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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高原，天空湛蓝,雪山云海,白
蓝相间，晶莹剔透。

通往珠峰边境派出所的盘山公路，绕
过 108 个 S 型弯道，每个角度都是那么震
撼，不舍闭眼，只舍快门。

6月6日，记者跟随西藏边关行采访组
来到珠峰边境派出所，记录这群扎根在珠
峰脚下的西藏移民管理警察的点点滴滴。

珠峰边境派出所成立于2008年10月
1日，是珠峰核心景区唯一的执法单位，坐
落在海拔4480米的地方，承担着珠峰北侧
中外游客管理、证件查验、治安防范等工
作。

每年，民警们都要巡逻120余次，每次
约40公里，一年就是4800公里。

爱得深沉所以守护
“吃藏面了！”寻声来到厨房里，记者见

到珠峰边境派出所民警们正在津津有味地
吃着牦牛肉藏面。

吃完早餐，民警王普来到办公室整理
相关材料、照片，他一边翻阅着自己和同事
巡逻的照片，一边向记者讲述着在这里的
点点滴滴。

“虽然这里常年高寒、缺氧，但是只要
一看到珠峰，心情就会变得愉悦。 ”王普
说。他是目前派出所里待的时间最长的民
警，自 2008 年来到这里，一直没有离开
过。“在这里，一年四季都得穿毛裤，尤其是
冬天，高原的寒风像锥子，雨雪大的时候能
穿透棉袄，经常被冻得关节疼痛。长期生
活在高海拔地区，心脏难免会有些不适，丹
参滴丸要随身携带。”

身体的不适，让33岁的王普也动过回
去的念头。他在珠峰边境派出所已有 12
个年头，是位老民警。“还是舍不得，感情太
深了。”王普还记得自己从3000多公里外
的家乡四川来到西藏当兵的场景。

“这些年，战友都调走了，有一天，我也

可能会离开这里，但还会有新的人来，因为
这里总是需要有人坚守。”王普说。

救助游客苦乐参半
上午 9 点半，环保旅游大巴陆陆续续

来到珠峰旅客集散中心。民警尼玛次仁今
天的工作就是对过往车辆、游客进行身份
查验。

在检查间隙，尼玛次仁回忆起自己救
助游客的事情，他说，2019 年 11 月，一个
前来珠峰大本营旅游的女孩因为和男友吵
架，一个人擅自离开旅游队伍，她男友请求
我们帮忙寻找。

“当时，我跟同事给她打电话也没人
接，往返几次，在绒布寺后面的河边发现她
已经因为高反和低温陷入昏迷。我们赶紧
把她背回来，送到扎西宗乡卫生院，女孩被
救回来了，我们当时特别开心。现在想起
来有些后怕，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如果发现
得晚，挽回生命的几率就几乎为零。”他说。

工作中，珠峰边境派出所民警会遇到
各种勇闯“生命禁区”的游客，民警上去劝
阻，还会遭到对方一阵无理取闹，甚至对民
警大打出手，但是作为珠峰景区的唯一执
法者，他们只能跟游客耐心讲解相关法律
法规，让游客尽量理解，而至于民警内心的
委屈，只能私下里发发牢骚。

据统计，自建所以来，珠峰边境派出所
共救助游客 200 余人。有效确保了游客
人身安全和珠穆朗玛峰景区的秩序。

一声“爸爸”叫出这群人的无奈
中午下班，尼玛次仁和次仁加措在台

球桌上开始角逐，你一杆、我一球打得不亦
乐乎。

中场休息时，记者和次仁加措拉起家
常，他告诉记者，“我的老婆在定日县工作，
我们一个月能见上一次面，跟这里的大部
分同事相比，我算是很幸运了，因为他们大

多数和老婆、孩子长期分居两地，一年到头
也只能见上一次面。”

次仁加措说，去年他当上爸爸了，现在
儿子一岁多了。

当记者问到孩子现在会不会叫爸爸，
他拿出手机找到前几天老婆发来的语音，
语音里传来孩子牙牙学语的声音：“爸爸、
爸爸……”

一瞬间，外表“硬汉”的次仁加措在记
者面前流下了眼泪，久久不能平复。

“在这里工作的人都亏欠家人太多，但
保卫家园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我们盼望
在休假的时候，多多陪伴家人。”次仁加措
说。

集装箱房为民警撑起温暖避风港
午饭过后，记者跟随着执勤队伍来到

珠峰高程测量纪念碑，这时的风渐渐大了
起来，执勤民警们也戴上了防风眼镜。

当记者被冻得瑟瑟发抖时，执勤民警
李罡笑着说，“这里上午通常没有风，下午
容易起风，风力通常能达到十级以上，不过
相比冬天来说，这个季节的气候已经算是
不错了。”

“珠峰脚下的风大到可以吹动石头。”
李罡回忆说，在2019年冬天，他们一行开
车去巡逻，回到执勤点，刚下车，车窗就噼
里啪啦碎了，原来是珠峰脚下被风吹起的
石头击中了车窗。

