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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讯（记者 王香香）8
月 2 日，记者从西藏自治区消防救
援总队召开的山岳救援技术研讨
会上获悉，近年来，总队紧紧围绕

“全灾种、大应急”职责需要，大力
加强山岳救援力量体系建设，在队
伍组建、人才培养、装备配备等方
面加快发展，已基本具备了实施高
原山岳救援能力。

西藏境内山川纵横交错，常伴
有飞石、塌方、泥石流、堰塞湖、雪
崩等自然灾害，山岳事故呈现出范
围类型广、风险频率高、救援难度
大等特点，加之随着西藏旅游行业
蓬勃发展，山地景区旅游和登山、
探险等户外运动日益增多，各类山
岳救援任务日渐繁重，救援压力和
难度挑战越来越大。

针对这一特殊区情，改革转制
以来，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先
后 组 建 了 6 支 山 岳 救 援 队 共 195
人，其中依托拉萨市消防救援支队
特勤大队组建了 45 人的国家高山
救援拉萨大队，在林芝、日喀则、昌
都、山南、阿里分别组建 30 人的山
岳救援队。目前，我区山岳救援专
业队伍中已有 94 名指战员取得国
家认可的职业技能资质。同时，各
专业队伍还配备了装备运输车、通
信保障车和个人防护、单兵救援装
备、班组救援装备、通信装备等 5 类
145 项 7.3 万余件套。

2020 年 以 来 ，总 队 共 处 置 山
岳救援任务 27 起，救助 45 人，圆满
完成了 2020 年“7·17”阿汝冰川崩
塌救援、2021 年“9·22”聂拉木县

希夏邦马峰旅游徒步人员被困山
岳救援、2021 年“8·21”巴宜区老
虎山山岳救援、2022 年“2·02”阿
里普兰冈仁波齐转山游客失联等
影响较大的救援任务。

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副
总队长扎西平措介绍，下一步，我
区还将建设全国一流的山岳救援
技术训练、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基
地，具备单人、班组、演练、赛事 4
个层次的训练需求，满足个人绳索
技能初级、中级、高级、教练级、高
级教练级培训认证 5 个等级和班组
绳索技能基础救援级、专业救援级
鉴定需要，实现救援技术和评估体
系与国际接轨，并结合高原救援技
术特点，形成山岳救援技术评估体
系框架标准，促进山岳救援技术标

准化、规范化建设，为推动全国山
岳救援技术专业化发展贡献“西藏
智慧”。同时，在每年选拔精干力
量分梯次、分专业深入冰川、山峰
等特殊地势环境开展驻训，为全区
乃至全国山岳救援专业队伍培养
人才。

会上，来自四川省登山户外运
动协会、中户教（北京）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西藏拉萨喜马拉雅登山向
导学校、云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国家
山岳救援昆明大队、西藏自治区消
防救援总队国家高山救援拉萨大
队与会人员作了交流发言，从救援
实施、人才培养、战斗编程、战勤保
障等方面分享了实战经验，为我区
山岳救援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奠定
了坚实基础。

“我好想再去一次西藏，从我
常年跑过的川藏南北线再走一趟，
我熟悉那里的山川、河流，熟悉那
里的坡坡坎坎……是那里的人民
养育了我 20 多年，不知道当年帮
我修车的藏族兄弟彭措师傅现在
怎么样了？”胡二牛在弥留之际，一
再叨念，并把子女们叫到床前谆谆
告诫：“我走了以后，你们一定要代
我到西藏去走一遍，去看看那里的
大地山川，去看看那里的发展变化
和当年的老邻居们，去领略一下老
西藏人的西藏情怀。

胡二牛，原昌都运输公司汽车
四队职工，长年累月，不分寒暑地
驾车奔驰在川藏线上。1983 年，因
无法承受高原气候对身体的伤害
和父母年迈需要人照料等因素，经
组织批准内调回原籍。

2017 年 6 月 ，为 了 圆 父 亲 的
梦，胡春兄妹经过一翻精心准备，告
别了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一路西
行，自驾川藏线开始了他们的特殊
之旅。一路上，宽阔平整的黑色路

面映入眼帘，公路上车水马龙，井然
有序，一路向西，微风扑面生爽，令
人心旷神怡，沿途所见，气象万千，
唯不见父辈常提到的西部荒凉。

胡春兄妹惊叹道：“山川变了
模样，要是父亲能看到今天的变化
该多好！”

据胡二牛的同事介绍，胡二牛
出生在山西阳曲，整个童年生活在
抗日烽火和解放新中国的战火中，
他痛恨外国侵略者，痛恨国民党反
动军队发动的内战，于 1955 年报
名参军，并被分配到帮助朝鲜战后
重建的志愿军某汽车连队学开汽
车。在老兵的教导培训下，胡二牛
勤学肯钻研，很快学会了开车，援
建结束后于 1958 年回国，其所在
部队被编入兰州军区某汽车团，后
转业到西藏自治区拉萨运输公司，
多次执行兰州——西宁——拉萨
的运输任务。1962 年，在对印自
卫反击战中，胡二牛又担负起支前
运输，将弹药、给养运往前线；1966
年，奉命筹建扎木运输公司，并在

之后的 23 年里，寒来暑往地奔跑
在川藏线上，与同行的藏族兄弟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一起过然乌
沟冰川地带、怒江天险、72 道拐，一
起翻越东达拉山、剪子山、高尔寺
山、折多山、二郎山……

