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30 日，连绵多日的雨水汇成咆
哮的山洪，疯狂地冲击着四川阿坝藏族羌
族自治州阿坝县茸安乡格尔登玛村！把
村民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之后，在往县乡
汇报灾情、争取援助的路上，藏族大学生
村官罗州仁青不幸被无情的洪水卷走，献
出了 28 岁的宝贵生命。在罗州仁青安葬
的当天，当地 1000 多名僧众，自发地汇
聚在一起，按传统习俗点亮千盏酥油灯，
双手合十，祈福声在河谷中久久回荡⋯⋯

格尔登玛村，一个掩藏在川西高原峡
谷之中的美丽村庄。放眼望去，数十栋藏
式小楼连成一片，达曲河蜿蜒曲折，穿村
而过。蓝天白云映衬之下，村庄显得格外
安静祥和。然而，那河床淤积抬高的泥
沙、河岸高处凌乱的树枝、河岸上几栋垮
塌的房屋都在告诉人们，这里曾经发生过
一场惊心动魄的洪灾。

在洪水中永生

进入 6 月下旬，阿坝县雨水不断。罗
州仁青和村干部们一起，密切关注着河水
的变化。此时正值牧民远牧季节，青壮年
大多在很远的地方放牧，村子里只留下
200 多口老弱病残，一旦发生洪灾，若不
能及时转移，后果不堪设想。罗州仁青和
村委会干部们作了分工：村支书嘎让带人
到山上扎帐篷，他和村主任机机组织村民
转移。

雨越下越大，水越涨越高，眼看就要
漫过河堤，罗州仁青和机机一头扎进瓢泼
大雨中，挨家挨户动员大家向安全地点转
移。部分群众站在门口看着水一点点涨
上来，不听劝、不愿离开房屋半步。“我在
这里过了一辈子都没看见什么洪水，我死
都不走。”80 岁的切里爷爷就是不肯动。
仁青见时间紧迫，不由分说背起切里爷爷
就往山坡上爬去。把切里爷爷安顿好，仁
青又返回村里挨家挨户搜寻，确保没有遗
漏人员。

山谷远处发出一阵阵低沉的轰鸣声，
那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不一会儿，
山洪席卷着泥沙和树枝，向村庄横扫而
来，刹那间，切里爷爷的房屋倒塌了⋯⋯
半个村庄被洪水吞没！站在半山腰，切里
爷爷惊恐地摇着头说：“多亏了仁青啊！”
在仁青和村干部们的组织下，全村 224 名
群众全部安全转移，没有一例伤亡。人员
暂时安全了，新的问题又摆在仁青和村干
部们面前：200 多人吃喝住问题如何解
决？抢回来的那点粮食吃不了两天，而且
雨还在下着，随时有可能发生新的灾难。

在洪水的冲击下，电源断了，电话不
通了，接通不久的移动基站也失灵了。怎
么办？大家决定派人连夜到乡里到县里
请求支援。派谁去？格尔登玛村离县城
83 公里，离乡政府 90 公里，与县城、乡政
府呈三角之势，是全县最偏远的乡村之
一，无论到县到乡，都要翻越一座座大山，
趟过一条条河沟。村干部和几个年轻的
村民争着前往。仁青坚定地说，“我对县
里乡里情况都熟，汉语藏语都会，路也熟，
我去吧”！最后大家商定，由村主任机机
带人送仁青和几位村民向县里进发。

一行人艰难前行约 30 多公里时，一
条河流挡住了去路，原有的桥梁已被冲
毁。仁青焦急地环顾四周，发现岸边有一
棵较大的杉树，他灵机一动：砍倒大树搭
桥过河。牧民们把河边的大树砍倒在河
岸两头的河堤上，准备从树上爬过河去。

湍急的河水冲拍着树干，加之两头无法固
定，人一上去独木桥就上下左右摇摆不
定。村委会主任机机说：“你们都不要动，
我先试试。”仁青抢先一步，“我身子轻，我
先过去了你们再过”。说着，仁青把准备
上桥的机机拉了回来。当仁青爬行到河
中央时，不幸发生了：一股巨大的山洪突
然席卷而来，仁青被卷到了汹涌而浑浊的
河水中，转眼就不见了踪影⋯⋯

接到消息后，县里马上组织上百人沿
河搜救，当地百姓和僧人也主动加入到搜
救队伍中。7 月 1 日下午 15 时，搜救队伍
终于在下游一处被山洪掏空的树根下找
到了他。眼前的仁青遍体鳞伤，双拳紧
握，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乡亲们都哭着说起他的好

