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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女子电抗兵：

“站夜岗的时候，能听到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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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查镇派出所

开展“大排查、大调研、大化解”活动

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马泉河边境检查站

举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快问快答”

扎囊县

“量身定做”让普法更趋“针对性”

扎囊县扎唐镇派出所

以“两心两建”党建品牌引领公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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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的那颗种子，时不时提醒着她：趁青春

年少，勇敢逐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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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抵达连队已经是傍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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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通一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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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尝试了第一次翻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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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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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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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等形式为连队营造文化氛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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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赵文慧 通讯员 扎西顿珠）为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扩展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成

果，近日，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马泉河边境检查站举办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快问快答”活动。

活动以“一问一答”形式进行，主要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相关内容为重点，全面考察民警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有关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活动期间，全站民警积

极回答问题，活跃的现场氛围极大地激发了全站民警的学习

热情。“快问快答”活动使全站民警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再次激发了学习全会精神的

热潮。

活动结束后，民警纷纷表示，将进一步深入细致地学习

领会全会精神，切实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以致用、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干工作的动力

和实效。

本报泽当电（记者 张宇 通讯员 张永杰）为扎实推动“枫

桥式”公安派出所创建工作，增强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理

解度和认同感，夯实公安基础工作，及时化解存在的各类矛

盾纠纷，全力做好建设平安加查工作，连日来，加查县加查镇

派出所深入辖区、走村入户集中开展“大排查、大调研、大化

解”活动。

活动中，民警结合入户走访、宣传防范等内容，深入基

层、深入工地、深入群众，开展“大排查、大调研、大化解”活

动。每到一户，民警通过发放安全防范宣传资料、警民联系

卡等，详细讲解防火、防盗、防电信诈骗等日常安全常识，并

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以及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新期待、新要

求，接受群众监督，并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按照“一人一策、一

事一档”逐一进行记录。

派出所负责人表示，派出所全体民（辅）警将以强烈的

政治责任感、坚定的决心、有力的行动、务实的举措完成此

次活动，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创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

治安环境。

截至目前，该派出所深入走访群众 400余户 1600 余人，了

解掌握群众诉求 36 条，排查化解劳资纠纷 1 起。通过开展此

项活动，进一步拓展了警民沟通的交流渠道，净化了社会治

安环境，增强了群众安全感，为辖区营造了和谐稳定的治安

环境。

本报扎囊电（记者 张黎黎）近年来，扎

囊县扎唐镇派出所充分发挥公安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倾

力打造忠心向党、全心为民、政治建警、规

范建所“两心两建”党建品牌，以党建引领

公安工作，提高整体战斗力。

忠心向党。扎唐镇派出所党支部党员

民辅警以“忠心向党”为根本信仰，坚决做到

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

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坚决听从党中央命

令、服从党中央指挥，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

洁、绝对可靠，紧紧围绕建党 100 周年、西藏

和平解放 70 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扎实开

展安保维稳工作、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党史

学习教育、“三更”专题教育，不断提升工作

能力，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护航经济

发展、维护社会安宁、保障群众安居乐业。

全心为民。扎唐镇派出所党支部党员

民辅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

坚定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以“群众少跑

腿、民警多流汗”为民服务理念，认真贯彻落

实上级“放管服”相关工作的通知精神，对群

众一次性告知、一次性办结，实现基层减负，

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和使命。对辖

区村居及外来务工人员开展上门办证、送证

上门服务，深入辖区村居开展摩托车、拖拉

机信息采集工作，为辖区群众办理加油卡。

户籍党员民警利用休息时间深入村居为五

保户老人办理身份证，为考生办理身份证。

看望慰问困难群众，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

群众身边。切切实实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暖民心，解民困”

的实际行动，把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落到

实处，不断提高执法办案水平，努力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件事情处理中

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政 治 建 警 。 以“ 政 治 建 警 ”为 根 本 统

领，通过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对全

所 范 围 内 开 展 了 一 次 革 命 性 的 锻 造 和 重

塑，筑牢政治忠诚、清除害群之马、整治顽

瘴痼疾、弘扬英模精神。不断纯洁公安队

伍，努力锻造一支有铁一般的理想信念、铁

一般的责任担当、铁一般的过硬本领、铁一

般的纪律作风的一流基层所队，为切实履

行好新时代使命任务提供坚强的政治、思

想和组织保障。

规范建所。以“政治建警”为根本抓手，

树立党和人民满意的“枫桥式公安派出所”，

以公安“四项建设”为主要内容，打造新时代

标准化派出所。以信息化为引领，深入推进

基础信息化建设，积极加强民警办公自动化、

警务综合平台等系统运用培训，提高应用水

平，逐步向“大数据、云计算”时代迈进。通过

“民警 App”“农交安”、暂住登记卡等信息录

入平台，第一时间掌握我所辖区的外来务工

人员、辖区各类交通工具、特种行业的信息。

以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为重点，努力提高执

法公信力，严格程序、流程、依法依规办案，落

实好“四个一律”办案场所要求。

本报扎囊电（记者 张黎黎）近日，扎囊县司法局针对基层

群众法律需求，“量身定做”普法方案，组织宣讲队深入乡村

开展普法宣传，把群众反映的“普法需求清单”变成“法律服

务清单”，用心用情回应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急难愁盼”问

题，着力提升普法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宣讲队结合当地方言，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生动案

例，围绕《民法典》新增内容以及与农牧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的婚姻问题、邻里纠纷、遗产继承归属等方面进行宣讲，并积

极解答农牧民群众关心的法律问题，让《民法典》真正走到群

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融入群众生活，积极引导农牧民群众

养成遇事找法、办事靠法、解决问题用法的良好习惯，努力把

法治“种子”播撒在每一个角落。

宣讲结束后，宣传人员走进村民家中，对群众关心的拖

欠务工、劳务运输费用等相关法律问题进行现场解答，指导

他们如何收集证据更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向村民发

放便民联系卡片，告知村民如果在生产生活中遇到需要帮助

解决的法律问题可以随时电话咨询。

通过为期 4天的《民法典》“大宣讲”进乡村活动，让农牧民

群众深切感受到了扎囊县《民法典》学习宣传“热”在基层的浓

厚法治氛围，点燃了基层群众学法守法用法的热情。此次活

动，共开展宣讲 14场次，发放普法宣传品 2500余份，并为 30余

名农牧民提供现场法律咨询服务，受教育群众达 3500余人。

记者了解到，扎囊县司法局还将结合不同节点，针对农

牧民群众的普法需求，紧密结合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向

基层群众送去不同内容的法治宣传，以实际行动助力扎囊县

法治乡村建设。

图为宣传人员走进田间地头，为村民们讲解相关法律知识。

本报记者 张黎黎 摄

近日，为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西藏日喀则边

境管理支队开展“宪法在身边”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宪

法宣传资料、展板等方式向群众讲解宪法相关知识。民警

结合边民群众的身边事，以案说法、以案释法讲解宪法赋予

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引导边民群众自觉运用法律法规来

解决问题。

同时，该支队通过线上、线下“两条路”，创新法治宣传新

思路，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零距离向群众开展普法教育。

“哪里人多去哪里”，西藏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用“摆地

摊”走进群众，用真心感染群众，用职责守护群众，让普法宣

传有了“烟火气”，他们“卖”出的是普法小知识，“收”回的是

群众的满意和放心！

图①：“摆摊”现场。

图②：支队民警给过往行人讲解法律知识。

图③：支队民警帮助群众下载“国家反诈骗”APP。

本报记者 赵文慧 本报通讯员 母丹 叶轶 摄

现 场“ 摆 摊 ”

送满满“干货”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