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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地 传 真

本报讯 近日，笔者深入白玉县

第二中学建设施工现场，只见一片

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为加快工程

建设进度，施工单位开启24小时不

间断作业模式，每日严格按照计划

完成施工进度。现场，各参建单位数

百名工作人员投身一线，紧张有序

地开展施工与管理工作，备受白玉

县人民关注的白玉县第二中学校区

建设正紧锣密鼓、优质高效地稳步

推进。

在建设现场，笔者看到，新校区

主体工程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新食

堂已率先完成主体建设。据悉，学校

食堂设有两个餐厅，可满足近1600

名师生的日常用餐需求。

县教体局副局长刘兆蓉表示，

自2022年起，白玉县初中阶段入学

学生数量持续增长，现有的白玉县

一中已难以满足辖区学生就读需

求。在此背景下，白玉县第二中学项

目于2023年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

规划科学，教学区、运动区、生活区

三区分明，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学

生食堂、教学辅助用房、学生宿舍、

教师宿舍、综合楼，以及运动场地和

附属设施等。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解

决教育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

极大地缓解中学生的就学压力，全

面改善教育教学条件，有力推动教

育均衡发展，加速教育事业高质量

前行，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白

玉新篇章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据悉，此项目概算总投资 2.2

亿元，建设总建筑面积31827.75平

方米，规划班额 33 个、学位 1650

个。目前一标段已完成主体施工，正

在开展室内装饰专修。二、四标段已

开工建设，正在开展基础施工，计划

于今年8月全部竣工。

近年来，白玉县委、县政府始终

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

命，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

力以赴推动县域教育事业高质量发

展，让教育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梁露 增志

投入2.2亿元，规划学位1650个

白玉教育设施大升级

本报讯“现在老乡们网上买东

西方便，再也不用专门跑县城取件

了，每月运送快递超千件。”4 月 11

日，在中国邮政道孚县寄递物流共

配中心，道孚县公交司机曲登一边

装载包裹一边介绍道。

2024年，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

司四川省道孚县分公司与道孚县交

通运输局合作，创新推出“交邮共融”

