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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6_E6_81_A9_EF_c24_227124.htm 从1996年西藏公安边

防总队成立至今，余世恩一直担任总队政委。他继承和发扬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团结，特

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在本职岗位上自觉践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带领全体官兵在雪域高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辉煌。 1996年12月，总队刚刚成立，余世恩提出到阿里边防

一线的执勤点了解官兵的思想状况。有人劝他：“阿里冬天

的道路很难走，现在去太危险了！”他却说：“当政委的怕

苦怕险，还有什么说服力？”随后便毅然踏上了西行之路。

当他来到距阿里霍尔工作站100多公里的马踊山时，狂风怒吼

，大雪铺天盖地卷来，车子一打滑，掉进了冰河中。这里的

海拔是5300多米，第一次上阿里的余世恩强忍着头痛从车里

爬出来和大家一起挖雪开道。在零下40多摄氏度的冰天雪地

里，他们奋战了六个多小时才冲出冰河。 第一次上阿里的危

险并没有吓倒余世恩，相反使他更加体会到，在雪域高原完

成戍边使命，没有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是万万不行的。

从那时起，余世恩就认准一个道理：当领导的不能光在拉萨

打电话，遥控指挥部队，只有深入边防一线，才能听到官兵

们的呼声，才能知道官兵们的难处。在六年的时间里，他有

大半时间在基层，走过的路程相当于两次二万五千里长征。 

余世恩常说：“我们的官兵长年驻守在雪山哨卡，条件十分

艰苦，我们应多为他们着想，多为他们做主，要把思想工作

做到实处。”为解决广大官兵生活条件差的问题，经过实际



考察调研，西藏总队在各级党委的支持下，实施了深入兵心

的“解困工程”。如今，在边防基层单位，一座座漂亮的营

房拔地而起，太阳能发电机、电视机、影碟机等生活、娱乐

设施一应俱全。然而，余世恩自己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固定

的家。 从戎30余载，余世恩为了大家，顾不了小家。妻子杨

增莲在跟余世恩30年的夫妻生活中，曾搬过十几次家。随着

孩子的出生和年老多病的父母无人照顾，杨增莲只好忍痛割

爱，放弃优越的工作提前退休回到了老家陕西榆林。 谈到父

母、妻子、孩子，余世恩总是怀着深深歉疚。妻子临产时，

他没能守护在她的身边，因为驻守的边防哨卡没有电话，他

连一句问候也没有捎去；父亲病故，家里发来加急电报，由

于部队工作脱不了身，他没能回去料理后事。 独身在西藏的

余世恩也没有照顾好自己。1998年10月，他积劳成疾累倒在

工作岗位上，住进了军区总医院进行抢救。病体未愈，他就

强行出院，第二天又带着工作组到山南支队检查工作。2001

年3月，总队在日喀则市召开公安部给帕里边防派出所荣记一

等功命名大会。那一段时间，余世恩一直感觉腹部疼痛，但

他坚持赶往日喀则边防支队，晚上输液，白天开会。等会议

结束回到拉萨一检查，原来，他的胆囊里长了一个很大的结

石。检查的医生大为惊讶：“这么大的结石，在你的胆囊里

最起码长了八年以上。” 余世恩认为，一个部队有了正气才

能发展。要正风气，全总队看党委的，党委看政委和总队长

的。 余世恩任政委以来，研究提升的干部有数百名，他从未

收过一份礼。去年底，有一名干部提着烟酒登门“看望”他

，拐弯抹角地暗示，在任免干部时关照一下。余政委生气地

说：“想进步是好事，但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不看别的



，就凭你这种做法，就根本没有资格提升。”2000年，总队

进行作风整顿，有几个不信“邪”的，偏要以身试“纪”，

结果这几名干部因不假外出受到处分。 2001年年初，一个包

工头手提一只装满面值为100元人民币的密码箱，来到余政委

家中，一阵寒暄后他露出真面目，要求招标时给予关照，并

表示如果中标，再给余政委提成工程总价的5％。余世恩严肃

地对包工头说：“这件事办不到。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

我要对党的事业和部队建设负责。至于招标，党委集体研究

讨论才能决定。”包工头依然纠缠不休，余世恩一怒之下将

密码箱扔出门外。事后，这个包工头对别人说，这年头竟还

有这种人，真是不可思议。 基层官兵对余世恩是“一盼二怕

”。盼的是他能下基层解决问题，为官兵办实事，办好事；

怕的是他的严肃。总队官兵都知道，他戎马生涯30余载，两

袖清风，廉洁自律，为全区部队官兵树立了榜样。要求别人

做到的，他首先做到；不许别人做的，他坚决不做。就是凭

着这股正气，在总队党委的领导下，西藏公安边防总队各项

建设蓬勃发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