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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是如此吝啬，夺走了这里
40%的氧气，使之成为令人畏惧的“生
命禁区”。

大自然又是那么慷慨，把珠穆朗
玛峰的雪域奇观，毫无保留地展现给
一群年轻的移民管理警察。

去珠峰，一定绕不开扎西宗乡。
那里离繁华都市很远，却离世界之巅
很近。那里没有车水马龙和人声鼎
沸，却有着一群昼夜不息默默坚守的

人，他们就是——

扎西宗乡是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
一个毗邻尼泊尔的边境乡，由于该处
地势平坦，相对珠峰大本营而言海拔
较低，因此素有“珠峰小镇”的美称。

扎西宗乡边境派出所于 1996 年成立，
是西藏日喀则边境执勤任务最繁重的
单位之一，丁增格桑是这个所的所长，
见到他的当天，他正和同事为“世界之
巅攀登者论坛”做安保工作。

丁增格桑老家在四川，他2004年入
伍，先后任职立新边境派出所、樟木边境
派出所、几脚桥边境检查站、吉隆边境派
出所、霍尔巴边境派出所；去年年初，来
到扎西宗边境派出所担任所长。

扎西宗乡下辖 30 个行政村，是日
喀则人口最多的边境乡。只要一有时
间，丁增格桑就会深入辖区开展走访，
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和当地群众打
成一片，约 99%的当地老百姓都认识
他。到扎西宗乡边境派出所一年多
来，他先后帮扶困难群众 10 余人，为
群众办好事、实事 150 余件。

面对任务，丁增格桑就像一颗“钉
子 ”，只 要 钉 上 ，就 会 默 默 去 把 它 做
好。在他看来，唯有勤劳踏实、认真干
事，才能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17 岁入伍的刀德勇，已经在这里
戍边 16 年了。他依稀记得，刚来扎西
宗乡的时候，道路几乎都是“搓衣板
路”，悬崖边的路面没有护栏，经常断
水断电，这般情景，让他不止一次地想

掉头回家。但为了心中的戍边梦，为
了那一份责任心和荣誉感，他又毅然
坚持了下来，这一坚持就是 16 年。

16 年里，他见证了整个扎西宗乡
的发展——柏油马路村村相通、复古
街道雏形初现、投资近亿的酒店紧邻
广场、菜鸟驿站走进百姓家里、旅馆餐
厅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派出所的
营房也从之前的一排楼房变成了如今
三层高的备勤用房。

扎西宗乡边境派出所辖区较大，
加之地处珠峰旅游景区交通要道，流
动人口每年多达十万多，各类矛盾纠
纷、治安问题一直是群众最关心的难
点和热点问题。刀德勇始终把外来人
员作为治安工作重点，只要是来扎西
宗的外来人员，他一律采取“来入册、
走销号”办法，严格实行网格化管理。
多年来，刀德勇从外来人口中抓获在
逃人员数人，协助地方公安机关破案
多起，有效维护了辖区的安全稳定，被
群众称为辖区里的“平安尖刀”。

虽然这里的工作辛苦且单调，但
刀德勇把一天当作一年、把一年看作
一天看待，多年如一日专注群众的平
安和辖区的稳定，把青春印刻在了这
座美丽的“珠峰小镇”。

张随新是扎西宗乡边境派出所
副所长。与他一样，他的妻子刘冬梅
也是一名警察；所不同的是，他们守
卫 在 不 同 的 地 方 、守 护 着 不 同 的 百
姓。

张 随 新 、刘 冬 梅 夫 妇 相 隔 2800
余公里，一年 360 多天里，他们相聚
的日子寥寥无几。大多数时间里，他
们小两口只能依靠微信、电话联系。

“起床了吗？早饭一定要吃！”“上班
了，今天还挺忙！”忙忙碌碌中，两人
的日常聊天在外人看来略显尴尬，饭
后的休息时间才有空来一次视频聊
天。

“小张叔叔，我来做作业啦！”星期
六一大早，正和妻子聊天的张随新听
到营区外巴桑卓玛的声音，他赶忙跟
妻子挂断电话，出来迎接小卓玛，把她
带到派出所内的“自习室”给他辅导功
课。

为了给小卓玛补习当天的课，他
都要提前好几个小时开始“备课”。张
随新实在忙不开的时候，就委托同事
辅导小卓玛。

“群众工作是最有意义的事，每
次帮他们解决了困难，自己内心就会
感到自豪。不负家国、不负韶华，我
愿永做边境群众的‘贴心人’！”谈及
为民服务的感受时，张随新由衷地说
道。

雪山之巅，天空蓝得炫目；磐石之
上，“忠诚”二字红得耀眼。

本报巴宜电（记者 张宇）为扎实推动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我为群众办实事”工作纵深开展，切
实维护辖区社会治安秩序的持续稳定和谐，今年
以来，巴宜区公安局深圳广场便民警务站坚持从
辖区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关心的小事做起，唱好

