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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西藏林芝边境管理支队各级民警深入
辖区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众家，主动为空巢老人、孤
寡老人做家务，陪老人聊天。渐渐地，老人亲切称
他们作“警察儿子”。

5月10日，母亲节到来之际，金东边境派出所
党支部组织民警开展“警民共庆母亲节，民族团结
一家亲”主题活动，深入辖区空巢老人、孤寡老人家
中，为生活在这里的老妈妈们庆祝母亲节，和她们
共度节日。

“阿妈，今天是母亲节，祝您节日快乐！今天让
我们帮您做做家务。”边境派出所民警夏政科来到
辖区东雄村空巢老人桑珠旺姆家里对老人说道。
一进老人家里，民警便开始为桑珠旺姆打扫卫生、
整理被褥，与老人唠起家常，还为老人唱起《母
亲》。收到祝福的藏族老阿妈，用布满皱纹的双手
紧紧握住“警察儿子”的手，激动得合不拢嘴。

米林县南伊乡才召村村民中亚依患有红斑狼
疮，几乎丧失劳动能力，早年丧夫，生活比较困难。
这一天，南伊边境派出所民警也来到她家里，为她
送上母亲节祝福。

“所长，你来了，快进来坐。”中亚依看到南伊边
境派出所所长罗茂，热情地把他迎进家。8年来，
中亚依一直是南伊边境派出所帮扶对象。边境派
出所民警换了又换，但是对她的帮扶和关怀从来没
有停止过。民警总是带上营养品隔三差五去看望

她，还帮她儿子辅导功课。去年儿子考进内地班，
原本今年的母亲节，中亚依只能自己一个人过。

10日，阳光正好，民警又带着米、油、营养品和
劳动工具来到中亚依家中，帮她把家里的一块地种
了。这份母亲节的祝福，这份来自边境派出所民警
的关怀，让中亚依感到一份踏实与温暖。

“孩子啊，你又来了。”米林县里龙乡里龙村76
岁的穷达看到提着牛奶来上门看她的民警西洛次
仁开心地说道，“上次你送的牛奶都还没喝完呐，我
一个人哪喝得了那么多。”

穷达原本和女儿生活在一起，但她女儿去年过
世，她成了独居老人。由于年纪较大，腿又有毛病，
走路需要拄拐，生活只能勉强自理。

里龙边境派出所民警西洛次仁是里龙村的网
格民警，他主动长期承担起照顾穷达的任务，将
走访老人写进了自己的日常工作计划，每周定期
走访一次，联络村里辅警和联防队员各走访一
次，随时关注老人的生活情况，并按照医嘱照顾
她的生活。

母亲节这天，西洛次仁和同事带着牛奶、水果，
来到穷达家，帮助搬运柴火、打扫卫生，还维修了家
电家具，与老人聊聊家常，看看电视。

岁月染白了青丝，皱纹肆意爬上脸庞，物是人
非已难追，还好有“警察儿子们”一一送去温暖，温
润了她们的生活。

今年以来，聂拉木边境管理大队立足日喀
则边境管理支队“素质提升年”工作部署，创新
举措，建立警营夜校，一校多能，利用傍晚时
间，采取回归课堂形式，把“扶智”与“扶志”紧
密结合，激发民警学习内生动力，不断深化民
警能力素质建设。

获取知识新阵地
警营夜校作为“素质提升年”的一项重要

举措，把民警最迫切的能力提升需要作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重点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坚定民警理想信念；讲解法律
法规内容，丰富民警法律知识储备；学习执法
执勤规范，提升民警日常执法水平……

为增强教育实效性，大队对夜校教员提出
要求，用浅显易懂、生动形象的语言，把理论知
识送到民警脑中心中，根据民警不同的理论基
础和理解能力，采取多举例、打比方和列数据
的方式，让民警在兴趣指引下，提升学习效果；
用身边人身边事现身说法，借助案件事例以案
说法，让理论知识通过易学易懂形式为民警所
学、被民警所用。

警营夜校采取领导带头领学、专题辅导学、
畅谈体会学、研讨交流学和观看视频学等多种
方式深入开展，推动学习教育往心里走、往实里
走。“大队从民警素质提升的需要出发开办警营
夜校，是落实’素质提升年’‘全警实战大练兵’

的具体举措，给民警补好‘钙’、加足‘油’。”聂拉
木边境管理大队大队长李清源介绍，“通过深化
教育切实把民警能力素质建设抓在日常、严在
经常，有效解决了工学矛盾，丰富了民警精神文
化生活，拓宽了民警学习渠道。”

“草根”教员新舞台
警营夜校开办以来，大队坚持“从民警中

来，到民警中去”的原则，从所属基层单位选拔
教员，把问题搜集抓在平常，通过日常了解、发
放问卷等形式，寻找普遍性疑惑焦点和弱项短
板，确定夜校教学重点。

古人云：“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行
伍”。“外来的和尚可能更会念‘经’，但不一定
是我们需要的‘经’。自己单位走出来的教员，
对单位情况更了解，讲的知识才更接地气，教
学内容才更具说服力。”民警岗嘎加措是警营
夜校组织协调者，每次授课课件他都亲自把
关，把“更易理解更易吸收”作为审核第一标
准，既讲解世界观，又注重方法论，让理论知识
更易被民警消化吸收。

