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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大学毕业后，扎西边宗毅然
回到家乡。那一年，她报名参加国家“三
支一扶”计划，来到海拔4000多米的山南
市错那县最偏远的一个边境小乡——库
局乡。因常年发生雪崩封山，这里几乎与
外界隔绝，是少有的“世外桃源”。

这一年，库局乡有了第一位志愿者、
第一位女干部、第一位大学生村官，她就
是扎西边宗。

“这里只有一条狭窄的砂石路通往乡
里，你拉着行李，必须用马驮着下去。”库
局乡的人告诉初来乍到的扎西边宗，“下
山的时候，一定要拉好马的缰绳，不然很
容易滑倒摔下山，小命都保不了。”

路上，他们很小心，一只脚踏稳，另一
只脚才敢往前迈，一条 1500 米的下山小
道，让扎西边宗第一次有了“长征”的感
觉，花了近3个小时才走完。

面对恶劣的环境，扎西边宗没有被吓
到、没有懈怠，而是努力做好“功课”。“格
啦，咱们乡的小孩文化水平太低，大部分
孩子表达不清晰，有的连自己的名字都不

会写。我想办夜校，为他们的学习成长出
一份力。”在乡干部大会上，扎西边宗真诚
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看着她的一片热
心，乡党委书记次仁多布杰十分欣慰，爽
快地答应了。

夜校刚成立，扎西边宗就吃了“闭门
羹”。夜校的教室每天都空空荡荡，她心
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怎么办”“该怎
么做”……带着疑问，她主动与村民唠嗑，
帮他们干活，分享自己的经历，告诉周围
人学习知识的好处……她悄然地融入了
村民的生活之中。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在她持之
以恒的努力下，夜校从刚开始没有人，到1
个学生，2个学生，5个学生……家长看着
孩子带着新知识回来分享，也主动到夜校
来了解外面的世界。不知不觉，夜校成为
库局乡晚上最热闹的地方。从最基本的
藏文字母，到日常知识普及，不会写藏文
的学生在夜校基本都学会了写自己的名
字……扎西边宗的心血有了收获。

2010 年，对扎西边宗来说是特别的

一年。
这一年，她有分离，也有收获。这一

年，服务期满，她离开库局乡，考上了日喀
则市拉孜县公务员。她还认识了西藏出
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普兰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的民警洛桑扎西，因为“守边”的共同经
历，二人无话不谈，相知相恋，携手步入婚
姻的殿堂。

婚姻生活并没有童话那般美好，更何
况是成为一位警嫂。因为丈夫职业的特
殊性，夫妇俩长期两地分居。可不管日子

“刮风下雨”，还是“路险难行”，扎西边宗
都为丈夫撑起了一片天。

2015 年底，生活在拉萨的洛桑扎西
的父亲突发脑积水导致左半身瘫痪，在
ICU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还有身患风湿
等慢性疾病的母亲行动不便。照顾病中
的父母，还有年幼孩子，生活的担子让人
喘不过气来。

虽然工作在日喀则，但她没有放弃一
个妻子的责任。只要有假期，她都会回拉
萨。“有时带父母看病检查，缴费拿药，还

要赶去学校接送女儿。时间紧的时候，我
就在车上吃泡面。”谈到家里的事，扎西边
宗累并感到幸福和满足。“每次回拉萨，家
务事我都尽力多做点儿。”

为了更好照顾老人和小孩，她与洛桑
扎西错开休假时间。这3年，夫妻二人都
是通过视频来交流，几乎未曾逢面。视频
时，她会跟洛桑扎西开玩笑地说：“以前在
库局，我过着守边的生活。现在，和你在
一起，也像和你一起‘守边’似的。‘1’加

‘1’还是‘1’，哈哈……”听了妻子的话，洛
桑扎西的心里满是酸楚，明白自己对妻子
亏欠很多。这种时候，他总会很严肃地
说：“你是‘1’，更是我的无穷大。”

3年以来，扎西边宗保留的日喀则到
拉萨的往返火车票拼成了百米长，这样的
长度却不足以写下她和洛桑扎西的爱。

“他在口岸一线工作很辛苦，家里都好，他
就能安心工作。”面对丈夫，扎西边宗有自
己在爱情中的要求和想法，“未来可期，我
们去旅游，让他把应该陪我的时间都补回
来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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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米长的火车票，写不下他们爱情的长度……

“你是‘1’，更是我的无穷大”
2006 年大学毕业后，扎西

边宗毅然回到家乡。那一年，
她报名参加国家“三支一扶”计
划，来到海拔 4000 多米的山南
市错那县最偏远的一个边境小
乡——库局乡。

2010年，服务期满，扎西边
宗离开库局乡，考上了日喀则
市拉孜县公务员。这一年扎西
边宗也可开始了与丈夫普兰出
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民警洛桑扎
西两地分居的日子。只要有假
期，她都会回拉萨，照顾病中的
父母、年幼孩子。3 年以来，扎
西边宗保留的日喀则到拉萨的
往返火车票拼在一起有一百多
米长……

