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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75载 铸就新辉煌

忠诚如磐在精神高原树起
信仰坐标

其美多吉的邮车车轮，曾在雪

线刻录忠诚。34 年穿行“川藏第一

险”雀儿山，140多万公里行程零事

故，他以血肉之躯守护“人在邮件

在”的钢铁誓言。飞石砸碎车窗、暴

雪围困山路，甚至身负 17 处刀伤

——从未阻挡他运送党报党刊、录

取通知书的脚步。当雀儿山隧道贯

通，他驾车首过时热泪盈眶；退休后

仍奔波基层宣讲，毕生心血已融入

雪域邮路的年轮。

在海拔3980米的洛戈梁子，全

国先进工作者刘鹏以另一种姿态诠

释忠诚。9 年间风雪无阻，守护川藏

北线“生命驿站”。当车辆坠桥、司机

命悬一线，他钻进扭曲驾驶室奋力

救人，车辆随后轰然坠毁；这样的生

死营救，他和战友不知经历了多少

次。面对偷牛盗马现象猖獗，他独创

“牛马蹄迹追踪法”，为牧民追回“命

根子”牦牛马匹 800 余头，价值逾

600万元。“缺氧不缺精神，守护好这

条路和这里的人”，朴素誓言背后是

如山担当。

这些身影诠释着“深厚家国情

怀”的当代内涵：其美多吉退休后奔

波基层宣讲政策，将邮车变成流动

的党建课堂；刘鹏在零下 20℃的寒

夜踏雪巡线，警徽成为牧民的“夜

灯”。他们证明——忠诚从来不是抽

象符号，而是危急关头的挺身，是平

凡岁月的坚守，是连接党和人民的

生命线。

极限挑战于绝境处开凿时
代通途

当穆飞军站上海拔近 4000 米

的高尔寺山隧道工地，“生命禁区”

的挑战扑面而来。这位中铁十一局

集团有限公司高原项目党总支书记

面对的不仅是稀薄空气，更有“在豆

腐里打洞”的地质构造：粉砂岩、碳

质板岩夹杂泥岩，随时可能塌方。他

的破题之道充满科技硬核——全工

序机械化谱系化施工将月掘进效率

提升5米；研发“隧道智能降尘车”使

除尘效率提升 30%；更建立覆盖全

员的高原健康管理体系，实现开工

至今高原病零死亡、鼠疫零传播。

同样的突围发生在唐卡画布

上。肢体残疾的泽批以笔为杖，四十

年融合勉萨、嘎玛噶孜画派精髓，开

创噶勉画派新范式。更震撼的是，他

自费 15 万元创办传习基地，让 500

余名残疾与贫困学员掌握“带得走

的技艺”，带动286户家庭年均增收

5万元。当画笔在颤抖的手中勾出金

线，艺术成为超越身体局限的通途。

甘孜的奋斗哲学在此显现：穆

飞军通过“党建+五个工程”模式，联

合高校攻克40余项技术难关；泽批

将“噶勉画派”技法标准化，制定残

疾人学艺分级课程。他们证明——

在高原创造奇迹，既需“艰苦不怕吃

苦”的血性，更需“向科技要生产力”

的智慧。

新生之光为古老大地注入
青春血脉

当穆飞军在“云端”锻造通途，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拉孟正以笔为犁

深耕文化沃土。自1998年承诺免费

授艺，他二十余年如一日提供免费

食宿甚至生活费，培养各族学员近

1400 名。他恪守“学艺先做人”，将

《红船精神》融入千年唐卡，作品被

国家级博物馆珍藏；更走出画室组

建民族团结志愿服务队，用藏汉双

语化解邻里纠纷。这位被学员唤作

“阿爸”的艺术家，让古老技艺成为

凝聚民族情谊的闪亮名片。“这猪好

好养，一年后我按市场价收！”乡城

县“新农人”泽仁曲批的承诺，改变

了正斗村 162 户牧民的命运。这位

90 后大学生返乡创办藏香猪养殖

场，用“送种猪+保收购+科学养殖”

