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拉萨讯（记者 王杰学）在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暨人民检察制度创立 90 周

年之际，近日，拉萨市人民检察院党建厅、检史厅正式开馆。

开馆仪式上，拉萨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马军在致词

中说，全市检察机关和检察干警要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强大的

信仰力量，坚持检察机关政治定位，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努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扛起服务拉萨长治

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和检察责任。要在

党史和检史学习中提升政治领悟力、在担当作为中提升政治

鉴别力、在实践运用中提升政治执行力，以更加昂扬的精神

状态和奋斗姿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

平正义。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多吉希望，要充

分发挥好党建厅、检史厅作用，将其作为重要的红色基因库，

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西藏的故事、检察的故事、先进

英模的故事。要把抓好党史学习教育、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焕

发的政治热情，转化为检察队伍对党忠诚、履职尽责、担当奉

献的实际行动，通过检察履职主动服务新发展格局、顺应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提供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

司法产品和丰富的检察产品，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检察

业绩，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

居乐业贡献检察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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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着前辈的足迹继续向前
——记陆军第九五五医院跨省寻访老党员
本报记者 王杰学 本报通讯员 熊友星

拉萨市人民检察院党建厅、检史厅开馆

察雅县人民法院

高效结案获锦旗

“很感谢老百姓，军民关系不是一句话，

是靠实实在在奋斗出来的、建设出来的！对

不起啊，我很激动。”原 75 医院副院长、74 岁

的杨东北在回忆他们为驻地百姓巡诊治病

的历史时数次哽咽。

在建党 100 周 年 及 党 史 教 育 推 向 深 入

之际，陆军第九五五医院党委成立探访小

组，多方找寻老党员等退役老同志联系方

式，由政委邓洋带队深入四川追寻前辈足

迹 ，挨 家 挨 户 登 门 拜 访 探 望 ，听 他 们 讲 党

史、讲院史，共同追忆他们扎根西藏、建设西

藏的流金岁月。

三本证书和一本回忆录

探访的首站来到的是居住在成都的杨

东北家。他的爱人、74 岁的尹桂芳也曾是

九 五 五 医 院 的 建 设 者 ，入 伍 就 在 外 科 工

作。杨东北 1963 年入伍，1965 年进藏，1990

年 转 业 离 藏 ，曾 参 加 1973 年 甘 孜 抗 震 救

灾、1989 年江达炭疽病救治等多项任务，荣

立过三等功。

“回到地方后我闲不住，在部队忙习惯

了，总想干点事，继续发挥余热，现在我还担

任老年大学的英语班和电脑班教员，和学员

们交流电脑的使用，以及 PS、PR 等软件的操

作。”当干事刘启亮正在惊讶眼前的这位满头

白发的老同志怎么电脑还用得这么熟练时，

杨东北似乎看出了大家的疑惑并作了解答。

他随即拿出三本红色封面的证书一一翻开，

“成华区优秀共产党员（2018 年）”“2016 年示

范党员”“2011—2012 年度优秀共产党员”这

几行大字赫然映入眼帘，形成很强的视觉冲

击。虽然这仅仅是三本证书，但说明和见证

了老前辈、老党员是如何退役不褪本色，是如

何不变初心、砥砺前行。

正当邓洋向杨东北介绍医院发展近况、询

问医院以前情况时，老人家拿出来厚厚一本

《风雪高原六十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十

五医院回忆录》。这是退役的老同志们为了铭

记医院光荣而不易的过去、为后人留下的珍贵

历史资料，前些年在杨东北的牵头倡议下，自

发组稿、自费编撰的回忆资料。回忆录从医院

如何组建一直写到各个历史时期医院的发展

变迁，汇聚了几十位退役老同志的心血，内容

丰富而全面、真实而客观，体现了他们对党的

