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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为进一步关
心关爱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传承和弘扬“四下基层”优
良传统，深化结对帮扶工作，
12 月 25 日，德格县法院负责
人到中扎科镇地龙村关爱结
对帮扶孤儿。

该院负责人提前通过其
监护人及班主任全方位了解
了结对帮扶孤儿的具体情况，
掌握了如身高、鞋码等基础信
息，为其购买了羽绒服、鞋子、
文具、零食等。

抵达目的地，该院负责人
再次与孩子班主任沟通、了解
孩子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细心
查看了孩子的成绩单和奖状，

为孩子送上衣物、文具等礼品，
并用温柔的话语向孩子介绍自
己和家人的情况，鼓励孩子要
努力学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为自己创造一个更
好的未来。

“我们要让每个孩子都拥
有快乐的童年和阳光的生活，
让每一名孤儿都能和其他孩
子一样在同一片蓝天下健康
茁壮成长。”该院负责人表示，
持续开展孤儿帮扶工作是党
员义务和社会责任，希望社会
各界携手加大对帮扶孤儿的
关心关爱力度，用爱心和温暖
点亮孩子的未来。

则绒卓玛

德格县法院冬日送温暖

关爱结对帮扶孤儿

甘孜日报讯 12 月 23 日
16时许，在德格县滨河路发生
了惊险一幕，一名男孩被河水
裹挟着冲向下游，越往下游
走，河水越深越湍急，河底乱
石嶙峋，孩子极易被卷入水下
或撞上石头，河两岸群众不停
呼救，情势十分危急。

当时，德格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辅警曲尼完成执勤任务
正走在回家的路上，远远的听
到河岸边有孩子在哭喊，还有
大人在呼救，冲过去看到一名
男孩被河水卷往下游。事态紧
急，刻不容缓，曲尼没作半点
思考，一个健步翻过护河栏
杆，从三四米高的河堤上跳了
下去。

当天，德格气温低至零下
8℃，曲尼跳进冰冷的河水中，
顾不上刺骨的疼痛，奋力朝被
卷往深水区的孩子游去，一把

抓住了孩子的衣领，把他往水
浅的岸边拉。曲尼搂着孩子来
到河堤下，在岸边群众的帮助
下，曲尼和孩子很快被拉上河
堤，刚脱离险境的男孩已经被
吓得浑身瘫软、神色呆滞。爬
上河堤的曲尼见落水孩子已
无大碍，家长也在旁边，便径
直往家的方向而去，只给现场
的群众留下一个颤抖的背影。

12 月 25 日，一名群众到
交警大队提供了一段曲尼跳
河救人的监控画面，在同事们
的追问下，曲尼才透露了自己
救人的事情。

原来，当日这名男孩在河
边玩篮球，不慎将篮球掉进河
里，便想方设法下到河里捡篮
球，不料被河水卷走，还好危
急时刻曲尼及时出手救助，男
孩才成功脱离险境。

德格公安

德格县一名辅警

在零下8℃低温下
勇救落水儿童

甘孜日报讯 积极投身数
字检察改革，以“数字革命”
赋能新时代法律监督提质增
效，近日，白玉县检察院在积
极配合州检察院开展法律监
督模型应用时，依托模型筛
查线索成功办理一起司法救
助案件。

该模型线索反馈白玉县
检察院一刑事案件被害人呷
某某系残疾人，可能涉及司法
救助线索。该院检察技术部门
收到该线索后，赓即反馈控告
申诉部门开展线索核查。核查
发现呷某某确系残疾人，且未
因诉讼获得赔偿，导致生活困
难，符合司法救助条件。该院
紧扣“应救即救”原则，立即依

法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及时向
呷某某发放司法救助金8000
元，解其燃眉之急。