模式，让村民学会隔离观察、生态散

养技术，带动户均年增收 3500 元。

在他身后，全州 600 余名返乡青年

组成的“新农人”“新创客”队伍，正

将物联网监控、电商直播引入牧场

帐篷。

变革同样在指尖绽放，村仁拉

粗绣出了甘孜儿女的奋斗底色。

2018年，她借脱贫攻坚东风返乡，以

“龙韵公司”为支点激活“千人绣娘

团”。她打破“男主外女主内”传统，

建立“订单+收购”模式，让3.16万名

妇女通过指尖技艺实现增收；令人

感动的是，她还携藏毯图案登上国

际时装周，打造“指尖龙韵”文创系

列，16000 个就业点位如格桑花般

绽放在甘孜地图。

“政策给底气，奋斗需志气”。

泽仁曲批们用键盘替代牧鞭，村仁

拉粗们以织梭连接世界……他们

证明——乡村振兴既要守护“酥油

糌粑的味道”，更要创造“指尖生金

的价值”；他们也让我们看到甘孜

大地已从“被动输血”转向“产业造

血”，老技艺扎根时代土壤便能绽

放昂扬新机。

平凡至伟让万千星火汇成
璀璨银河

晨曦初照海拔 4000 米稻城亚

丁景区，管护站站长呷玛泽仁已踏

上巡护路。二十余载寒暑，每日政策

宣讲、垃圾清理，他用脚步守护着

“最后的香格里拉”。妻子格绒拉初

在后勤岗位默默支撑，夫妻以“工作

搭档+生活伴侣”的默契，将“守好景

区第一道关”融入朝暮。从“全国五

好家庭”到“全国文明家庭”，他们在

时光中编织出高原最坚韧的温情。

夫妇俩不会想到，他们的坚守如今

正融入一场全球计划——“立足

‘天·地·人’三位一体的资源禀赋，

亚丁正聚力成为‘世界级自然生态

与人文旅游综合目的地’！”

巴桑卓玛从检察院转隶纪委监

委，岗位虽变，“为群众解难题”的初

心未改。24 年工龄处理信访举报

2000 余件，专业素养捍卫纪法尊

严。与此同时，她自掏腰包在石渠县

老家修建图书室，义务辅导40余名

藏族孩子。当孩子们在图书室朗读

她买的新书时，这位纪检干部在守

护公平与浇灌团结的双轨上，踏出

了实干者的深深足迹。作为用锅铲

书写奋斗的匠人，杜金鹏既钻研“如

何让牦牛肉更入味”，也琢磨“怎样

让劳模精神感染更多人”。当甘孜食

材在杜金鹏的锅中翻涌成美味，传

承与创新的火花正在烹饪间迸发。

从斩获“全国劳动模范”到回到灶台

前研发新菜，他始终明白：将高原特

产与现代技法融合，让甘孜风味走

上更广阔的舞台是前行的目标。他

们证明——最朴素的行动也能诠释

大我境界；个人理想熔铸于甘孜发

展的长河中，不仅能让每一份朴实

无华的努力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坚实基石，更能让开放包容的圣洁

甘孜在团结奋进中走向世界。

从雪线邮路到大国重器、从唐

卡画笔到云端数据、从非遗工坊到

寻常人家，这一位位“立得住、叫得

响、传得开”的榜样，共同熔铸成“缺

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的精神

标识。当“朴实无华的作风”融入日

常，当“忠诚、担当、敬业、奉献、团

结”的精神注入血脉，甘孜州用75年

实践昭示：在高原书写中国式现代

化答卷，最磅礴的力量是人心，最坚

实的根基是精神。这片星光闪耀的

热土，正以跨越时空的奋斗基因，召

唤着新时代的远征。

雪域脊梁映荣光
甘孜州先进典型群像谱

◎全媒体记者 李娅妮 兰色拉姆

七十五载风云激荡，康巴

高原的每一道褶皱都镌刻着

奋斗的年轮。从全国首个专区

级民族自治州诞生，到“有机

之州”下山出海；从人背马驮

的雪线天路，到海拔4000多

米的高原长隧贯通——甘孜

州的现代化征途，是一部不断

攀越精神海拔的抬升史。壮美

山河见证吉祥安康，我们礼赞

的不仅是天地画卷，更是万千

奋斗者以热血丹心铸就的时

代丰碑。

值此甘孜州建州75载荣

光时刻，让我们追寻“高原榜

样·时代荣光”，让“忠诚、担

当、敬业、奉献、团结”的新时

代甘孜精神，融入血脉、化为

躬行，在新征程上迸发璀璨光

芒，照亮复兴伟业。

近日，甘孜州全境持续遭遇

强降雨，丹巴县灾情尤甚。暴雨倾

注如瀑，最大小时雨量达23.2毫

米，山洪裹挟泥石如猛兽般扑向

巴底镇邛山沟、革什扎镇刘家沟

等地。12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

灾情即命令，担当即答卷。面

对突发灾害，丹巴县人大系统闻

令而动，150 名人大代表星夜集

结、逆向冲锋。他们以“人民至上”

