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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桑日电（见习记者 武沛涛）近

日 ，桑 日 县 司 法 局 深 入 奴 卡 社 区 ，开

展普法宣传进乡村活动，全面助力乡

村普法工作。

活动现场，桑日县司法局工作人员

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社区群众讲解了

《民法典》《交通安全法》《反电信网络诈

骗法》等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

规，并通过法律知识有奖答题的方式，

增加此次普法活动的趣味性。

桑日县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开展普法宣传进乡村活动，旨在将法

律知识送到广大群众的身边，着力营

造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法

治氛围，进一步提升广大群众的法治

观念。

桑日县司法局

开展法治宣传进乡村活动

本报琼结电（见习记者 武沛涛）近

日，琼结县琼结镇仲堆社区组织该社

区“两委”班子成员、驻村工作队、“双

联户”户长，对辖区内的残垣断壁、私

搭乱建、一户多宅、违规占道、乱圈乱

建等及易地搬迁群众原住房未拆除或

未处置情况进行摸底调查。

调查过程中，社区“两委”班子成员、

驻村工作队、“双联户”户长严格按照上

级要求，逐组逐户开展拉网式摸排。此

次摸底调查，仲堆社区共摸排出需拆除

残垣断壁、私搭乱建等建筑22处，涉及长

度 458米；需修复治理乱堆乱放、残垣断

壁等建筑45处，涉及长度538米。

同时，仲堆社区与辖区群众充分协

商，避免后续存在群众不知情、不了解

从而引发矛盾等情况发生，针对协商后

群众存在的问题，建立一户一台账。

仲 堆 社 区 党 委 书 记 扎 西 尼 玛 表

示，下一步，将继续开展人居环境综合

整治攻坚摸排工作，充分发挥社区“两

委”班子成员、驻村工作队、“双联户”

户长及群众的协作力量，扎实推进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坚决做到“零违建”

