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防控，使命在肩，

心手相牵，勇往直前，

只为一方师生安全、一方校园安宁。

核酸检测、医疗救治、校园消杀、物资

保障、信息发布、宣传报道……西藏民族

大学校园疫情防控的每一条战线，都有人

敬业值守、默默奉献。无论是不分昼夜坚

守岗位的党员干部和职工，还是逆行的医

护工作者，抑或是忙前忙后为隔离师生送

物资、送温暖的志愿者，再或是安心居家隔

离、配合防疫工作的每一位普通师生……

校园里的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用自己的方

式奉献力量，齐心守护着幸福家园。

部署有力——
下好抗疫“一盘棋”

2021 年 12 月 26 日，西藏民族大学接

到了当地政府的函，函件表示学校新冠肺

炎 B 类、C 类密接人员 256人可解除集中隔

离。这一天是学校封控管理的第十个日

子，这无疑是一个鼓舞士气的好消息。

新 一 轮 新 冠 疫 情 发 生 以 来 ，西 藏 民

族大学党委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及

陕 西 、西 藏 两 省 区 党 委 、政 府 的 决 策 部

署，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

工作来抓，第一时间启动疫情防控应急

处突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

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实际行

动守护师生生命健康安全。

“截至 1月 11日，渭城校区 6轮、秦汉校

区 12轮全员核酸检测均为阴性。疫情防控

成效的取得，是全校师生万众一心、共同努

力的结果。为巩固来之不易的成果，我们

必须咬紧牙关，以‘我在阵地在’的勇气，慎

终如始抓好防控措施落实，一鼓作气打赢

疫情防控保卫战。”西藏民族大学党委书记

刘凯介绍说，西藏民族大学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 8个工作组，由校领导分片负

责，下沉一线、靠前指挥，保障各项工作有

序推进，有效确保了封闭管理措施到位、核

酸检测到位、后勤服务保障到位、思想教育

引导到位、教学活动安排到位。在西藏民

族大学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学校党员干部

和职工坚守岗位，后勤保卫人员以校为家，

青春学子分担抗疫工作，全校上下各司其

职，抗疫秩序井然有序。

坚实臂膀——
擎起抗疫“一片天”

非常之战，非常作风。抗疫期间，广

大干部职工值守防疫一线，用坚定的信

念和无畏的身影，点亮了战胜疫情的希

望之光，把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命担在

肩膀上。

咔 嗒 、咔 嗒 …… 时 钟 指 向 了 2021 年

的最后一小时。西藏民族大学疫情防控

办公室的谷伟刚和同事们还在忙碌着，这

是特别的跨年方式，也是他们坚守岗位的

常规方式。谷伟刚说，面对严峻的形势，

疫情办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时刻保持战

时状态，重要的事情不过夜，急事急报、特

事特办。

在采样间隙，她们有的跳舞取暖，有

的唱歌鼓劲，有的拍照留念……这是正值青春年华的“大白”展示

出的乐观瞬间。高苗苗是西藏民族大学附属医院核酸采样队的

领队。2021 年 12 月 17 日，她们接到采集核酸的任务，成为第一支

出现在校园里的“大白”。在凛冽的寒风中，她们的面屏不断被水

雾蒙住，双手冻得僵硬红肿。为了避免交叉感染，每检测一位人

员就需要对双手进行消毒，消毒水涂在手上十分冰凉，她们的手

很快就冻到没有知觉。“坚持，坚持……”同事们相互鼓励。即使

此时她们贴在脚上的“暖宝宝”已经没有了温度，双脚被冻得麻

木，但她们的眼神依然坚定。

她们是母亲、是妻子、是女儿，也是班主任、辅导员。关键时刻，

她们在这些角色中选择了后者。西藏民族大学辅导员陈蕾在秦汉

校区封校管理时入住学生公寓。从核酸检测、思想教育、日常管理、

心理疏导到困难帮扶、危机处理，她都恪尽职守。她关注着每一名

学生，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扛起守护学生安全的责任。

医生、教师、行政人员、辅导员、班主任、炊事员、消杀员、保洁

员、保卫、宿管人员、司机、后勤服务人员......这场“大考”考验着每个

人的责任与担当。广大校园“疫”线工作者，站好自己的岗、做好自

己的事，用真情帮助学生，用行动传递温暖，尽全力将防疫工作落地

到位。

点亮青春——
扛起抗疫“一肩担”