为信念坐标，在暴雨洪流中筑起

一道坚不可摧的“代表防线”。

“快！背老人上高地！”巴底镇

的雨幕里，县人大代表、村党支部

副书记泽旺扎什的呼喊被暴雨撕

碎。他蹚过齐膝泥流，裤腿早已凝

成泥壳，指甲缝嵌满碎石——山

洪暴涨引发山体滑坡，他带领党

员群众手刨肩扛疏通渠道，在洪

水中浸泡八小时后，终于瘫坐泥

地喘息，胸前的党徽在雨雾中依

然闪亮。

同一时刻，梭坡乡崃依村水

渠被塌方山体拦腰截断，洪水直

逼下游村庄。乡人大代表泽里贡

布、降初披着雨衣冲进雨幕，手电

光在飞石四溅的山路上摇曳。“水

渠不通，下游三百户都有危险！”

两人匍匐泥泞丈量裂口，连夜绘

制抢修草图，带领村民冒雨架设

临时管道。当晨光刺破云层时，重

新奔涌的水渠声里，两道泥浆满

身的身影成了村民心中最稳的

“路标”。

“大娘，暴雨要来了，先去安

置点！”全国人大代表余德春的声

音穿透丹巴县水子一村的雨巷。

早在暴雨前，她已揣着笔记本逐

户踏勘，在地图上圈出“低洼户”

“危房户”，反复叮嘱“备好贵重物

品”“记牢转移路线”。这份未雨绸

缪，让村庄在灾害中实现“零伤

亡”。“听见余代表的脚步声，心就

定了！”村民们感慨道。

丹巴灾区每分每秒都在见证

代表的硬核担当：有人背负蹒跚

老人涉过激流，有人将干粮塞进

受灾孩童手中，有人嘶哑着协调

安置物资……他们雨衣上“人大

代表”的字迹被泥水浸透，却愈加

清晰——那是“人民选我”的千钧

重托，更是“我为民行”的铿锵誓

言。

丹巴战场，正是甘孜州人大

代表共筑“防汛长城”的缩影。连

日来，康定、泸定、新龙等地暴雨

肆虐，次生灾害风险骤升。州人大

常委会闻汛而动，迅疾响应州委

防汛部署，构建起“常委会领导靠

前指挥、机关干部全员值守、县乡

代表一线攻坚”的三级联动体系。

“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防汛抗旱重要指示精神，严

格落实省州防汛防地灾部署！”

州人大常委会领导在新龙县督

导时字字铿锵，“以‘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压实链条，以‘万无

一失’标准筑牢防线，紧盯隐患

死角、强化预警处置、抓实避险

演练，全力以赴打赢这场防汛防

地灾硬仗！”

自7月1日起，州人大常委会

10 名班子成员按州防汛指挥部

统一部署，分赴联系县市蹲点督

导。他们带着责任清单踏查河道

堤坝、地灾隐患点、低洼安置区，

既翻台账更查实情，既听汇报更

问群众，将督导重心压到“预警是

否灵敏、预案是否管用、群众是否

懂避险”的关键环节，以“严细实”

作风织密防汛“防护网”。

康定市捧塔乡人大代表联合

村干部高频巡查河道，及时清淤

疏堵；“敲门行动”中逐户排查重

点人群，制定“一户一策”防护方

案。泸定县得妥镇代表深入“三村

一组”等重点区域，协助转移 79

户 179 人。理塘县禾尼乡人大主

席团联合乡政府排查危房危墙，

消除隐患于未然......

从全国代表到乡镇代表，从

“防”到“抢”再到“保”，他们如星

火连成光带，在暴雨中点燃希望。

州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洪水中的“代表力量”
全州五级人大代表冲锋一

线筑牢“生命防线”

为全面落实党的“国家意识、

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走深走

实，近日，康定市宗教界开展了

“三个意识”教育活动，通过“交

流+宣讲”形式引导宗教界人士

筑牢思想根基，推动“三个意识”

入脑入心。

活动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接受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

