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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的西藏昌都贡觉县，远处千山
飞雪，近处落叶萧萧，寒意阵阵袭来，但生
活在这里的人们却因为“东风”的吹拂而
感到春意融融。

对口支援要“对口”

位于西藏东部的贡觉县受地形和气
候等因素制约，经济发展较西藏自治区内
其他县域落后。自 2002 起，东风汽车公
司开始对口支援贡觉县。

对口支援如何“对口”，一直是东风汽
车公司着力破解的难题。在援藏项目的
选择上，东风汽车公司重点支持亟需建设
而又缺乏资金来源的项目，重点支持文
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突出改善农牧
区生产条件，提高农牧民生活水平，突出
科技援藏、人才援藏、智力援藏，突出因地
制宜和经济适用。特别是 2013 年 8 月，
东风公司第五批援藏干部到贡觉县后，进
一步确定了援藏工作“向民生倾斜、向基
层倾斜、突出智力援藏、医疗援藏、文化宣
传”五大原则。

“这使援藏工作更加贴近贡觉县情，
更加适应群众期盼。”昌都市副市长、贡觉
县县委书记扎西说。

东风对口援建贡觉县的工作重点总
是体现在最实际的方面。教育和医疗一
直是高原民生改善的短板，补齐短板成
了东风援藏的重中之重。由东风和贡觉

县财政共同出资发起的“东风润苗”教
育基金帮助农牧民子女和城镇低收入家
庭子女实现了读书梦、大学梦。“去年资
助了 37 名大学新生和 15 名内地西藏高
中班学生；今年资助了 62 名大学生和 8
名内地西藏高中班学生。”贡觉县教育局
副局长德青还拿出了去年学生们制作的
展板，上面写满了他们的感谢。

2014 年 9 月，在东风汽车公司的支
持下，贡觉县医院创新性地与武汉协和医
院开通了远程医疗系统，该系统的建设促
进了贡觉县医疗培训、远程会诊、医院管
理升级。从设备使用到医疗流程制度，东
风援藏工作者把知识和技术教给当地医
生，传播着现代化的护理理念和操作规
范。“过去农牧民生病不愿意就医，现在我
们的设施设备得到改善，医疗技术得到提
升，人们生病都愿意上医院了。”县医院副
院长壮吉感慨道。

13 年来，东风汽车公司累计投入资
金 7000 余万元，实施援藏项目 63 个，从
单纯的项目建设、改善硬件转变到教育、
医疗、文化、产业、智力等全方位、多角度
援藏。

“东风城”里“造血”忙

贡觉县基础设施比较落后，东风汽车
公司先后援建了县委综合办公楼、东风和
谐广场、东风幼儿园、县小学教师周转房、

小学学生宿舍等基础设施，并为全县 12
个乡镇购置了办公设施，援建了相皮乡曲
日玛、莫洛镇夏日东风示范村等项目，整
个贡觉县俨然一座“东风城”。

光有基础设施改善还不够，东风汽车
公司还从培育产业出发，重点提升贡觉的
造血能力。

在县城所在地莫洛镇，沿着全长 1.9
公里的街道往东走，尽头就是东风援建
的贡觉县绿色农畜产品专业合作社。只
见宽敞明亮的厂房、穿戴整齐的工人、
种类丰富的产品，谁也没想到，当年产
值只有 40 万元的小作坊，在东风的帮助
下，变成了现代化的工厂和专业合作
社，现在一年能实现产值 500 多万元，
人均年增收 1800元。

在产业援藏方面，东风汽车公司先后
投入 230 万元支持贡觉县藏香加工厂和
糌粑加工厂建设，这对促进当地特色产业
的发展、增加群众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
真正推动了援藏模式从“输血”到“造血”
的转变。