模式，利用农村客运班车的闲置运力

搭载邮件快件，实现“客车带货”。每

周一、三、五，农村客运班车满载着包

裹驶向道孚县偏远乡镇，这些曾经空

载返程的客车，如今成为穿梭于雪域

高原的“快递轻骑兵”。

这种创新模式不仅破解了农村

物流“最后一公里”难题，更让道孚

特色农产品插上了飞出大山的翅

膀。2024 年松茸采收季，邮政部门

在农贸市场设立专项收寄点，通过

“极速鲜”绿色通道和航空专线，确

保每天50余件新鲜松茸24小时内

直达全国餐桌。曾经受困于物流瓶

颈的奶制品、野生菌等特产，如今通

过完善的快递网络畅销全国各地，

农牧民收入显著提升。

“现在寄取快递十分方便，在家

门口就可以完成。”麻孜乡派出所工

作人员仁真巴登的感慨，道出了万

千农牧民的心声。

邮政服务的深度延伸正悄然改

变着高原乡村的发展图景。新建的中

国邮政道孚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占

地面积800平方米，配备的3条传送

带高效运转，实现了邮件传输的自动

化，提高了邮件分拣和转运的效率。

目前，邮件处理已覆盖县城及19个

乡镇。全县21个乡镇服务网点织就

便民网络，不仅让5万群众享受到现

代化邮政服务，更催生出“农民快递

员”“乡村代办点”等新业态。

在麻孜乡邮政所工作了四年的

格桑卓玛坦言：“在家门口上班，既

能照顾家庭又有稳定收入，这样的

工作让我愿意留在家乡发展。”穿梭

于雪山草甸间的邮政投递员，如今

不仅是邮件传递者，更是连接城乡、

输送温情的纽带，他们的足迹丈量

着乡村振兴的坚实步伐。

从资源整合到民生改善，从产

业升级到就业拓展，道孚县探索出

的“交邮共融”模式，既破解了农村

客运资源闲置与物流配送不足的双

重困境，又激活了县域经济发展的

内生动力。这种将公共服务与市场

需求有机结合的创新实践，让高原

农牧民真切感受到“快递进村”带来

的幸福变迁，正为雪域高原的乡村

振兴注入持久活力。

黄新 吴燕 杨琦

破解农村物流
“最后一公里”难题

道孚县“交邮共融”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讯 4 月 9 日，巴塘县公安

交警大队、交通运输局、公路分局等

部门联合开展交通管理设施隐患排

查行动，全面提升辖区路段的交通

安全水平，全力保障过往车辆和行

人的出行安全。

行 动 中 ，联 合 工 作 小 组 沿

G318 线措拉至县城段仔细检查，

从道路标志标线的清晰完整度，到

交通信号灯的运行状况，再到防护

栏等安全设施的牢固程度，都一一

进行排查。针对发现的隐患，各部

门现场办公，商讨解决方案，并明

确整改责任和期限，让群众出行之

路更加安心、顺畅。

各乡镇也积极响应，持续推进

道路交通安全大整顿工作。列衣乡

道安办联合驻村工作队深入热乃

村，组织召开道路交通安全大整顿

警示教育会。工作人员以典型事故

案例为切入点，深入剖析骑乘摩托

车不戴头盔、三轮车违法载人等常

见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让村民们

深刻认识到遵守交通规则的重要

性。同时，结合热乃村实际路况，为

村民们送上实用的交通安全知识和

出行注意事项，并与33名驾驶员签

订《驾驶员道路交通安全承诺书》，

强化驾驶员的安全责任意识。

拉哇乡统筹志愿者和派出所力

量，在辖区主要路段开展交通安全

劝导工作，广泛宣传交通安全知识，

及时纠正不规范交通行为。措拉镇

则充分发挥交通劝导员作用，大力

宣传“开车三件事”等交通安全知

识，全力保障辖区群众和过境车辆

安全。

通过这些举措，巴塘县正逐步

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道路交通

安全防护网，让群众出行之路更加

安心、顺畅。

更登曲批

织密出行“防护网”
巴塘县各部门联合开展道路交通

安全整顿

逆境求索：于困苦中点燃
艺术之火

1962 年，泽批出生在一个贫困

的家庭，自幼便承受着先天腿部二

级残疾的折磨。命运的不公并未让

他屈服，八岁那年，一场文化下乡的

露天电影播放活动，如同一束光照

进了他灰暗的生活，点燃了他心中

的艺术火种。这个无法参与正常劳

作的少年，开始用烧焦的木棍在土

墙上描摹电影画面，用石板代替画

布勾勒梦想。

绘画，成为了他生命的重要支

