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中旬的康定贡嘎山镇，
寒意依旧。从这里出发，最快50
分钟能到达子梅垭口。山路崎
岖蜿蜒，一旁是悬崖峭壁，车辆
驶过，尘土飞扬。“最害怕的就
是跟游客车辆发生碰撞。”贡嘎
山派出所所长邓珠告诉记者，
这条通往子梅垭口的唯一道
路，派出所的民警每周至少往
返三次。

贡嘎山派出所是康定市公安
局最偏远的派出所之一，直到2016
年底才正式通电。其辖区面积
2000多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000余
人，所内有11名民辅警。

贡嘎山海拔7508.9米，作为
四川省的最高峰，素有“蜀山之
王”的美誉，群峰连绵、雪山巍
峨，壮丽景观吸引着无数游客
慕名而来。贡嘎山派出所也因
此肩负起守护贡嘎雪山的重
任，服务游客、开展雪山救援、
维护辖区治安，是民警们日常
的工作核心。

雪 山 救 援
队员曾徒步10小时救出9人

每年5月至12月初的旅游

旺季，派出所的工作便进入
“白热化”阶段。车辆爆胎、游
客高原反应、迷路等突发状况
不断。而最为棘手且危险的，
当属前往高海拔区域救援失
联或高反严重的游客。装备
不足、山区积雪深厚、信号中
断……这些游客所遭遇的风
险，同样也是民辅警必须直面
的威胁。

5月2日中午，贡嘎山派出
所接到一起紧急报警：9名游客
在金银山失联。救援队伍立即
从海拔1900米的驻地出发，开

启了长达10个小时、跋涉20多
公里的徒步救援。山上积雪深
及膝盖，救援队多次遭遇滑坠
险情。直到晚上11点多，在海
拔4900米处的C1营地，救援队
才找到了失联人员。

当时，部分失联人员已出
现明显的高反症状。救援队对
他们进行救助后，又进行了警
示教育。当晚，大家在附近村
民的牛棚中稍作休息，第二天
才下山。

然而，并非每次救援都如
此幸运。很多时候，民辅警们

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却发现人
已不幸遇难。为了将遗体运送
至山脚下公路处，最长的一次
救援行动持续了三天，在物资
匮乏的情况下，救援队只能抓
雪解渴、充饥。

化 解 纠 纷
组建巡逻队划定“隔离带”

在贡嘎山派出所辖区，采
挖松茸和虫草是村民的重要收
入来源。过去，每年4月中旬至
6月的虫草、松茸采挖旺季，村
与村之间常因采挖界限不清导
致纠纷。

近年来，贡嘎山派出所民
辅警在采挖季来临前，深入各
村开展法治宣讲，用真实案例
提高村民的法律意识。“老百姓
很认可我们的工作，愿意看我
们制作的安全宣传片。”邓珠告
诉记者，同时，每个村落都组建
了巡逻队，民警定期对巡逻人
员进行培训。“巡逻时发现越界
采挖，不要冲动，先录像，尽量
好言相劝。”邓珠叮嘱道。

针对易产生纠纷的区域，
各村巡逻队、当地政府和派出
所共同协商，划定“隔离带”，禁

止双方在争议区域采挖。此
外，每年虫草采挖季，贡嘎山派
出所还会与邻县乡政府和派出
所签订“边际协议”。“这个方法
效果还可以，这几年矛盾很少
了。”邓珠说。

“ 双 生 兄 弟”
先后接力守护贡嘎雪山

邓珠自2022年担任贡嘎山
派出所所长，至今已近四年。
在此之前，他的哥哥李降措也
曾在贡嘎山派出所坚守了7
年。2017年，因工作出色，李降
措被调到康定市公安局折西分
局担任教导员。

邓珠从警前是一名人民教
师，哥哥李降措的经历深深影
响了他。“我刚到这里时，哥哥
会详细告诉我哪里救援难度
大、需要注意什么，我也经常向
他请教。”邓珠说。

从警后，在哥哥的言传身
教下，邓珠迅速成长为一名优
秀的“接班人”。“我体力好，救
援经验丰富，大大小小的救援
活动我都会参与。”邓珠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戴竺芯 实习生姚媛媛

