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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我踏进小学，正式

成为一名小学生。就在我上学

的第一天，山摇地动，一场突如

其来的地震打破了校园原有的

宁静。同学的尖叫声、老师的呼

喊声、山边石块的崩塌声不绝

于耳。对于小小的我来说，只有

一个字：“怕！”。地震发生后，我

第一次看到在学校后操场撑起

的帐篷，看到盘旋在高空的直

升机，看到拉着警报、闪着警灯

的救护车、消防车、救援车。

在地震中涌现了大批的英

雄，他们是甘宇、罗永、倪太高，

他们是丧亲但仍然参与搜救的

秦晓强。但今天，我不讲他们的

故事，我要和大家分享一座桥

的故事。

地震发生后，土登汪秋和

队友迅速集结前往一线。行进

中，湍急的河水拦住了他们的

去路，因山体垮塌，周边已经

无路可走，为了争取时间，他

们决定渡河。他们用身体和绳

索搭建桥梁，借助腰间锁扣，

爬绳索前往对岸，身下是汹涌

咆哮的河水，急流中石头相互

撞击的声音清晰可闻。土登汪

秋坦言，虽然平时进行过相关

训练，但他还是忍不住打颤。

不过，尽管心里害怕，但没有

人犹豫，因为大家都着急过河

转移伤员。

渡河后，他与队友就地取

材，在水面搭起一座简易木桥，

为被困群众打开生命通道。当

时有群众受伤严重，特警队员

们四五个人分成一组，用竹竿、

树枝制作拐杖和担架，抬着伤

员分批次进行转移，起起伏伏

的山路上，每一步都要加倍小

心。当抬最后一名重伤群众转

移时，已经是深夜 11 点多，山

路难行，再加上视野变差，这一

趟花费了近 4 个小时。庆幸的

是，当天，有数百人通过这座小

桥顺利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温暖是相互传递的，深夜

徒步 20 公里赶去救援的消防

员们，在灾区席地而睡，村民们

自发把自家的棉被拿出来，为

睡着的消防员盖上，还不忘为

他们添柴、翻烤鞋垫。这样动人

瞬间还有很多，就像网友说的

“灾难给人带来不幸，也让人性

闪闪发光。”

1935 年 5 月，有一群勇士

在这里浴血奋战，2022 年 9

月，有一群勇士在大渡河上与

生命赛跑。这就是“飞夺泸定桥

式”的救援，这就是环环相扣的

世间美好。一座桥承载了太多

的故事，所有关于“桥”的故事

都不应该被遗忘。

（指导教师：泸定县得妥镇

中心小学教师 余春容）

一座“桥”搭起的故事
◎泸定县得妥镇中心小学 舒娅彤

乡城这片土地从不缺少敢

于以牺牲表明维护国家利益壮

志的英雄儿女，少的是将那段

峥嵘岁月栩栩如生再现出来的

“传唱”者。下面就为大家分享

乡城英雄杨珠郎吉（又名余忠

强）及其孙洛绒丁真，其曾孙洛

绒桑登祖孙三代接力从军，保

家卫国的动人传奇。

1950年7月10日，抗美援

朝运动开始。10 月，中国人民

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

援朝战争的序幕。

1950年在九龙县，一位年

仅 16 岁的藏族少年杨珠郎吉

（又名余忠强），因受当地奴隶

主及匪患迫害而不得已背井离

乡逃往别处。1951 年，杨珠郎

吉逃跑至雅安并加入了中国人

民志愿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

争。直至1953年7月，《朝鲜停

战协定》签订，抗美援朝胜利结

束他才返回家乡。杨珠郎吉在

血与火的锤炼中，成长为了一

名优秀的革命军人。在一次战

斗中，身受重伤的他强忍伤痛

击毙两名敌军、击伤一名敌军，

凭借在战斗中“以一敌三”等英

勇表现，荣立三等功2次。

1955 年杨珠郎吉被分配

至乡城一区工作，1956年又调

至三区工作，1956 年至 1957

年杨珠郎吉主动请缨前往三

区剿匪，在喉结被土匪扎破的

紧急情况下英勇绞杀匪徒 2

人，荣立二等功。此后，他便定

居乡城。

杨 珠 郎 吉 于 2001 年 去

世，留下了一段热血历史，成

为了乡城当地群众人人称赞

的英雄。

杨珠郎吉的长孙泽仁达洼

回忆时动情地说：“记得爷爷身

上布满伤痕，他说那是在抗美

援朝中留下的，是他保家卫国

的荣耀见证。”