点。

从最初觉得自己是个“废人”，

到后来意识到画唐卡能减轻家里的

负担，泽批在笔尖流转中逐渐感受

到生命的流动和丰盈，他不断挑战

和突破生理限制，完成了从生存负

担到精神支柱的蜕变。青年时期，他

先后学习勉萨画派和噶玛嘎孜画

派，在两大流派的交融碰撞中刻苦

钻研，技艺飞速提升。经过多年的潜

心探索，泽批充分汲取两大国家级

非遗技艺的精华，开创了“噶勉”唐

卡这一全新画派，使其成为康巴大

地上唐卡艺术的独特新坐标，并被

认定为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

薪火相传：绘就民族团结
同心圆

随着画技日益精湛，泽批开始

收徒授业。在他心中，唐卡不仅是一

门艺术，更是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

纽带。他打破传统“传内不传外”的

限制，面向全国各地广纳门徒。在他

的工坊里，各族学徒一道习艺，成为

新时代民族团结的生动缩影。

藏族青年学生根秋多吉在这

里 实 现 了 从“ 挖 虫 草 ”到“ 执 画

笔”的人生转变；湖广学子跨越三

千 海 拔 高 差 ，习 得 安 身 之 技 。自

1983 年 收 徒 以 来 ，四 十 余 年 间 ，

五百余名贫困村民、残障群体和

各族群众在泽批的指导下重绘人

生轨迹，其中汉族学生达 76 人。

这些来自祖国各地的各族学生有

的如今已成长为甘孜州非遗传承

人，他们在唐卡绘画的传承中紧

密相连，如同“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

从康巴藏房到现代展厅，泽批

的画笔连接起传统与现代，架起了

藏族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

桥梁。

大爱无疆：铺就共同富裕
之路

2017 年，在党委、政府支持下

建成的“噶勉”唐卡工坊，成为泽

批践行初心的新起点。这里既是

手工艺产业园区的艺术学堂，也

是脱贫攻坚战役中的特色堡垒，

承载着文化传承与“扶贫车间”的

双重使命。

泽批心怀感恩，常以自身经历

教导学员：“过去学艺要挨饿受冻，

如今你们赶上了好时代，党给你们

修了住宿楼，我才能更安心教你们

学画。”“扶贫先扶志”是泽批一以

贯之的育人理念，他对贫困群众和

残疾学员倾注了更多关爱。多年

来，工坊不仅免收学费，还提供绘

画材料和食宿，这种“负成本”的传

艺模式，成为了大爱无声的“造血

工程”。

286 名脱贫户家庭的子女从工

坊出师，凭借学到的画技为家庭增

加了经济收入，走上脱贫致富的道

路。在泽批的倾情帮助和倾囊相授

之下，传统技艺成为打开共同富裕

之门的金钥匙，生动诠释着“一人学

艺，全家脱贫”的现实意义。

德艺双馨：扎根高原书写
时代答卷

泽批的奋斗历程，宛如一幅用

生命绘就的自强画卷。他虽腿部残

疾，却用双手绘出彩色人生；虽在

贫寒中长大，却为无数人带来温

暖。泽批创立的“噶勉”画派声名远

扬，他本人先后荣获“德格县善地

英才”“甘孜州康巴英才”“国家非

遗传承人”等称号，“噶勉”唐卡工

坊被认定为“四川省级非遗扶贫就

业工坊”，他个人创作的作品斩获

众多专业奖项。

面对北京、上海等地的高薪邀

约，泽批不为所动，始终心系雪域学

子，毅然选择坚守康巴高原，用画笔

继续书写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的精

彩篇章。

如今，“噶勉”唐卡不仅是艺术

创新的典范，更成为驱动乡村发展

的文化引擎。泽批以严谨治学和赤

诚奉献，传授文化技艺，培育坚韧精

神，用残缺之躯造就完整艺术人生，

以文化传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树立起新时代的精神丰碑。他的

故事，如同他笔下永不褪色的唐卡，

在时光长河中绽放着生命之光。

非遗画师泽批

丹青绘就自强路匠心传承民族情
◎文静 文/图

在德格县麦宿镇，有一位身残志坚的唐卡画师泽批，他用半生时光书写了一段令人动容的自强不息的传
奇故事。

作为“噶勉”唐卡画派的创始人，泽批从草原牧童起步，一路走来历经诸多艰难，最终成为非遗大师，不仅实现
了自我价值，还通过授艺育人，架起民族团结的桥梁，铺就共同富裕之路，在雪域高原上书写了一曲动人的新时代
奋斗篇章。

