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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家规家风对一个家

族、家庭和人究竟能有怎样的

影响？

“随着年龄增长，经历得

越多，越来越能理解家规的深

刻内涵，它的影响贯穿一生。”

5月4日，首届天府好家规毕氏

家规代表毕达如是说。

“忠诚爱国、清廉为民、崇

学尚实、勤俭持家”，2017年，

甘孜丹巴毕氏家庭 16字家规

被评为首届十佳“天府好家

规”。当年，上台领奖人正是身

为森林警察的毕达。如今，6年

过去，毕达的工作单位已从四

川省林业厅变成了四川省纪

委，但这16字家规依然影响着

他的工作生活和为人处世，指

引着毕达的人生方向，就像从

小爷爷和父亲教他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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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为更好
地保障福利机构儿童的基本生
活，精心呵护福利机构儿童成长
成才，加强资金规范管理，我州靶
向调研出台《甘孜州儿童福利机
构儿童基本生活养育金使用管理
暂行办法》，在全省率先以“三个
一”（即“一套流程”“一体管理”

“一个意识”）全面规范、打卡发放
福利机构儿童基本生活养育金，
取得明显成效。

我州民政系统规范执行“一
套流程”，为州儿童福利和未成年
人保护中心、康北儿童福利院、康
南儿童福利院3所机构共300 名
在院儿童统一办理社保卡和饭
卡，2023年1月起按1600元/人/
月的标准，通过财政一体化平台
直接将养育金划拨至儿童社保卡
账户。福利机构按当地物价制定
伙食费用标准，在院儿童按餐次
刷卡消费。此外，我州民政系统还
将争取到赠予集体的爱心资金充
值到机构账户，用于补贴集体伙
食，将定向捐赠给机构儿童的资
金全部存入个人社保卡，列为个
人所有。

此外，我州民政系统以“一对
一”的方式为每名儿童配备管理老
师，管理老师建立儿童基本生活养
育金每月使用情况台账，进行月公
示、季度报、年报告，实现“一体管
理”。成立专项监督领导小组，每月
组织开展专项监督检查2次以上，
及时督促整改发现问题，确保资金
发放安安全全、明明白白，制度执
行有力度更有温度。

为提升福利院孩子的消费观
念和理财能力，我州民政系统着
力培树“一个意识”：初中及以下
儿童，由管理老师代管社保卡并
按儿童需求代刷消费，凭票做好
台账；高中及以上儿童，由本人自
行管理使用社保卡，管理老师同
步做好监督指导。机构和管理老
师多形式开展教育活动，潜移默
化引导孩子培树节俭意识、理性
消费，个人社保卡的结余养育金
待孩子毕业离院时归本人所有，
作为步入社会的启动资金。目前，
已累计打卡发放养育金 144 万
元，卡内结余存款 33.25 万元，人
均存款1108元。

刘军 尼玛泽郎

州民政局在全省首创“三个一”制度

打卡发放福利儿童
基本生活养育金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锻造新时代政法铁军

“我们的警力需要巡山，所
以，这次打个助攻，跟镇党委、政
府的工作人员一起过来搭桥。”5
月16日，驻守在德格县达通玛虫
草山上的中扎科派出所民警罗浩
用手机镜头记录了几名群众从河
对岸经过临时修建的“钢桥”过河
的画面。

达通玛虫草山海拔超过4700
米，尽管到了五月中旬，这里依旧
寒冷。位于达通玛虫草山腹地的龙
真贡玛虫草采集地境内有8个采
集点，而其中1个点位被达曲河切
成两大块，给群众渡河带来极大的
不便。为方便群众采集虫草，温拖
镇政府将“暖脚行动”提上日程，让
赤脚渡河成了“过去式”。

皮卡车里装满钢材、汽油发
电 机 、电 焊 机 还 有 木 板 和 铁
钉……5 月 16 日清晨，在温拖镇
镇委书记呷玛翁批的带领下，中
扎科派出所民警和镇党委、政府
工作人员组成的“筑桥”施工队从
娘蒙多驻地出发前行15公里后，

