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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巡查边界时，一颗地雷让年仅 37岁的

他永远失去了左小腿。作为界务员的他再也无法像往

常一样，到他负责守护的 117号至 121号界桩、一段

6.7公里长的边境线上巡逻。

不过，曾冒着炮火在边界插上国旗，现在拄着

拐杖进行康复训练的他，仍是当地人由衷佩服的

“活界桩”。

他叫毕世华，是党的十八大代表、镇康县红岩村

原党总支书记。

敢于建言的党代表

毕世华家的饭桌很矮，妻儿坐的都是矮板凳。自

从腿受伤后，他不得不搬个高凳子，突兀地坐在孩子

中间。这个 37岁的彝家汉子，皮肤黝黑，平时不苟

言笑。不过，在一双儿女面前，他会变得温情起来，

不时给儿女夹菜，叮嘱他们多吃点。“以前陪伴他们

的时间太少，重新补过。”

妻子左建芬说，受伤前的毕世华总是早出晚归，

常常在深夜12点后才回家。“回家时孩子睡着了，出

门时孩子们还没醒来，同一屋檐下，父子一星期都见

不到面”。

2004年至 2012年，毕世华曾先后担任红岩村委

会主任、村党总支书记等职，他还有个光荣的身份：

党的十八大代表。

红岩村原来每个自然村都有小学，入学率

99.8%。撤点并校后，只留下了 3所小学，中心完小

位于沙坝田村。对于刺树丫口自然村 60户人家来

说，孩子上学需要走路 20多公里。2012年，刺树丫

口村辍学儿童达到 30%。“因为远，父母一般等到孩

子八九岁才送去读一年级，读着读着就不送了。”继

续送孩子的，家庭生产也常常被耽误。毕世华看在眼

里，急在心头，作为党代表，首次履职时，他关注的

就是边疆少数民族教育。当云南团讨论十八大报告

时，他就提出了撤点并校带来的不便这一问题。

后来，“十八大巡讲团”来到南伞镇时，毕世华

专门又为此事作了报告。巡讲团专门派人实地调查，

并写了论证报告。

2014年开始，校点开始恢复，其中刷布场自然

村、红岩自然村两个校点进行重修，并增加规模办

学，坝子队自然村直接恢复上课。

除了关注能不能读书的问题，毕世华对怎样让孩

子们得到好的教育问题也很重视。早年因为家穷，毕

世华初中毕业就没再上学。在担任红岩村党总支书记

时，他就专门去临沧市办学最好的学校拜访校长，取

经怎么抓教育。听取建议后，回到村里就组织村小学

的老师来一场考试，考“我为什么当老师，我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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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毕世华，彝族，党员，1979 年生。2004 年

至2012年担任临沧市镇康县南伞镇红岩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等职，2007年4月至今被镇

康县外事办聘为界务管理员。他先后获得全国

优秀党务工作者、云南青年五四奖章、“感动临

沧”年度人物、优秀界务员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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