该院有关负责人介绍，此
案的成功办理是白玉县检察
院应用法律监督模型助力检
察业务的首次成功实践，该院
下一步将继续深化“数字赋能
监督，监督促进治理”理念，进
一步优化完善“业务主导，数
据整合、技术支撑、重在应用”
的数字检察工作机制，用大数
据“活水”，探索司法救助领域
数字化新模式，激发法律监督
活力，以数字赋能司法救助提
质增效，以司法救助彰显检察
温情。

记者 罗文婕

大数据赋能司法救助
白玉县检察院依托法律监督

模型成功办理一起司法救助案件

甘孜日报讯 随着社会人
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涉老
诉讼服务领域新问题层出不
穷。如何防止“智慧司法”成为
阻隔老年人依法维权的“数字
鸿沟”？康定市法院在适老型
诉讼服务完善方面进行了诸
多有益尝试。

该院完善诉源治理，进
一步健全涉老矛盾纠纷联动
化解体系，探索延伸适老化
诉讼服务链，建立对老年群
体友好的诉讼服务机制。针
对与老年人生活密切相关的
婚姻家庭、赡养纠纷、劳动争
议等案件，聚焦症结，以老年
人需求为导向精准普法，加
大普法力度。

该院优化适老型服务诉
讼设施，在诉讼服务大厅、两
个人民法庭，完善配置适老助
残扶弱服务软硬件设施，在便
民服务区配备书写纸、签字
笔、老花镜、紧急医疗药箱等，
并为残弱群体设置卫生间，营

造温暖贴心的诉讼服务环境
与氛围。

该院还设置老年人“绿色
窗口”，畅通适老型诉服通道，
在诉讼服务大厅导诉台安排
专人为老年人提供一对一导
诉服务，实行优先接待、优先
办理、一对一办理、“一站式”
办理，协助办理取号、引导、翻
译、帮办等。针对年纪较大、行
动不便、藏汉双语不通的老年
当事人参与诉讼活动专设绿
色通道，依法准许书写起诉状
确有困难的老年人口头起诉，
同时依托巡回审判、“法庭110
便民服务审判团队提供上门
立案、就地调解、当场送达及
藏语翻译等暖心服务。

下一步，该院将持续创新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优化
诉讼服务举措，构建敬老、爱
老、孝老、助老的司法软环境，
用法治力量守护“夕阳红”，
护航银发诉讼“绿色通道”。

院办

康定市法院

护航银发诉讼
“绿色通道”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锻造新时代政法铁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康定市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 ③

从宜人繁华的成都平原，到高寒缺氧的偏远高原；从尖子生如云的省重点中学，到孩子们不会说普通话的福利学校；从
富足优渥的小康生活，到住漏风寒冷的板房帐篷……胡忠和谢晓君夫妇20多年如一日甘于清贫，用一腔赤子之心温暖了
高原的各族孩子，用满腹学识浇灌他们成长成才，用一针一线、一粥一饭、一言一行勾画出充满爱的民族团结同心圆。

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和四川音
乐学院，曾就职于四川省重点中学
石室联中，“印象中从没缺过钱花”
的胡忠和谢晓君，却带着孩子自愿
走上了一条大智若愚的坎坷路。

与世俗眼中的“成功典范”背道
而驰，一切源于23年前的一篇新闻。

23 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胡
忠从某晚报的一篇报道了解到康
定县塔公乡（今康定市塔公镇）紧
缺教师，很多孤儿接受不到良好的
教育。这一看激发了胡忠身为教师
的崇高理想：去支教，去紧缺教师
的偏远穷苦之地支教！

当时的胡忠、谢晓君工作稳
定、前途光明，而且家庭幸福，女儿
才几个月大，为了一腔热血便不顾
一切抛家舍业谈何容易。

可孤儿们的困境始终牵扯着
胡忠、谢晓君的心，2000年初秋，两
人到塔公当地学校了解情况。“破
旧漏风的校舍、坑洼不平的泥土操
场、纯真而又顽强生长的孩子们，
和孩子们围着圈跳起欢快的锅庄，
太美好了……”胡忠回忆，成都、康
定两地学校的强烈对比使他俩心
痛不已。