图为扎
西边宗（左
一）介绍拉
孜县发展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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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春风暖人心
——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民警为民服务小记

57年前，毛泽东发出了“向雷锋同志
学习”的号召，“雷锋精神”成为中国人民
不断传承、历久弥新的宝贵精神财富。

今年3月以来，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
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持续组织开展

“岗位学雷锋、永远在路上”系列志愿服务
活动，广大民警积极践行“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用一项项志愿
服务活动温暖各族干部群众的心。

坚守“疫”线书写雷锋故事
“阿姨，您好，这是消毒液和酒精，目

前我们疫情防控工作不能松懈，请您一定
要认真消毒、勤洗手、勤通风 。”

“叔叔，外来人员都得进行登记，请您
配合一下做好登记。”

……
3 月 5 日清晨，陕西省兴平市桑镇三

解村村口，身着“藏青蓝”警服的志愿者马
磊正在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马磊是
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亚热边境派出所的
一名民警。休假回乡探亲期间，恰遇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于是他主动申请加入当地
的志愿服务队伍，投身疫情防控一线。

从年初开始，马磊每天和村干部一起
在防疫卡口日夜轮流值班。夜里温度低，
很多人吃不消，他主动与老同志换班，开
玩笑似地说，“我从西藏回来的，不怕冷”。

别人问马磊咋这么抗冷，他轻松地
说：“与我们单位的兄弟相比，现在的工作
根本不算什么。家里的气温与我们工作
的地方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他说的是
真的，亚热边境派出所驻地海拔5300米，
年平均气温-10℃。

值班之余，马磊还跟村干部一起挨家
挨户发放疫情防护宣传手册，向群众普及
防疫知识。他还在自己的电瓶车上装上
喇叭，改装成防疫宣传车，深入村子巡回
宣传防疫知识。

爱心行动关爱特殊群体
“玉珍，我们又来看你了。”近日，日喀

则边境管理支队帕里边境派出所民警带
着文具和慰问品，来到长期帮扶的次仁玉

珍家里看望她。次仁玉珍是帕里镇某居
委会的一名脑瘫患者，说起派出所民警对
她的帮扶，还要追溯到13年前。

2007年3月的一天，时任派出所所长
的梁凌云在辖区走访时，认识了瘫痪在床
年仅8岁的次仁玉珍。出生不到一周时，
小次仁玉珍便因感冒发烧救治不及时，落
下了严重后遗症。为了给她治病，家里花
光了所有积蓄，但却未见一点好转。

了解到次仁玉珍家的困难后，派出所
民警决定将她确定为固定帮扶对象。13
年来，派出所主官换了好几位，民警换了
一茬又一茬，但对次仁玉珍的帮扶和照顾
从未中断过。逢年过节或者次仁玉珍需
要治疗时，派出所都会指派专人前往探
望，并送去慰问品和慰问金。

“次仁玉珍怕生，但是只要我们派出
所的人来，她总会报以纯真的微笑。”现任
所长普布旦增说。

多年来，派出所一直积极开展孤寡老
人和困难留守儿童关爱志愿服务活动，关
心他们的身心健康，弥补他们情感上的缺

失，并形成了爱心接力的结亲认亲活动，
让他们感受亲人般的关怀和家的温暖。

驻村工作队暖心助民复产
“早上好，请到这边测量一下体温再

进入厂区。”康林是自治区创先争优强基
惠民活动驻定日县岗嘎镇热久村工作队

（西藏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派驻）队长，也
是学雷锋志愿服务队的一员。从热久村
的罗布利众木材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复
工第一天开始，他就与队员们协助村干部
加强人员监管，严格出入检查，守好合作
社复工防控第一关。

为了帮助基层做好复工复产工作，日
喀则边境管理支队驻村工作队40名驻村
队员积极组建“助企防疫志愿服务队”，帮
助 10 余个合作社落实防疫各项规定，做
好岗前防疫培训，指导开展体温检测、防
疫消毒、就餐管理等服务，确保复工复产
顺利推进。

“合作社是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来源，更
是农牧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渠道。”康林说，
今年是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收
官之年，希望我们与各族群众守望相助，让
每一个群众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不掉队。

同时，40 名驻村工作队员不负好春
光，深入各村各户走访调研、协调动员，通
过了解需求、帮助配送化肥、维修农具、规
划农副产品种植类型等，帮助 10 个村数
千名群众开展春耕备耕，做到复工复产、
春耕备耕两不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