工作要求，不断改善群众生活环境、提

高群众生活水平。

琼结县琼结镇仲堆社区

摸底调查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本报洛扎电（见习记者 武沛涛）近

日，洛扎县纪委监委举办年轻干部集

体廉政谈话暨警示教育大会，洛扎县

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贺同涛以《坚

守廉洁底线 弘扬清风正气 系好人生

廉洁从政“第一粒扣子”》为主题，为该

县 70 余名年轻干部上了一堂深刻、生

动的廉政党课。

为强化警示教育效果，用好身边

“活教材”教育好身边人，洛扎县纪委

监委组织全体参会人员观看洛扎县纪

委监委录制的警示教育片《贪欲膨胀

迷失的人生》，以该县某党员干部迷失

初心、背离使命，一步步走向违纪违法

犯罪深渊的鲜活案例，警示参会人员

汲取深刻教训，强化红线意识。一句

句痛彻心扉的忏悔，一幕幕声泪俱下

的“现身说法”，犹如一声声警钟，让全

体参会人员深受震撼。

同时，洛扎县纪委监委以案例为切

入点，结合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形势，深刻剖析了案中人步入违纪

违法深渊的原因，并帮助年轻干部算好

人生政治、经济、名誉、家庭、亲情、自由、

健康“七笔账”，一一讲清贪腐的代价与

后果。要求全体参会人员清醒认识反腐

败斗争形势，过好政治关、权力关、金钱

关、交友关、生活关、家庭关，在各自工作

岗位上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做一名无

愧于时代要求、无愧于组织嘱托、无愧于

人民期望、无愧于自己奋斗、无愧于家人

付出的优秀年轻干部。

本报措美电（见习记者 武沛涛）近

日，安徽省宿州市医疗专家组一行 8

人 ，深 入 措 美 县 开 展“ 送 医 送 药 送 健

康”义诊活动。

活动现场，医疗专家组通过悬挂

横幅、设立咨询台等方式，为辖区群众

进行详细的病例筛查、诊断，并耐心解

答患者疑问，指导患者用药，告知患者

在饮食方面的注意事项，向患者普及

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知识。

同时，医疗专家组免费发放日常

药品，为措美县群众提供便捷的家门

口医疗服务，受到措美县广大群众的

一致好评。

此外，医疗专家组医生张坤以理

论与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对措美县中

心医院医务人员进行培训，重点讲解

心肺复苏的定义、心肺复苏——基础

生命支持（BLS）、抢救的有效指标及心

肺复苏注意事项，着力提升措美县医

护人员抢救能力。

此次活动，受益群众达 200余人，免

费发放价值 5000余元药品，参加心肺复

苏急救知识培训医护人员 23人。

洛扎县纪委监委

举办年轻干部集体廉政谈话暨警示教育大会

安徽省宿州市医疗专家组

深入措美县为群众进行义诊

“阿姨！我来！”刘力一边麻利地接

过妮妮卓玛背上的青稞面，一边不忘叮

嘱她要记得喝给她买的牛奶。这是刘

力今年第五次来看望这位六旬的独居

老人。

这个走路带风的年轻人，就是加查

县安绕镇党委政法委员、副镇长刘力。

妮妮卓玛是他多年的帮扶对象，如今早

已全面脱贫，但刘力只要有时间，总要

过来看看老人。

说起刘力，在安绕镇名气不小，三

十出头，却在加查工作了整整十个年

头，一口正宗的“湘普”，丝毫不影响他

与百姓的交流。当地群众见到他都说

这个“湖南伢子”带劲。

军人出身的刘力，当年看着《士兵

突击》选择了投笔从戎。在昌都从军 5

年后，刘力响应政策留在了西藏，从昌

都到加查，这一干就是 15年。

“拉水乡”让刘力一战成名。2013

年，刘力分配到了加查县拉绥乡。拉绥

乡缺水是出了名的，当地人都戏称为

“拉水乡”，当时大家的生活用水都是用

水管从山上接下来的。时间久了，水就

会产生水垢堵塞水管。每次水管堵了，

刘力就背着铁锹、十字镐和补水管设

备，爬山巡查。时间一长，刘力一查一

个准，当时只要堵水，村民第一个想到

的就是找刘力。

虽说刘力在“拉水乡”赚了名气，却

丢了爱情。刘力谈了一年多的女朋友，

第一次来探亲，被这缺水缺氧的环境给

吓着了。待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匆匆回

去了。回去第二天就提出了分手。刘

力却笑着说：“看不上加查的，我也看不

上。”

“耐得烦、霸得蛮，有冲劲”是安绕

镇党委书记唐宇环对刘力的评价。5 年

前，辖区有一村民患有精神类疾病，因

经济条件差，家人又从未出过远门，一

直想带去成都看病，却迟迟无法成行。

刘力得知后，主动请缨前往成都，

一路上把他们照顾得无微不至。一到

成都，刘力一边忙着联系医生，一边帮

着家属安排住宿。治疗期间，家属治

疗费不够时，他二话不说就用自己的

工资垫付了医药费。一个月后，病人

情况明显好转，刘力安安全全将他们

带了回来。

2018 年 6 月，刘力被任命为安绕镇

党委政法委员、副镇长，这一干就是 5

年。5 年来，经刘力处理的村民间各类

纠纷 100 多起，满意率达 96%以上。村

民只要提起刘力，个个是交口称赞，纷

纷竖起“大拇指”。

“西藏早已是我的第二个故乡。湖

南人在哪里都是能吃得苦、霸得蛮的。”

采访结束时，刘力望着远处的雪山说，

“扎根这片神奇的雪域高原，就是我从

军之后的梦想。”

扎根雪域高原的“湖南伢子”
—记加查县安绕镇党委政法委员、副镇长刘力

本报见习记者 武沛涛 本报通讯员 李胜财

携手十八载 真情永不改
—记次仁卓嘎和她的汉族丈夫“洛桑”

本报记者 丹增平措 本报通讯员 彭胜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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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曲松县在 11 人制足球场开展了“大地欢歌 四季村晚”秋季村晚示范展

示活动。来自该县的 19 支村级文艺演出队自编、自导、自演的文艺节目轮番上

阵。伴随着动人的音乐，大家用歌舞演绎丰收美景，寄寓美好生活，描绘了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为现场观众送上了一场丰富多彩的文化视听盛宴。

图为曲松县秋季村晚示范展示活动现场。 本报见习记者 武沛涛 摄

图为刘力看望帮扶对象妮妮卓玛。

本报通讯员 李胜财 摄

说起自己的汉族丈夫“洛桑”，山

南市隆子县热荣乡的次仁卓嘎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从认识到现在，

他们已经走过了 18 个春夏秋冬。

“ 洛 桑 ”是 次 仁 卓 嘎 丈 夫 祁 永 福

的 藏 族 名 字 。“ 这 里 藏 族 的 顾 客 多 ，

几年前给他取了这个名字，久而久之

我们也一起改口叫他洛桑了。”次仁

卓嘎说。

2005 年 春 天 ，年 仅 19 岁 的 次 仁

卓 嘎 在 隆 子 县 工 地 干 活 时 ，认 识 了

25 岁的祁永福。那时的次仁卓嘎年

轻 漂 亮 ，上 过 初 中 ，普 通 话 讲 得 不

错，在工地上干活也很踏实。祁永福

一眼便认定了这就是他想一起过一

辈子的人。用祁永福的话说：“这就

是缘分！”

