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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

乡城“银龄”牵手“童心”

一场跨越代际的红色传
承在酥油灯火光中绽放

◎扎西吉村 文/图

活动现场。

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精神

着力把理论学习“软实力”
转化为推动农文旅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九龙县三垭镇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精神

罗铁：中国石油西南油

气田公司派驻甘孜藏族自

治州九龙县石头沟村第一

书记。

驻村信息

◎罗铁 文/图

3月10日，九龙县乌拉溪镇石

头沟村的早晨还带着寒意，我正在

村委会整理资料，手机“嗡嗡”振动

起来，是村民苏布歪的妹妹发来的

消息：“石油书记，我姐姐手术恢复

得很好，卡莎莎（彝语：谢谢）！”

看着这条用彝汉双语写的信

息，我的心头涌上一阵暖意，急忙

回复：“不用谢，请苏布歪放宽心，

好好休养，经济方面组织会积极申

请政策支持。”

2023年9月，作为一名“95

后”石油技术人，我被选派到公司

定点帮扶的石头沟村担任第一书

记。从此，我便有了个新称呼——

“石油书记”。

我的驻村帮扶故事

从油气田到花椒田，
我是乡亲们的“石油书记”

从“石油人”到“村里人”，我用脚

步丈量民情

石头沟村是名副其实“长”在石

头上的村子，全村平均海拔2600米，

初到高海拔地区，我出现了比较严重

的耳鸣以及失眠。但身体上的不适，

远不及心里的忐忑、彷徨，复杂的村

情、听不懂的彝语，一度让我在心里

打起了“退堂鼓”。

我告诉自己，发愁不如踏实做

事。白天我挨家挨户走访，晚上就埋

头整理资料、研究政策，全村34户脱

贫户和监测户，我一家不落地走了个

遍，也渐渐融入村里的生活。

记得有次走访完，车辆急转弯时

打滑撞向栏杆，险些坠下悬崖，坐在

副驾驶的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村党支

部书记陈云华笑着安慰我说：“不用

害怕，现在这路修了栏杆好多了。以

前中石油没来帮扶时，全是泥巴路那

才叫险呢！”

在彝族村工作，最大的难关是语

言。为了更好地融入村民，我时常跟

着手机里的彝语教学录音跟读，还给

自己取了个彝族名字：罗洪石打（意

为钢铁一样的男人）。

到村三个月，我已经能用彝语与

村民进行简单交流，既方便工作，也

拉近了距离。村民毛约呷听到我说彝

语时又惊又喜：“啊波波，罗书记会说

彝话咧！”就这样，通过一次次走访交

心，我这个“石油来的干部”慢慢变成

了村民口中的“石头沟村人”。

让山货飞出大山，我当起了“农

产品推销员”

产业振兴是根本。刚到石头沟

村，我就发现这里的产业发展面临两

大难题：一是缺水，二是销路不畅。村

里的土地零碎，花椒、水果挂果季常

因缺水严重减产，看着让人心疼。

为了解决灌溉问题，我前前后后

往单位跑了好几趟，终于在 2024 年

争取到108万元资金，建起了3座蓄

水池，铺设了1.6万米灌溉管道。

这下，280 亩旱地变成了良田，

120户村民喝上了放心水。村民黄泽

勇跟我说：“以前春耕缺水，两个月都

干不完活。自从有了新水利设施，不

到 10 天就种完了地，苗子成活率高

了，花椒和水果挂果也比往年多，估

计能增产30%。”

水的问题解决了，可山里的农

产品怎么卖出去又成了新难题。石

头沟村地势高，交通不便，是典型的

高山村，好东西常常烂在地里。为了

拓展销售渠道，我提出构建“计划定

销、推介展销、一站直销、活动促

销、数字营销”五维消费帮扶体系。

我先是带着九龙县农产品公司的负

责人到单位做推介，又搞了个第一

书记“代言带货”的活动，化身“农

产品推销员”，面对面给同事们介绍

村里的花椒、蜂蜜、高原水果，精准

对接需求。

为了让产品更有竞争力，我们还

设计了“九龙有礼”品牌礼盒，将九龙

县和石头沟村的特色农产品组合包

装，既好看又实用。同时，我们依托

“西油商城”平台，整合茶叶、蜂蜜、花

椒、高原水果等山货，打通“田间到云

端”链路，让土特产搭上电商快车，从

田间地头直接卖到全国各地。2023

年以来，我们通过消费帮扶已经卖出

了 1000 多万元的农产品，带动人均

增收约1000元。

现在，村里的花椒、高原水果、蜂

蜜再也不愁卖了，反而成了抢手货。

村民的事就是我的，做乡亲们的

“暖心帮手”

