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海拔 4560 米的羌塘草原腹地，有这么一群可爱

的人，他们用青春和汗水守护着“折翼天使”们的读书

梦想。

在这里，51名藏族教师、12名汉族教师和 1名纳西

族教师，近 8 年来，像父母一样，陪伴、呵护着 191 名视

障、聋哑、智障和多重残疾学生。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那曲市色尼区扎空路的特殊

教育学校，校园面积虽不大，但设施齐全、洁净宽敞、

温馨和谐。

“掌握了藏语，沟通起来方便多了”

“阿妈吉姆，‘该睡觉了’的藏语怎么说？”“阿妈吉

姆，‘洗脸’的藏语怎么说？”……每天，这样的请教在

吉姆看来早已稀松平常，她也乐意帮忙。

在藏北，汉族教师授课最大的瓶颈就是语言。对

此，王凤娟、杨文辉两位老师体会最深，“以前我们在

索县教书，勉强能用当地方言讲课。到了那曲市，有

些表达就用不上了。”

今年 45 岁的吉姆，原来在当地一个小学教藏语。

入职特殊教育学校后，她发现汉族教师大多不能顺畅

地与学生沟通，“这里的孩子本身就存在各种障碍，语

言不通成为师生相处的又一个困难。掌握了藏语，他

们沟通起来就方便多了。”

从那时起，吉姆就下定决心要在汉族教师中普及

藏语。“藏语就像桥梁，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吉姆说。

从此以后，课堂、食堂、宿舍和办公室都成了吉姆教学

的场地，汉族教师们学得非常认真，进步也很快。

如今，13 位汉族教师里，藏语基础较好的王凤娟、

杨文辉两位教师已经能够熟练使用那曲方言与学生

们沟通，其他汉族教师也掌握了一些日常交流口语。

“他们也是我的孩子呀”

“从没想过自己能够考上大学。”今年 22 岁的珠

扎，是南京特殊师范学院大四学生。可就在几年前，

他还在失明的痛苦中挣扎着。

2012 年，珠扎因一次意外造成双目永久性失明。

进入特殊学校后，他常常情绪不稳，有时大喊大叫，甚

至动手打人。王凤娟得知后，及时对他进行心理干

预，同他分享励志故事，并注重挖掘他的文艺才能。

2016 年，在王凤娟的指导下，珠扎通过了盲人高考，圆

了“大学梦”。

如今，珠扎已成为一 个活泼开朗的青年，对未来

充满信心。他告诉记者，毕业后想回母校，像王老师

那样做一名特殊学校教师。

来自色尼区的次仁央金和洛桑赤成姐弟俩，在

2013 年初就被送进特殊学校。由于他们是智力障碍

儿童，生活上无法自理，在课堂尿裤子是常有的事。

为了不让他们尿裤子，王凤娟会定时帮助他们上

厕所；孩子们不会自己吃饭，王凤娟会一遍又一遍给

他们演示；在宿舍值周时，王凤娟会为他们洗脸洗脚，

并清洗他们弄脏的衣物……

经过 7 年的精心培养，姐弟俩有了很大进步：姐

姐会一点手语，见到老师还能说出“老师”“阿妈”等

词语；弟弟会按照老师的指令做事，还能够自己叠被

子、上厕所……看到孩子们的成长，家长握着王凤娟

的手，连声道谢。王凤娟却说：“他们也是我的孩子

呀！”

“他就是那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提起次旦卓嘎、杨文辉夫妇，那曲市特殊教育学

校的师生们有说不完的故事。

2014 年的一天，次旦卓嘎的朋友来那曲市出差，

于是相约外出吃饭。平常饮食清淡的次旦卓嘎，由于

多吃了几口红烧肉，回到宿舍后，胆囊炎复发，腹痛难

忍。此时，住在对面的杨文辉刚好有事过来商量。看

到她面色发黄、浑身无力，杨文辉二话不说，抱起次旦

卓嘎就往外冲。医院病房里，杨文辉一夜的悉心照

顾，让次旦卓嘎深受感动。那时，她就认定，眼前这个

人就是那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就这样，两颗火热的心紧紧连在一起。恋爱两

年、结婚五年，他们始终相敬如宾、相爱如初。次旦卓

嘎的藏式点心常常成为杨文辉不可或缺的小零食，杨

文辉的青海面食也深得妻子芳心。

事后，有的老师调侃道，那是一盘红烧肉引发的

爱情故事……

2014 年，那曲市特殊教育学校在民族团结方面表

现突出，被评为“那曲地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对此，校长次仁拉姆很有感触，她说：“如果将我们学

校比喻成树，那么师生就是树的根。这棵树枝繁叶

盛、常青不衰，是因为她扎根在民族团结这片沃土上，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沃土，才能让特殊教育事业满园桃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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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结 似 沃 土 ，育 出 桃 李 艳
—记守护“折翼天使”的那曲市特殊教育学校
本报记者 张宇