“作为学生党员，我们要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发扬无私无畏的精

神，用青春书写奋斗，用行动淬炼初心，为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作

出积极贡献。”新闻传播学院广电专业学生党支部学生党员按在请战

书上的十二个指印鲜艳且坚定，这是青年面对疫情的铮铮誓言。

从上午 11点到晚上 8点，在温度低至零下的大雪气候环境中，以

部队生为主的财经学院校园护卫队，为秦汉校区师生进行核酸检

测，布置检测点，开展身份验证和维持现场秩序等工作。面对疫情，

30 名退役军人主动请缨，退伍不褪色，不怕苦能吃苦，带头奋战在防

疫第一线。

“帮忙拿一下复印资料，谢谢。”“帮忙取一个快递，谢谢。”“不谢

不谢，我们应该做的，你们在宿舍放平心态……”“有什么需要可以

随时和我联系。”马克思主义学院刘梦琳每天奔波在校园内，为隔离

师生随时提供送餐和代取代送服务。

……

“我报名！”“我可以！”“我有空！”学校各级招募志愿者的微信群

里，都是争先恐后、一呼百应。谁说稚嫩的肩膀挑不起重担？在这

个病毒肆虐的季节里，我们看见了青春的力量。人生的课堂不仅在

教室，也在风雨兼程的路上。对于青年而言，他们的抗疫之路，必将

是成长成才的路。

一箱箱口罩，承载着雪域儿女的牵挂，从西藏那曲送达学校；

一辆 30 吨新鲜蔬菜的爱心捐赠车，传递着守望相助的汉藏情

意，从河南南阳风雨兼程驶入学校；

一封封家书，让师生们感受到战“疫”路上的亲情温暖，凝聚着

家校共育、风雨同心的力量；

一封封感谢信，是学校竭尽全力守护学生生命安全和青春梦想

的最美回馈；

一句句温暖的叮嘱，是“疫”见真情，是爱连你我。

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赢。疫情防控仍处在关键时期，容

不得松懈马虎，我们要以更坚决更果断的措施阻断疫情传播蔓延。

我们要将爱传递、将力使出，把点滴之爱汇聚成抗击疫情的强大合

力，让点滴之爱汇聚成照亮人们的温暖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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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4 年以来，陕西省就开始负责对

口支援西藏阿里地区，在倾心无私支援阿

里经济社会发展中，共选派 713名干部和专

业技术人才进藏开展援助工作。2021 年

底，面对陕西西安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西

藏阿里地区广大干部群众也为西安送上了

他们抗疫的力量和祝福。

疫情无情人有情

2021 年 12 月中旬，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在陕西西安爆发，引起了世人的关

