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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正
式印发，标志着共青团这个由党缔造
和领导的、拥有94年历史和8600多万
团员的组织，全面进入“改革时间”。
推进共青团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大战
略部署，是党的群团工作发展的重要
里程碑。

这是一项赢得未来的事业。青
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
时代的晴雨表、改革发展的生力军、
创新创造的突击队。我们党自成立
之日起，始终把培养青年看作义不容
辞的责任，始终把青年工作作为一项
根本性、战略性任务，始终重视发挥
共青团团结引领青年的重要作用。
当前，面对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的历史重任，面对“四种考验”的
时代挑战，党尤其需要凝聚青年力
量，激发青年活力，赢得青年支持。
这次共青团改革，是党中央着眼时代
环境和青年群体变化作出的重大决
策，充分体现了党与时俱进、锐意改
革的巨大勇气，充分体现了对青年和
共青团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
必将把广大青年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党的周围，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磅礴青春力量。

这是一场众志成城的改革。党
中央明确提出，新形势下，党的群团
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改进
提高，不能停滞不前。这是群团改革
的逻辑起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
平总书记亲自为共青团改革把脉问
诊，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中央书记处
办公会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先后
研究审议团中央改革方案。这为共
青团改革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
本遵循。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共青团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发
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一段时间以
来，团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工作有效覆
盖面不足、团青不分等严重制约着共
青团事业发展，广大团干部和团员青
年有着切身感受，推进自身改革的共
识广泛而强烈。上下同欲者胜。有
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广大团员青年
的坚定支持，共青团改革必将推动自
身破解难题、增强功能、焕发新的蓬
勃生机活力。

这是一次正本清源的攻坚。共
青团改革的目的是着力增强政治性、
先进性、群众性，着力推进组织创新
和工作创新，更好地联系青年、服务
青年、引导青年，这是对共青团本质
的回归。推进共青团改革，要牢记根
本、不忘初衷，始终坚守作为党的助
手和后备军的根本定位，认真践行团
的根本任务、政治责任和工作主线，
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听党话、跟党走，
巩 固 和 扩 大 党 执 政 的 青 年 群 众 基
础。要下大力气解决脱离青年等突
出问题，以领导机构构成、机关部门
设置、干部队伍来源、工作运行方式

等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口，破解长期
制约共青团发展的思维定势和重点
难点，推动共青团组织面貌明显转
变，推动共青团工作更加符合群众工
作规律，让青年产生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更好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在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中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
作用。

推进共青团改革是全党的共同
责任。各级党委要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加强对共
青团改革的领导，将其纳入落实“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总体安排，把共
青团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共青团
要发挥“党有号召，团有行动”的光荣
传统，增强自我革新的勇气，直面问
题、迎难而上、攻坚克难，蹄疾步稳、
有序有力地推进改革。团干部要努
力当改革的实干家、改革的促进派，
充分理解改革，坚决支持改革，踊跃
投身改革。

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
革创新者胜。90多年来，共青团在党
领导下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成为走
向新辉煌的起点。我们坚信，坚定不
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
路，投身全面深化改革历史洪流，历
经自我革新洗礼，一个更加充满活
力、更加坚强有力的共青团，将活跃
在新时期党的群众工作格局和国家
治理体系中，团结带领广大青年谱写
出更加壮美的青春之歌。

（人民日报）

建设更加充满活力
更加坚强有力的共青团

(上接第一版A)
一家三口便只能靠务农和政府补

贴生活。
2011年，拉郊乡党委、政府为了扩

宽农牧民增收渠道、增加农牧民先进
收入，便组织3个农牧民群众前往错那
县进行培训。

尼玛措姆有幸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多亏了政府，让我能够以竹器加

工这门手艺养活我一家老小，我们家
以 后 也 可 以 靠 自 己 的 双 手 吃 饭 了
……”尼玛措姆乐呵呵地说。

2016 年上半年，竹木器加工这门
技艺已为尼玛措姆带来了10000 元以
上的收入。

随后，拉郊乡党委政府还邀请1名
竹木器加工技术人员来到拉郊乡，组
织建档立卡的贫困群众学习竹木器加
工技术，提高竹木器加工效率和产品
附加值。

目前，拉郊乡30户建档立卡户中
已有17户从事竹木器加工。

而为了拓宽竹木器产品的销售渠
道，让这门技艺真正成为农牧群众致
富的手段，拉郊乡党委政府决定以协
会模式进行管理，农牧民群众在培训
完后加入竹木器加工合作社，由合作
社对农牧民群众的产品进行统一销