“未来我们要在贡觉县打造更多的产
业品牌，带动更多群众增产增收。目前我
们计划打造阿旺绵羊现代产业化基地。”
贡觉县县长杨玉斌说。

真情援藏留佳话

13 年来，东风汽车公司坚持高标准

选拔干部援藏，先后派出 5 批共 10 名援
藏干部对口援建贡觉县。援藏干部们以

“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的坚韧品
格，继承和弘扬“老西藏精神”，扎根雪域
高原。

“他们作风扎实，能够融入干部百姓
之间，是我们决策的智囊团，是能够吃苦
奋斗的好干将。”杨玉斌这样评价东风汽
车公司第五批援藏干部。

“他们是干实事的人才，这正是贡觉
县最需要的。鲁军虎副书记以他 8 年内
地水厂工作的经验治理了贡觉县水厂；韩
永民副县长组织能力强，对规范基层队伍
建设有创新性的做法⋯⋯”在采访的过程
中，我们听到了这样的评价。

在高海拔、交通不便的地区工作，援
藏干部们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鲁军虎和韩永民是东风汽车公司派出援
建贡觉县的第五批援藏干部，初到贡觉县
时，他们高原反应都很严重，每天只有通
过服用安眠药才能勉强入睡。

“难忍的高原反应曾让我萌发了放弃
的念头，但想到援藏是东风的事业，也是
我的梦想，我就要为之努力。”韩永民说。

援藏干部要克服高原环境对身体的
考验以及对家人的思念，还要处理繁杂的
工作。贡觉是昌都重要的虫草采挖地，每
到采挖季，干部必须下乡蹲点，开展群众
教育活动、调解纠纷和处理各类突发事
件。阿旺乡派出所所长徐霖谈起援藏干
部，显得有点激动：“他们始终与最基层的
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这样的工作方式，使东风人与贡觉的
藏汉同胞结下了兄弟般的深厚情谊。在
谈到援藏期间的感受时，鲁军虎这样总
结：“作为援藏干部，我们要放宽心态、努
力工作，圆满完成公司交给我们的任务，
让全县人民满意。而援藏的这些经历，也
是我们最大的收获。”

东风上高原 贡觉暖如春
——东风汽车公司援助西藏贡觉县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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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办事干净利索、敞亮痛快，这是王冬梅给人最深
的印象。早上 8 点，在这位辽宁铁岭七里村党支部副书
记的办公室里，地面一尘不染，办公桌上整整齐齐。见到
记者，王冬梅爽快地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2001 年秋，王冬梅从铁岭开原靠山镇嫁到七里村老
贺家。婆家生活拮据，孝顺的她暗下决心要让公婆过上
好日子。为实现这个目标，起初，她借来几头小猪饲养。
后因丈夫患病急需用钱，她借钱扩大了养殖规模。跑遍
省内多地取经学习、起早贪黑进市场调研是王冬梅那几
年的生活常态。功夫不负有心人，养殖场挣钱了，丈夫也
痊愈了，公婆终于过上了好日子，一家人其乐融融。

2009 年，村委会改选，许多老人都推荐了王冬梅。
“这孩子能干、心肠热，让她当村干部错不了”。那一年，
王冬梅高票当选村妇女主任。上任后，王冬梅带领全村
妇女开办养猪合作社，增收致富。这个 1981 年出生的年
轻媳妇，成了全村妇女的主心骨、致富路上的领头雁。

“离婚后，我带着患病的女儿生活，非常艰辛。多亏
冬梅，她带领我养猪，还把猪崽借给我。冬梅就是我的恩
人!”村民胡桂英说。从家里没米下锅，到如今跟着王冬
梅养猪年盈利几万元，胡桂英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一个人富不算富，得让村里的妇女都有事干、有
钱挣,让出外打工的兄弟姐妹都回家乡一起致富。”在调
研走访中，王冬梅发现村里有四五十户留守老人，生活艰
辛，饱尝思亲之苦。她想改变这种状况，组织成立了军成
养猪合作社，由她无偿提供技术、垫付资金和提供饲料，
吸收带动了一批外出务工村民加入。目前，已有 40 多户
村民从外地回到家乡，村里的百余位留守老人不再孤
独。去年，王冬梅被推选为七里村党支部副书记。