事业充满热忱，以及对部队和西藏的深厚感

情。

“老百姓跟我们的感情很好，走到哪儿都

感到特别安全。有一年炭疽流行，死亡率很

高，我带队到一个 5000 多人的卡贡乡负责传

染病防控，没有一个人因病死亡，老百姓都特

别信任我们，最后甚至不愿意让我们离开。

当时住的是马棚，每天 5 点过起床，然后巡诊

给老百姓看病，因为炭疽病的原因不能骑马，

很多地方没有路又不能开车，只能徒步，一走

就是一两个小时……”回忆起过去，杨东北满

脸激动。

“ 这 是 当 时 我 们 在 医 院 工 作 的 时 候 做

的，用了几十年，搬了很多次家都舍不得丢，

有太多的回忆和太深的感情！”临走时，两位

老人还拿出三把木椅给探访组看，“那个时

候条件比现在苦，用电，需要自己白天发电，

晚上点马灯；吃水要到澜沧江的上游去挑，

制剂输液用水也是自己净化蒸馏，工作人员

自己试用，无不良反应才敢用；休假没有客

车，乘坐的是敞篷大卡车，快的五天，慢的十

天半个月……”

邓洋听罢握着杨东北的手说：“在党中

央、习近平总书记英明带领和一辈辈老同志

的不断努力下，现在条件一天比一天好，生活

也方便多了，在工作上我们会加把劲更进一

步，相信以后医院的变化进步会更大！”

本报昌都电（记者 周婷婷）近日，察雅县人民法院收到一

面写有“廉洁奉公、真诚为民、惩恶扬善、立案神速”的锦旗，

当事人罗某对立案庭干警依法立案、为民办实事的工作作风

及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表示由衷的感谢。

据了解，当事人罗某是察雅县某汽修厂的经营者，他每

年起诉到察雅县人民法院的修理合同纠纷案件较多。每个

案件中，察雅县人民法院立案庭干警都会第一时间联系被告

以诉前调解的形式化解矛盾，联系被告确有困难的，也会在

第一时间登记立案，以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当事人罗某为了

感谢察雅县人民法院立案庭耐心细致的服务，专门送来了一

面锦旗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在察雅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工作流程、窗口服务

“六个必须”等均已全部上墙。对于立案材料齐全的，立案庭

干警均做到一次性告知并当场登记立案。大力推进多元化

解矛盾纠纷工作，与县司法局设立法律援助服务站并建立诉

调对接工作机制，使民事案件能够从源头化解矛盾，确保群

众行使更为广泛的程序选择权，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同时，

开通了网上立案，使涉诉群众能更加方便、快捷办理立案，受

到了群众的好评。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

入开展，增强党员干警的党性观念、历史使命感和司法责任

感，日前，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全体党员干警举行重温

入党誓词集体宣誓活动。

图为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党员干警重温入党誓词。

本报记者 周婷婷 摄

图为杨东北讲起过去时几度哽咽。

本报拉萨讯（记者 旦增旺姆）近日，受连续降雨的影响，

墨竹工卡县唐加乡境内乡村道路出现积水、坍塌等现象，多

处发生泥石流、造成部分道路受阻，一些路段车辆无法通行，

多辆车陷入泥坑中。

为扎实做好防汛抢险救援工作，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轻

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灾情发生后，

墨竹工卡县公安局按照《应对极端天气自然灾害应急工作预

案》立即组织民（辅）警开展应急保畅通工作，并赶赴现场救

援受困车辆。抢险救援现场，民（辅）警迅速引导附近的车

辆、群众撤离至安全地带，同时对受灾路段实施交通疏导和

管制，确保救援车辆顺利实施救援，避免其他车辆误入危险

路段。

在道路被泥石流淹没、淤泥没脚难行的情况下，为保障

广大群众的财产安全，救援民（辅）警不顾个人安危，立即拿

起救援设备进入泥沙中，救援被困车辆，获得了群众一致认

可。

经过 3 个小时的及时抢通，泥石流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

畅通，此次泥石流、塌方等灾害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长期以来，墨竹工卡县民（辅）警在抗击泥石流等灾害

中，依托对辖区人情地物的了解，果断决策、连续奋战，成功

处置了多起泥石流灾情。

墨竹工卡县公安局

全 力 抢 险 保 畅 通

李生智老人曾是医院院长，虽已 95 岁，

听力不是很好，但仍精神矍铄。88 岁的妻子

杜含芳曾是医院内科主任，4 个子女有 3 人都

曾在医院工作。

走进李老的家，李老的爱人和子女、女

婿等早就在家热热闹闹围了一大圈，对医院

此次探访很是期待。

“医院为什么不叫‘75’了？是不是不在

了？”面对老人关切的疑问，邓洋凑近老人耳

畔：“医院还在的，只是改了一个名字而已。”