仁青遇难的消息传回村里，悲痛的情
绪弥漫着整个村庄。“每次报销医药费，都
是仁青帮着写东西，到村里、乡里、县里来
回跑。”71 岁的村民达让老人伤心地说：

“现在，我想说声谢谢都没机会了！”“他的
身上总是带着各种各样的药，每次我胃不
舒服，都能找他拿到药。”50 岁的村民共
曲因患病腿脚十分不便，他几乎是爬着找
到记者，请求好好写写这位年轻的干部，

“每次他都不要钱，都是刷自己的医保
卡。”共曲说。

77 岁的共波措老人，眼睛和腿脚都
不好，生活十分困难，被子和身上的夹衣
都是仁青从县里组织捐助的。得知仁青
遇难的消息之后，她摸着夹衣哽咽着说：

“多好的娃子啊！”
“2011 年六一前夕，仁青拿出 1000

多元钱，从广东订购了一批牛仔服。他说
乡里的孩子们生活条件差，大人都上山采
药去了，家中只有老人照管，六一节到了，
要给孩子们买件新衣服，”仁青的大姨阿
波回忆说，“他父母长期生病，家里很困
难，我不晓得他是怎样节约下来的这些
钱”。

村干部介绍说，大学生村官的工资并
不高，仁青是大专毕业生，最初一个月工
资 才 800 多 元 ，这 两 年 才 涨 到 1800 多
元。但只要听说哪家有困难，他从不吝

啬，经常二百、三百地拿钱，直到把口袋里
的钱掏干净为止。

他去世后，家人发现他的银行卡里
只有 1200元存款。他最奢侈的是一套普
通西服，最现代的是一部 700 多块的手
机，最宝贵的是一个很新的篮球。在他
租住的小房间里，洗衣机、电视机都是
亲戚朋友送的旧货，几块砖头支起几块
木板，铺上一张别人淘汰下来的席梦思
床垫，就是他的“安乐窝”。“在我们心
目中，他还是个孩子，没想到他能做出
这么多让百姓认可的事。”仁青的舅舅文
康伤心地说，“我去村里时，那么多乡亲
围着我哭，说他的好”。

点点滴滴铸不凡

“2010 年 10 月，茸安乡分配来了 6
名大学生村干部，要分到 6 个村。这 6 个
村中，格尔登玛村条件最差，如何把他们
合理分配下去让我很为难。征求他们意
见时，没想到第一个站起来的就是仁青，
他选择了格尔登玛村，这让我很意外。”时
任茸安乡党委书记的范文辉回忆说。

村支书嘎让回忆说，仁青有文化，见
过世面，我们都愿意听他的意见。2013
年阿坝实施幸福美丽家园建设，很多村民
对此不了解，仁青便挨家挨户耐心讲解政
策。各家各户在最短的时间里都动工修
建了澡堂和厕所，村里也有了垃圾池，环
境改善多了。格尔登玛河上没有桥，仁青
带着大家多方筹集资金，与群众一起投工
投劳修建“幸福桥”、“连心桥”。村民们
说，没想到这样一个年轻娃娃干起事来，
会有这么高的热情。

正是这许多的“没想到”，构成了仁青
平凡中的不平凡。

仁青何以不平凡？回忆起仁青牺牲
后这一个多月来的点点滴滴，阿坝县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联木参深有感触地说，“仁
青有一个深明大义的大家庭”。在仁青失
踪当晚，联木参一边组织人员搜救，一边
与远在若尔盖县的仁青家人联系。“得知
我们正冒雨连夜搜救，仁青的家人坚决地
说，雨这么大，山里随时都有可能暴发山
洪泥石流，夜里看不见，等天亮再找吧，不

能让别人受伤。”第二天，当联木参把仁青
牺牲的消息及时告诉他家人时，最疼爱仁
青的爷爷，现已 76 岁的老战士尕尔科强
忍悲痛，宽慰联木参等县领导：“仁青主动
请战到格尔登玛村工作，那里就是他的战
场，他牺牲在自己坚守的战场上，那是他
的光荣，一个战士的光荣！”

仁青何以不平凡？在若尔盖县仁青
的家中，仁青的妈妈阿般小心地从柜子里
拿出一张红纸，那是去年 12 月阿坝县委、
县政府授予仁青“优秀大学生村干部”的
荣誉证书。仁青的父亲甲科欣慰地说：

“这是我们这个娃娃第三年被评为‘优秀
大学生村干部’了。”“还记得那年他毕业
后考取了阿坝的大学生村干部，他高兴地
打电话报告我们好消息，我也很高兴，勉
励他既然选择了当干部，就要听党的话，
多做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事。”看着荣誉证
书，仁青的妈妈若有所思。

文康说，“工作以来，仁青春节期间只
和我们相聚过一次，还是因为他爸爸刚刚
手术出院。可 10 天的假期只休了 3 天，
他就因为替别人节日值班而匆匆离去。
5 年里，他加起来回若尔盖家里的时间不
到 20天”。