本报拉萨7月 5日讯（记者 潘璐）7

月 3 日，全国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

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会议

就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

神、落实国务院专题会议要求、动员部

署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

坚决遏制新增乱占耕地建房行为，作

出具体安排、提出明确要求。

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

姜杰出席西藏分会场会议并讲话。

姜杰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耕地保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

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耕地保护是关乎

14 亿人吃饭的大事，容不得半点闪失，

要坚决遏制农村乱占耕地建房这一乱

象。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耕地

保护工作以及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

整治工作，各相关部门提早开展了我

区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的基础

工作，初步摸底了全区违法占用耕地

的基本情况，草拟了相关工作方案，取

得了一些基础性成果。

姜杰强调，自治区各地各相关部门

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充分认识农村乱占耕地建

房问题的复杂性和治理工作的艰巨性，

不断增强做好我区农村乱占耕地建房

问题整治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以强

烈的政治担当、坚决的斗争精神，采取

有 效 措 施 整 治 农 村 乱 占 耕 地 建 房 问

题。要以坚定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把

握好工作进度和节奏，明确责任主体，

加强部门协作，强化监督执纪，注重保

障农牧民权益，坚决遏制新增农村乱占

耕地建房行为，依法依规、有力有效开

展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确

保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按时保质保量完

成好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任务。

全国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

整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姜杰出席西藏分会场会议

本报拉萨 7月 5日讯（记者 郑璐）

近日，记者从 2020 年我区残疾人求职

者求职面试礼仪培训班上获悉，截至

目前，我区共有 34 家区直党政机关、事

业单位、国有企业和中直系统单位计

划招录 90 名残疾人，提供 23 个工种、90

个岗位，其中提供高校残疾人毕业生

岗位 32个。

自治区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

郑昌顺说，为帮助我区残疾人求职者

搭建就业平台，达到就业保民生、就业

促小康的目的，6 月 29 日，自治区残疾

人就业服务中心举办了残疾人求职者

岗前求职面试礼仪培训，170 多名残疾

人求职者参加了此次培训。“我们将和

用人单位有计划地开展‘一对一’职业

介绍和面试应聘服务，希望每一位残

疾 人 朋 友 都 能 应 聘 到 称 心 如 意 的 工

作 ，用 双 手 创 造 属 于 自 己 的 幸 福 生

活。”

21 岁的参训者索朗罗布毕业于西

藏职业技术学院。他告诉记者，之前

因为身体原因，对自己没有信心，也曾

抵触过面试，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工

作。“这次培训，让我对面试有了进一

步的了解。我会逐渐树立信心，在接

下来的求职面试中，努力找到合适的

岗位，顺利就业。”

我区 34家单位计划招录 90名残疾人

在类乌齐县吉多乡格然多村，有这么一名

宣讲员。他用身边的小故事讲述大道理，党的

理论政策在他口中变身通俗易通的“大白话”，

既“接地气”，又“冒热气”。

这名宣讲员名叫扎邓，是格然多村党支部

书记。

2018 年 5 月，扎邓被聘为自治区“四讲四

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宣讲员。两年来，他在

吉多乡 5个行政村宣讲了 30余场次。

每次宣讲，扎邓都以群众非常熟悉的“脱

贫”话题作为切入口，用小故事反映大背景。“现

在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我希望通过我的宣讲，

能让更多的群众明白惠从何来、惠在何处、惠有

多少，让更多的村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起初，扎邓觉得宣讲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

情。“那时，每逢开宣讲会，就有个别村民找借

口请假。他们认为宣讲的政策都是虚的，不相

信这些政策会得到落实。”

对此，扎邓开始反思自己的宣讲方式。他

不再照本宣科，宣讲前会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去理解“四讲四爱”的内容和相关政策，积极收

集身边凸显正能量的小故事，用村民喜欢的

“大白话”、小故事开讲，举例子、作对比，帮助

村民算清楚收入账、政策账，让村民明白“惠从

何来、恩向谁报”。

务实是扎邓的一贯工作作风。自 2014 年

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他带着村民成立蔬菜种

植合作社，兴办集体超市，积极为村民脱贫摘

帽谋出路，是村民信赖的致富带头人。2018 年

底，格然多村实现全部脱贫。

这种务实，也体现在扎邓的宣讲中，那就

是“政策宣讲，不落一人”。

2019 年 4 月的一次宣讲，恰逢村民贡秋丁

增的妻子在医院分娩，他们请了假。一星期

后，听说贡秋丁增一家回来了，扎邓立刻骑上

摩托车，走了 6公里山路，前往贡秋丁增家中。

在看望贡秋丁增一家后，扎邓又用了两个

多小时，把宣讲会上讲过的政策法规一一复述

给他听。“这次宣讲会上有很多惠民政策和相

关法律，他缺席没什么，可是他家要是因为不

知道政策而吃了亏，那就是我的责任了。”