老人的女婿解释：“虽然只是改了个名字，但

老人对‘75’这个名字感情太深。”

见老人听力确实不好，邓洋找来一支笔

一个本子，用文字和老人交流，他还翻出手

机照片，一张一张给老人介绍着医院现在的

样子和建设情况。老人在本子上看到邓洋

写下医院近况和对老人感谢的话，脸上露出

欣慰而慈祥的笑容，他也用笔慢慢写着想说

的话，还问着来访同志的姓名。

“我是医院政委叫邓洋，这是政治工作

处副主任叫熊友星，这是我们的干事叫刘启

亮。”在邓洋写着名字的同时，老人女儿李杜

梅介绍着说，“老人家虽然 90 多岁了，但仍然

坚持写日记的习惯，基本上每天都要写，他

可能要把你们的名字写到日记里面去。”

探望快接近尾声，老人 70 岁的大儿子李

逢春从卧室拿出了一张信笺纸，“你们能来

看我们，说明部队和单位没有忘记我们，心

情非常激动。这是我 1967 年在医院写的一

首词，送给医院，我给你们读一读，‘雪化沧

江，影影群山……春临能醉？’”词的名字叫

《沁园春·迎春》，李逢川老人饱含感情地为

大家朗读了一遍，好似又回到了医院旁边的

澜沧江畔。

最后，在李生智老人的授意下，医院老

中青 3代、新老兵 8人来了一张跨越世纪的合

影：最年长的兵出生于 1926 年，他们那一代

见证了上个世纪医院的新生组建和创业艰

辛；最年轻的兵出生在 90 后，我们这一代见

证了医院的改革重塑和创新图强。

据悉，探访组此行还看望了在西部战区

总医院住院的 96 岁高龄的原 75 医院第三任

院长杨德昇（瓦弄战役野战医院院长），总共

对邓开元、康定轩等 12 位老同志进行了探访

和学习。

老同志们年龄大多在 70 岁以上，80 多岁

居多，但他们一谈到西藏，一见到老单位的

同志，都十分激动振奋，言谈举止之间体现

出对部队的深厚感情。

探 访 小 组 也 通 过 此 行 ，挖 掘 到 内 容 丰

富、底蕴深厚的党史教育素材，并形成教育

片组织官兵观看学习，达到预期效果。

“我们不仅要自己学，还要带回去大家

学。我们要通过这样的行动，教育官兵不忘

初心、铭记党史、懂得珍惜和感恩，现如今的

一切来之不易，切实传承好老一辈留下来的

过硬作风和优良传统，真真正正对得起人民

重托、经得住历史检验、负得起使命责任，认

认真真做好党领导下热爱人民、能打胜仗的

忠诚战士。”邓洋说。

（本文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王杰学 本报

通讯员 熊友星 摄）

陈宜彬已 86 岁高龄，曾任医院副院长、

原成都军区总医院药学部主任、中国药学会

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委员、解放军药学会理

事、四川省药学会理事、药剂专委会常委，以

及成都市和原成都军区多类药学专业职务，

还曾担任《解放军药学》《中国药房》《药学实

践》《西南国防医药》等杂志编委。家属陈世

容 77岁，也曾在医院工作，是外二科护士长。

一走进陈老的家，两位老人便给探访组

一行递来一杯咖啡、一杯茶水、一支雪糕，陈

世容老人也陪着大家吃起了雪糕，让人感受

到老人生活的“年轻态”和对来访者的热情，

更让人感受到他们对老单位的深厚情谊。

“同志们有机会要多实践，不要怕累、怕

苦，我们原来内二科的张鹏山主任给了我很

深的印象。他是原来三医大的高材生，他在

执行任务、救治病人的时候专心致志，在给

病人查体的时候非常认真，用他老师的话

讲，在他查体的时候你用棍子敲他他都不知

道。这样的大夫，很是受人尊敬。”