两年前，德阳什邡湔底镇的
黄伟在网络上发布了一条自己
身着西装开拖拉机犁田的短视
频，在网络迅速走红，这条短视
频也让他成为了乡村创作博主。

做自媒体三年来，黄伟拍
摄了400多条短视频，获得了30
余万粉丝的关注，其间还获得
了“乡村推荐官”“犁田代表”等
称号。

5月18日，针对网友质疑，
黄伟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采访时说：“作为土生
土长的农村人，我想通过短视
频让更多人了解农村生活，这
是我创作的初衷。”

制造人物反差感
穿西装开拖拉机犁田走红网络

今年39岁的黄伟，在什邡
经营餐馆。闲暇之余，他走进
乡村创作、拍摄短视频。谈及
为何会有穿西装开拖拉机犁地
的创意，他说自家从爷爷辈起
便以犁地为生，每年5月都要为
村里的农户犁地。自幼熟悉农
用机械的他，在初中时就已经
学会了操作不少农机具。

黄伟曾干过10年货车司
机，2022年回到什邡经营餐
馆。当时网络小视频正流行，
他萌发了拍短视频的想法。考
虑到自己最擅长的是开大货车
和拖拉机，他决定以此为题。

为了让视频更具吸引力，他别
出心裁地选择穿西装犁田，以
此制造反差感。

“小时候家里穷，总是穿着
旧衣服，那时我便暗暗发誓，将
来赚了钱一定要穿得体面。”因

此，工作后黄伟为自己买了不
少西装，即便身处乡村，他也时
常身着正装，保持着干净整洁
的习惯。

2022年7月，黄伟将一个月
前拍摄的穿西装开拖拉机犁地

的短视频发布到网络上，没想
到一夜之间爆火，获得了80多
万点赞，传播量超过一千万。
视频中，他身着西装西裤、打着
领带、梳着光亮发型，一脸严肃
开着拖拉机。网友评论他“心
在巴黎时装周，身在城乡接合
部”“拖拉机开出了霸道的气
势”“这行头，有上海滩的味道
了”……

否认把田犁坏了
每年5月集中拍摄素材并发布

黄伟的视频走红网络后，
网友有支持的，也有质疑的。

“有人说我拍视频把田犁
坏了，其实并没有。”黄伟向记
者解释，他只在每年5月拍摄一
次开拖拉机犁田的短视频，每
次拍30至40分钟的素材，后期
剪辑成多条短视频，分拨发
布。网友看到的视频并非当下
拍摄的，都是5月集中拍摄的素
材。

每年立夏之后，农民为了
给早稻插秧，先给农田灌水，再
用大马力拖拉机翻耕。黄伟介
绍，一亩田机械化翻耕需30至
40分钟，目前呈现的所有短视
频都在自家田里完成。

面对质疑，黄伟表示不在
乎，因为他收获了更多正向反
馈。2024年，他在四川省第四
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大赛
中荣获一等奖，成为“什邡宣传
首批推介官”。黄伟自豪地说：

“荣誉是对我三年坚持的最好
肯定，也是激励我继续前行的
动力。”

初衷只是热爱
将继续记录真实的乡村生活

作为在社交媒体平台拥有
30余万粉丝的“犁田代表”，黄
伟目前的短视频基本上都是由
其妻子拍摄。在谈及创作时，
黄伟说，由于没有专业团队，他
的创意已经“山穷水尽”。

黄伟一边翻出手机里的
视频数据，一边分析道：“别人
的视频能想出设计情景、拍出
故事感，但我的视频就很一
般。”

是否考虑过让专业的公司
加入？黄伟坦言，从最初创作
到现在，他并没有因为短视频
而实现任何盈利，做视频的初
衷只是爱好。“虽然我也曾陷入
过流量焦虑中，但一个人的精
力终究有限，不可能永远保持
高强度的创新状态。”如今，他
已经学会用更平和的心态看待
内容创作。

在农闲之余，他会主动上
网学习热门视频的创作手法，
尝试将网络热梗与家乡特色有
机结合。“我不想把更新视频变
成一种负担，而是希望用轻松
自然的方式，像发朋友圈一样
记录真实的乡村生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邹阿江杨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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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田”走红博主：只在每年5月拍一次短视频
针对网友质疑，什邡男子黄伟回应称“想记录真实乡村生活”

兄弟俩接力守护“蜀山之王”
四川雪域高原有一抹藏蓝身影

邓珠和队友一起救助被困游客。受访者供图

黄伟穿西装开拖拉机犁田的视频走红网络。网络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