售，到了年底根据销售份额对群众进
行分红。

“竹器编织手艺在拉郊乡历史悠
久，属于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过去
由于交通不便，群众只能采用自制自
销的模式，竹木器的价钱和销量都很
低，现在通过竹木器合作社进行集中
收集，以 50 元到 400 元不等的价格收
购竹木器，并安排专人销售，群众从中
受益颇多。“拉郊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顾世超介绍说。

如今，竹木器手工艺已覆盖全乡，
每家每户几乎都会在农闲的时刻制作
竹木器。

据统计，竹木器为拉郊村群众每
年创收不低于40万元，每户靠竹木器
年增收2000到10000余元。

“现在我们竹器的销路越来越好，
大家也越来越愿意去学习，大家在致
富的同时，也让这门手艺也能够传承
下去。”面对竹木器的发展现状，尼玛
措姆感到十分欣慰。

除了积极推动竹木器加工产业发
展，拉郊乡还将发展黑木耳种植产业
纳入帮助群众脱贫致富的产业范畴。

乡党委政府从建档立卡户中选出
了 2 名农牧民学习黑木耳种植技术。
截至目前，黑木耳的试种工作进展顺

利。
加强就业援助力度

——助力全乡脱贫攻坚路
“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现在我们

家的生活改变了很多，没有什么困难
了。”村民次仁拉珍的感激之情在她已
逐渐模糊的双眼中折射了出来。

2015 年以前，次仁拉珍一家还是
全乡最贫困的家庭之一。

次仁拉珍双目几近失明，无法从
事正常的工作，丈夫普布次仁缺乏一
技之长，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女儿还在
上大学，儿子拉巴顿珠初中毕业后就
前往拉萨打工，但3000元的工资对这
个四口之家来说也是杯水车薪。

女儿的学费生活费以及一家人的
日常开支都是压在次仁拉珍身上的大
山，日子总是紧巴巴的过着。

此时，洛扎县全面打响脱贫攻坚
战役。

乡党委政府在了解了次仁拉珍一
家的情况后，便着手为普布次仁解决
了一个护林员的工作岗位，并将其纳
入竹器加工合作社中，让普布次仁有
了固定的收入来源。

2016 年新春伊始，乡党委政府又
考虑到拉巴顿珠远在拉萨，不仅收入
不高，也不方便照顾家里，便将拉巴顿

珠召回来，并为他联系了拉郊电站项
目部，拉郊电站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
取了拉巴顿珠。

2016年6月，拉巴顿珠在电站的组
织下前往云南进行电工技能培训，培
训后即可进入电站工作，工资达 3000
元/月以上，而在培训期间，拉巴顿珠
不仅食宿全包，还能拿到2800元/月的
工资。

如今，拉珍的女儿已顺利毕业，开
始进行公务员考试，普布次仁和拉巴
顿珠的就业问题得以解决，加上固边
富民等政策补贴，家中的年人均收入
已达到了12000元以上。

“现在的日子越过越好，我们也能
够有个幸福的晚年生活了。”说起未来
的生活，次仁拉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

与此同时，拉郊乡在建党立卡户
原有的 19 个护林员、2 名联防队员岗
位的基础上，新增护林员岗位27个，野
生动物保护员岗位6个，占全乡建档立
卡总人口的 63.52%，不断加大就业援
助力度，拓宽就业渠道，为铺平脱贫攻
坚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开展结对帮扶认亲

——托起群众的脱贫致富梦
“如果没有古桑旦增书记，那就没

有我们家的今天。”每每谈及自己的帮
扶人，村民旦增尼玛总是心怀感激。

走进旦增尼玛的家，宽敞的客厅
里摆放着一排精美的藏式家具，电视
机、消毒柜等各类家用电器整齐的排
列着。

“这些家具都是古桑旦增书记自
己掏钱买了之后帮我们送过来的。”旦
增尼玛的妻子加央拉姆指着柜子和沙
发说道，“而这些家具都是我们以前不
能想象的。”