去年八月，我在走访中得知村民

苏布歪得了重病。这个才 38 岁的彝

族妇女是三个孩子的妈，家里本来就

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又查出肾衰竭晚

期，需要做透析和换肾，突如其来的

大病和高昂治疗费让一家人愁得吃

不下饭。

我赶紧帮着跑前跑后。先是联系

省农行，看能不能办低息贷款应急；

又找到甘孜州公积金中心申请临时

救助；知道她最放心不下孩子，我就

给三个娃办了教育救助金，还把全家

纳入了低保。

可 医 药 费 还 是 差 一 大 截 ，于

是，我发动石油人的力量，组织单

位内部捐款、发动网络筹款，前前

后后凑了近六万元。好在最后配型

成功，手术很顺利，现在苏布歪恢

复得也不错。

“是你们让我看到希望！”苏布歪

用不太流利的汉语反复道谢，“没有

你们的帮助和鼓励，我可能早就撑不

下去了。”现在走在村里，常有村民对

我微笑或拉着我的手说：“自从石油

人来帮扶，我们村路修好了，学校建

起来了，产业也搞起来了，没有你们

就没有今天的石头沟村，卡莎莎（谢

谢）！”

驻村的日子，为困难群众争取政

策补助、为困难家庭申请临时救济、

联系爱心企业捐赠物资、组织单位连

续11年开展“一对一”教育结对……

这些桩桩件件关乎村民的“小事”，都

是我的心头大事。

如今，石头沟村已在前几任“石

油书记”的接力下脱贫，我接过“第

五棒”，更要继续发扬石油人的实干

精神，踏踏实实为乡亲们办事，让村

里 1000 亩花椒园绽放致富花，让

280 亩小杂水果都能结出幸福果，

让每个村民都能感受到好日子带来

的温暖。

罗铁走村入户为群众讲解政策。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二

届七次全会精神，进一步增强党员、群

众的政治责任感，确保全会精神落地生

根，近日，九龙县三垭镇打造理论、流

动、指尖“三个课堂”，在全面学习、全面

把握、全面落实全会精神上下足“绣花”

功夫，着力把理论学习“软实力”转化为

推动农文旅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该镇狠抓“理论课堂”，坚持先学

一步、学深一层，建立“镇党委牵头+党

支部引领+党员带动”三维度同步的学

习模式，利用每周工作例会，组织机关

干部、驻村工作队逐字逐句全文传达

学习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公报；7个村

党支部书记发挥“关键少数”作用，通

过“三会一课”组织在家党员开展学

习。同时，创新打造“思享三垭”微课

堂，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省委

十二届七次全会精神，并以“农文旅深

度融合发展”为中心，结合业务实际，

从“眼里有活、心里有数、手上有招”三

个方面谈感受、作交流、促担当，进一

步增强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的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该镇推出“流动课堂”，精准宣讲

对象，运用一切场合、一切载体、一切

方式，分层分类整合包村、驻村工作力

量，结合防汛防地灾、乡村振兴等工

作，流动开展送学上门、送学到户到

人、送学到田间院坝 10 余次；发挥“彝

心向党”理论宣讲队作用，开展“康巴

党旗红·有事找党员”志愿宣讲活动；

建立“家庭流动小课堂”，让年轻家庭

成员在家为老党员宣讲省委十二届七

次全会精神，全镇上下迅速掀起学习

热潮，推动全会精神往深里走、往心里

走、往实里走。

该镇构筑“指尖课堂”，针对流动党

员、离退休党员学习不到位的情况，镇

党委多渠道拓宽学习途径，始终“把支

部放在网上、把党员连在线上”。以党支

部“1+N”结对帮学的形式，每名支部委

员通过线上电话联系、微信联系等方式

每月联系 3—5 名流动党员，及时推送

党的创新理论及时政要闻，确保流动党

员流动“不流失”、学习“不掉队”；机关

党支部利用离退休党员微信群推送省

委十二届七次全会公报全文“有声书”、

速览图；各村党支部依托“学习强国”