“以前常听父亲说，那时运输线
长，几乎没有运输站，饿了就吃自带
的糌粑、冻干馒头；困了，就裹着大
衣在驾驶室眯一会；冻醒了，再继续
开车前行。”胡春兄妹回忆说。

在泸定县城，胡春兄妹参观父
亲当年住过的泸定运输站、泸定桥
陈列馆，接受红色洗礼。在那里，
他们聆听了解说员讲述太平天国
翼王石达开兵败大渡河覆灭的故
事，瞻仰了红军飞夺泸定桥的伟大
壮举。“看着大渡河桥上的铁索，我
们似乎闻到了当年的硝烟味。”拜
谒凭吊了革命烈士，胡春兄妹想起
了父亲的教诲：信仰力量无穷，是
战胜千难万险的力量源泉！

在波密县扎木镇，胡春兄妹看
到了儿时记忆中高高的水塔，他们

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感动得
热泪盈眶：“这水塔是当年扎木最
高最挺拔的建筑，它见证了老四队
人的创业史。”告别水塔时，胡春兄
妹在水塔下面带走了一抔泥土，他
们要带回去让父母感受西藏泥土
的芳香，并大声喊道：“父亲母亲，
我们为你们圆梦了！”

这就是几代人的西藏情结，当
年西藏物质生活是那样的匮乏，生
活条件是那样的艰苦，可西藏还是
他们魂牵梦绕的地方。

就在胡二牛离开西藏后的几
十年，中央先后召开了 6 次西藏工
作座谈会，加大援藏力度，对西藏
工作作出了战略性的长远规划部
署，全国各族人民大力支援西藏建
设，西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与
发展，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而今西藏社会安定，政通人
和，欣欣向荣，胡二牛当年跑的扬
灰路变成了宽阔平坦的现代柏油
路，许多高山险路也被长长的隧道
所代替，可谓天堑变通途。

我区基本具备实施

高原山岳救援能力

■赵克忠 本报记者 杨小娟

一次特殊的旅行
——胡二牛子女代替父亲的西藏圆梦之旅

本报狮泉河电（记者 王香香 通讯员 张拴
根）近日，中国中医科学院巡诊专家们从北京
出发，跨越 4500 余公里，奔赴西藏阿里边境管
理支队机关及各基层单位，为驻守在边境一线
民警进行健康巡诊，及时掌握民警的身体健康
状况，有效预防各类疾病的发生。

记者了解到，此次巡诊涵盖内科、外科、甲
状腺、腹部 B 超、针灸、睡眠质量咨询等多个项
目。巡诊专家们边吸氧边会诊，对在巡诊中发
现的如心血管系统疾病、高血压和高尿酸等高
原病患者，及时给出针对性的治疗建议，开出
中药处方，督促患者尽快进行医学干预。

“没想到支队会带着医生‘找上门’为大家
进行巡诊，刚好最近感觉胃不舒服，这下巡诊
彻底让我放心了。”驻守在海拔 4650 多米的巴
嘎边境检查站教导员周强说到，他到阿里地区
近 13 年，此次巡诊团队的到来让他欣喜不已，
也让他在阿里高原驻扎点享受到全面健康检
查的“待遇”。

据悉，阿里边境管理支队所属基层单位点
多、线长、面广，从阿里地区境内的马攸桥边境
检查站到多玛边境派出所泉水湖执勤点，跨度
800 多公里；从普兰县霍尔边境派出所到札达
县底雅边境派出所，海拔落差 2000 多米。多
个基层单位常年驻扎在边境村镇或无人区，往
返各驻扎点需翻越数十个高山和达坂，含氧量
不足内地的 50%，心肺增大、胆肾结石、血液粘
稠等多种疾病，成为影响民警身体健康的最大
威胁。

“通过此次巡诊，对各种疾病起到了早发
现、早治疗、早康复。同时，为准确掌握民警健
康状况提供了可靠依据，确保了长期战斗在执
勤一线的民警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增强了民
警扎根高原、驻守边疆的信心和决心。”阿里边
境管理支队支队长马自防介绍道。

本报萨嘎电（记者 汪纯）萨嘎县人民
法院创新执行方式方法，规范执行行为，
加大执行力度，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和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今年上
半年，萨嘎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共受理执行
案件 48 件，执结各类案件 39 件，发放案
款 91.55 万余元，保全到位 97.40 万余元。

改进执行作风，落实司法为民。为打
通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兑现的“最后一公
里”，保障申请人合法权益，切实减轻申请
人负担，萨嘎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始终践行

“司法为民”理念，为涉及年老体弱、行动
困难、农民工、抚养费以及交通不便地区
的申请人提供上门服务，第一时间发放案
款。同时开展以案宣传，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结合办案中的工作经验，通过具体的案
件，详细给农牧民群众讲解执行相关法律
法规，引导广大群众学会伸张正义、兑现

权益。
运用数字化，助推执行工作。大力依

托网络查控系统，针对有能力履行而不履
行的被执行人财产，通过四查程序进行有
效查控；深入线下查找被执行人及其财产
线索，依法采取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申请临控、查封财产等强有
力的措施，促使其主动履行生效裁判所确
定的给付义务，确保案件得到及时执结。

规范执行行为，营造诚信社会。萨嘎
县人民法院执行局以人为本，依法打击规
避执行行为，本着教育引导为主、惩戒惩
罚为辅的工作思想，对被执行人进行思想
教育和法律释明工作，讲清执行风险隐患
等方式，提升案件和解率与自动履行率，
为营造诚信守法的社会奠定法律基础。

萨嘎县人民法院

让执行有“力度”更有“温度”

中国中医科学院

跨越4500余公里 为藏北

高原戍边民警送健康

图为萨嘎县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走村
入户进行法治宣传。 本报记者 汪纯 摄

图为志愿者在拉萨市青少年实践基地指
导小朋友们捏橡皮泥。

7 月 30 日，“喜迎二十大 强国复兴有我”主
题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暨中国志愿服务联
合会西藏志愿服务项目孵化基地揭牌仪式在
拉萨举办。

本报记者 洛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