曾孙洛绒桑登清晰地记

得：“小时候每次曾祖父讲起

战斗经历，想起战斗中牺牲

的战友，他的眼中总是满含

热泪。”

杨珠郎吉的二孙子，洛绒

丁真，出生于 1986 年，2004

年参军入伍，在广西某部服

役。2009 年光荣退伍后，他回

到家乡看望亲人，并继续发

扬部队优良传统，艰苦创业

开设了自己的餐馆，积极帮

助困难群众，受到当地人民

群众一致好评。

洛绒丁真经常说的一句

话是：“是部队教育培养了我，

我永远不会忘记一名军人的

本色。”

杨珠郎吉的曾孙，洛绒桑

登，出生于 2002 年，是乡城县

然乌乡东尔村人，这个来自川

西高原的藏族青年，受到家中

曾祖父和叔父两代军人的影

响，在儿时就充满了对军营的

向往。于是在 2023 年大学毕

业，年仅 21 岁的他，怀着对军

旅生涯的无限向往、怀着对曾

祖父和叔父军人精神的无比崇

敬选择了参军入伍。

“我的曾祖父和叔父都是

军人，我们整个家族为他们感

到自豪和骄傲，我的曾祖父去

世时仍有一颗子弹在体内没有

取出，保家卫国的基因在我的

血液中流淌，参军入伍是我一

直以来的梦想，我申请到祖国

边防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梦

想，用热血青春报效祖国。”

2023 年入伍的洛绒桑登脸庞

看着稚嫩，说出的话语却掷地

有声。

一家三代，跨越时空，穿上

戎装，奔赴同样的使命。在战火

纷飞的岁月，祖辈扛枪御敌，无

畏生死；在百废待兴的年代，父

辈紧握钢枪，戍守边疆；到了新

时代，孙辈响应号召，投身强军

征程。他们用行动书写着对国

家的忠诚，对人民的守护，这份

跨越代际的爱国情怀，凝聚成

永不褪色的丰碑，激励着无数

人奋勇前行 。

三代戎装，家国担当
◎共青团乡城县委 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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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拔4000多米的德格县打滚

镇康秋村，一支由3人组成的驻村工

作队正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情温暖

民心。2024年调整以来，这支队伍聚

焦"一老一小"群体，通过教育帮扶、健

康关怀等务实举措，让这个高原村庄

焕发出新的生机。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5 月的康秋村进入虫草采集季，

村民千活却为女儿益西珍办理了退

学手续。这个成绩长期保持班级前三

名的女孩，因家长读书无用的观念面

临失学。

“第一次上门时，家长以生病、转学

等理由搪塞，但我们发现孩子根本没

病。”驻村工作队队长回忆道。经过多次

走访，工作队最终摸清症结：千活家收

入微薄，加上对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

足，决定让孩子辍学帮忙采集虫草。

工作队迅速行动，联合社会公益

组织制定帮扶方案——义务教育阶段

由工作队承担生活费，高中至大学阶

段由公益组织全程资助。“益西珍很争

气，听说能继续读书，眼睛都亮了。”工

作队队员说。

为激发更多孩子的学习热情，工

作队自费购买文具、书籍，并开展“外

面的世界”主题家访。走访中，队员们

发现，尽管条件艰苦，孩子们仍在坑洼

的场地上奔跑踢球。经多方联系，工作

队争取到 160 套全新运动装备，包括

印有“我爱中国”字样的球服和运动

鞋，计划8月初发放。

此外，工作队还协调派员单位开

展法治进校园活动，捐赠价值万余元

的学习用品和图书。“孩子们问的问题

天真又充满希望，比如‘学了法律能不

能让阿爸阿妈不再吵架’。”一名队员

感慨，“他们的笑脸，就像高原上的朝

阳，让人看到希望。”

温暖孤寡老人心

康秋村地广人稀，许多老人为

减轻子女负担选择独居，生活照料

成为难题。72 岁的呷珍是脱贫户，

老伴去世后，她独自照顾重残的儿

子。她家距村委会有 30 多公里，沿

途是崎岖的沿江非铺装路，出行极

为不便。

工作队定期上门帮呷珍做家务，

自费购买生活物资，并联系医生为其

儿子诊疗。每次离别，呷珍总会牵起队

员的手贴在自己额头，连声说着“卡卓

（谢谢）”。

77岁的耳朵老人与在外务工的孙

子相依为命。因腿疾行动不便，工作队

不仅协调她赴康定治疗，还自购暖腿

药贴缓解术后疼痛。“贴上药贴后，她

非要拉着我们喝茶，讲村里的故事。”