民警普遍反映警营夜校授课内容对日常
执法工作很有帮助。“授课中，同事们的阵阵掌
声，或是赞许、或是鼓励、或是钦佩，都是对我
工作成绩的肯定。”盛庆国是大队通过法律职
业资格考试的民警，已经授课 3 次，授课内容
都是对日常工作极具指导意义的法律知识和

案例解析，课堂上大家学习的兴致普遍较高。

“比学赶超”新赛道
聂拉木边境管理大队坚持把营造浓厚学

习氛围作为提升警营夜校学习效率的有力抓
手，建立比学赶超和激励奖励机制，把课后讨
论作为常规举措，组织民警既讨论学习内容，
又交流学习方法，让大家找到差距，做到“比”
有对象，“学”有榜样，“赶”有目标，“超”有方
向，提升民警学习的主动性。

警营夜校开办以来，民警康林每期踊跃参
加，分享收获，教员多次表扬，他用自己的行动
为大家树立了学习进步的榜样。针对个别民
警理论基础薄弱，刚开始学习时信心不足的情
况，教员常常“送教上门”，进行面对面辅导，先
讲明学习进步循序渐进的规律，再针对性辅导
理论知识弱项，增加民警主动学习的信心。

警营夜校的学习激发了民警奋发有为的
内生动力，民警学有所获、学有所成。“我们将
把警营夜校打造成补充新知识，掌握新技能，
拓展新视野和推广好做法的‘加油站’。”聂拉
木边境管理大队副大队长舒刚说起继续建好
警营夜校的作用。

截至目前，聂拉木边境管理大队累计开展
警营夜校授课 12 场次，受教育民警 800 余人
次，警营夜校正在悄悄成为民警素质提升的

“新引擎”。

本报狮泉河电（记者 彭琦）2020年是脱贫
攻坚战收官之年，自治区创先争优强基惠民活
动驻措勤县江让乡美朵村工作队（阿里地区公
安处派驻）联合村“两委”，积极与村周边各工地
负责人联系，想方设法将村里富余劳动力输出
到周围工地务工，确保脱贫农牧民不返贫。

今年初，驻村工作队联合村“两委”提前谋
划，认真统计,召集有务工意愿的群众及富余劳
动力，进行政策宣传，提出要求、严明纪律，做到
情况清、底数明。

各工地开工后，驻村工作队积极协调11名
村民到工地务工，因具体工种不同，11名务工
村民报酬从每天200元到220元不等。另外，
工地租用村民一台小型装载机，每小时租金
200元，工地租用村民一辆小型货车，油料由工
地提供，并支付每月租金11000元。

此举极大地缓解了美朵村村民打工难、收
入少、收入不稳定等问题，防止返贫的风险，切
实增加村民收入。同时，引导村民由“要我脱
贫”向“我要脱贫”的观念转变，较好地激发美朵
村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设计、裁剪、走秀……在干警的指导下，由
服刑人员组成的14个设计组，身着自己设计的
藏式服装走上舞台一一展示，每个作品既凸显
民族区域特色，又增添新时代元素和风格，轻快
的音乐，曼妙的身姿、风格迥异的服装，宛如一
场时尚大片。

这是日前自治区监狱三监区以“乐央彩绎
春韵工巧”为主题开展劳动改造技能展示活动
的现场。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是为了进一步
深化监管场所大整顿活动，不断推进精细化管
理和“五大改造”，希望通过活动让服刑人员找
到自我的价值和劳动的乐趣，激发教育改造热
情和主动性。

活动现场，服刑人员纷纷积极参与，精心设
计，就地取材，设计出共17个作品。在精彩的
走秀过后，30名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服刑人员开
始进行劳动技能大比拼。比赛现场，随着主持
人的话音落下，一个个技术能手便开始了争分
夺秒的比拼，缝制“邦典”、裁剪衣物、盘扣子等，
大家热火朝天，相互比速度、比数量、比技术。

活动结束后，监狱召开座谈交流会，介绍推
进“五大改造”方面的经验，与会人员进行交流
互动，表示将会把活动的成功经验总结提炼，将
有价值可复制的“自选动作”常态化，把经验成
果向制度成果的转化，更好地推动“五大改造”
工作向纵深发展；认真借鉴三监区劳动改造方
面的成功经验，拓展思路、丰富载体，以点带面，
切实提升教育改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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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需争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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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旦增旺姆

一场监区里的“T台”秀

务工村民在工地作业务工村民在工地作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彭琦彭琦 摄摄

里龙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在帮助穷达搬柴火。本报通讯员 杨岱帝 本报记者 彭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