旦增尼玛一家3口人，小孩在生格
乡完小上小学4年级，因为缺乏一技之
长，夫妻两人只能靠着政府补贴和采
集药材虫草贴补家用。

但随着小孩慢慢长大，家里的经
济也就愈加拮据。

2015 年精准扶贫工作正式开展，
乡党委书记古桑旦增成为了旦增尼
玛的帮扶人，正式走进这个三口之
家。

“书记平日里工作很忙，但每隔
四五天就会来我们家看看，问我们有
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加央拉姆说。

考虑到旦增尼玛需要掌握一门技
术才能确保脱贫致富，古桑旦增首先
考虑到安排旦增尼玛学习竹木器加
工。

可对于从来没有做过竹木编织的
旦增尼玛来说，这样的细致活让他难
以招架。

“我想学车，去跑运输……”当古
桑旦增再次来到旦增尼玛家，旦增尼
玛提出了自己的心愿。

古桑旦增便立即着手安排旦增尼
玛进入市区学车，并四处找人安排旦
增尼玛的学车时间，争取让旦增尼玛
早日拿到驾照。

2016年5月，在古桑旦增多方协调
下，旦增尼玛在6个月内顺利考取了驾
照，并拿到了8万元的贷款。

旦增尼玛有了稳定的收入，古桑
旦增便开始考虑到加央拉姆也有足够
的劳动力，便安排了她跟随黑木耳技
术员学习木耳培育技术，并为她发放
150元/天的工资。

如今的旦增尼玛，通过自筹和贷
款，购买了一辆中型货车，参与到本地
建设，截至目前已为家里增收了4万余
元，旦增尼玛一家人的生活也由此越
过越红火。

在开展扶贫工作进程中，拉郊乡
积极按照县级干部帮2户，科级干部帮
1 户，一般干部 2 人帮 l 户的要求开展
结对帮扶工作，以干部的实际行动为
贫困户托起脱贫致富的梦想。

(上接第一版B)
清晨六点接到协同县局调查裸

尸的通知后，米玛次仁立即带上刑科
所的民警赶赴案发地点。

那一年，泽当通往大沽村没有
油路，开四个小时车翻到山顶，再下
车徒步两个小时——直到下午两
点，米玛次仁和所里的民警们才赶
到大沽村。

“是一具男性尸体。面部高度腐
烂难以辨识，身体泡在水中肿胀变形，
全身赤裸，脖子、腰部、脚踝被铁丝绑
在巨石上沉入江底。”米玛次仁说。

肿胀腐烂的尸体，让从未见过这
种场面的年轻民警们望而却步。二
话没说，米玛次仁撸起裤脚、挽起袖
子，缓缓踏入江中，动手和所里的民
警们一起将尸体抬到岸边。

法医现场解剖发现，死者右脑缺
失一块杯口大的头骨，脑浆已经液
化，依据胃溶液初步判断，至少死亡
一个月以上，初步判断为他杀。

“尸体发现地在谷底，下去没有
人家，往上走半山腰有一户护林员房
屋，出入村子走山那边那条小路，而
这里偏僻，不会有人来。”米玛次仁在
纸上给我们画出示意图，“再结合尸
体是裸的，搜寻一圈也没在附近发现
他的任何物品，我们确定，这里不是
案发第一现场，应是抛尸地点。”

米玛次仁将民警们分成两组，一
组留在现场继续搜查可疑物件，一组
翻山进入村子逐户摸排搜寻相关线
索。

天擦黑，村里那组民警传来了突
破性消息——村民多某两个月前就
失踪了！

米玛次仁立即电话指挥村子里
的民警带多某的妻子索朗央金赶到
抛尸现场辨认，同时，他也出发赶往
索某家搜寻。

一寸一尺搜寻，终于，在多某家
厨房里被熏得黢黑的墙壁上，米玛次
仁发现了几颗乌黑色的、干涸发硬
的、类似于血迹的痕迹。

有着多年刑侦经验的米玛次仁，
心中顿时一片了然。他轻轻刮下墙
壁上的“血迹”，招来民警将样本送去
与尸体提取物进行DNA比对，然后，
不动声色地在村里悠然地与村民闲
聊起来。

“那时候我们还奇怪，舅米玛怎
么这么淡定，发现血迹了不赶快汇报
结案，还和村民们闲聊，后来我们才
知道，他是去了解事情，是我们太急、
太不细心了。”刑科所民警、米玛次仁