工作队员说，“这些老人就像高原的夕

阳，温暖而坚韧。”

“帮扶不在轰轰烈烈，而在朝朝

夕夕”。驻村一年来，工作队累计解

决群众困难 23 件，协调社会资金 5.6

万元。工作队队长表示：“乡村振兴

不是喊口号，而是做好每一件小事。

孩子们有书读、老人有依靠，村子就

有未来。”

在这片雪域高原，驻村干部与村

民的故事仍在继续。正如一位队员在

工作日记中写道：“朝夕相处的日子

里，我们收获了最朴实的幸福。”

◎王洪剑 文/图

开展入户走访。

我的驻村帮扶故事
德格县康秋村驻村工作队——

用心守护高原上的“朝阳”与“夕阳”

辉煌75载 铸就新辉煌

◎州委组织部

指针拨回到2024年11月。

此时的川西高原，已是一片千里

冰封、万里雪飘的景象。

低温、冰雪挡不住国家科技特派

团色达团成员、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吴

哲的行进步伐。她奔赴平均海拔

4127米的色达县，开展霉变燕麦干

草处理技术推广及现场交流指导。

“过去，燕麦草打捆或堆垛后容

易发霉变质，牦牛夏饱、秋肥、冬瘦、

春乏，出栏率较低。吴教授来了以后，

迅速锁定症结，创新探索出高原青贮

法，指导我们制作青贮燕麦草罐头，

攻克冬季牦牛缺草难题，助力全县牦

牛死亡率从6%降至3%，年出栏商

品牦牛由原来0.6万头提高到现在2

万头。”色达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负

责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作为国家科技特派团色达团的

一员，吴哲教授如同绽放在雪域高原

上的格桑花。而众多像她一样默默奉

献的科技帮扶专家，汇聚成连绵的

“格桑花海”，在广袤的康巴大地上绽

放出一幅壮美画卷。

育当先，厚植人才成长新沃土

育才造士，为国之本。对于一个地

方发展也是如此。我州紧紧围绕农牧

产业发展需求，整合科技帮扶专家资

源，不断丰富育才途径，打造“流动课

堂”，大力培养本土人才，切实缓解紧

缺人才之渴。

翻山越岭、雨雪无阻，是科技帮扶

专家的工作日常。根据甘孜地广人稀

特点，国家科技特派团、省科技下乡万

里行专家下沉一线，组建“马背服务

队”“摩托服务队”等科技帮扶团队，采

取“线下 + 线上”“理论 +操作”等方

式传授技术，为基层群众传经送宝、解

疑释惑，打通科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近年来，科技帮扶专家深入乡村开展

科普知识宣传1600余场次、技术指导

700余场次，推广运用新技术、新模式

300 余项，带动培育懂技术、会经营、

善管理的产业发展带头人、新农人等

3200余名，为全州乡村全面振兴提供

坚强人才支撑。

平台是育才的阶梯，也是育才的

沃土。近年来，我州借助千名紧缺专业

人才顶岗培养计划、川渝青年人才互

派培养计划等，选派 104 名本土专业

人才，赴外学习现代化农牧业技术。学

成归来的他们，用技术反哺家乡。选派

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培养的杨丹娇，

主持完成了甘孜州地方标准《藏猪圆

环病毒防控技术规范》课题，推动藏猪

重大疫病防控与高效安全养殖，促进

藏猪现代化养殖产业转型升级。

此外，走出去学、拿回来用，也是

甘孜培育人才的又一“妙方”。5月6日

至12日，州科技局主办的“2025 年度

科技助力产业发展学习交流活动”在

杭州举办，培训采用“科技专家授课

+ 现场实景教学”模式，帮助 50 名科

技人才提升能力。“此次活动极大拓宽

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我们将把所学知

识与先进经验带回甘孜，为推动当地

农牧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力。”亲历科

技与智慧的碰撞后，学员贺安详表示。

用为上，构筑产才融合新高地

产业兴则乡村兴，人才兴则发展

旺。我州依托科技帮扶专家，拓展高原

产业功能，促进科技成果在田野间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成为农牧民增收致

富的有力支撑。

在雪域高原，耕地是从石缝里抠

出来的。稀薄氧气条件下，黑青稞的生

长是与自然的艰难角力。炉霍县新农

