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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美多吉，一位普通的邮政工

作者，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

凡的人生篇章。他用自己的坚守和

奉献，成为新时代民族团结的典范。

其美多吉所在的地区，地处偏

远，自然条件恶劣。然而，无论刮风

下雨，还是冰天雪地，他始终坚守

在自己的岗位上，保障着邮政线路

的畅通。他深知，邮政工作不仅是

一项职业，更是连接千家万户的重

要桥梁，承载着党和政府的关怀，

以及人民群众的期盼。

有一次，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

雪席卷了高原，邮政线路被阻断。面

对这一紧急情况，其美多吉没有退

缩，而是毫不犹豫地带领同事们踏

上了抢通线路的征程。他们顶着寒

风、冒着大雪，艰难地行进在雪地

里。饿了，就啃几口干粮；渴了，就喝

几口雪水。经过连续几天的奋战，终

于抢通了线路，保障了邮件的及时传

递。他的这种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

精神，深深感动了身边的每一个人。

其美多吉不仅是一名优秀的邮

政工作者，更是一位心系群众的好

干部。他时刻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

上，尽自己所能为他们排忧解难。

在他的辖区内，有许多孤寡老

人和留守儿童。每逢节假日，他都会

抽出时间去看望他们，为他们送去

生活用品和慰问金。他还主动与相

关部门联系，为这些特殊群体争取

更多的帮扶政策。他的关爱和帮助，

让这些群众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和

关怀，也让他们更加信任和支持邮

政工作。

此外，其美多吉还积极参与

到当地的扶贫工作中。他利用自

己的专业知识和人脉资源，为贫

困群众提供就业机会和技术指

导，帮助他们脱贫致富。在他的帮

助下，许多贫困群众走上了致富

路，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在高原地区，各民族群众共

同生活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多

元文化。其美多吉深知，民族团结

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石。因

此，他始终把促进民族团结作为

自己的重要职责。在工作中，他尊

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

统，用心去倾听他们的声音，理解

他们的需求。他经常组织各民族

群众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增进彼

此的了解和友谊。他还积极参与

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向广大

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法律法

规，提高他们的民族团结意识。在

他的努力下，当地各民族群众之间

的关系更加融洽，民族团结的氛围

更加浓厚。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为我们树立了民族团结的榜样。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