到达了施工地点。
“穿好雨鞋，大家分下工，一

部分负责卸材料，一部分协助焊
工。”施工现场，镇党委、政府的工
作人员和民警们化身“建桥工
人”，忙得不亦乐乎。人多力量大，
温拖村委会干部及群众也来帮
忙，施工进度有序推进。

经过约 4 个小时的紧张作
业，一座10余米长的钢架桥梁竣
工，稳稳坐落在达曲河上，为农牧
民群众的通行提供了极大便利。

“钢架桥的竣工通行凝结了我们
大家的汗水，这不仅是一座便民
桥，更是民心桥、连心桥。”牧民扎
西多吉兴奋不已。

据罗浩介绍，此处属于温拖
镇温拖村牧民采集虫草的临时
聚居点，河两岸均属他们采集虫
草的领域，共居住有 56 户牧民、
200余人，钢架桥的竣工通行，不
仅解决了牧民群众行路难、过河
难的问题，也圆了群众期盼多年
的梦想。

德格虫草山上架起
干群连心桥

◎吉佐

甘孜日报讯 为进一步明确
重点、压实责任，分析研讨审判执
行质效情况，推进质效指标优化
提升，全力冲刺上半年质效考核
目 标 ，日 前 ，理 塘 县 法 院 召 开
2023年第6次审判质效推进会。

会上，院审管办梳理总结目
前质效考评现状，分析短板，提
出提升审判质效的工作建议；各
部门对个案进行了汇报，并提出
工作中存在的困难。该院负责人
结合2023年审判执行工作重点，
就如何切实抓好审执工作提出
要求。希望全院上下不断提升公
正、效率及质量意识，精准把握

“案件审理时间”和“纠纷在院时
间”双向考评机制的内容，做好
精细化管理，以最快速度、最优

质量解决当事人矛盾纠纷；要聚
焦目标任务、厘清重点，正视短
板、厘清困难，不断提升审判质
效；要严格执行“三个规定”，规
范案件办理流程，落实“一岗双
责”，不断压实办案主体责任，树
立人人心中有指标、心中有敬畏
的工作格局，促进法院工作高质
量发展。

据悉，自 2022 年以来，该院
紧扣省法院“实质化运行、优质化
提升”工作思路，以推进“六个实
质化”为抓手，形成了“一把手”亲
自抓、分管领导重点抓、各庭室相
互配合的工作模式，通过定期召
开质效分析会，推进审判执行工
作高效运行。

四郎正呷

理塘县法院

推动审判质效再提升

甘孜日报讯“此次宣讲活动
提高了我的法治意识，让我明白
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
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听完主题
法治宣讲，稻城县武警中队一官
兵感慨连连。近日，稻城县司法局
开展“法律援助进军营 拥军优属
促和谐”法治宣讲主题活动，将法
律援助知识、法律咨询服务等送
到该武警中队官兵的身边。

活 动 中 ，该 局 法 治 服 务 小
分队就《法律援助法》的贯彻实
施和《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
实施办法》规定的军人、军属法
律援助申请范围、申请条件、申
请程序、援助模式进行了解读。

此外，还详细介绍了法律援助
中心开启的军人、军属“绿色通
道”的相关情况，表示该通道将
简化流程、优先办理，为军人、
军属提供优质、高效、快捷的法
律援助服务。

此次法治宣讲进军营活动有
效提升了官兵学法、知法、懂法、
守法、用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稻城县司法局将进一步严格落
实普法责任制，做好普法拥军工
作，回应军人法治需求，为军人、
军属提供更为精准、及时、有效的
法律服务，共同谱写司法拥军新
篇章。”该局负责人表示。

实习记者 甘超

稻城县司法局

开展法律援助进军营活动

讲述甘孜好故事 传递甘孜好声音

2008 年，毕世祥时任甘孜州副州
长，分管森林防火工作。森林防火工作重
于泰山，因此毕世祥大多时候都在一线。

“非常忙，他在管森林防火工作的4年多
时间里，只有一年是和我们一起过年的，
但也从来没听他抱怨过。”

毕达还记得，有一年，道孚县发生了
一次草原火灾，15名官兵为了营救被大
火围困的群众壮烈牺牲。毕达从父亲口
中得知这件事后深受触动：“一是为牺牲
的烈士感到痛心惋惜，二是发现原来父
亲坚守的工作是如此的危险。”

