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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黑叫“嘎拉黑”
“您好，请出示证件”“带好证件，请慢

走”……亲切的关心问候，严格的24小时双向
检查，民警们仔细严谨核对人车信息，检查车
辆上的物品，不疏漏任何一个检查细节……不
管白天还是黑夜，总能看见嘎拉边境检查站民
警们坚守岗位的身影。

嘎拉的风催人老，紫外线毒辣无情，午后
强烈的阳光经过反射，刺得人睁不开眼睛。执
勤民警们的模样，看上去都要比实际年龄大一
些。强烈的紫外线，呼啸的寒风，多变的天气，
在他们的面容上留下了印记。

长期的执勤生活，让1999年出生的年轻检
查员鲁大章竟也有了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庞和
一双布满老茧的双手。鲁大章开玩笑地说，家
里人给他介绍对象时，说的都是这孩子啥都好，
只是在西藏呆久了，变黑了，看起来显老。

31岁的“黑脸检查员”周喜文已经坚守在
嘎拉站 6 年了，每每说他黑，他就憨憨地一笑
说：“黝黑的脸庞我觉得很酷，就像明星古天乐
一样！用时尚的话来说，这‘嘎拉黑’就是网红
色嘛，我以黑为荣！你们也会像我一样慢慢变
成‘嘎拉黑’的！”

1991年出生的民警格桑罗布在嘎拉边境检
查站呆了8年，8年的执勤生活，让格桑罗布对战

友们脸上的颜色变化再熟悉不过了——刚来站
里，多数都是脸庞白皙，1个月后，白里透红，3个
月后，红里透黑，一年下来，黑里透亮……

嘎拉的风从不让人“失望”
铝合金宣传板被吹倒，不锈钢旗杆被吹

弯，宣传横幅被吹得过不了夜……嘎拉边境检
查站的风从不让人“失望”。嘎拉的风永远来
得很准时，从吃完午饭开始，一直到凌晨，嘎拉
的风是固执而又倔强的。跟检查站的民警们
一聊，这才发现，原来大家都跟“嘎拉的风”有
着不得不说的故事。

“一种青春与另一种青春之间，可能隔着
上千公里，也可能隔着一大片风。”2019 年从
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报考到西藏出入境
边防检查总站的新警龙家亮说，“在广西的生
活与在西藏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进藏培训结
束后，我被分配到了嘎拉边境检查站。我一
到，这嘎拉的风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当时
我正在执勤现场为过往车辆发放政策法规宣
传单，一场毫无预兆的沙尘暴席卷而来，刹那
间，我的宣传单被狂风毫无情面刮得‘说散就
散’。这嘎拉的风，不仅刮得狂暴，内容还丰
富，小石子、沙尘，要啥有啥！空气中弥散的
沙尘变着法子往鼻子里硬钻，咽进去的每一
口口水都有一股涩涩的尘土味道，细细的沙

子打在脸上生疼。我的脸为什么这么黑，还
真不是被太阳晒得，还真的是被这里的风给
刮黑的……”

“在执勤现场的我们都成了追风的少年。”
见习民警周喜文说，“在执勤现场，我们经常与
风较量，刚到检查站没有经验，风一吹，帽子就
在空中凌乱地飞，有时去河里捞帽子，有时上
房顶找帽子，有时得去百米开外的农田里捡帽
子。后来，时间长了，掌握了技巧，把帽子压到
最低，勒到最紧，这风呀，也就吹不走我们的帽
子啦。下勤后这额头上一道道深深的印痕就
足以证明这风的威力。”。

“呜呜的风声吵得我们睡不着觉是常事。
有一天早上凌晨 2 点多，嘎拉的风来了精神，
风声竟吹出了气势磅礴的节奏，反正也睡不
着，我们几个战友就意气风发来了个《黄河大
合唱》，这风声伴着歌声再伴着战友情，竟别有
一番滋味，让我至今难忘！”见习民警肖玉其说
道。

“检查站对面曾经有一个板房搭建的军人
服务社，2018年的一天早晨，起来执勤的我发
现服务社的房顶竟然不翼而飞了，我们一群人
找了半天，结果发现房顶在年楚河上漂着，这
调皮的风呀……”民警周洋笑着说道。他们总
是把艰苦的自然环境讲述得“如诗如画”，从他
们的言谈中，听不出一丝苦的味道。

嘎拉民警心中却“无风”
“风雪交加是常态，风雪无阻是心态，风雨

兼程是状态，风雨同舟是姿态。只要我们把信
仰的‘种子’植入灵魂，把忠诚的‘根子’融入血
脉，就能迎风挺立，自强不息。”嘎拉边境检查
副站长扎西平措在站务会上这样说道。

“我喜欢雪后的嘎拉，一场大雪过后，再来
一场沙尘暴，白雪混着沙子的景色像极了一杯
卡布奇诺。我也喜欢我们站里的每一名民警，
因为大家都有一种无所畏惧的气质，虽有大
风，心中却无风……”嘎拉边境检查站副站长
杨淋说道。