步，邮政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

机遇。其美多吉深知，只有不断创

新，才能提升服务质量，满足人民群

众的需求。他在工作中积极探索，勇

于创新，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

作方法。他引入先进的邮政管理系

统，提高工作效率。他还开展邮政电

商业务，为当地群众提供更多的便

利和服务。在他的带领下，当地的邮

政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得到了上

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认可和好评。

作为一名邮政工作者，其美多

吉深知自己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

命。为了保障邮政线路的畅通和服

务质量，他常常舍小家顾大家。有

一次，他的父亲生病住院，需要人

照顾。然而，当时正值邮件投递的

高峰期，他无法抽身前往照顾父

亲，只能委托亲戚朋友帮忙照顾，

自己则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其美多吉的先进事迹不仅在

甘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在全

国邮政行业中引起了强烈的反

响。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

新时代邮政工作者的使命和担

当，成为了广大邮政工作者学习

的榜样。

其美多吉的事迹让我们深受

感动和鼓舞。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宗旨，他用无私

奉献铸就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我们要以其美多吉为榜样，

学习他坚守岗位、勇于担当的精

神；学习他心系群众、关爱他人的

情怀；学习他促进民族团结、构建

和谐社会的理念；学习他勇于创

新、提升服务的意识；学习他舍小

家顾大家、无私奉献的品质。

一个邮政工作者的使命和担当
◎甘孜县第二中学 罗清华

作为一名中学生，当我们翻

开历史的画卷，川藏、青藏公路如

两条巨龙蜿蜒在世界屋脊之上，

闪耀着不朽的光芒。“两路”所承

载的精神，尤其是其中的民族团

结内涵，如同一座灯塔，照亮我们

前行的道路。

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

修建川藏、青藏公路的艰苦岁月

里，来自不同民族的英雄儿女们汇

聚在一起。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以顽强拼搏的精神，挑战着人

类生存的极限。川藏公路博物馆

里，珍藏着两件棉衣，它们曾为筑

路人、护路人御寒，亦是“两路”精

神的生动写照。蓝色的高原防寒棉

衣，见证了川藏南线的修建。川藏

南线气候多变、温差极大，且地势

崎岖、运输不便，历时13年才建成。

在艰苦的环境下，筑路人持续推进

公路建设。1963 年春节，四川省交

通运输厅勘测人员在翻越海子山

时，车轮陷进积雪，冰天雪地里，队

员们赶紧脱下穿着的御寒棉衣，铺

在车轮下以增加摩擦力，继续缓慢

向前行进，一直到凌晨他们才抵达

道班房，喝上一口热水。1969年，川

藏南线全线建成通车，形成了川藏

公路南北双通道。

川藏公路博物馆门口的草坪

上，矗立着一座雕塑，名为“路魂”，

它由解放军战士、筑路工人、藏族同

胞三个形象组成，代表着在川藏公

路修建中，开山劈石、修路架桥，奋

勇拼搏的十多万筑路大军，也象征

着军民团结、汉藏一家亲的民族友

谊。

在茫茫的高原上，各民族的筑

路者们甘当路石，用团结的力量铸

就了这两条伟大的交通命脉。

民族团结，在两路建设中体现得

淋漓尽致。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互扶

持、共同奋斗，为了同一个目标，不惜

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他们克服了

语言的障碍、文化的差异，在艰苦的

环境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种情

谊，如同高原上盛开的格桑花，美丽

而坚韧。

对于我们中学生来说，“两路”

精神中的民族团结有着深刻的意

义。在我们的校园里，同学们来自

不同的民族，我们共同学习、共同

成长，尊重彼此的文化差异，相互

理解、相互包容。

让我们传承“两路”精神，将民

族团结的种子播撒在心中。从身边

的小事做起，与各民族的同学友好

相处，共同营造和谐、团结的校园

环境。让我们携手共进，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

己的力量。在这个伟大的时代，让

民族团结之花绽放得更加绚烂。

（指导教师：雅江县呷拉镇初

级中学 严桂华）

传承“两路”精神
绽放民族团结之花

◎雅江县呷拉镇初级中学 扎西曲珍

我的驻村帮扶故事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近日，由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

限公司援建的白玉县数字国学馆暨

青少年宫正式揭牌启用。该项目将

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深度融合，为

该县青少年打造了一个浸润式学

习、探索和成长的综合性平台。

揭牌仪式前，参加活动的相

关人员实地参观了馆内数字化设

施和国学文化展示区，体验了数

字技术赋能国学文化传承的创新

成果。

白玉县相关领导对中国海油援

助建设该馆的善举表达了诚挚感

谢，并表示，数字国学馆与青少年宫

的落成将成为重要的文化教育阵

地，白玉县将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

通过经典诵读、VR 沉浸体验、书法

研习等特色活动，为青少年提供融

合科技与文化的新颖学习方式，拓

宽其对国学文化的认知维度和思维

深度，培育他们的文化自觉和创新

意识。

“今天参观了中国海油援建的

白玉县数字国学馆和青少年宫，感

受到了传统国学和现代科技融合的

魅力，增强了我们青少年的文化自

信，民族自豪和国家认同感。”学生

代表白玛彭措说。

仪式结束后，参加活动的青少

年迫不及待地进入场馆体验。在数

字国学馆内，学生们借助各类互动

设备，饶有兴致地探索古诗词的意

境与历史故事的奥秘。

白玉县融媒体中心 文/图

科技赋能文化传承
中国海油援建白玉县数字国学馆暨青少年宫揭牌启用

数字国学馆暨青少年宫一角。

科技赋能

酿出高原葡萄的“甜”

克斗村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

平均海拔超过 2800 米。初到村里

时，正是葡萄丰收时。本该喜气洋洋

的场景，却被滞销的阴云笼罩。为了

摸清症结，我到田间地头走访，仔细

观察葡萄长势，并请专家对葡萄品

质进行检测——甜度竟高达22度。

在葡萄园开展技术培训在村党

支部副书记白木曲扎家中，我指着检

测报告坚定地说：“白木书记，咱们村

的葡萄甜度高，是酿造优质葡萄酒的

绝佳原料！这么好的品质，不能光卖

鲜果。只要引进企业做深加工，把葡

萄变成葡萄酒，乡亲们的收入翻番不

是梦！”白木曲扎紧锁的眉头微微舒

展：“徐书记，您说得对！我们守着‘金

疙瘩’却找不到‘金钥匙’，就盼着您

带我们闯出一条路来！”