“徒弟索朗朱杰说。
“他妻子身材娇小，靠个人的力

量杀人都有困难，何况将尸体搬到那
么远的谷底，所以肯定有帮凶。”米玛
次仁说，“让她去辨认尸体时她神色无
异，这说明她具有很好的心里素质，我
们只有将这个帮凶找出来，将证据摆
在她面前，才能让她彻底低头。”

与米玛次仁所想无异，依据村民
们提供的线索，很快，民警们在多某
家对门找到了这个“帮凶”。

原来，索朗央金和对门的次仁边
久一年前就勾搭在一起，次仁边久的
妻子为此还上吊自杀。4月份的一天
夜里，索朗央金和次仁边久将多某灌
醉后，用榔头重击多某右脑，多某当
场死亡。而后，两人将尸体抬到半山
腰一处荒芜的山洞里。没几天，天气
异常炎热，考虑到尸体会腐烂发臭，
两人又将尸体移出山洞搬到谷底，将
尸体扒光衣服，用铁丝绑在巨石上沉
入江底。

面对先进的科技手段和次仁边
久的招供，索朗央金供认不讳。

“有时候一个细节就是破案的关
键！”索朗朱杰说，“舅米玛一直身体
力行教导我们，做刑侦工作要细心再
细心。”

上班刚进办公室，米玛次仁会四
处打量，看看有没有少什么物件，看
物件摆放的位置、角度；和家人朋友
逛街，米玛次仁总习惯性地盯着来往
的车辆；在餐馆吃饭，米玛次仁坐下
来就开始打量进进出出的人群，研究
每个人的步态、鞋种……

因着这些下意识的习惯，米玛次
仁常常被亲朋好友打趣，说他做刑侦

“着了魔”。而正是这些“着了魔”的
习惯，让他在案件侦破中屡屡尝到

“甜头”——
凭借折叠梯子上唯一残留的一

个汗渍，他追踪到做梯子的手工匠
人，从而找到梯子的买主，破获了寺
庙文物盗窃案；凭借一个足迹，他比
对千份样本，翻阅千份视频，找到了
系列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追到林芝
市米林县，将嫌疑人绳之于法……

“相比与犯罪分子正面交锋的民
警，我们主要在幕后协助办案，用科
学手段寻找藏匿在暗中的嫌疑人。”
米玛次仁告诉记者，作为刑事技术民
警，要付出更多细心，尽可能多的寻
找蛛丝马迹、提取痕迹物证，为侦查
工作提供线索方向或固定证据。
“钻”——案件不破，勘察不止

按米玛次仁从西藏警校刑侦专
业毕业起算来，今年是他干刑侦的第
22个年头。

奋斗 22 年，虽以过硬的专业技
能评上了全西藏仅有十几名的痕迹
检验中级工程师，多次荣获“个人三
等功”，多次被嘉奖为“先进人才”，可
米玛次仁一点儿也不在乎这些荣耀。

“22年的老同志，照样下现场，照
样抬尸体。”刑科所的民警们说。

刑侦人员的工作并没有大侦探
福尔摩斯式的精彩、浪漫，却有常人
难以想象的繁琐枯燥，甚至时时挑战
心理承受能力——吹过风、淋过雨、
趟过泥，常常面对脚印、指纹、烟头甚
至粪便、尸体——这可不是个体面、
轻松的职业。

“没想过换工作？”我们问。
“这辈子还真没想过脱下这身

警服。”米玛次仁说，“你们难以理
解，只要想到我们找到的痕迹物证
也许就能帮助群众挽回损失、阻止
罪犯的再次作案，我就觉得浑身充
满了干劲。”

就因这种物证破案的成就感，米
玛次仁只要进入犯罪现场，立刻拿出

“不到黄河心不死”的“钻”劲，不找出
犯罪分子的蛛丝马迹决不罢休。

索朗朱杰给我们叙述了那件有
名的加查县人为纵火案。

“刚开始我们都怀疑那是爆炸
案 ，因 为 有 群 众 反 映 听 到 一 声 闷
响。但到了现场，我们却没有找到
爆炸装置残留物。”索朗朱杰回忆
道，“舅米玛将现场被炸的废墟收集
起来，我们用水洗、用筛子筛，反复
来回甄别，三天三夜，每个人都一身
灰一身土，终于找到了痕迹物证，证
明那不是爆炸案，是起人为汽油纵
火案。”