于是，在得知自己能够进入林业厅
做和父亲相关的工作时，义无反顾作出
了和父亲并肩战斗的选择。“一直以来，
他都不会强迫我做什么事，但是他会给
我讲很多有关英雄、奉献的故事，让我树
立自己的理想信念，主动为共产主义事
业、为人民为国家献身。”但让毕达怎么
也没想到的是，仅仅两年后，父亲却永远
离开了自己。

2013年12月，作为甘孜州委常委、
宣传部长的毕世祥，在前往雅江、新龙两
县开展群众工作的途中，因道路结冰严重

发生车祸因公殉职，用生命书写践行了对
党的无限忠诚和清廉为民的人生篇章。

父亲的离开，让毕达万分悲痛的同
时也暗下决心：一定恪守家规家训，传承
父亲遗志。4年后，毕氏家规也被评为首
届十佳“天府好家规”。此后，毕达也以此
荣誉为激励，力争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现在，毕达的小孩也已经6岁，马上
上小学。虽然家规还只会背前两句，但毕
达早已将红色的种子埋了下去，就像以
前，父亲教育他那样。

甘孜毕氏家庭

好家规成就三代国家干部
◎封面新闻记者 王越欣

5 月 4 日中午 12 点，在接到封面新
闻记者的采访电话时，毕达刚做完谈话
工作。目前，他已成为四川省纪委一名纪
检监察干部。听闻记者是来约定回访家
规时间时，刚忙完工作原本有些疲惫的
他，却一下来了精神。不等换个时间，毕
达当即就和记者在电话里聊了起来：“说
起家规，那可有太多说的了！”

那该从而说起呢？就从家规的来源吧。
其实，毕氏家规最早并非 16 个字，

而是有48个字。
“那个时候的家训还夹杂着古文，后

来我爷爷在其基础上，精简成了 12 个
字。”毕家原本祖籍雅安，解放初期，因国
家建设需要，毕达的爷爷毕德鑫从部队
转业后，主动请缨到丹巴工作，并从此定
居于此。在此期间，毕德鑫在继承毕氏家
训和吸收丹巴嘉绒藏族的基础上，立下
了“忠诚爱国、崇学尚实、勤俭持家”的
12字家规。

按照立下的家规，毕达的父亲毕世
祥从小被要求严格，品学兼优。在父亲和
母亲的身体力行的影响下，毕世祥也养成
了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好习惯。1982
年，大学毕业后的毕世祥又主动回到甘孜
工作，几年后出任甘孜州旅游局长。为了
时刻提醒自己多为人民服务，毕世祥在毕
家的家规中增加了“清廉为民”这一条，从
此，毕家家规便增定为“忠诚爱国、清廉为
民、崇学尚实、勤俭持家”，共16个字。

起源：家规从48字到12字再到16字

从小，毕达就深受父亲和家规的
影响。在毕达的印象中，最早父亲教会
他的便是忠诚、学习和勤俭。“因为父
亲身为党员干部，就告诉我一定要对
党和国家忠诚，为国家做贡献。”那如
何练就一身本领更好地报效国家？那
就是学习。

作为公务员家庭，毕家的家境不
差。但在物质方面，毕世祥对儿子显得
有些吝啬。从不买游戏机、儿子初中外

地求学也只买 100 块的手机，吃穿用度
基本以简朴为主。但只要是有关儿子的
学习，毕世祥却又十分大方。“只要我说
要买什么书，多少钱他都愿意给。”毕达
说，大学期间，自己曾去杭州、上海、西
藏等多个地方旅行，父亲也很支持。“只
要是能开阔眼界、充实提升我的事儿，
他都支持。”

当然，对儿子有所要求，毕世祥也是
同样以家规严格要求自己。因此，无论是

生活还是学习，乃至理想信念的树立，毕
达都受到了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2011
年，从西南民族大学毕业后的毕达面临
着择业，当时，表现优异的他同时拿到了
多个名企的offer，也考上了四川省林业
厅森林警察的岗位，但他最后，还是选择
成为了一名森林警察。