注，也牵动着阿里地区各族干部群众的心，

纷纷送上向陕西西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鼓

劲加油的暖心话。

“27 年来，陕西西安一直援助我们西藏

阿里，如今，西安面临严重疫情，我们衷心

为西安祈福：西安加油，长安永安！”阿里地

区噶尔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拉姆饱含深情

地说；

“我们在天上阿里，祈福西安早日战胜

疫情，西安，加油！”噶尔县狮泉河镇藏族干

部旦增，向三秦父老道出了藏族同胞支援

陕西抗疫的真情；

“我们在天上阿里，祝愿我们的西安：

抗疫必胜！西安加油！长安永安！”元旦新

年晚上，陕西老乡以及留守的援藏干部们，

也自发汇聚在阿里陕西大厦前，集体列队

抒发着对数千公里之外家乡的真诚祝福。

千方百计筹物资

为支持陕西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回

报陕西长期以来对阿里的援助之情，阿里

地委、行署决定筹集保障物资支援陕西西

安抗疫。

此 时 的 阿 里 ，刚 刚 遭 遇 了 一 场 零 下

43.9℃的冰冻灾害，大雪封山，道路不通。

为保证能将抗疫物资第一时间送到陕西，

阿里地委、行署积极发动干部群众，采取

人扛马驮、逐路转运等方式，先后将阿里

地区藏医院生产的 5556 件防疫香囊和藏

药、屠宰的 600 只高原优质羊、加班生产的

60 吨 1191 箱冈仁波齐天然饮用水等物资，

在短短的数天时间内全部筹集到了狮泉

河镇。

疫情当前，时间和物资就是生命。没

有人手，租不来车辆，阿里地委副书记、行

署常务副专员张小平就亲自带着留守援藏

干部和陕西大厦员工装卸物资、安排邮政

专车、培训驾驶员和安全员、协调路途行车

有关事宜、督办有关对接手续等。

风雪再大，挡不住阿里人民对陕西人

民的无私情谊。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在阿里各族人民无私奉献下，在援

藏干部和阿里务工人员的共同努力和帮助

下，4 辆满载着阿里地区各族人民群众祝福

与大爱的抗疫保障物资的大车，于 1 月 7 日

上午 10 时从狮泉河镇驶离，向陕西西安进

发了。

天路虽险若等闲

从狮泉河镇到西安，最近的公路也有

3800 多公里，要翻越 6 座海拔 5000 以上的

大山，冬天道路积雪结冰、异常难行，加上

复杂的路面和多变的气候，对于这次运送

抗疫物资的 8名驾驶员和干部来说，那是一

种生与死的考验。

“今天是我们押运物资的第 3 天，这会

儿我们的车队还在青藏高原上行驶，青藏

线上全是冰雪路面，车要跑起来比较难，我

们的驾驶员几乎不敢踩刹车，一刹车就开

始打滑，尤其下坡怕刹不住、上坡怕打滑上

不去……”负责运送物资的阿里地区农业

农村局干部、陕西省第九批援藏干部米光

明，在车队通过过唐古拉山口时，发到朋友

圈里的一段视频直播，讲述了他们一行 8人

运送物资的艰险和困难。

王建华是阿里地区邮政局的一名老

驾 驶 员 ，在 车 队 出 发 前 一 天 ，他 脚 底 受

伤，领导决定不让他去，但他强烈要求随

队一起执行运送任务。在长时间的驾驶

过程中，他强忍着脚底的阵阵痛楚，为了

保 持 精 神 高 度 集 中 ，时 不 时 将 头 伸 到 窗

外 吹 冷 风 给 自 己 提 神 。 有 几 次 太 困 了 ，

他 甚 至 故 意 弄 痛 自 己 脚 上 的 伤 口 ，用 疼

痛来赶走睡意。

郭强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为了排

除车辆故障，他多次钻进车底维修车辆，在

零下 40℃的路面上一呆就是一两个小时。

每到休息地点时，他又组织驾驶员对车辆

进行检查维修，针对实际情况进行技术辅

导，为车队驾驶员树立了榜样。

在 6 天的长途运输中，为了克服行车

带来的极度疲劳，8 名驾驶员和干部困了

就相互揪耳朵、掐皮肤、擦风油精、吃小尖

椒和巧克力，有的还把咖啡倒在矿泉水瓶

子当饮料喝，以保证自己高度清醒和车辆

正常行驶。一路上，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接受了极度疲惫的精神考验，用熟练高

超的过硬驾驶技术穿越了昆仑山口、羌塘

无人区、可可西里等艰险路段，保证了人

员和车辆的绝对安全。经过 6 天时间的艰

难跋涉和披星戴月，1 月 12 日上午，车队

安全抵达陕西杨凌，并顺利进行了物资交

接。

由于路途遥远，阿里地区的抗疫物资

来得相对晚了，但陕西与阿里人民的情谊

会更加深厚、更加悠长；由于物资匮乏，阿

里的抗疫物资虽杯水车薪，但阿里与陕西

人民守望相助的深情大爱会更加凝重、更

加绵长。

2016 年 8 月，米林县多卡中心小学迎

来了一位新老师，她叫谢仁巧，四川凉山彝

族人，是这所寄宿制乡村小学建校以来唯

一的一位彝族老师。

谢仁巧性格开朗乐观，浑身洋溢着热