索朗朱杰说，那三天三夜，民警
们疲惫、困顿、失望得一度想要放弃
搜寻直接定性案件，正是舅米玛一
直强调“必须找到痕迹物证来准确
定性案件”，他们才能坚持到最后。

“案件不破，勘察不止。他始终
都是这个态度。”索朗朱杰说，“不管
案件涉及钱多钱少，牵扯人多人少，
达到什么等级，如果找不到痕迹物
证，就一直找下去。”

像这样不找到痕迹物证不罢休
的“钻”劲儿，索朗朱杰可以举出很多
——

洛扎县卡久乡村民意外死亡，家
属不愿意死者被解剖，米玛次仁就开
车一路尾随村民直到拉萨，风一路、
雪一路，车轮打滑差点儿掉下悬崖；

为了查出致死原因，米玛次仁和
法医、民警等五个人被一百多个村民
团团围住，双方“对峙”了十多个小
时，终于获得同意解剖尸体……

“米玛次仁的‘钻’，缘于对人民
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领导和同事
这样评价他。

除了对案件“钻”，米玛次仁对自
己也是严苛到一刻也不放松。

“时代在进步，科技在飞跃，犯罪
手段越来越隐蔽、复杂，我们刑侦人
员就只能不停歇地学、学、学，才能快
人一步，遏制犯罪。”米玛次仁说，“这
是个含金量十足的特殊行业，没有硬
本领，寸步都难行。”

从警来，米玛次仁不断学习法律、
心理、生物、医学等专业知识，刻苦钻
研刑事侦查技术，积累审讯、研判等方
面的技巧与经验，并不断探索、总结与
创新，在不断汲取精华的基础上，形成
了自己的一套刑侦工作方法，成为了
山南乃至全区的业务精兵。

2009 年 4 月，隆子县城一位收购
古董的商贩阿珠死在家中。

被发现时，阿珠仰躺在自家客厅
的座位上，茶几上有两杯酥油茶，门
窗完好无损。

这是典型的熟人作案。多年的
刑侦经验，让米玛次仁立马找到了关
键痕迹物证——茶杯。

“这是阿珠常用的椅子、常用的
茶杯，这个屋里唯一多余出来的，就
是对面这只茶杯。”

果然，茶杯上提取出一枚男性指
纹。

可问题来了，和阿珠有生意往
来的，不仅有做古董生意的同行，还
有不少出售古董的村民，粗略一算，
竟有两百余人！这遍布隆子乡乡镇
镇，甚至有来自拉萨、昌都等地市的
两百余人中，哪一个才是犯罪嫌疑
人呢？

案件一时陷入了僵局。面对大
家期望的眼神，米玛次仁关上办公室
大门，废寝忘食地开始一个个排除。

反复思索、反复推敲，经济往来、
行为习惯、案发时所在……时间一分
一秒过去，嫌疑人一个一个被排除。
一天一夜后，米玛次仁拉开门，给出
了一份上有 3 名疑似嫌疑人的名
单。经比对，其中一个人指纹正好
与茶杯上指纹吻合。

“服！大写的服！”刑科所民警占
祥告诉记者，“我们来得晚没机会目
睹当时的情况，可这个案例后来一直
被当成教科书示范。”

“令我们佩服的是，舅米玛工作
二十二年了，现在还依然保持着高昂
的工作热情。”刑科所民警久米多吉
说，“没案子的时候，他还在看专业杂
志，还在写论文投稿，还准备评高级
工程师。要知道，他马上就可以申请
退休了。”

被同事信服、受上级表彰，你们
看到的，是米玛次仁得到的掌声和荣
誉，而背后，却是他整个青春岁月
——

他曾没日没夜扎进业务书籍里
刻苦钻研；

他曾不眠不休蹲守现场点滴搜
寻；

他在烈日下、风雪中、泥地里，从
指纹、脚印、汗渍、烟头甚至粪便、尸
体中寸缕搜寻一切犯罪的痕迹；

他没时间管妻子、管孩子，妻儿
生病时，他总在出案中；

他在刑事技术岗位一待就是二
十二年，不知疲倦、不知劳累、不记名
利……

用出类拔萃的业绩，米玛次仁成
长为刑事技术领域的排头标兵；用无
私奉献、忘我拼搏、甘忍寂寞、百折不
挠，米玛次仁诠释了他对公安事业和
人民群众的无限忠诚！

“不疯魔，不成活”，这句流行语
用来形容作家陈忠实，再合适不
过。他沉潜在农村专心著述，不问
世事是非，耗时6年时间完成《白鹿
原》创作，成功塑造出白嘉轩、鹿子
霖等具有深刻历史文化内涵的人物
形象，夺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有
学者评价《白鹿原》：“一代奇书也。
方之欧西，虽巴尔扎克、斯汤达，未
肯轻让。”

