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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3 日，朗县警方成功侦
破一起 19 年前命案积案，随着犯
罪嫌疑人泽某的落网，这起发生
在 19 年前的持刀伤害致人死亡案
终于真相大白。

2002 年 1 月 6 日 ，位 于 四 川
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某出租
房内发生一起持刀伤害致人死亡
案件，案发后犯罪嫌疑人泽某潜
逃。由于受当年工作条件、侦查
手段等诸多因素限制，致使有关
抓捕工作没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2020 年 5 月底，朗县公安局
获悉：仲达镇有一名芒康籍群众
名叫扎西某某，疑似漂白身份人
员，身上可能有案底。局党委高

度重视，迅速组织精干警力，全力
对扎西某某进行核查后，未发现
任何有效线索。

2020 年 8 月，在朗县公安局
“2001.6.22 命 案 ”专 案 组 前 往 四
川德格县侦办案件期间，与德格
警方交谈中了解到白玉警方正在
侦办一起积案，嫌犯疑似潜逃至
西藏。专案组返回朗县后，收到
白玉县公安局“2002.1.6”命案积
案逃犯翁某照片，经办案人员仔
细核对，发现照片中的翁某与仲
达镇扎西某某极其相似。随后，
朗县公安局重启对扎西某某的身
份核查，终于在繁杂的数据中发
现了线索，通过数据分析、比对等

技术手段，扎西某某极有可能就
是“2002.1.06”命 案 犯 罪 潜 逃 的
泽某。

2021 年 11 月 13 日 ，四 川 白
玉警方抵达朗县，在朗县刑侦大
队民警的协助下开展抓捕工作。
当日中午，双方民警按计划行动，
经过数小时的设伏，成功将潜逃
19 年的犯罪嫌疑人泽某抓获。

经 审 讯 ，泽 某 对 自 己 2002
年持刀伤害致人死亡、冒用虚假
身 份 信 息 潜 逃 的 犯 罪 事 实 供 认
不讳。最终，泽某被顺利移交给
四 川 白 玉 县 公 安 局 ，这 起 19 年
前 的 命 案 积 案 终 于 可 以 画 上 一
个句号。

在西藏军区某旅电抗女兵连，胡明聃是指
导员眼中的高材生。高考 619 分，与参军梦错
失交臂后，她成为电子科技大学航空航天学院
探测制导与控制专业的一名新生。大一就荣获
航天新生奖学金，航天英雄杨利伟也出席了颁
奖仪式。

大一暑假去支教，在学校做打印机设计的
工程项目，做建模，精通电子绘画，大学生活就
这样平淡而又充实。但是从小埋藏在心中那颗
种子，时不时提醒着她，不能就这样下去了。

连队里的高材生

大二那年，胡明聃毅然决然选择参军入伍，
成为西藏军区某旅电抗女兵连一名义务兵。“我

们抵达连队已经傍晚，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着外

面，感觉到了另一个世界。”从一名高材生到队

伍里普通一兵，巨大的心里落差，让她失望，但

从小对军人那种崇敬，让她无法就此放弃。

“初到高原，三公里测试总是喘不过气，被

班长拉着跑，第一次翻地、除草。从小我就被保

护得很好，从未干过这些，我告诉自己，不能停，

一直跑下去就好，在部队一年时间，最重要的是

教会了我脚踏实地做事，凡事要有耐心，要有标

准。”胡明聃说。

凭着不放弃的精神，通过演训任务锻炼，胡

明聃的个人能力素质得到极大提高，加上她性

格乐观、态度积极，迅速融入连队，目前训练科
目全部达标。在她看来，这就是一个磨炼心性
的过程。

男兵眼中的“女汉子”

这种巨大的转变，离不开胡明聃个人的努
力，也得益于连队扎实的训练作风和互帮互助
的学习氛围。“指导员经常跟我们说，人生要有
目标，要加强学习。所以，我们食堂晚上都开着
灯，没有科目安排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在里
面看书学习。”