“现在，七里村的妇女撑起了半边天，这多亏冬梅的
带动。”村民刘大姐告诉记者，她加入了冬梅的养猪合作
社，饲养、防疫和销售冬梅全都帮忙，日子越过越好。

“村里老人和儿媳妇闹矛盾，冬梅总是主动上门劝
说。我们跟着她学养猪，现在每年都能挣个十几万元。
王冬梅是老贺家的好媳妇，更是我们全七里村的好媳
妇！”七里村二组组长王丽芳这样感慨。

辽宁铁岭市七里村党支部副书

记王冬梅：

致富路上领头雁
本报记者 张允强 通讯员 王 赛

海南省三亚市红沙社区居民关志
明，20 多年来和妻子共同抚养患脑瘫
的外甥，照顾高龄父母。他们的行为
感动着社区居民，打心眼里尊敬他们。

关志明家庭是一户普通市民家
庭。关志明除了照顾父母，还和妻子

黄亚强一起照顾患尿毒症的小妹。1997 年，小妹因为病
情恶化撒手人寰，留下患有脑瘫的外甥雷雷。

照顾脑瘫儿童非常不容易，很可能会拖累一个家庭，
但关志明和黄亚强还是自告奋勇照顾雷雷的生活起居。
小妹在世时，关志明夫妇常常陪着她到北京等地治疗，小
妹走了，他们也带着雷雷到广州等地求医治病。

在夫妻俩的精心护理下，雷雷蹒跚地学会了移步。
雷雷的每一点进步，都是关志明夫妇最大的快乐。

难能可贵的是，关志明的儿女们也不嫌弃这个残疾
的表弟，他们视雷雷为亲弟弟，有好吃的、好玩的都让着
雷雷。孩子们说，他们感受到了父母的善良和责任心，一
直视父母为榜样。

2014 年，关志明 86 岁的母亲意外摔倒昏迷不醒，他
和黄亚强每天轮流到医院日夜守候在母亲身边。母亲被
诊断为脑梗死，医生告诉关志明，老母亲年事太高，若进
行手术，成功的概率不高。同妻子商量后，关志明含泪将
母亲接回家进行保守治疗，希望用爱心换来奇迹。他们
白天把母亲抬到院里晒晒太阳，夜晚轮流守护在病床前，
帮母亲按摩减轻病痛。

在关志明夫妇的精心照顾下，老人过着幸福的晚年
生活。虽然生活上不免有磕磕绊绊，但关志明家一直是
一个令人羡慕的大家庭，夫妻和睦，四代同堂，其乐融融。

关志明夫妇对街坊邻居也照顾有加。社区居民刘跃
生说，关志明夫妇非常热心，“邻里间有什么事，大家都会
首先想到找他帮助。关志明是我们这条街的街模，我们
要向他学习”。

海南三亚市红沙社区关志明家庭：

养孤侍老好夫妻
本报记者 吴佳佳

秉公执法，他在 30 多年的警察生涯
里，用生命和信念诠释了平凡与伟大。

守望道路，他搏击风霜雪雨力保交
通畅通，用一腔热血书写了一曲新时期
人民警察忠于党、忠于事业的感人乐章。

他就是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第
四届全国“我最喜爱的人民警察”特别奖
获得者——王成元。

整治“黑车”，填补驾
校空白

站在青海玉树当代山上，可以看见
清澈的巴塘河蜿蜒东流汇入通天河，流
入长江的怀抱，滋润着这片重建后获得
新生的土地。

2004 年，王成元从格尔木市调到西
宁市还不满两年，就被组织选派到玉树
藏族自治州任公安局副局长、交警支队
支队长。

当时的玉树，没有任何手续的“黑
车”泛滥，不少司机都是无证驾驶。王成
元上任后，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现象。