到家后，胡忠便告诉谢晓君自
己坚决想去支教，虽然不舍，但谢
晓君心里同样放不下那 100 多个
可怜的孩子，于是支持了丈夫的决
定。就这样，胡忠向学校提交了辞
呈后，义无反顾地来到了海拔近
3800米的学校。

都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
门”。为了支持丈夫的理想，身材瘦

小的谢晓君每个假期都要带着孩
子，扛着大包小包，奔波到塔公，成
了教孩子们唱歌、跳舞、学汉语的
谢老师。时间慢慢流逝，谢晓君与
这些孩子们的感情也与日俱增。

在胡忠支教后的第三年，谢晓
君带着年仅 3 岁的女儿，追随丈夫
的脚步也来到该学校。

2006年秋季开学，谢晓君应学
校要求返回成都。虽置身繁华都
市，可她心里却内疚不已，“我离开
石室联中，会有更多优秀老师来填
补我的位置，可是我离开高原的学
校，那里就更缺老师了，那里的藏
族孩子们更需要我。”

2007 年 2 月，经多方努力，谢
晓君将工作关系转入康定，成为了
塔公当地学校的一名汉语老师。

一对成都夫妇抛家舍业携手支教康定20余年

爱洒高原育雏鹰

在感动中国颁奖典礼上，有这
样一段对话，主持人敬一丹问谢晓
君：“女儿看见你的时候怎么称呼
你？”谢晓君说：“放假她叫我妈妈，
开学以后她叫我谢老师。”敬一丹
问谢晓君的女儿胡文吉：“是妈妈
要求你这样的吗？”胡文吉笑着摇
摇头说：“没有。”“那为什么要这样
称呼？”“因为如果我叫妈妈，那些
孤儿就会很伤心，因为他们没有父
母。”胡文吉腼腆的话语刚落下，会
场便爆发出热烈而持久的掌声。

幼小的胡文吉跟随妈妈来到塔
公当地学校之后，得了一个藏名
——曲桑拉（顺应天意、善良正直、
自然生长的意思）。作为俩人献身高
原教育事业的见证者，从小的耳濡
目染，使胡文吉早早褪去城市掌上
明珠的娇气，一如她的藏文名的意
义一样，成长为一名如格桑花一般
心向暖阳、坚韧成长的高原女孩。

2007年，胡文吉上小学一年级

了，可谢晓君实在太忙了，学校600
个藏族学生也是她的孩子，手心手
背都是肉。因此，胡文吉和藏族同
学们同吃同住，学着自己洗衣服、
整理个人内务，由于年龄太小，一
到冬天双手生满冻疮，经常冻得瑟
瑟发抖。

除了觉得亏欠孩子，夫妻二人
还有家中的老人需要照料，谈及此
事，胡忠几度哽咽。二十多年来，胡
忠回家的次数两只手都数得过来，
谢晓君甚至错过了见父亲最后一
面。为了这群高原的孩子，他俩只
能寄希望于未来：等未来学校不再
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回家好好侍奉
老人。

爱出者爱返，未来并不遥远。两
所学校的孩子们逐渐长大了，胡忠
夫妇不仅给了他们一个家，更是给
了他们力所能及的最好的教育。他
们逐渐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成
为了军人、教师、公务员、医生、主持

人、歌手、空乘……更有孩子选择回
到学校，和曾经的老师并肩工作，悉
心培养像自己一样的孩子。

第一位回到家乡的毕业生是
江巴汪青，胡忠提到他便十分自
豪。“胡爸爸和谢妈妈用大爱滋养
了我们，他们希望我们学有所成、
学有所获、学有所用，我将追随着
他们的理想，共同守护甘孜的孩
子，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成为未来建
设高原的有生力量。”孩子成长为
和自己并肩同行的同志和战友，是
胡忠夫妇最大的欣慰。