从初遇到步入婚姻的殿堂，他们

彼此经过了一年多的考验。对于很

多人来说，饮食文化方面的差异，可

能 会 成 为 他 们 的 挑 战 ，但 祁 永 福

1997 年 就 随 父 母 来 到 了 西 藏 ，吃 糌

粑 、喝 酥 油 茶 早 已 成 为 他 生 活 的 日

常，他们也总是能“吃到一起”；在谈

到藏汉联姻双方父母的观念时，祁永

福的父母更是赞同，为儿子能找到这

么好的媳妇而感到开心。次仁卓嘎

的母亲更是对女儿说：“藏族汉族都

一 样 ，只 要 你 们 幸 福 就 好 ！”双 方 父

母也都“想到了一起”。

2006 年夏天，次仁卓嘎和祁永福

正式成为夫妻。从此祁永福走进了

次仁卓嘎的大家庭，和次仁卓嘎的 8

个兄弟姐妹一起开启了民族团结家

庭的故事。

婚 后 ，敢 想 、敢 干 的 祁 永 福 吃 过

了打工的苦，不想让妻子和他一起再

到工地上风吹日晒，于是便萌生了开

店的想法。他拿出所有的积蓄，在隆

子县热荣乡开了一家手工馒头店、一

家超市和一家粮油加工店。为了更

好地融入当地生活，祁永福学起了藏

语，不到半年的时间，他基本能听懂

藏语，和乡亲们交流起来顺畅多了，

店里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了。

就在这个冬天，他们夫妻迎来了

第一个孩子益西巴旦。有了家庭、有

了孩子，但祁永福依旧牵挂着远在青

海民和县家中的父母。次年春节，祁

永福带着妻儿回乡看望家人，从此这

便 成 了 祁 永 福 一 家 的 传 统—— 每 年

春节回家探亲。

为了把生意做得更好，祁永福夫

妇还收废品到泽当卖，生意门道更多

了 。 没 过 两 年 ，他 们 又 生 了 一 个 女

儿 ，忙 里 忙 外 的 两 口 子 根 本 照 顾 不

好两个孩子。考虑到次仁卓嘎家孩

子 众 多 ，次 仁 卓 嘎 的 母 亲 已 经 无 暇

再 接 管 孩 子 ，祁 永 福 的 母 亲 便 主 动

提 出 把 3 岁 的 孙 子 接 回 青 海 照 料 。

想孩子了，他们就经常打电话回去。

这一来二去，次仁卓嘎和婆嫂、姑侄

们 的 关 系 也 越 来 越 好 了 。“ 现 在 ，嫂

子会经常给我开视频聊家常，侄儿们

也会打电话来关心我们的身体。”次

仁卓嘎说。

2012 年 ，祁 永 福 又 有 了 新 想 法 ：

“我想把店开到人更多的地方，多挣

点 钱 ，让 我 们 家 的 生 活 更 好 一 点 。”

“ 我 支 持 ！”次 仁 卓 嘎 立 马 同 意 。 就

这样，夫妻二人齐心协力把店开到了

加查县城。

2016 年秋天，为了方便小女儿上

学，他们又从加查搬到了乃东，这一

搬也让他们经历了小小的风波。来

到 市 区 ，他 们 转 了 行 ，开 起 了 藏 餐

馆。市区人多，竞争大了，他们的生

意淡了下来。随着城市的更新建设，

他们的商铺也面临着搬迁。新店装

修又是一笔不小的预算，夫妻俩开始

有些犯难。

“有困难跟我们说，都是一家人，

我们一定会帮你们的。”次仁卓嘎的

兄弟姐妹们得知他们在市里的处境

后，纷纷施以援手。还没等祁永福开

口，藏族亲人们凑来了新店的启动资

金。一想到亲人们的帮助，祁永福很

是 感 动 。 他 说 ：“ 家 里 人 对 我 都 很

好，一家人也很团结，在这样的大家

庭生活我真幸福。”

2019 年，次仁卓嘎和祁永福的新

店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开业了，转眼

间 快 4 年 了 ，店 里 的 生 意 越 来 越 好 。

南来北往的外地务工人员喜欢来这

里吃顿简餐后马上投入新一天的工

作，周边的街坊邻居爱来这里喝茶聊

聊家常，他们的小店成了附近最受欢

迎的藏餐馆。

次 仁 卓 嘎 说 ：“ 现 在 这 里 的 顾 客

有汉族也有藏族，大家客客气气，互

相尊重，生意做起来非常开心。”

“这家藏餐馆生意好，老板人好，

老板两口子感情也很好，几年了都没

听他们吵过架。”隔壁商店的宋成说。

热情、爱笑的次仁卓嘎和祁永福

走到哪里都很受街坊邻居的欢迎，邻

里间大家有什么事也互相帮忙。他

们夫妻二人和和美美的生活也羡煞

旁人。

18 年里，幸福流淌在次仁卓嘎和

祁永福生活的点滴里。孩子是他们

的骄傲，儿子益西巴旦乐观向上、女

儿阿旺德吉学习成绩好，双方家人的

融洽相处更是他们幸福美满生活的

最大底气。对他们来说，全家人身体

健康，子女健康成长，日子有盼头就

是幸福。

从两个人到两家人，未来的每个

春 夏 秋 冬 ，30 余 口 人 的 大 家 庭 将 书

写更多的民族团结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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