“其实，父亲并没有强制我一定要当
公务员，而是让我自主选择。”而让他作
出这样决定的原因，也和父亲有关。

影响：行为的规范，理想信念的树立

传承：和父亲共同的选择

奋力创建全国市(州)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示范州

甘孜日报讯 近日，新龙县人民
调解委员会专职调解员联合道孚县
调解中心调解员，在新龙县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协调中心调处了一起跨县
婚恋纠纷。纠纷当事人双方就非婚生
子抚养问题产生矛盾，继而双方及家
人发生口角。调解员在安抚当事人情
绪的同时，引导双方明确应当承担的
法定责任与义务。经调解，纠纷当事
人双方对孩子抚养问题协议内容达
成一致。

近年来，新龙县以化解婚姻家庭
纠纷作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的切入点，坚持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三步”工作法，推动婚姻家庭纠纷
预防化解工作提质增效。2021 年 5
月，新龙县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委员
会入驻县多元化解协调中心，将多
元化解工作前置到婚姻家庭纠纷领
域，降低婚姻家庭纠纷演变为民事

诉讼案件甚至是“民转刑”等恶性事
件的可能性，有效加强了基层治理
水平，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进一步
提升。

该县坚持未雨绸缪、防患未然，
以常态化“预防”，把牢预警主动权，
将婚姻家庭纠纷排查调解延伸到基
层。在县、乡两级成立 18 个婚姻家庭
纠纷人民调解室，62 名专兼职调解
员、网格员通过开展常态化走访登
记，对排查发现的各类信息进行分类
汇总，对各类不稳定因素和苗头性问
题进行稳定风险评估。县委政法委将
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工作纳入平
安建设建设考核，纳入网格化服务管
理，对婚姻家庭类矛盾纠纷进行全覆
盖排查、“一揽子”受理和多方式分
流。近三年，该县各级调解组织受理
婚姻家庭类矛盾纠纷 63 件，其中跨
县 婚 姻 家 庭 纠 纷 26 件 ，占 比 为

41.2%。
此外，该县全力推动“法宣”全覆

盖，把牢宣传主导权，将法治宣传引
导延伸到各领域。通过开展“法宣浸
润”行动，将涉及婚姻家庭法律法规
普法宣讲纳入县委宣讲内容，统一制
定宣传手册，抽派县、乡、村三级宣讲
队伍，采取集中宣讲、走村入户、新媒
体平台宣传等多种方式，在各重点时
间节点定期或不定期开展输入式、案
例式、体验式普法宣传教育，重点针
对普及婚姻家庭法律法规，提供维权
咨询服务和相应的法律援助，正确引
导群众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利益，
引导依法处理矛盾纠纷，从根源上减
少婚姻家庭纠纷调处阻力。

该县还从锚定症结出发，多元化
公正“调处”，全面纾困解难，将矛盾
纠纷消除在萌芽状态。按照“属地管
理、归口调处、领导包案、限期化解”

的原则，该县完善工作机制，按照类
型、诱因、时间、地点、单位、涉及人数
等要素，逐一登记建档，并落实“五
定”措施，领导包案实行“一个案件、
一个领导、一套班子、一个化解方案、
一抓到底”，聚力调处矛盾纠纷。对已
化解的，逐一结案销号，对未化解的，
发出督办通知。此外，该县实行分级
调处，村内纠纷由各乡镇人民调解员
负责调处，疑难纠纷由乡镇调委会及
时调处，跨乡、跨县重大疑难纠纷化
解由县调委会负责，并开展回访跟
踪，把准“节骨眼”，疏通“肠梗阻”，防
止矛盾纠纷反弹、再次激化升级，有
效巩固调解成效。同时，该县相关部
门利用传统节日组织开展帮扶单亲
困难家庭、困境儿童、重病困难妇女
儿童等关爱工作，减少不稳定、不和
谐因素。

县委政法委

新龙县“四步”工作法

开出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化解良方

近年来，九龙县出台了一系列村
规民约，抵制喜事“高彩礼”、丧事

“大宰杀”、嫁娶“搞攀比”等不良风
气。通过向广大群众开展移风易俗、
法律法规等政策宣讲活动及送文化
下乡活动，引导群众积极传递文明
理念，弘扬时代新风。图为乌拉溪镇
河坝村红白理事会对办理喜事的农
户进行移风易俗政策宣讲，并落实
相关责任。

尚吉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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