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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患绝症，切除了三分之二的
胃，忍受了 8 次痛苦的化疗。高原环
境恶劣、病痛百般折磨，他常常失眠，
硬熬到天亮。王成元，青海省玉树藏
族自治州公安局副局长、交警支队支
队长。直到他离开，很多人并不知
道，这个每天披风沐雨奔波的人，竟
然身患癌症多年。

“忘我，是最好的治疗。”这是王
成元与病魔搏斗的感悟。随着他的
工作、生活方方面面重新展现在我们
面前，一个释然于宿命绝症、直面高
原孤寒、执守“天路”的王成元，又重
新站在了我们的面前。

到任“三把火”树立职业威严
2007年夏天，已经在玉树工作了

3年的王成元，突然觉得疲倦、浑身无
力。不久，由于胃部开始不断出血，
极度虚弱的他住进医院，检查结果是
可怕的：胃癌。由于病情严重，医生
决定立即实施胃切除手术。

交警支队副支队长杨东凌到医
院看他，看着以前那个结实强壮的支

队长变得如此消瘦虚弱，杨东凌不由
想起3年前，王成元刚到玉树任职，便
立即树立了威严、敬业的职业形象。

到任后，王成元首先开始严查
“黑车”，杜绝无照驾驶。但是，全支
队民警的心里却打起了鼓：这些问题
是历史积累下来的老难题了，凭他能
行吗？查处登记“黑车”、在全州范围
开展宣传教育、加大驾驶员的培训力
度、制作播出警示教育片。一连串果
断的行动，让大家看到了他坚决的执
行力。

抓警容警纪、开展业务培训是王成
元到任后抓的第二件事。王成元亲自
督促、检查，一一纠正队内的不良现象，
他狠抓业务培训，无论是案卷的制作还
是现场证据的采集，都手把手教给民
警。

推动改善办公条件、规范交通行
为，进一步为王成元赢得了属于一名
新任领导的赞誉。在他的努力下，支
队民警都配备了对讲机。曲麻莱、治
多、杂多等地交警大队新建了办公场

所、更新了警用车辆。
抗震救灾三次晕倒却不愿后退
2010年4月14日早晨，玉树发生

地震。伴着巨大的晃动，王成元一摇
一晃地挪到门口，用尽全力冲下楼。

“集合民警，赶紧救人。”一时间，30名
民警集合起来。王成元下了第一道
命令：“想尽一切办法联系其他民警，
有多少联系多少，其他人跟我上。”

王成元的第一反应是“先去学
校”。玉树藏族自治州第一完全小学
就在街道对面，冲进学校后王成元和
政委江巴才仁很快把老师、学生集中
到了操场。这时他突然想起，刚刚过
来的时候听到一楼房内有人呼救。
他迅速带领民警赶去施救，没有工
具，他们就用手不停地刨。几个小时
高强度的工作后，王成元晕倒在了现
场。接下来，紧张的抢救、繁忙的交
通疏导，使王成元体力透支，他先后3
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每一次都是
身边的民警把他抬到车上或帐篷里
休息，可醒来后，不顾众人劝阻，他又

弓着腰冲到了最前线。
进入灾后重建阶段，12.5 平方公

里的玉树市结古镇聚集了来自四面八
方的3万多辆机动车。确保所有车辆
安全有序地进出，就成为王成元研究
的新课题。为此，他和同事整晚不睡
觉，分析、预测，研究解决结古镇及周
边的交通问题。每天早上一起床，他
就会挨个布置当天的工作。每天夜
里，他一定会召集支队领导，商讨第二
天的工作。在他的办公桌上，至今还
能看到从抗震救灾到灾后重建不同阶
段的一本本《道路环境整治方案》。

放弃住院治疗换得同事回家探亲
在妻子和女儿心中，王成元是“不

听话”的丈夫、不懂得“疼爱”女儿的父
亲。手术后王成元的身体大不如前，
这让妻子心疼不已，有时候不免埋怨
几句。但王成元依然很“顽固”：“既然
去上班，就该尽心尽责，不能稀里糊涂
混日子。”因为工作，即便承诺了陪女
儿高考，但是，对同事、对群众，王成元
却倾心担当。今年春节前，王成元到

医院复查，医生说他的白细胞计数过
低，要求他立即住院治疗。但是，副支
队长杨东凌远在西宁的父亲病情危
重，如果自己住院，杨东凌就没有时间
回去。想到这里，王成元还是决定把
杨东凌换下来，让他能抽空回家看看
父亲。

农牧民到交警支队办事，只要有
时间，王成元都会亲自接待。他常常
对民警们说，对群众，啥时候都不能
发火。许多亲友、同事都劝他：“你是
一个重病在身的人，有些事不必操心
去办。”可他从不觉得做这些事麻烦，
在他看来，工作上的事耽误不得。

就这样，王成元身患癌症之后没
有放下自己的工作，一直坚守在一线
的工作岗位上。2015年7月18日，王
成元因胃癌医治无效去世。8月5日，
青海省公安厅党委作出向王成元学
习的决定。

忘我，是最好的治疗
——追记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公安局副局长、交警支队支队长王成元

仓 烜

8月的河南县大草原一天能下十几
场冷雨，明艳了短暂一夏的格桑花几
天之内就销声匿迹了，而旺盛的牧草
也已微微泛黄，在这海拔超过 3700 米
的高原上，秋的脚步显得匆忙而凝
重。苏玉英说，这里的夏天只有不到
四个月，再过一个来月，就会被大雪
覆盖。