陈 老 掩 饰 不 住 内 心 的 激 动 ，继 续 说 ：

“1959 年，传染科护士长余小福，随部队在扎

木剿匪的时候，匍匐到一处灌木丛旁救护一

名重伤员，伤员因疼痛喊出声音暴露目标，

敌人一梭子机枪打过来击中余小福，余小福

壮烈牺牲。”“在我一生当中，给我印象最深

刻的还是在 75 医院 30 年，在西藏的 30 年，很

难割舍这种情愫，我真心地希望现在九五五

医院的同志们热爱西藏、热爱边疆。什么叫

做岁月静好，实际上是有那么一部分人在负

重前行！”

陈老年纪虽大，但还不忘把自己总结的

工作经验传授给大家：“现在有的同志可能

觉得科研命题很不好找、很难，其实很直观，

简而言之来说，什么是你们的命题呢？就是

现在所发表的知识和你自己拥有的知识，对

你所面对的问题不能够覆盖、不能够得到解

释，它就是你的研究课题。”

临走前，陈老非要将自己的一幅画“岁

寒三友”赠送给医院，以对后辈鞭策激励，还

极力挽留探访组吃晚饭：“新兵吃老兵是我

们过去好的作风和传统。”大家不约而同地

笑了起来。

“老人家要保重好身体，感谢你们对医

院作出的卓越贡献。请你们放心，我们会撸

起袖子加油干，把医院建设得更好！欢迎你

们和后辈有时间回家看看。”邓洋和老人的

眼眶都充满泪花，依依不舍地道别。

咖啡、茶水和雪糕

一个本子一首词和一张合影

图为在陈宜彬（左二）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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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子娇小的旦增措姆，今年 27 岁，是左

贡县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助理。初次见她

时，很难将眼前这位女子和“女汉子”联系在

一起。

不过，旦增措姆倒是从不介意大家称呼

她为“女汉子”。从高中开始，旦增措姆就逐

渐表现出了“女汉子”性格。

那时旦增措姆还在读高二。有一天，村

委会的老仓库着火了，眼看火势越来越大，

她拎起水桶毫不犹豫地就往现场奔去，也不

顾身后父母的劝阻和呼喊，而与她同龄的其

他孩子却躲在自家屋里避难。

像这种危急的事情，旦增措姆经历得还

不少。大二的时候，念警校的她到派出所实

习。有一天，派出所接到报警，两伙人因为

赌博起了纠纷，而且还发生了持刀砍人事

件。旦增措姆同民警赶赴现场后发现，有人

已经受伤倒地，她随即和民警把伤者扶上警

车送往医院。事后，旦增措姆才发现，她的

衣服、手臂上都沾满了血。

真正的考验还是在旦增措姆大学刚毕

业那一年，那时她在便民警务站工作。警

务站接到报警，有人持刀在某大院内挥刀

砍车。她和两名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

置。

“ 那 真 的 是 在 搏 斗 ，说 不 害 怕 那 是 假

的。”旦增措姆当时手持执法记录仪现场取

证，菜刀突然就“飞”到了她脚下，着实吓了

一跳。

虽然在工作岗位上旦增措姆一直表现

得像个“女汉子”，但是在生活中，这位“女汉

子”却是十分柔情。

有一次，旦增措姆在去县政府送文件回

单位的路上，看到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坐

在街道旁边。见此，她立马去超市买了些吃

的和喝的送给了这位老人，尽自己所能帮助

老人。

还有一次，旦增措姆和同事下班后在河

边散步，她看到河边上有一位老奶奶和一个

7 岁多的小姑娘在洗衣服。看到小姑娘光着

脚丫，旦增措姆就问她鞋子去哪了，小姑娘

害羞地说，鞋子已经洗了。旦增措姆走过去

一看，小姑娘平时穿的鞋子已经破烂不堪，

连鞋垫和袜子都没有，很是心疼。她拿起小

姑娘的鞋子看了看尺码，让小姑娘在原地等

她，就去买了双鞋子和袜子送给小姑娘。

后来，旦增措姆考上了左贡县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一职。工作环境变了，但她认真做

好每一件事情的态度一刻未变。未来的路

还很长，相信旦增措姆会一如既往一步一个

脚印地从一个台阶迈上更高的台阶。

“女汉子”法官助理的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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