人谭爱彬，看着农户们守着产量低、卖

不动的黑青稞犯愁，一心想带着大家

闯出一条增收路，却因“种不好、卖不

掉、赚不到”而陷入困境。转机出现在

2022 年 3 月，国家科技特派团炉霍团

专家们背着土壤检测仪，抱着病虫害

标本盒，白天测土壤、数虫卵，晚上与

农户座谈，精准破解种子抗寒性差等

难题，分子育种让亩产提高 40%，绿

色防控法让病虫害率直降 40%。在专

家们的帮助下，谭爱彬带领大家研发

出黑青稞饼干、面条等8款产品，带动

1500余户农牧民年均增收1.2万元。

今年，国家科技特派团的专家以

国家“体重管理年”为契机，指导谭爱

彬团队推出黑青稞面包、低脂面条等

产品，抢占健康消费市场，预计全年销

售额新增100万元。

“曾经滞销积压的黑青稞，如今乘

着科技的东风，变成了致富增收的‘金

豆豆’，这都要感谢国家科技特派团的

专家们帮助。”谭爱彬笑道。

谭爱彬以发展产业惠民，仅是我

州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缩影。康巴大

地上的科技帮扶专家，也以科技成果

转化赋能高原农牧业。

在夯实现有产业发展基础方面，

高质量建设牦牛、藏香猪、菌类等有机

产业集群，研究制定农业地方标准42

个，打造“乡字号”“土字号”产品品牌

23个，亚丁牦牛、九龙红茶等纳入全国

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在孵化优质品

种方面，引进培育适应高原经济作物、

畜禽水产等特优新品种428个，其中，

驯化培育的牧草新品种“康定鸭茅”获

得省级认证，青稞“康青糯 3 号”通过

农业农村部认证。在破解产业发展“卡

点”方面，攻克牦牛高效养殖、高寒牧

区牧草种植等关键技术难题 279 个，

助推传统农牧业向现代农牧业转变。

除了借智科技帮扶专家之外，我州

还以科技帮扶专家为杠杆，撬动校（院

所）地合作，助推建立产业技术研发与示

范基地、科研创新基地、现代农业园区

100余个，打造科技小院8个，推动牦牛

产业集群、藏香猪产业等65个项目落

地，为广袤乡村点亮发展希望之光。

2024年12月4日，四川省农业科

学院与州政府共建的四川省农业科学

院甘孜分院成立。甘孜分院以“总院

+分院”模式为基础，以院州科技合作

为平台，以高原特色农牧业高质量发

展科技需求为导向，在粮经作物优质

高产、畜禽动物高效繁育、农产品精深

加工等领域强化协同创新，促进州院

双方在人才、项目等方面的有效整合，

助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

留为要，营造近悦远来新磁场

优质服务是促进人才与产业深度

融合的润滑剂。丰硕的科技帮扶成果

背后，是我州为帮扶人才搭建的全链

条服务体系。

我州深化领导干部直接联系帮扶

人才工作机制，州委书记带头树立“一

把手”抓人才工作的鲜明导向，常态化

开展走访慰问帮扶人才活动，了解其

所需所盼，架起州委与帮扶人才的“连

心桥”。同时，我州建立健全人才服务

专员制度，整合服务资源、完善服务内

容、创新服务手段，配备 32 名精通藏

汉双语人员负责与科技特派团联络，

为科技帮扶人才解决衣食住行方面的

急难愁盼。建成27个高压氧舱对帮扶

人才开放使用，支持帮扶人才申报“贡

嘎英才计划”，组织帮扶人才参加国情

省情州情研修培训，着力营造尊贤敬

才的浓厚社会氛围。

“这次赴延安参加研修培训，让我

深刻领悟了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

神，激励我们扎下根、静下心投入帮扶

工作，做到用心用情、真帮实扶，助推

甘孜高质量发展。”参加 2024 年甘孜

州国情省情州情研修培训的帮扶人才

何炜深情地说。

我州以人才为圆心、以服务为半

径，绘就人才服务同心圆，推动帮扶人

才与产业发展同频、与科技创新共振、

与民生事业共进，促进服务链与创新

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我州与帮扶人才双向奔赴，奏响了高

质量发展新乐章。帮扶人才融入这片

热土，把甘孜作为第二故乡，他们用脚

步丈量着这片雪域高原，以科技谱写

了一曲曲动人的奉献之歌，他们化作

一朵朵美丽的格桑花，在这片圣洁美

丽的地方结出累累硕果。

格桑花开别样红
我州绘就人才服务同心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