他调研发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主要是州内没有驾校，更别说考试中心
了。王成元看在眼里，急在心上。2007
年，他费尽周折办起玉树历史上第一所
驾校——客运驾校，填补了玉树历史上
没有驾校的空白，一年大约有 2000 人能
顺利考取驾照，在很大程度上纠正和规
范了司机的驾驶行为。但问题又来了，
由于地处藏区，驾驶员文化水平低，大部
分不懂汉文，不会操作电脑。王成元又
开始琢磨这事，请人把理论考试题目翻
译成藏文，方便了驾驶员考试。

玉树州长途货运司机索南战斗深有
感触地说：“玉树的交通状况是历史遗留
的老大难问题，我们不相信他一个队长
能把这种状况扭转过来。没想到，这个
新队长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查处‘黑
车’。我们经常看到王成元带着交警站
在大街上给过往行人讲解买卖‘黑车’的
害处，并用查处的实际案例教育群众。
他的这些做法，最终使‘黑车’无处遁形，
失去了存在的市场。”

如今，玉树州再也看不到“黑车”的
影子，人们踊跃地考驾照、办牌照，懂得
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短短几年，这
里的交通状况得到颠覆性改变！

身患癌症，奋力抗震救人

就在工作取得很大进展时，王成元
的身体却亮起了红灯。2007 年 11 月，他
突然感到两腿发软，浑身乏力。检查结
果令所有人感到意外——胃癌！高原环
境恶劣，再加上病痛的百般折磨，他常常

整夜失眠。他的白血球指标忽高忽低，
时时下降到身体难以承受的状态，可一
接触到工作，他立刻变得干劲十足，常常
工作到深夜。

2010 年 4 月 14 日，在玉树地动山摇
的危难时刻，王成元紧急召集政委江巴
才仁和副支队长杨东凌，直奔交警支队
对面的玉树县第一完全小学开展救援工
作。大街上，狂奔着找人的，捂住伤口痛
哭的，废墟里呼喊着救命的人们刺痛着
王成元的神经。

没有救援工具，他们用破布条胡乱
把手一包，在废墟里不停地刨。意识到
徒手救援的低效后，王成元分析认为，最
快到达的救援队一定是乘飞机赶来，他
当即决定，所有民警兵分两路，由他和副
支队长杨东凌带队打通机场路，其他干
警继续救人。

地震破坏了机场路附近的西杭电
站，大水裹着泥沙和杂草漫过路面，许多
机动车挤成一团。王成元站在过膝的泥
浆里疏导车辆，全然不顾泥浆的冰冷。

正是在王成元快速疏通的这条生命
通道上，迎来了第一批专业救援队，迎来
了第一批救援物资，也送走了第一批危
重伤员。

关爱群众，展现民警风采

王成元出生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
县林川乡窑庄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
忍饥挨饿吃黑面馍馍和洋芋长大的他，
凭着自己的刻苦努力，考取了青海省交
通学校，1984 年毕业分配到青海省格尔
木。这在当时那个小村庄里，是一件自
豪和骄傲的事！

“娃娃们”是王成元对交警支队招收
的协警员特有的称呼，“这些娃娃们不容
易啊！一个月才拿几百元工资，晴天一
身土，雨天一身泥。如果没有他们，灾后
玉树的交通状况难以想象，恢复重建必

定受到影响，这些娃娃们功不可没啊！”
王成元心疼他的“娃娃们”，在他的

努力下，协警员的工资逐年递增，从最初
的 500元增加到现在的 2300元。

格尔木交通管辖面积大，据与王成
元同事多年的马光亚介绍，一次，他和
王成元在值班时接到电话，百里外发生
车祸，有人死亡。按当时的规定，他们
可以等到天亮再去处理，可王成元坐不
住了，跟马光亚说，“咱们还是现在就
去吧，早点到那里，家属心里也会好受
一些”。就这样，两人顶着刺骨的风雪
连夜赶往现场。