二十余年，胡忠夫妇点燃自
己，成为照亮甘孜各族学子的明
灯。这盏明灯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地
志愿者汇入他们的行列，吸引越来
越多的当地学子学成归来，汇聚成
建设甘孜的股股暖流，奏响各民族
团结一家亲的时代主旋律。

（本文作者王朝书系康定市民
族团结进步理论研究中心专家）

润物无声，大爱接续薪火相传

初到学校，严重的高原反应、餐
食的不适应、简陋寒冷的宿舍，这些
都压不垮胡忠，唯独教学上的困难
让胡忠伤透了脑筋：学校的孩子来
自全州各地，都是孤儿和特困生，很
多藏、彝、羌的孩子都不会说普通
话，也听不懂普通话。为了鼓励孩子
们用心学习，胡忠用自己的微薄工
资为孩子们购买学习奖品……可孩
子们并不领情：“看他细皮嫩肉的，
能吃几天苦嘛。”

胡忠这才明白，真正对一个人
好，从来都不只是一时的头脑发
热，而是长久的陪伴和精神的支
持。他自学藏语，搬到男生寝室住，
和孩子们一起学习、运动，渐渐地，
孩子们认可了这位“细皮嫩肉”的
老师。有天早晨，胡忠为孩子穿衣
服时，突然听到一声“阿爸”，接着，

耳 旁 响 起 无 数 声“ 阿 爸 ”“ 阿
爸”……遇到再多困难都没有退缩
的胡忠怔了一下，看着眼前孩子们
的笑脸，一下哭了出来。

相比丈夫的刚强坚韧，谢晓君
则多了一份母亲的细腻温柔：在板
房教室，谢晓君总是第一个点亮灯
盏；在帐篷宿舍，她总是照顾好最
后一个学生才睡下；路遇学生，她
总是能敏锐地察觉到他们的愁苦
心事；上课教学，她总是用耐心鼓
励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谢晓君那
双曾弹得一手好琴的艺术之手，时
而裹满粉笔灰，时而缝缝补补，时
而捡柴烧水，变得干枯斑驳。多年
后，谢晓君的身体亮起了红灯，患
上贫血、胃痛和风湿等病。为了控
制住风湿痛，她长年揣着灸盒进课
堂，身上冒着青烟给孩子上课。润

物无声，日复一日的缕缕温情暖化
了孩子们的心，谢晓君成了这群孩
子的汉族“阿妈”。

时光荏苒，两人如春风化雨不
仅成了孩子们的“亲人”，也得到附
近村民及学生家长的一致点赞。

“你们两个大城市的汉族人，为了
我们的娃娃吃尽了苦头，脸上两坨
高原红跟我们一模一样的，感谢你
们给孩子们带来了光明的未来。”
胡忠笑称：“高原红就是我们的军
功章。”

“人的心灵与信念的坚持，可以
尽力摆脱一些无有意义的物欲羁
绊，在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中留下
隽永的意义。”谢晓君的一席话道出
了大道至简，大爱无言。语言风俗的
差异因爱和包容而消弥，超越地域、
民族的团结友爱愈发深厚。

以心换心，成为汉族“阿爸”“阿妈”

◎甘孜日报记者 刘娅灵 王朝书/文 受访者/图

不留后路，抛家舍业携手高原任教

胡忠正在授课。

谢晓君带领孩子们参加文艺演出。

人物名片：

胡忠、谢晓君夫妇原为成都

市石室联合中学教师，两人在康

定塔公扎根任教20余年。2012年，

夫妻二人荣获央视2011 年度“感

动中国人物”称号，同年胡忠被评

为“全国百名优秀志愿者”“四川

省雷锋式优秀志愿者”；2013 年，

谢晓君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

手”；2014年，胡忠获评为“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2015 年，

谢晓君荣获“全国五一巾帼标兵”

荣誉称号；2019 年，胡忠、谢晓君

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纪念章。

↑一家三口笑对高原生活。

←胡忠、谢晓君与孩子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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