清代小说家蒲松龄说得好：“性
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
痴者技必良。”因为近乎痴迷，所以
才能用心专一、精益求精，继而才有
惊世之作。疯魔正是这样一种如痴
若狂的专注精神。东晋大画家顾恺
之，终日沉醉于绘画艺术，时常处于

“入魔”状态，每每迷恋于创作而忘
记其他，人们赞誉他“才绝、画绝、痴
绝”。一次做东请客，请帖都发出去
了，他却因忙于绘画，把请客之事忘
了。唐代诗人贾岛，为了琢磨“独行
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两句诗，时间
过去了三年，他不禁感慨：“两句三
年得，一吟双泪流。”

“疯魔”也是一种删繁就简的人
生追求。正像是凿井，与其花许多
时间和精力去凿许多浅井，不如花
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去凿一口深井。
宁精勿杂，宁少勿多，宁专勿滥，深
潜下去钻研和开拓，不管过程如何
艰辛和漫长，最后一定能开掘出生
命的清泉。陈忠实写作《白鹿原》时
给自己立下三条纪律：不再接受采
访，不再关注对以往作品的评论，一
般不参加应酬性的集会和活动。正
是靠着放下名利、沉潜隐忍的态度，

让陈忠实把精力和时间全部用在打
磨作品上，最终呈现出惊世佳作。

很多时候，我们羡慕那些成功
者，看到他们的成功荣耀和鲜花掌
声，却可能忽视了他们为此付出的
艰辛努力乃至巨大牺牲。明朝的万
户，为试验利用火箭飞天，献出宝贵
生命。诺贝尔发明新型安全炸药多
次遇险，实验室被炸得面目全非，5
个助手牺牲，连弟弟也未能幸免。
莱特兄弟为研制飞机宵衣旰食、殚
精竭虑。正是这种不怕付出、执着
尝试的“疯魔”精神，推动了科技的
进步和历史的前进。虽然他们在某
些方面都失败了，但他们绝对是人
类探索创新的成功者。

与“疯魔”相对的，是心不在焉、
有始无终。有人心猿意马，出工不
出力；有人三心二意，习惯于朝秦暮
楚；有人按部就班，满足于朝九晚五
……付出的努力大相径庭，得到的
结果自然天差地别。为什么有的人
可以不遗余力、废寝忘食地追逐心
中梦想，为什么有的人不惜“五加
二、白加黑”一心扑在事业上，关键
就在于他们以“疯魔”为做事态度，
把事业和梦想当作生命。做人应有
温度，做事应有态度，温度决定人品
修为，态度决定人生高度。做事情，
就该有点“疯魔”的精神。

有人问篮球巨星科比：“你有什
么成功秘诀？”科比幽默地说：“你见
过洛杉矶早上4点的风景吗？”原来
他坚持每天早晨4点就开始练球，一
练就是十多个小时。“不疯魔，不成
活”，这又是生动一例。

(人民日报)

“不疯魔，不成活”

本报讯 受连
日降水影响，桑日
县绒乡巴朗村遭
遇山洪和泥石流
袭 击 了 ，险 情 不
断，形势危急，部
分小圩已经漫堤，
威胁到大量的民
房、农田和公路，
人民群众生产、生
活受到极大影响。

了 解 到 这 一
情况，雪巴砂石厂
非公党支部高度
重视，迅速组织砂
石 厂 9 名 党 员 干
部，派遣 2 台装载
机到巴郎村进行
抢险救灾，排淤疏
通河道，保卫农田
与村民的生民财
产安全，抢险工作
持续两天，险情基
本排除。

雪 巴 砂 石 厂
非公党支部书记
尼玛梅朵说：“一
个党组织是一个
战斗堡垒，一名党
员是一面旗帜，我
们雪巴砂石厂党
支部，从未忘却初

心，在党的领导下，也想为桑日社会的和
谐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做祥和奉献的

‘雪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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