我首先想到了“娘家”省科协主

导建设的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天府

科技云”。我把平台引入葡萄园，携

手四川农业大学朱鹏副教授的团

队，手把手教村民科学修剪、水肥管

理和病虫害防治。

在县、乡党委政府的支持下，我

积极对接宁夏高源银色高地葡萄酒

庄。酒庄负责人仔细分析了克斗村葡

萄的生长周期、充足日照和土壤监测

数据后惊叹：“这高原葡萄天生就是

酿酒的佳品！”最终，我们以4元/斤的

价格签下订单，78.9万元的销售额让

村民户均收入跃升至3.9万元。今年，

我们更进一步，推动村集体与企业签

订土地流转协议，构建起“企业+村集

体+农户”的紧密利益联结机制。

为了进一步开拓葡萄深加工产

业，我积极协助企业在乡城注册公

司，并全力推进配套葡萄酒庄的规

划建设。站在初具规模的产业园里，

听着滴灌设备滋滋作响，望着藤蔓

生机勃勃，我深知，科技正将这片高

原沃土变成真正的“聚宝盆”。

用心用情

缓解桑登一家的“难”

驻村工作，既要兴产业，更要解

民忧。在我厚厚的民情日记里，监测

户桑登一家的情况，重重地写在了

第一页。2014年的一场意外让桑登

瘫痪，生活的重担全压在妻子拥初

柔弱的肩上：年迈的双亲、求学的孩

子……初次走进他家昏暗的房间，

目睹桑登艰难地伸手够桌上的酥油

茶，我的心被深深刺痛。

科技干部的帮扶，既要“输血”

更要“造血”。我立即帮他们申请了

1.62 万元的帮扶资金，联系红十字

会送去轮椅、棉被等急需物资。但这

远远不够，桑登需要在家门口找到

实现自我价值、增加收入的途径，思

前想后，我为他找来了加工制作手

工艺品的活。

我从驻村工作经费中挤出钱买

来手串打孔机，又请来擅长手工艺

品制作的老匠人上门指导。当桑登

用粗糙的手指握住钻头，一点点学

习钻孔、打磨，并独立完成第一串手

串时，他的儿子惊喜地喊道：“阿爸

会做手串了！”看着劳动换来实实在

在的收入，用双手重新编织的希望，

桑登的笑容变多了。而桑登一家因

为互帮互助、共渡难关，获得了甘孜

州“最美家庭”的荣誉。

公益搭桥

浇灌民生希望的“花”

作为一名科技干部，我深知自

己肩负着“联络员”“宣传员”“服务

员”的多重使命。

要让克斗村的农产品走出深山，

必须有一张闪亮的“名片”。为此，我

利用驻村工作的间隙，构思设计了一

款户外广告牌，绿底金纹的藏式边框

映衬着雪山草甸的壮美风景，中央醒

目展示着“克斗三珍”——藏系山羊、

高原羊肚菌、野生松茸。广告牌矗立

在进村的必经道口，浓郁的藏式风格

格外醒目，过往的行人和车辆一眼就

能看到。村民每每路过，都会自豪地

多看两眼：“这下好了，我们的好东西

让外面的人都知道了！”

“群众的小事，就是我的大事。”

今年春节前夕，我成功对接四川科

技公益发展基金会，为村里争取到

价值9万余元的资金和物资。基金会

运来了安全饮水设备，送来了慰问

金和生活物资，带来了助学金，准备

了“清洁包”和“科技包”。为克斗村

儿童发放“清洁包”和“科技包”尽管

驻村的时间不算长，当看到新装的

路灯在高原的夜晚闪亮，葡萄园里

滴灌的水滴悄然浸润着这片土地

——我想，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能

在这壮美的雪域高原，用我所学所

长为乡亲们做点实事，值得！

我与乡城的不解情缘
徐铮：四川省科学技术协

会直属四川科技馆派驻乡城县

洞松乡克斗村第一书记

驻村信息

尽管已过去10年，但我第一次走进

甘孜藏族自治州乡城县城关小学的情

景，依然清晰如昨。那是2015年中国流

动科技馆在乡城的巡展，当我抱着科普

实验箱站上讲台，看到藏族孩子们眼里

那清澈好奇的光芒，在我心底种下了牵

挂。彼时的我未曾想到，这场科普活动竟

会成为我与乡城十年情缘的序章。

后来，我参与乡城县科技馆规划设

计，在开馆仪式上为孩子们演示机器人

舞蹈，宣传讲解乡城科技馆里光伏模型

……这片海拔3000米的土地，在我生命

里刻下深深的印记。

2024年7月，当选派驻村干部前往

乡城的消息传来，我毫不犹豫向组织递

交了申请——我熟悉那片土地，深信科

技的力量定能点燃希望的火种。

◎徐铮 文/图

村道口的广告牌是克斗村的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