健康成长，要帮助学生系好人生的第
一粒扣子，帮助学生走好人生的每一步，切
忌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

50 岁的藏文老师阿绒莫告诉记者，郑
宇不但对学生耐心，对当地老师也非常有耐
心。因为自己教藏文，对教学软件不熟悉，郑
宇总是耐心教他使用先进的教学软件，他学
会之后，又教其他藏文老师使用。

连续两次援藏乡城县中学的物理老师向
东辉对郑宇赞不绝口。郑宇有两个孩子，都由

爱人照顾，家里大小事需要他拿主意，他却不
在家人身边，到乡城县中学一年多的时间，他
从来没有请过一次假。妻子只有带着孩子利
用探亲假到乡城县来看望他，他风趣地说，这
是让爱人和孩子到乡城来多了解藏区、爱上
藏区。他能够把全校公认的班风、学风不好的
班级带到今天这个水平，确实不容易。

郑宇爱生如子，学生们深有体会。王伟
向记者讲述了一个细节，2018 年 5 月 4 日，
他和郑宇在校门口碰到了一个来自洞松乡
的男同学，细心的郑宇发现男同学的鞋子破
烂，脚趾都露在外面。经过询问得知，男孩的
外婆常年生病吃药，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走
了几步，郑宇忽然转身回去，掏出200元钱，
关切地说，同学，你拿去买双鞋子吧，以后遇
到什么困难，你就来找我。男同学眼含热泪
接过郑宇的钱，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今年10月16日，“泸州班”学生白玛曲初
找到郑宇，说自己腮腺疼痛，郑宇马上意识到可
能是腮腺炎，他立即带该同学去县医院检查，院
方告知是腮腺炎，必须马上隔离。郑宇让医生帮
忙开药，立即打电话通知学生家长到医院来接
孩子。一周后，白玛曲初康复回到学校，郑宇又
动员科任老师把白玛曲初落下的课程补上。

资助家庭困难学生，照顾患病的学生，
郑宇做了很多好事，但他从不张扬，细心的
同事们通过受到资助的学生进行统计，一年
来，他已经捐了至少2000元善款。

“多年以后，回忆我在乡城县支教的这
段难忘时光，将是我人生最为难忘的经历，
我希望看到我教的学生能够成才，能够看到
乡城县教育事业蒸蒸日上，人才辈出。”郑宇
的豪迈誓言，在巴姆山下久久回响。在10月
31日召开的乡城县教育发展大会上，郑宇被
评为援藏支教先进个人。

甘孜日报讯 为践行初心使命，树牢
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意识、奉献意识，日
前，九龙县各级党组织以党员先锋模范
带头为主，着力在搭建载体上下功夫，创
新方式、补填措施，精心组织开展各类党
员志愿服务，不断促进机关服务力量下
沉，进一步拉近了干群关系。

该县结合脱贫攻坚帮扶、支部共建
共创、党员义工日等工作，分类分级成立
以县级联系领导、党委书记、机关党组织
负责人为组长的党员志愿服务队、应急
突击队166支，党员志愿服务小分队420
余支，采取“积极动员、志愿报名”的方

式，积极招募不同年龄层次、不同行业分
布、不同工作领域的服务队员，鼓励年轻
的、有技术专长的、村离退休干部职工党
员参加志愿者服务活动。根据队伍人员
构成区分主体责任和任务，统计提供服
务特长和资源，村、社区党支部根据资源
清单，及时组织召开联系会议 80 余场
次，征集涉及义工活动、志愿活动、民生
服务、政策宣讲、法律援助等资源清单
120余份，结合群众需求，科学设定服务
项目，建立资源需求、个人能力特长“两
张清单”3500余份，提供特殊服务岗位5
类，切实做到党员志愿服务全覆盖。

志愿服务队利用元旦、“三八”妇女
节、“七一”建党节、藏彝新年等节日，组
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间地里、街道广场开
展节日主题党员服务活动，采取“统一时
间、明确主题、自选形式、群众参与”的方
式，在各个区域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
志愿服务党员经常到村、社区认领服务
项目，主动开展服务活动。截止目前，组
织“入村、入社区”开展目标明确、主题鲜
明的服务活动 920 余场次，参与党员达
1.4万余人次，调解矛盾纠纷15件（次）；
开展政策法规宣讲 550 余场次，受教育
群众2.5万余人次；帮助群众解决急事难

事130余件，收集意见建议180余条。
坚持“精细化服务”为目标，采取“统

一服务+‘1+1、1+N、N+1’结对”等方
式，针对特殊人群开展形式各样、内容各
异的志愿服务，做实区域服务、示范教
育、技术培训、劳动双帮双提、发展产业、
卫生评比、关心关爱等工作，帮助群众解
决生产、生活中的难题。截止目前，3700
余名党员与 3000 余名困难群众结成对
子，开展宣讲、教育、培训等帮扶活动
220余场次，慰问帮助孤寡老人、留守儿
童、孤儿等160余人次。