2014 年，仁青在《入党申请书》中写
道，“在这偏远的村寨里，村支部书记和党
员把牧民当成自己的亲人，把牧民的事当
成自己的事，帮助牧民、服务牧民，我希望
自己能像他们一样加入共产党，虽然还有
很多不足，但我会加倍努力”。根据罗州
仁青生前的表现和愿望，日前，中共四川
省委追认罗州仁青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共
青团四川省委、省青联决定，追授罗州仁
青同志“四川青年五四奖章”。

图①图① 20142014 年年 77 月月，，罗州仁青罗州仁青（（右一右一））参加抗洪抢参加抗洪抢

险险。。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②图② 罗州仁青罗州仁青（（右右））在工作在工作。。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③图③ 格尔登玛村一瞥格尔登玛村一瞥。。 钟华林钟华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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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不 熄 灭 的 酥 油 灯
——追记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大学生村官罗州仁青

本报记者 钟华林

当冲锋在一线的刑警们破案时，很少
有人知道，在公安局的刑警大队里，还有
专门为前方刑警破案提供帮助的情报信
息人员。辽宁大连瓦房店市公安局技术
中队副中队长曹国辉就是这样一个平凡
的人民警察。这位“80 后”用他的坚持和
责任，捍卫着人民警察神圣的使命，在平
凡的情报信息工作中默默无闻地奉献。

2008 年 10 月，曹国辉被分配到瓦房
店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情报信息中队，从事
视频资料搜集、审核工作。陌生的人、陌
生的环境、陌生的工作氛围，对于刚刚毕
业的他来说是一个挑战。如何将这份工
作做好，是他所面临的首要任务。为尽快
熟悉和投入刑侦情报信息工作，他阅读大
量相关书籍，自学充电；有空就虚心向老
刑警请教；遇到不明白的问题，便仔细记
录下来，再向他人请教。在此期间，瓦房

店市发生了一起技术开锁入室盗窃案
件。根据局领导的安排，他马上投入到案
件侦破工作中去，和其他同志一同加班加
点、现场勘查，并对周围走访摸排。在案
情分析会上，他仔细倾听，不时还会提出
自己的观点，最后促进了案件的侦破。虽
然新入警，但他一丝不苟、全心投入的工
作表现，得到大家一致认可。

2013 年 10 月 23 日，瓦房店市渤海村
发生一起特大入户抢劫案，两名女子在住
处遭捆绑并抢走现金 25 万元。为了追踪
犯罪嫌疑人，曹国辉所在的中队对现场及
嫌疑人可能逃跑路线进行分析，对沿途视
频进行调取。专案组至少调取了 200 个
监控探头的视频资料，不分昼夜、不眠不
休地对目标进行视频追踪。

随着画面一帧一帧的跳过，突然，屏
幕中出现的一辆摩托车引起了曹国辉的

注意。由于案发地十分偏僻、地形复杂，
他通过对视频画面的反复查看，凭借多年
经验，果断锁定目标，调取了嫌犯骑车可
能经过路段的所有监控视频。

监控追踪目标需要细微的观察力，嫌
疑人随时可能换装，需要在一闪而过的身
影中，根据各种特征、信息、全方位地对来
往人群进行观察和推断，这种视频接力比
想象中更困难、更难以捕捉。终于，曹国
辉找到了此案的线索，随即向主管领导汇
报，并驾车赶赴案发现场勘查。最终，案
件在 11 月 3 日破获，当犯罪嫌疑人被绳之
以法时，曹国辉说道，“我这颗悬着的心终
于放下来了，我也可以好好睡觉了”！此
时，曹国辉和同事们十多天没有合眼了。

从警 7 年来，曹国辉把全部精力都投
入到公安事业中，却把太多的亏欠留给了
家人。

今年 2 月 13 日，瓦房店岭东辖区一夜
之间十余车辆玻璃被砸，车内财物被盗。
2 月 14 日凌晨，曹国辉正在单位电脑前筛
选视频，碰巧，家里的妻子临盆在即。由
于手中有重大案件，又正是关键时刻，他
哪里能离开岗位。曹国辉一边给妻子打
电话，一边请求父母前去守候。一个多小
时后，他接到父母的电话，才知道自己已
经成为两个孩子的爸爸。听到这一喜讯
后，这个无比坚强的汉子眼眶湿润了。为
了公安工作，曹国辉牺牲了太多家庭生
活，妻子和孩子都很少能看到他。

作为幕后工作者，面对错综复杂的疑
难大要案件，曹国辉努力为冲锋在前的刑
警们提供尽可能多的办案线索。他表示，
要多破案，多为老百姓挽回损失，用实际
行动践行一名警察对人民的铮铮誓言。

（文/陈怡 高英巍）

刑警队伍中的“幕后英雄”