妻子魏晓跟王成元是同村的，两人
在格尔木工作、成家，婚后一直租住在民
房里。由于当时格尔木采金潮和盐湖开
发热的兴起，大量农民工汇聚格尔木。
王成元有不少同乡到格尔木打工，他们
大都会到王成元家坐坐，见着交警就问
王成元的家在哪儿。王成元让妻子买了
口大锅，扛回大袋的面粉、土豆、白菜，给

大家做热乎的臊子面吃。王成元告诉妻
子，“这些来打工的老乡挣钱不容易，家
里没啥好的，但是热茶热饭咱们得尽量
提供”。

有的同乡干了一年活拿不到工资，
回不了家，王成元夫妇就给他们买火车
票，再把他们送上火车⋯⋯

今年 7 月，王成元在北京住院化疗
时，已经无法正常下咽任何食物，但他却
叮嘱妻子多熬点粥。他告诉妻子，“同病
房的都是来北京看病的，家里都不容易,
多熬点，让身边的病友们也喝一口热
粥”。就在几天后的 7 月 18 日，王成元因
胃癌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年仅 52岁。

7 月 22 日，王成元过世第四天，玉
树市交警大队队长桑丁和同事们替王成
元去看望藏族老阿妈拉泽。老阿妈家住
玉树市结古镇 30 多公里外的称多县歇
武镇下赛巴村，已 85 岁高龄，无儿无
女。王成元每年都会和同事一起去看望
她几次。见几个民警进了屋，却不见王
成元的身影，拉泽老阿妈不停地张望，
嘴里念叨着：“阿吾呢，阿吾怎么没
来？”桑丁告诉老人家：“常来看望您的
那个阿吾走了，来不了了！”老阿妈顿
时老泪纵横，一遍遍抚摸着屋里那张结
实的床，说这张床是阿吾做给她的，

“这个家里吃的用的哪一样不是阿吾买
给我的，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说走就
走了呢”？

10 月 25 日，是王成元去世一百天
的日子，按照乡俗，他的家人为他立
碑。在王成元的坟头，女儿王妍馨长
跪不起。她给父亲带来了刚出生 50 天
的儿子。因为她知道，王成元做梦都
想看到这个小生命的降生，可终究没有
等到。

走进王成元在西宁的家，各种荣
誉证书奖章摆满了客厅，在奖章下面
摆 放 着 一 组 藏 羚 羊 的 雕 塑 ： 高 山 顶
上，几只羚羊抬起头凝视远方，若有
所思⋯⋯

通 天 河 畔 铸 警 魂
——追记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公安局原副局长王成元

本报记者 石 晶

王成元（右二）与同事在巴颜喀拉山口执勤时吃午饭。 （资料图片）

曾采访过王成元的原三江源报社记

者陈瑞，因没能在他生前打个电话而遗

憾泪流；因为不见了常来看她的“阿

吾”，藏族老阿妈拉泽老泪纵横⋯⋯

王成元干过社区治安警、当过刑

警、做过交警，在 30 多年的警察生涯

里，他铁肩担道义，坚定执着地谱写

了一曲新时期人民警察的生命赞歌。

面对身患癌症的厄运，他从容淡定，

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顽强与病

魔抗争，始终战斗在基层一线，把全

部心血奉献给党和人民，以实际行动

诠释了一名新时期人民警察、基层公

务员、共产党员的优良品德和高尚情

操。

有的英雄似星辰日月，须仰视才能

见其光华。王成元却不同，观察他的最

佳角度是平视，因为他做的多是寻常

“小”事。然而，每一件有意义的小事

背后，都包含着成就非凡的因素。一件

件小事最终汇成爱的洪流，给人温暖、

催人奋进。王成元同志有着高尚的人

格、不凡的光辉，将永远成为我们学习

的榜样。

用生命谱写赞歌
马玉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