2017年以前，执勤民警是住在帐篷里
的，帐篷半夜被大风吹走的事时有发生。

“现在，已经换成集装箱板房，虽然晚上还
会听到大风的声音，但跟以前相比，没有那
么冷，也能睡个安稳觉了。这对于我们来
说，已是最幸福和最满足的了。”李罡说。

2019 年1 月1 日，随着全国公安边防
部队转制，珠峰边境派出所集体脱下橄榄
绿，穿上藏青蓝，但无论是哪个颜色，珠峰
边境派出所都没有失去忠诚之色。

▇本报记者 王雪 郑璐

有高度，更有温度
——“西藏边关行”珠峰边境派出所见闻

本报拉萨讯（记者 王雪）6月11日，拉
萨市人民检察院举行12309检察服务中心
揭牌仪式。部分区市两级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人民监督员应邀参加。

据介绍，12309 检察服务中心是集控
告、举报、申诉、投诉、咨询、查询于一体的
综合性受理窗口，更加方便群众到检察机

关表达诉求，在服务方式上，检查中心将
覆盖来信来访、电话、网络和新媒体等所
有群众诉求表达渠道。通过检察服务资
源整合，擦亮检察机关的“窗口”，向社会
提供统一、便捷、高效的检察服务，拉近检
察机关与群众之间的距离，不断提升检察
公信力。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的正式启用，为
检察院服务拉萨市人民群众提供了新平
台，畅通了新渠道，拉萨市人民检察院将始
终坚持检务公开，与人民群众进行良性互
动，让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用实际效果引
导群众通过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反映问
题、解决问题。

拉萨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挂牌成立

图为拉萨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挂牌成立现场。 本报记者 王雪 摄

本报昌都电（记者 彭琦）为认真开展好“平安交
通·百日会战”专项整治行动，落实好“减量控大”统一
安排部署，坚决遏制涉酒、涉毒交通事故发生，保护辖
区出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按照区公安厅交管局的统
一安排部署，近日，昌都市公安交警部门，开展了异地
交叉用警执法行动，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各县交警大队按照交警支队统一安排，按照“异地
用警、属地办案”原则，开展交叉执法行动。行动中，各
县交警大队还联合属地禁毒部门，前往属地辖区主干
道路、娱乐场所集中地段、车流密集处设置临时卡点，
按照“逢车必查、逢疑必检、逢违必究”的原则，严查严
处酒驾、醉驾、毒驾违法犯罪行为，对涉嫌酒后驾车的
交通违法行为“零容忍”。同时，各县交警大队积极联
合当地电视台进行随警作战、报道，扩大宣传覆盖面，
形成社会大众共知，共同抵制交通违法行为的良好舆
论范围。

据悉，此次异地交叉用警，打破了区域限制，共出
动警力 108 人，警车 34 辆，检查车辆 2734 辆次，查处
各类交通违法256起，其中未系安全带98起、未戴头
盔56起、未带驾驶证行驶证47起、酒驾22起，其他交
通违法33起，有力推动了“平安交通·百日会战”专项
整治行动深入开展，有效预防和减少各类交通事故的
发生。

本报阿里电（记者 王香香 通讯员 张拴根 姜楠）
为营造和谐稳定的边境环境，使辖区人民群众牢固树
立国家安全观，连日来，阿里边境管理支队曲松边境派
出所，结合“百万警进千万家”活动，组织民警深入工
地、学校开展边境安全教育。

在工地，该所民警向工地务工人员宣传和讲解国
家安全保密规定、打击非法出入境相关内容，要求施工
单位负责人签署边境保密管理责任书，提高工人施工
安全意识，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在校园，该所民警和
孩子们一起坐在草地上，以“过林卡”的方式，向曲松乡
小学的孩子们宣传什么是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
行为及后果，积极与孩子们问答互动，教育引导孩子们
树立国家安全保密意识，让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的种子
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本报林芝电（记者 王香香 通讯员 郭博文 王俊）
为进一步加强护林员队伍建设，提高护林员业务水平
和灭火技能，全面提升对辖区内森林和草原的保护与
管理水平。近日，林芝市森林消防支队巴宜区中队联
合区林草局、人社局对林芝镇和八一镇的护林员进行
集中培训，参训人员100余人。

据悉，此次培训采取送教下乡的模式，分为理论讲
解、实战演示和实操实训三个步骤。过程中，指战员向
护林员传授森林火灾的防控方法，为护林员详细讲解
森林火灾扑救的基本方法及紧急避险与自救等方面知
识。最后，通过现场实战的方式，教授护林员对灭火装
备的操作和使用。在指战员的指导下开展灭火实战，
组织水泵架设与撤收训练以及实际操作风力灭火机、
水枪等常规灭火器具，使护林员进一步熟悉灭火装备
的操作与使用，达到了培训的预期效果。

昌都交警开展异地交叉
用警执法行动

阿里地区札达县曲松边境派出所深入

辖区重点场所开展安全教育活动

林芝森林消防开展护林员培训

提升护林员业务能力

图为驾驶人正在接受酒驾检查。
本报记者 彭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