她们是社区基层民情上情
下达、下情上达的桥梁，用实际
行动演绎着别样的美，她们有
一个别样的名字——网格“格
格”。在安徽合肥经开区芙蓉
社区 33 名网格员中，她的名字
格外响亮，她就是被百姓称为

“芙蓉最美的民政花”葛圣娣。

一本本民情日记，
记着百姓的喜怒哀乐

“6 月 21 日，王兴安，他和
爱人都是残疾人，王兴安视力
二级残，爱人也是多重残疾，两
人平时都靠低保金生活。明天
到家中看看贫困重度残疾人特
别生活救助金是否发到他手里
了。”翻开葛圣娣的民情日记，
内容大部分跟 70 岁以上的高
龄和空巢老人有关。“他们的冷
暖最让我牵挂。”葛圣娣动情地
说道。

3 年前，通过公开考试，葛
圣娣成为芙蓉社区翠微居委会
的网格员。翠微居委会地处经
开区西南，商住小区众多，人群
混杂，人口多、贫困户多、老弱
病残对象也多。2010 年 9 月，
她接手同事留下的低保工作，
看着小山似的纸质资料，葛圣
娣产生了退缩的念头。这时老
书记范国凤给她做思想工作：
只有进千家门，才能知万家情，
只有解千家难，才能温暖万人
心。第二天，小葛就揣着民情
日记本走到居民家中。通过
40 多天的登门入户调研，她摸
清了辖区的“底子”，很快打开
工作局面。如今，她已记不清记了多少本民情日记了。

“一口清”缘于对百姓的爱

葛圣娣负责的网格内有 734 户人，其中，独居老人
69户、残疾人 4户，还有许多困难户，哪家有何难处，她
都一清二楚，能一口说出。久而久之，小区里便形成了
不成文的规定：凡是行动不便的特困户、孤寡老人都会
得到葛圣娣的偏爱——家庭有困难，她都会登门帮助
办理解决。

今年 76岁的吴光银听力二级残疾，73岁的老伴也
患有不少老年病。由于子女不在身边，两位老人办证、
看病等都很困难。葛圣娣了解后，立即帮老人四处奔
走：联系到社区医务人员定期上门为其体检，建立健康
档案；又帮忙办理了低保证，让老人的生活有了保障。

两位老人不识字，错过很多能报销的医药费和救
助补助。葛圣娣就一次次跑到老人先前看病的医院查
找病历、出院结算单等，回来后再整理好上报社区。看
着到手的报销医药费，吴光银老人眼泪一下涌了出来，
拉着小葛的手连声说，“你要是我的女儿就好喽”。

从此，小葛就成了吴光银老人的“女儿”。吴光银
夫妇逢人就夸自己的“女儿”好，以至于后来，很多上了
岁数的老人都笑着称要做葛圣娣的“干爹干妈”。“只要
条件符合的我一律认！”葛圣娣笑着说。

工作小超人，九天狂减 7 斤

经过两年的反复实践，葛圣娣对于她负责的低保
工作总结出一套“三个优先、两重评审、一率公开”的民
主评议方法，做到了救助对象准确、标准合理，有效遏
制了“人情保”、“漏保”等不合理现象，涉及低保问题的
上访明显减少，她的工作得到了社区领导的高度评价。

2010 年冬季的一天，葛圣娣不顾办公室没有暖
气，从早 6 点一直忙到晚 11 点，核查上传年审材料。
终于，在 9 天后的晚上 11 点，最后一份材料上传完毕，
她才松了口气，往台秤上一站——体重减了 7斤！

小葛还有一个活做得仔细，3 年无一差错。翠微
居委会辖区有 2 万多人口，每年需要在网上输入低保
户人数等信息。而每人每次的信息内容都不一样，有
时一个人需要上报的信息数据就多达上百个。仅此一
项工作，就有几十万个数据要在 20 天完成核对、上传、
复查。工作繁琐，葛圣娣面对电脑往往一坐就是一整
天，办公室的垃圾桶里堆满了“康师傅”方便面盒。“每
年 6月我都要做一个月的红眼熊猫。”葛圣娣笑着说。

去年端午节放假前夕，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只有葛
圣娣还在电脑前忙碌。敲击键盘发出的嘟嘟声让她忘
却了时间的流逝，忙碌中抬头一看墙上的挂钟，“晚上
9 点啦？我家宝宝还在幼儿园呢”！她这才想起来今
天孩子没人接！于是赶紧起身奔向幼儿园。到幼儿园
一看，宝宝已经趴在保安肩头睡着了，葛圣娣含着泪从
保安手中接过熟睡的孩子。她说，“这是我第一次也是
唯一一次因为工作而流泪，值”！

安徽合肥经开区芙蓉社区网格员葛圣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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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圣娣在帮助残疾老人晒被子。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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