苏玉英是河南县供电公司用电服务
班班长，她的个子算不上太高，但嗓门
儿大，语速快，热情而干练。对她来
说，河南草原是生她养她的地方，也是
她人生唯一的舞台，尽管舞台不大，但
回想起这二十多年来的点点滴滴，她很
是知足。

1991 年，初中毕业不久的苏玉英
考到了当地管辖的优干宁小水电站工
作。当时电网结构十分单一，全县只
有不到 2000 户人家能用上电。每到夜
里，除了县城有星星点点的灯光外，
到处一片漆黑。

“那时候我和当地牧民才有了真正
的接触，也是从那以后，我深深地眷
恋上了这片土地。”苏玉英说。

苏玉英那时候只有十八九岁的样
子，热情活泼，当地牧民群众都非常
喜欢她。只要她每次回县城，都会精
心地挑一些砖茶、白糖和一些小食品
送给当地群众。小孩儿们看见她回来
了，就会远远跑过来围着她转。

“‘英英阿姐回来啦！英英阿姐
回来啦！’孩子们亲切地叫着我的小名
儿蹦啊跳啊，好像期盼了很久很久
……”苏玉英难掩内心的喜悦，仿佛又
回到了当年一样。

让她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每天下
班后，总会有几个当地的老爷爷老奶奶
在门口等着她，想带回自己的家里吃
饭、休息，大家都把她当做自己的亲人
一样对待。

2001 年 10 月，她所在的小水电站
由国网公司接收管理，苏玉英也如愿地
成为国网公司的一名成员。也是从那

时候起，亲身经历并见证了国家电网公
司在高寒偏远的河南牧区落地生根，把
光明送到了千家万户，结束了当地牧民
祖祖辈辈依靠酥油灯照明的历史，使他
们与城里人一样，享受着现代化生活的
种种便利。

2009年，国网公司实施户户通电工
程，集中解决偏远地区群众用电问题。
苏玉英说：“那时候施工条件和现在不
能相比，但大家都想着早一天给群众供
上电，齐心协力，攻坚克难，热情很高。”

苏玉英记得当时天寒地冻，基础坑
挖不下去，大家就因地制宜，就近找来牦
牛粪点着，等冻土消融了再挖。当时没
有吊车，安装变压器时就用倒链一点一
点地往上拉，十几号人小心翼翼、屏息凝
神，扎实认真的程度令人永生难忘。

宁木特乡是河南县第一个通电的乡
镇。通电后的第一个晚上，她和供电所
的同事受邀来到了乡上的敬老院里。在
明亮的灯光下，老人们都穿上了节日的
盛装，大家手拉着手，肩并着肩，围着篝
火载歌载舞，简直像过年一样热闹。

“我当时被现场的气氛深深地感染
了，心里就觉得只要为群众做一点点好
事，就能给他们带来无穷的欢乐。”苏玉
英说。

当年，苏玉英留在了宁木特乡供电营
业所担任所长，带领同事们为牧区群众提
供用电服务。从那时候开始，她慢慢地懂
得了什么是责任，并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
升业务技能，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户户通电工程结束后，苏玉英管辖
的部分台区出现了新装用户表号与实
际情况不一致的情况。当时供电营业
所里缺人手，苏玉英果断地拎着脚扣开
始了登杆核对工作。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登杆可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儿，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且现场
没有师傅指导，她硬咬着牙，极力克服力
量不足和心里恐惧，紧紧地抱着电杆一点
点地往上爬，一基、两基……

白天高强度地干活，晚上就住在牧

区阴冷潮湿的的帐篷里过夜。“那段时
间虽然很辛苦很累，但心里很充实，睡
觉也香。”苏玉英说。

一周后，出乎了大家的意料，她竟
提前完成了新装用户表号核对工作，并
受到了上级公司的肯定和表杨，而对她
来说最大的收获是练就了过硬的登杆
技能。她说，男人可以完成的工作，女
人也一样可以！

2011 年，工作的需要，苏玉英被调
到了新的岗位。虽然几年过去了，可她
从来也没有忘记离开宁木特乡时的
情景。

临走的那天，一位老奶奶紧紧地拉
着她的手哽咽地说：“英英啊，你不在这
里工作了，我们没有电了可怎么办啊！”
她突然感觉到，自己再也不能为这些淳
朴善良的牧民解决用电问题了，不能帮
他们带去生活用品了，不能和他们朝夕
相处了……一阵酸楚涌上心头。

后来她还是想通了，一个人的力量
是有限的，只有让前仆后继的电力人发
自内心地了解并接受牧区的风土人情
了，才能更好地做好服务工作。

再过几年，苏玉英就要退休了，在
这片她守望了快三十年的草原上，有太
多太多的东西让她难以割舍……

不过令她欣慰的是，近几年来，一批
批高学历、高素质的大学生不约而同地来
到这个地方，在短暂的适应后，大都能用
得体的礼仪和简单的藏语与祖祖辈辈生
活在这里的牧民交流，他们的服务理念更
加先进，他们的服务方式更加多样……

苏玉英再过几年就要退休了，她的丈
夫经常心疼地说：“换个环境好的地方休
息休息吧，你的心里总是放不下这里，你
也该想想自己了……”

苏玉英用多年的积蓄在省城买了
房子，她把老人和孩子都送到了那里，
而她自己大部分时间还是呆在牧区
的。她说她只要一离开牧区心里就觉
得空落落的。

（作者单位：黄化公电公司）

扎根高原四千米 情暖牧区三十年
—— 记河南县供电公司用电服务班班长苏玉英

王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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