情 和 活 力 ，灿 烂 的 微 笑 给 人 春 天 般 的 温

暖。她常说：“停滞的思想是死水，单调的

生活是萎靡，偏激的青春是放纵，无梦的人

生是堕落。”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她总是

努力学习、勤奋工作，用辛勤和汗水浇灌着

祖国的花朵，用优异的教学业绩诠释着自

己的人生信条。

白玛平措，一名藏族学生，2018 年随父

母从昌都搬迁到林芝市米林县并进入米林

县多卡中心小学就读。

谢仁巧与白玛平措之间的师生缘还得

从一次巧遇说起。

由于白玛平措的父母没有固定工作，

家 庭 比 较 贫 困 ，只 能 靠 打 工 挣 钱 维 持 生

计。每逢周末放假，其父母时常不能及时

到校接人。

2020 年的一次周末放假，谢仁巧在送

完了自己班的学生正准备回家时，无意间

看到了四年级二班的班主任还在校门口等

待接孩子的家长。眼看天就快黑了，瑟瑟

寒风让人直哆嗦。在与该班主任老师交谈

中 ，了 解 到 了 正 读 该 班 关 于 白 玛 平 措 的

事。对此，谢仁巧既同情，又心疼。为让该

班主任老师早点回家照顾家里，主动提出

让白玛平措先到自己家住下。

随后，谢仁巧与白玛平措的父母取得

了联系，并主动提出周末可帮忙照看白玛

平措。从此，谢仁巧在自己宿舍里给白玛

平措安放了一张小床，并安排其周末吃住，

给他洗衣服、辅导功课。每次休假从内地

回来时，都不忘记给白玛平措买几件新衣

服。周末的时候，谢仁巧去哪儿，孩子总是

跟到哪儿，在老师们眼里，她们不仅是师

生，更是一对母子。

白玛平措说：“谢老师是我妈妈，是我

老师，更是朋友。”尽管谢仁巧当班主任很

忙，但对白玛平措的学习生活始终充满了

关爱。在学习上遇到难题时，谢仁巧总会

给他耐心地解答，直到弄懂学会为止；在生

活上有烦恼时，谢仁巧总会为他排忧解难，

给他讲很多有趣的事，逗他开心、助其成

长。在谢仁巧无微不至的关心下，白玛平

措的学习成绩也一年比一年好。

今年白玛平措上六年级了，虽然学习

时间很紧，但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一直

暗下决心，要努力学习考上西藏班，报答谢

妈妈对自己的恩情。

谢仁巧对白玛平措的关爱超越了民族

的界限，她把白玛平措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

哺育。“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都是一个妈妈

的女儿，妈妈的名字叫中国。”谢仁巧质朴的

话语中，充满了厚重的家国情怀，“只有民族

团结才能让祖国更加繁荣富强，只有全国各

族人民同心同德，才能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

好。”无论是教学上，还是日常生活中，谢仁

巧正用实际行动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光

散热，她的美德不仅影响着白玛平措，也影

响着米林县多卡中心小学的每一位师生。

血浓于水一家亲 千里真情赴长安
——阿里地区支援陕西抗疫工作掠影

本报记者 温凯 永青 本报通讯员 吴鹏

为支持陕西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回报长期以来援藏之情，1月 6日，阿里地区筹措九

味防瘟香囊 5556 只、羊 600 只和冈仁波齐天然饮用水 1191 件等总价值 90 万元的援助物资

星夜驰援陕西。

图为满载援助物资的卡车从阿里驶向陕西。 普索朗 本报记者 洛桑旦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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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区创建条例》正式实施以

来，全区各级党政机关结合自身

行业领域特点，创新载体，加强

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积极推进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进一步增

强各族群众维护祖国统一、加强

民族团结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图 为 工 作 人 员 在 街 头 向 市

民介绍《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区创建条例》相关内容。

本报记者 唐斌 摄

守护民族团结

共创美好未来

用 爱 浇 灌 民 族 团 结 之 花
——记米林县多卡中心小学教师谢仁巧

本报记者 次仁片多 索朗琼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