“四步曲”，积极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全面提升辖
区人民群众满意度。

唱好法治宣传曲。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进一步提高辖区群众知法、懂法、守法的意识，该
便民警务站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活动。期间，该警
务站民（辅）警采取发放法治宣传材料、宣讲等措
施，向辖区广大人民群众详细讲解如何防范电信
诈骗、入室盗窃、如何明辨是非等内容。进一步提
升了群众的法律意识和安全防范意识，加强了警
民的沟通与联系，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截至
目前，该警务站开展辖区法治宣传教育 60 余场
次、对辖区群众法治宣传教育 1000 余人。

唱好走访调查曲。该警务站根据年度公安工
作计划和“大走访”方案要求，结合日常工作，组织
民警带着问题开展走访活动。通过组织全体民

（辅）警进工地、进企业、进家庭，送祝福、送温暖、
送法律、送服务，听民声、访民意、察民情、排民忧、
解民难，做到提前预警、及早谋划，坚持“细心、耐
心、诚心、热心”服务的为民服务，最大限度增加和
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提高了警务站
民警的影响力和群众满意率。截至目前，该警务
站走访辖区群众 900 余人、征求群众意见和建议
10 余件、调解邻里矛盾纠纷 30 余起。

唱好便民服务曲。该警务站为切实解决群众
出门难、办事难、难办事的情况，居住证窗口积极
推行延时服务、预约服务、上门服务等便民利民措
施，简化办事程序，优化服务质量；定期安排警务
站民警接待群众，及时回复群众对法律法规、户籍
管理等方面的咨询，避免群众多跑冤枉路，减少了

群众办事成本，提高群众办事效率，对辖区孤寡老人、残疾人、贫困户等困难群体，积
极开展帮扶帮教活动。该警务站民警已上门服务群众 500 余人次，讲解群众对户籍
的疑难常识 50 余人、帮扶辖区行动不便和孤寡老人 5 人。

唱好巡逻宣传曲。该警务站在认真研究、分析辖区治安特点的基础上，整合警力
部署，加大对辖区娱乐场所、重点单位、居民小区及周边的巡控力度，加强对重点路口
和路段、重点时段的控制，加强对可疑人员和可疑车辆的盘查、检查，做到“白天见民警、
夜晚见警灯”。同时，不定期组织警务站民（辅）警深入辖区内的小区、人员聚集场所等
部位进行不定时的治安巡逻。截至目前，该警务站共出动警车余 500 台次、检查可疑
车辆 60余辆、排查可疑人员 600余人，有效遏制了辖区可防性案件发生。

（上接第一版）
此次警示教育大会，自治区纪委监委驻交通运

输厅纪检监察组综合监督的交通运输厅、水利厅、住
房城乡建设厅、水规院 4 家单位党委（党组）书记或
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均作了表态发言，谈了接受警示
教育的感受，理清了对本系统本部门履行主体责任、
推进以案促改的思路。

“今天我们召开 4 家综合监督单位廉政警示教
育大会，非常及时，意义重大。有效警示综合监督
单位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以案为鉴，汲取教训，进一
步绷紧法纪之弦、落实应尽之责，管好自己、建好
班子、带好队伍，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自治区
纪委监委驻交通运输厅纪检监察组组长刚晋美表
示。

“现场检讨、观看庭审视频，这样的警示教育真震撼”

本报狮泉河电（格热 平措加
措 记者 彭琦）“老师，老师！警察
叔叔给我们送水了！”10 月 7 日，
当西藏普兰边检站移民管理警察
来到阿里地区普兰县多油村中心
小学送水时，学生们高兴地呼喊

起来。
近日，受该村水渠维修影响，

学校用水困难，师生无法正常学
习、工作和生活。西藏普兰边检
站得知此事后，高度重视、快速行
动，安排边检站水车送水，每天将

10 余吨清水注入学校蓄水池，全
力保障师生生活用水，学生们高
兴地直喊“警察叔叔真好。”

看到有水哗哗地流淌出来，
该校校长巴桑群培露出了和蔼的
笑容：“幸亏有你们帮忙，不然学
校可能得停课。”

据悉，十几天来，该站移民管理
警察每天驾驶水车，行驶 40 余公
里，为学校送去安全清澈之水，解了
学校200多名师生的燃眉之急。

图为普兰边检站移民管理警察为学校师生送来生活用水。 本报通讯员 格热 本报记者 彭琦 摄

普兰边检站解决师生用水难

在扎西宗乡边境派出所，读懂家国情怀
本报通讯员 何宇恒 母丹 本报记者 张宇

图为民警张随新给辖区学生卓玛捐赠衣物。
本报通讯员 何宇恒 母丹 本报记者 张宇 摄

丁增格桑：
我是一颗钉子，我的

任务就是盯好这里

刀德勇：
我站在每个需要我

的地方

张随新：
我愿做群众的“贴心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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