布拜见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宗

教 界 代 表 人 士 先 后 作 交 流 发

言；发放了全州宗教届开展“国

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

教育活动倡议书。

活动要求，康定市宗教界要

把“三个意识”教育和常态化推进

“四条标准”教育实践活动有机结

合起来；宗教界人士要争做“四好

僧人”，准确把握“三个意识”教育

活动的重要意义，牢记党和国家

的恩德，筑牢共同团结奋斗的思

想基础，做到与党和国家同心同

向同行，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康

定实践新篇章，助力康定高质量

发展贡献力量。

康定市委统战部

本报讯 近日，理塘县文化广

播电视和旅游局、县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县政协文史委联合甘孜

州藏学研究所专家，在高城镇德

西三村开展文化遗产普查工作

时，发现5块残破的印经板。这是

该县继2021年以来在仁康古屋、

德西一村发现后，第三次发现明

代珍贵文物。

经甘孜州藏学研究所专家

旦朱赤乃、洛绒降措现场细致研

究，并结合现有印经板比对、观

察等技术手段，初步鉴定，其为

明代理塘版《大藏经》印经板，印

经板较德格印经院的印经板面

积宽大厚，无把手，早 100 年左

右。正反两面皆有文字，为上下

排版，印经板两面有朱色墨迹，

疑似刊刻朱印本所留，具有较高

历史价值。

据了解，理塘版《大藏经》由

云南丽江纳西族土司木增于明万

历年间主持刊印，清康熙年间迁

至理塘，是滇西北、蒙古、中原与

理塘文化交融的见证，体现了古

代多民族在文化、艺术等领域的

交流互鉴。

高小平 叶强平

康定市宗教界开展
“三个意识”教育活动

理塘县第三次发现
明代珍贵文物

最是美景游目骋怀，最是美德沁

人心脾。尤为令人感怀的，是人性之

美、道德之美。

曾经，面对危急情形，“扶不扶”

“躲不躲”的抉择拷问世道人心。如

今，有人遭遇危险或困难，一群人想

方设法去救援，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常

见。见义勇为蔚成风尚，凡人善举常

伴身边，印证社会风气的向上向善。

这样的转变何以发生？

一个人勇敢，靠的是危难刹那的

美德绽放；一群人勇敢，靠的则是对

见义勇为价值的集体认同、对可能后

果的清醒认知。公共文明不断进阶，

社会道德丰茂生长，需要典型引导、

价值倡导，更需要政策托举、法治保

障、社会支持。

由此想到《吕氏春秋》中记载的

两则故事。孔子弟子子贡把鲁人赎回

鲁国，鲁国赠金，但子贡拒绝了。孔子

说：“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

人矣。”另一个弟子子路挽救一名落

水者，获赠一头牛。孔子说：“鲁人必

拯溺者矣。”

两相对比，做好事不求回报，是

高尚情操的写照，却容易让做好事

“曲高和寡”；坦然接受回报，则可能

激励更多人见义勇为。可见，对做好

事的人予以褒扬和奖励，既契合“善

有善报”的传统理念，也是让美德在

全社会发扬光大的必需。

欲扬大义，先立直标。从设立烈

士纪念日、完善烈士褒扬工作政策

法规，到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

誉表彰制度、褒奖各类道德模范，体

现的正是立大德于社会、布大信于

天下。各方面齐抓共管，各领域共同

参与，美德方能成风化俗，善行必定

处处可见。

于普通人而言，“内心的道德律

令”，总能找到用武之地。

去年，一则关于救人与回报的新

闻，感动无数网友。北京一家火锅店

的经营者栾留伟带家人在河北固安

县永定河畔游玩时，勇救落水儿童和

家长，不幸牺牲。一些人闻讯后，纷纷

到其火锅店消费，予以慰问支持。一

名顾客说：“人家都献出生命了，咱们

必须得帮衬人家。”

一束光引来无数光，一次善行激

发无数善行。美德拯救生命，社会守

护美德。让英雄不抱憾，让英雄家人

受敬重，形成这样的“正向反馈”十分

重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正能量的

阵地就能不断扩大。

铭记和传承，同样蕴含静水深

流的力量。10年前，扬州大学社会发

展学院的学生发起“与时间赛跑

——抗战老兵拯救之旅”行动。10年

来，一届届同学不断接力，组成扬州

大学口述史团队，采访还健在的抗

战老兵，抢救性地留存了百万字鲜

活的历史切片。

山河已无恙，述史敬英雄。从

“史料采集者”成长为“精神传承

者”，青年大学生热心撰青史，不仅

告慰了先辈，还让真善美的种子在

内心生根。铭记英雄事迹、发扬英雄

精神，捍卫历史记忆和先烈风华，同

样是形成崇德向善“正向反馈”的题

中应有之义。

人心所向即是力量。不只高山仰

止，还要见贤思齐；不只尊崇于心，还

要践行于实。人人争做美德守护者、

弘扬者，社会发展必能蓬勃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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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受奖赏，社风更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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