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Y N Y L X F .CN

先锋人物R ENWU

教学生”。考得第一名的老师，由村委会奖励一个月

工资，其先进经验拿去跟同校老师交流。

这个项目，从2010年开始，组织了3年，有3位
老师获得了奖励。“教育部门认可此事，老百姓也觉

得老师多学习才能教出好学生，也很支持。”村民对

毕世华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冒死插国旗的“活界桩”

镇康县与缅甸果敢地区毗邻，国境线长 96公
里。县城所在地南伞镇是边境口岸重镇，距缅甸果敢

县城9公里，距缅甸腊戌市87公里。居住在镇康的广

大农民世代生活在边境，对这里的山川河流、界碑界

桩、通外出口了如指掌，有些就被政府聘任为界务

员，毕世华就是其中一位。

2009年 8月 27日下午，“轰、轰——”听到境外

传来的两声巨响，正在刷布场执勤点巡逻的毕世华感

觉异常，担心炮弹越过边界，危及村民安全。毕世华

说，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要设法提醒境外，战事不能

越界。于是，他马上开车到县城买回一捆国旗，带着

党员干部和武装干事到边界线上插国旗。

由于边境线长，只能分工合作。“有人不敢去，

我就说，不要怕，插上国旗就安全了，最危险最远的

地方我去！”毕世华带着李国斌去了 119界桩，插好

国旗又带着两个人去121界桩往120界桩方向插国旗。

这是毕世华第一次插国旗。在此之前的2009年8
月8日，缅甸国内发生军事冲突，大量边民涌入镇康

境内。“我们把边民避难看作是投亲靠友，村干部带

头领回家里照顾，我就领了七八个回去。”毕世华

说，当时大家都不轻松，没有听过这么近的炮声，边

民还在自己家里，插上国旗就是为了避免炮弹危及村

里。“还真起了作用，缅甸的双方武装人员没有过

界，边民也知道过了中国国旗就安全了”。

面对枪炮声，他坦言会害怕。“但这是我作为一

个界务员应尽的职责，我相信把国旗插在国界线上，

我们的群众就安全了。”

这次工作中，毕世华带领村民们创造了奇迹，在

境外边民滞留的近半个月时间里，当地没有出现一例

人员死亡，没有发生一起人畜传染病，甚至没有出过

任何刑事和治安案件。

实际上，毕世华 18岁就开始参加界务工作。从

2007年4月被正式聘任为界务员至受伤前，他一直负

责中缅边境 117至 121号界桩地段 6.7公里的界务巡

查、管理和维护。

1998年，他处理的第一起界务纠纷是争地，面

积不足一亩。事关国土主权，既不能随便让步，也不

能让对方吃亏。第一次，毕世华感受到了界务员工作

的神圣。“处理两国边民的纠纷比协调本村纠纷难多

了。我们与外交官不同的是，除了考虑国家尊严、领

土完整，政策法规外，还要考虑民俗民风问题。”毕

世华说。

一直以来，毕世华与境外边民关系都很亲近。毕

世华去界桩附近干农活，双方互相请对方吃饭。“唠

嗑时顺便把共同维护边境、和睦相处的政策宣传一

遍。农忙时，还互相帮忙”。

外事无小事。毕世华细致的管理赢得了边民的尊

重，灵活公正的处理方式，界务员“自家人”的亲切

形象，让“有事找界务员”成为边民的共识。被聘为

外事界务员以来，毕世华先后制止了过牧行为120多
起，处理了过伐行为7起、过耕问题4起。

致富路上的“领头羊”

“强组织、建阵地、聚人心、固边疆”是毕世华

牢记于心的党建箴言。“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

员和干部。作为党员干部更要积极带头贯彻落实好上

级党委、政府的惠民政策，带头干好村里的事务，群

众才会信任，基层党组织才能发挥聚人心、固边疆、

建设美好家园的作用。”毕世华说，通过发展产业带

领村民致富最能聚人心，从而达到固边疆的作用。

在红岩村“咖啡＋澳洲坚果”套种基地，咖啡树

上垂满了暗红色的果实，红岩三组村民龙卫强正在自

家门前，忙着将咖啡称斤装袋。

1997 年，初中毕业的毕世华进入红岩办事处

（后更名为红岩村委会）做文书，同时参加了云南省

委党校镇康分校连续6年的学习。此时，从小经历过

贫困生活的他，梦想着自己能改善村里交通，解决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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