托底性帮扶 甘孜看

◎新龙县融媒体中心供稿

春寒料峭的川西高原，冷风如

刀，割在脸上生疼。然而，在新龙县

人民医院的儿科病房里，一场与时

间赛跑的生命接力赛正在紧张进

行。病房内，一名胎龄仅7个月、现月

龄 2 个月、体重仅 2 公斤的早产儿，

蜷缩在襁褓中，面色青紫、呼吸急

促，血氧饱和度已降至50%，微弱的

气息让所有人的心都揪成了一团。

危急时刻，来自宜宾市医疗人

才“传帮带”工作队的医师王秋霜迅

速接诊。她深知，每一秒的延误都可

能让这个脆弱的小生命永远消逝。

王秋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依托远

程会诊平台，与后方新生儿科专家

团队实时连线。一场跨越千里的生

命接力赛就此展开。

“患儿情况危急，需要立即制定

救治方案！”屏幕那头，新生儿科专

家团队的声音焦急而坚定。经过宜

新两地专家连夜研讨，结合患儿特

殊情况，一份详细的救治方案迅速

出炉：呼吸机支持、抗感染治疗及个

体化护理方案。这些新生儿重症救

治的前沿技术，通过远程协作精准

传递到新龙临床一线。

救治过程中，宜新两地医护人

员争分夺秒、紧密协作。他们精准调

整呼吸参数，努力改善患儿的缺氧

状况；严格落实感染防控措施，防止

病情加重；实施精细化营养支持，保

障患儿的生长需求。“快看，他的呼

吸平稳了！”经过一周的全力救治，

患儿的呼吸逐渐平稳，青紫的面色

泛起了红晕，体重也开始回升。那一

刻，病房内爆发出阵阵欢呼声。“孩

子抓住我手指的那一刻，所有的疲

惫都值得了。”帮扶专家王秋霜回忆

起当时的场景，眼中闪烁着泪光。

然而，患儿病情虽趋稳定，但出

院后的生活却依然充满挑战。患儿

家庭贫困，无力购置御寒物资，高原

的严寒随时可能威胁这个脆弱的小

生命。王秋霜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她第一时间在后方工作群发出紧急

求助：“急需小月龄婴儿保暖衣物！”

消息一经发出，立即激起强力响应。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宜宾医

院新生儿科的医护人员纷纷行动起

来，衣物、奶粉、尿布等物资在72小

时内陆续送达新龙。

当王秋霜将柔软的新衣轻轻裹

住患儿时，这个曾奄奄一息的小生

命，在温暖中安然入睡。“衣物虽轻，

却守护着生命的温暖。”新龙县人民

医院护士安棕感慨道。这一番言辞，

道出了大家共同的心声。如今，这位

患儿已成功治愈出院，带着家人的祝

福和新生的希望，踏上了回家的路。

这场跨越千里的“传帮带”爱心

接力，本质上是“传帮带”模式的立

体化实践，更体现了“传帮带”中“帮

发展”的深层内涵。从“单次急救”向

“能力建设”转变，从医疗技术援助

拓展到全方位人才培养，后方医院

通过远程会诊不仅为高原医护提供

“传技术”支持，更在生活关怀、资源

调配等多维度建立了长效帮扶机

制。这种全方位的帮扶，让新龙县人

民医院在面对类似危急情况时，能

够迅速获得后方专家的技术支持，

为患者争取了更多的救治时间。宜

宾医疗人才“组团式”“传帮带”工作

队计划通过定期培训、远程指导等

方式，帮助新龙医护在实战中不断

积累经验、提升水平，筑牢新龙医疗

事业长远发展的根基。

在这片雪域高原上，宜宾与新

龙的医护人员正用专业素养与真挚

爱心，续写着更多的生命奇迹。他们

用行动证明，医疗“传帮带”不仅是

技术的传递，更是希望的播种；不仅

是单次的救助，更是长效的帮扶。在

这片充满挑战的土地上，他们正用

爱与责任，为高原上的每一个生命

保驾护航。

跨越千里为生命接力
宜宾医疗人才“传帮带”工作队助新龙早产儿重获新生

泽批（中）讲解颜料特性。 泽批（右）受聘为四川省残疾人非遗导师。

甘孜好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