“我最害怕太阳晒不到嘎拉站的冬天，也
怕风大的执勤现场，但我喜欢过往游客脸上满
意的笑容，这儿虽然风大，可你不知道，这里的
日出、日落有多美，你更不知道，这里的星空有
多美。这漫天的繁星，如同远方的万家灯火。
守在这里，我们心安！”这是民警旦增晋美写在
日记本里的一段话。

对于嘎拉边境检查站的民警们而言，这是
“面朝黄沙，背靠荣耀”的青春，也是“仰望星
空，脚踏实地”的青春。嘎拉的风见证了一代
代嘎拉人的无悔忠诚，嘎拉的风折射出一代代
嘎拉人的时代担当。嘎拉，也因为这群年轻民
警的青春坚守，变得热气腾腾，变得和谐安宁。

迎风的迎风的““汉子汉子””
——记嘎拉边境检查站的移民管理警察记嘎拉边境检查站的移民管理警察

文/图 本报记者 王杰学 本报通讯员 刘恋

一年四季风，从春刮到
冬。嘎拉边境检查站隶属西
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日喀
则边境管理支队，是从日喀则
市进出边境县城亚东途中最
繁忙的检查点，地处康马县康
马镇，海拔 4300 多米。当地
老百姓时常调侃到：日喀则有

“三宝”——岗巴县的羊、亚东
县的鱼、康马县的风……而康
马的风，又以嘎拉边境检查站
至嘎拉乡这个区域最具“特
色”。

”

“

▲上图：民警在风雪中站岗值勤。 本报记者 王杰学 本报通讯员 刘恋 摄

本报拉萨讯（记者 王杰学）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自治区司法厅始
终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放在第一位，启动最高等级勤务模式，
按照战时体制、战时纪律、战时执行的
要求，坚决管控好进口关和出口关，统
筹推动疫情防控、维护稳定和安全管
理齐头并进。

聚焦依法防控主战场，从严管
控监管场所。严格落实全封闭值班
模式，广大干警积极主动请战，确保
监管场所的绝对安全。严格落实新
入监人员检测和隔离措施，严防疫
情输入；严格落实罪犯疫情防控知
识宣传教育、日常管理和心理疏导
措施，有效缓解罪犯的思想压力；严
格落实刑满释放人员和解除戒治人
员在刑满释放和解除戒治前检测和
隔离措施，确保为社会输送“干净”
安全的刑满释放人员和解除戒治人

员。
聚焦依法防控主旋律，营造依法

防控良好氛围。编印藏汉双语《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相关法律法规知识问
答》（口袋书）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典
型案例以案释法读本》，并向全区发
放；依托“法治西藏”微信平台，推送线
上藏汉双语以案释法讲座、疫情防控
为重点内容的信息200余条，总阅读
量140万余人（次）；编写《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法律知识测试题目》，会同自治
区卫健委利用“学法风暴”平台组织开
展全区知识考试，355 万余人（次）参
与考试。

聚焦依法防控主动脉，为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法
治保障。推动各类法律服务机构和
实体平台开通绿色通道，优先快速办
理疫情防控和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
所需公共法律服务各项需求。根据

情况对因受疫情影响陷入困境的企
业依法缓减免仲裁费用；对疫情防控
一线医务人员、军人、公安民警等群
体提出的法律服务需求，根据实际提
供预约和上门服务；对到窗口申请法
律援助的复工复产企业的农牧民工，
免于经济困难审查，做到当天申请、
当天受理、当日指派；开通线上公证
服务，鼓励群众通过网络申办公证业
务。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区各类法
律服务机构共解答法律援助咨询234
件，代书 95 件，线上办理公证业务
363 件，受理刑事案件 79 件、民事案
件 105 件。开设律师讲法和藏汉双
语律师专访栏目，开通企业复工复产
法律服务专线，组织律师深入防控一
线 宣 传 防 疫 知 识 ，发 放 宣 传 资 料
15000 余份，提供法律咨询 163 人

（次）。

本报狮泉河电（记者 彭琦）3
月18日，阿里地区扫黑办召开扫
黑办主任会议，研究部署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工作。

会上，7个县汇报了今年3个
月以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开
展情况，并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会议结合阿里地区实际，着重
强调了6个方面工作：一是提升政
治站位。地县两级扫黑办和成员单
位要始终站在“两个维护”的高度，
深刻认识和把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重大政治意义、政治责任，坚持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把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与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重点
工作有机结合，为全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二
是深化破案攻坚。深化线索核查，
确保2020年上半年所有线索清仓

见底；深化破案攻坚，确保打深打
透；深化“打伞破网”，确保除恶务
尽；深化“打财断血”，铲除经济基
础。三是深化乱象整治。加强治安
乱点整治，加强行业乱象整治，加强
基层组织整治，加强网络空间整治，
加强涉疫情违法犯罪整治，不断净
化社会环境。四是巩固斗争成果。
积极开辟监所“第二战场”，加强重
点人群服务管理，不断扩大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战果。五是健全机制制
度。围绕依法严惩健全机制，围绕
社会治理健全机制，围绕科学评价
健全机制。六是加强组织领导。强
化组织保障，强化督导检查，强化宣
传引导，强化队伍建设，推动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夺取
全面胜利，为党和人民交上一份合
格答卷。

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一级。

自治区司法厅：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强化法治保障

阿里地区召开扫黑办主任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