“康巴传媒”等载体线上转发全会公报

至村组微信群。同时，该镇党委多措并

举有效破解在外党员学习不及时、不到

位的难题，学习形式也从被动、单一型

转变为主动、多元化，实现学习教育“不

漏一人、不少一课”。

王学英

在乡城县敬老院的院落里，

阳光穿透茂树映射在5岁藏族女

孩泽仁旺姆的身上显出点点光

斑，她踮起脚尖将红领巾系上82

岁退休邮递员扎西的脖颈时，“祖

孙”俩的身影相互交替，编织出一

幅新时代的民生画卷。这不是普

通的敬老活动，而是乡城县为庆

祝建党 104 周年组织的“一老一

小”温暖活动。

老照片里的岁月与青稞堆里

的初心

扎 西 老 人 指 着 照 片 墙 上

1990 年乡城县第一所幼儿园开

园的老照片，用布满皱纹的手指

轻轻划过画面说：“那时村里没通

公路，送一封信要翻三座山。”他

身旁的泽仁旺姆睁着大眼睛，想

必是被老人的那份坚持和毅力所

震撼。她手里攥着刚从老人掌心

接过的五彩绳——这根曾系在邮

差马鞍上穿越风雪的绳子，成为

了历史与信仰的象征，此时此刻

成了连接两个时代的纽带。

活动现场化作流动的历史课

堂，30名藏族孩童用藏汉双语唱

响自编歌舞《党的光辉照高原》，

稚嫩的歌声里混着高原特有的清

亮，那是一份爱与希望；28 位平

均年龄79岁的老人，则带着孩子

们用青稞粒在木板上拼出“104”

字样。金黄的麦粒簌簌落下，在桌

面上堆成微型的“丰收图景”，恰

如老人们常说的：“党种下的种

子，如今在孩子们心里发了芽。”

智能手机里的新课堂与入党

故事里的旧时光

“奶奶，您看，点这里就能给在

外打工的叔叔发语音！”6岁的卓玛

蹲在76岁的次仁拉姆身边，小手

在手机屏幕上滑动。这场特别设计

的“教奶奶用智能手机”环节，让老

人们的银发与孩子们的马尾辫在

电子屏幕前交织成趣。而另一侧，

退伍老兵贡布正卷起袖口，露出年

轻时在边疆服役的伤疤：“1970年

入党那天，我在哨所对着雪山宣誓

……”故事讲到动情处，孩子们不

约而同地挺直了腰背，仿佛穿越时

空，触摸到了红色信仰的温度。

“连续 9 年，182 对‘祖孙结

对’，这不是简单的活动，是把党

史课搬进了生活里。”乡城县文明

办主任次仁卓嘎翻看着活动记录

册，上面贴着每对祖孙的合影

——从 2016 年第一对“90 后奶

奶”与“00 后孙子”结对，到如今

“80后老人”牵着“10后孩童”，年

轮在变，传承的脉络却愈发清晰。

酥油灯火光里的民族团结锅庄

活动尾声，104 盏酥油灯在

庭院中央次第点亮，映照着老人

们刻满岁月的面庞和孩子们红扑

扑的脸颊。当《北京的金山上》的

旋律响起，老少两代人手拉手跳

起锅庄舞，藏靴与球鞋的脚步声

在高原暮色里汇成节奏——82

岁的扎西牵着泽仁旺姆转着圈，

孩子发辫上的五彩绳随舞步飞

扬，恰好扫过老人胸前的党徽，折

射出细碎的金光。

“你看，现在的幼儿园比照片

里漂亮多了吧？”扎西低头问怀里的

孩子。泽仁旺姆用力点头，大眼睛里

映着灯火星光：“爷爷，以后我也要

当党员，像您一样给大家送信！”

这场跨越代际的对话，正是

乡城民生实践的生动缩影。当银

发与童心在党旗下相拥，当青稞

的金黄与党旗的鲜红在雪域交

融，“党群鱼水情”不再是抽象的

概念，而是扎根于高原生活的鲜

活存在——它是老人们皱纹里镌

刻的奋斗史诗，是孩子们眼中闪

烁的未来之光，更是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在基层最温暖的注脚。

酥油灯的光晕里，红色基因正以

最朴实的方式，在这片离天空最

近的土地上，生生不息地传承。

本报讯 暑期临近，为切实

增强学生暑期安全意识，有效预

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近日，新

龙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联合县交

通运输局、县司法局走进校园，

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为

学生们暑假平安出行撑起交通

安全“防护伞”。

“假期禁止未成年人驾驶摩

托车、安全步行、安全乘坐交通工

具”“不要到江河湖堰游泳，不要

轻信陌生人，更不要被电信网络

诈骗蒙蔽了双眼”…… 交警大队

民警辅警结合暑期交通安全形势

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同学

们讲解了步行、骑车、乘车等出行

方式的注意事项，还特别强调了

暑期出行如何避免交通事故。

期间，该县交通运输局工作

人员围绕客运、公交、出租车等出

行安全，为学生们详细介绍了如

何识别非法营运车辆、遇到突发

情况如何应对等实用知识，进一

步增强了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

县司法局的普法宣传员则针对暑

期未成年人可能面临的法律问

题，如网络诈骗、防溺水安全、防

欺凌等，结合具体案例，深入浅出

地讲解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学会用法

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活动中，工作人员还向学生们

发放了集学习用具、宣传手册于一

体的大礼包，在引导学生自觉遵守

交通规则的同时，号召广大学生通

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把安全知识

宣传给父母、亲戚和邻居，争做一

名小交通安全员，使家人也能自觉

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任文波

新龙县：

护航暑期安全
安全知识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