脱贫户贡秋旺加也有过这种“一对一”的

“补课”经历。他说：“扎邓每次来我家，从感党

恩、扶贫政策到讲卫生，什么都讲。我记得最

清楚的是他跟我说，只要勤快点，靠自己的双

手，我们家的生活会越过越好，这话我信！”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通过一次又一次的

“四讲四爱”宣讲，扎邓看到，村里的矛盾纠纷

少了，邻里相处更加和睦，村庄更加干净整洁，

愿意出去打工做生意的人多了……格然多村

正发生着喜人的变化！

“四讲四爱”宣讲员扎邓：

“ 大 白 话 ”讲 透 政 策
本报记者 陈志强 万慧

“快去通知央金老阿妈，他们又来免费看病啦！”

居住在拉鲁社区的居民巴桑卓玛，得知功德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又在居委会开展帮扶义诊活

动，连忙让丈夫去通知邻居。

下午三点左右，陆续有居民走进拉鲁社区居委

会，他们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步伐缓慢，其中很多

人患有高血压、高血糖、风湿病等慢性病，需要常年看

病吃药。

为了把健康送到辖区居民的身边，进一步推进家

庭医生签约工作全覆盖，功德林街道卫生服务中心通

过开展“送医送药送健康·签约服务进家庭”为主题的

巡回诊疗活动，组织藏医、西医、护理等多类型医护人

员为拉鲁社区广大基层群众、特别是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群众提供疾病诊疗、康复指导、健康教育、义诊、巡

诊、转诊等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

义诊活动现场，在全科医生德吉白玛的指引下，

周围的群众纷纷跟随做着拍手、按摩头皮四肢、转动

肩颈等动作。

“转了一下舒服多了，现在用手机比较多，还是要

好好保护颈椎。今天医生讲的保健知识很有用，我以

后要经常照做。”居民措姆说。

随后，德吉白玛又围绕常年慢性病防治、婴幼儿

营养保健服务等内容，开展藏语宣讲，亲切的话语和

生动的示范教学让在场群众频频点头。

“阿佳啦，哪里不舒服？”

“平衡针已经扎完了，您再活动一下腿看看？”

“平常要让宝宝均衡饮食，这样才能促进他的生

长发育。”

义诊活动现场，医护人员齐上阵，有的为居民测

量血压、问诊把脉、发放药品、保健手册、婴幼儿营养

包等，有的为居民详细讲解卫生政策，进行血压、血糖

监测，并针对监测结果给出各项建议，或进行一些简

单的治疗等，得到居民的一致好评。大家纷纷表示，

在家门口就能免费看病，还有专家给予细致的用药指

导和健康咨询，真的是太贴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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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7月 5日讯（记者 潘璐）近日，全区市县（区）艺术

团主持人培训班在自治区群艺馆开班，来自全区各市地的 82 名

学员参加本次培训。

此次培训邀请 10 余名专家和学者，为学员讲授《语音基础》

《思维训练》《藏族服饰搭配造型设计》等课程，对学员的普通话

水平、职业道德、文化知识、举止仪表、应变能力、逻辑思维能力

等进行综合培养。

据了解，此次培训旨在不断提高我区基层主持人的专业水

平和理论素养，加强我区基层文化艺术队伍的综合服务能力，

促进我区群众文化艺术队伍的不断繁荣和发展。

全区市县（区）艺术团主持人培训班开班

本报拉萨 7月 5日讯（记者 姚闻）今年 5 月底以来，那曲各

地启动虫草采挖工作，中国移动西藏公司协同那曲分公司通过

基站扩容、新建临时站点、出动应急通信车、开展线路巡检、节

点发电、驻点服务等举措，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通信保障预案，全

面做好虫草采挖季应急通信保障和客户服务工作。

截至 7 月 2 日，中国移动西藏公司累计出动保障服务人员

3000 余人次、车辆 69 台次、油机 98 台次，确保各虫草采挖点和

群众驻地的网络通信畅通。期间，共计吸收话务量 4156.17Erl，

同比增加 42.25%；吸收数据流量 875.29T，同比增加 58.66%。

中国移动西藏公司

完成虫草采挖点应急通信保障

2020 年高考即将来临。7 月 5 日，拉萨中学高三学生在足球场上跳起欢乐的锅庄，他们通过这

种方式缓解高考前的紧张气氛。

图为拉萨中学高三（4）班班主任次旦朗加组织学生们参加课外活动，帮助大家释放压力，调整

心态，为考生们加油助威。 本报记者 潘多 摄
快乐减压

6 月 29 日至 7 月 5 日是全国公共机构第 30 个节能宣传周，今年的宣传主题是

“绿水青山，节能增效”。7 月 5 日上午，自治区组织公共机构在拉萨宇拓路开展了

一系列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倡导市民绿色低碳出行，共建美丽家园。

图为 5日上午，市民在活动现场参加手机扫码答题活动。

本报记者 李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