县委中心报道组

九龙县党员志愿服务暖民心

◎甘孜日报记者 马建华/文 张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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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宇在为学生辅导功课。

(紧接第一版)对于统揽伟大斗
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
想，确保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
治久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
义。要充分认识学习贯彻全会精
神的重大意义，把学习贯彻全会
精神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通知要求，要把学习贯彻
全会精神与做好第二批主题教
育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要
把全会作出的决定和习近平总
书记在会上的重要讲话作为必
学内容，专门安排时间，及时组
织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党员干
部认真学习、深入研讨。要把学
习全会精神与通读《习近平关
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
论述选编》、《习近平关于“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等
结合起来，深学细悟、一体领
会。要通过个人自学和集中研
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认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
理体系的科学内涵、本质特征
和显著优势，认真领会、准确把
握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任务、
重大举措和工作要求。

通知强调，要联系在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方面存在的问题，
联系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
思想和工作实际，在专题民主
生活会或专题组织生活会上
认真对照检查，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在领导班子对照检查
材料中认真进行梳理，深入分
析原因特别是思想根源、制度
缺项、能力不足；在制定整改
落实措施和方案上要力求务
实管用，把整改、解决在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方面特别是基层
治理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作
为重要内容。

通知指出，要根据全会精
神，围绕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制度巩固和深化主题教育
成果，把“当下改”与“长久立”
结合起来，既集中解决群众反
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又结合本
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修订完
善相关制度规定，把建章立制
和解决问题统一起来，把制定
制度和执行制度统一起来，强
化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严
格制度执行。

通知强调，要切实加强对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领导和
指导。各级党委（党组）主题教
育领导机构及其工作机构，各
级主题教育指导组、巡回督导
组、巡回指导组，要把学习贯
彻全会精神作为一项重大政
治任务，统筹安排，精心组织。
要紧密结合各地区各部门各
单位实际，制定好学习贯彻全
会精神的具体方案，认真组织
好全会精神的宣讲活动。要采
取有力措施，作出周密部署，
分级分类指导。各级党员领导
干部要带头学习领会、带头贯
彻 落 实 ，为 广 大 党 员 作 出 榜
样。各中央指导组、中央巡回
督导组要及时了解掌握各地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情况，加
强督促检查和工作指导。行业
系统主管部门党组（党委）派
出的巡回指导组，要切实加强
对所联系系统、单位学习贯彻
全会精神的指导。

据新华社

在第二批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上接第一版)
尼克月哈是来到川西北扎

溪卡大草原扎根的第一个彝族
汉子。他拍着公秋迟里的肩膀感
慨万千：“高原上植被恢复难上
加难，首先要灭鼠，老鼠在地下
打洞把草根都破坏了。我们走生
态灭鼠，一是架设鹰巢，二是疯
狂种草，因为草进鼠退，草原好
了老鼠自己就跑了，相反草原越
退化，鼠害越猖獗。”

试种了很多牧草，尼克月
哈 发 现 东 北 燕 麦 、垂 穗 披 碱
草、老芒麦等混播效果最好：
一年生的东北燕麦根系当年
可以保护多年生牧草，次年堆
肥可以保暖。几年玩命下来，
罗林、尼克月哈成了面色黝黑
的草地汉子，黑土滩由板结荒
漠变成了可适度放牧的金色
草场。

藏区百姓被激励起来，按
照实际种草灭鼠，围栏管理，
禁牧、休牧、轮牧等执行情况
综合评定各户得分，关联草补
等奖励性资金的发放。公秋迟

里主动把牦牛数目降到 180 头
左右，把卖牛的数百万元投入
到冬季圈舍的修建，小牛母牛
放置在最里面，大牛在外，便
于取暖和清洁卫生，为标准化
养殖做准备。看着草地一天天
恢复，他憧憬着未来牧业的持
续发展。

“有的家里牛多，有的草场
大。我想组织大家建合作社，带
动乡亲们合理放牧，积极种草，
集体富裕。”公秋迟里说。

“除了出栏肉牛，一头母牛
每天可以挤 3 斤奶。”尼克月哈
补充说，“石渠酸奶做了质量认
证，已经打响了名气，加上酥
油、奶渣、民族手工艺等，全县
已经有 134 个产业合作社，综
合发展可期。”2014 年至 2018
年，当地共实施退牧还草共计
200 万亩，草地得到了休养生
息，为牧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打牢根基。

扎溪卡草原上流淌着的金
色阳光，正把藏家产业致富的梦
想照进现实。

通天河畔 石渠牦牛生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