在这样的氛围中，全连女兵都树立了自己

的奋斗目标，她们以学习锻造为重，勤俭节约，

无任何高消费，7 名女兵已经独立购房，两年义

务兵存款达到 8 万余元。

正是如此扎实的作风，该女兵连成为西藏

军区某旅学历最高的建制连，拥有本科学历达

35 人。同时，为满足战斗力生成需求，女兵多数

骨干人员精通通信、卫生、电抗、驾驶等多种专

业，甚至在比武竞赛中也是男兵眼中的“女汉

子”。

下 士 德 庆 旺 姆 在“ 雪 域 之 巅 -2021”创 破

记 录 比 武 中 获 武 装 3 公 里 第 三 名 ；下 士 拉 巴

宗 吉 在 比 武 中 获 得 徒 手 手 榴 弹 第 一 名 ；下 士
彭艳驾驶装备车辆总行程 6000 多公里，她还
是 连 队 的 电 工 …… 荣 誉 背 后 ，都 需 要 汗 水 的
浇灌，女子本弱、着戎则刚，她们敢打敢拼，巾
帼不让须眉。

“在没有改制以前，我们不会驾驶、不会修

电，很多事都要找男兵帮忙。连长和指导员告

诉我们，求人不如求己。2018 年改制后，我们

学习驾驶、车辆检修、修电等，如今男兵会做的，

我们也样样行。”彭艳说。2018 年女兵连组建

时，基本要靠男兵完成战斗任务，目前已经逐步

发展为完全依靠女兵独立完成任务，培养会驾

驶、会维修、会识图用图、会应用射击、会自救互

救等全能女兵，能基本满足连队作战运输任务

需要。

这些大多数都是 00 后的女兵，连续三年参

加野外驻训、实兵演习，2020 年首次完成 24 小

时跨昼夜强化训练，今年首次完成高原女兵夜

间闭灯驾驶。用车之后，车辆的检修以及换季

保养，她们也顶得上，拿得出手。“几十斤重的配

件，我们抬起就走。连队卸大米和面粉，彭艳都
能扛两袋，卸完就像雪人，一身白。”在袁月眼
中，彭艳是 00 后中特别能吃苦的典型，晒黑的
脸、逐渐粗糙的手，没有同龄人那种细致的打

扮，一身军装，只有真打实干。

站夜岗时能听到狼叫

让她们记忆犹新的是去年刚到海拔 4300
米的野外驻地，帐篷还没有搭好，就下起了暴
雨。“帐篷四周的排水沟才挖了一半，每个人全

身湿透了，只能在雨中继续干。因为这些不弄

扎实了，晚上也没法睡个安稳觉。”袁月说。

这样的经历，在高海拔地区，似乎也是司空

见惯。就在前不久组织的实兵演习中，女兵连

在海拔 4700 米的演训场担任警戒任务，每人一

天至少站岗 6 小时以上，大多数时候，每个下岗

后的女兵基本都成了“落汤鸡”。“最可怕的是站

夜岗的时候，能听到狼叫”。“有一次下岗，班里

战友把毛裤脱下来，让我穿上再去站岗”，有害
怕的时候，也有温暖的瞬间。就这样，战风沙、
斗酷暑、抗冰雹，她们用实际行动验证了“谁说
女子不如男”。

为了缓解高海拔地区恶劣环境和训练的压
力，该女兵连也能苦中作乐，在野外驻训的闲暇
时间，她们找来几块石头，在上面绘制图案并写
上“勇敢”、“励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部队
发展安全是靠山”，这些原本灰头土脸的石头，变
成了色彩斑斓的装饰标语，衬托着她们的精神，
也反映了她们的文艺天赋。“部队撤回的时候，连
长和指导员说，丢了可惜，带回连队。”袁月说。

除此之外，女兵连平常还通过墙报、板报等
形式为营连队的营造文化氛围。上等兵景麒
元，作为连队的文艺骨干，多次在旅级文艺汇演
上担任主持，精通竹笛、电子琴等乐器，积极为
连队培养文娱骨干 20 余名。就在这样的带动
下，该连女兵能文能武。

在女兵连门口的展示屏上，她们用照片记
录下了每一个值得铭记的时刻，她们始终有笑
容，用乐观的态度克服高原艰苦的战斗环境，把
青春交给了部队。这也是她们眼中青春最美的
样子。

█
本
报
记
者

王
杰
学
本
报
通
讯
员
罗
艳
平

刘
睿

蒲
津

王
巍
巍

吴
国
龙

高
原
女
子
电
抗
兵
：

把
青
春
交
给
部
队

法网难逃！朗县警方侦破一起 19年前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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