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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中在草地上放养山羊。

张建中是安徽省肥西县花岗镇董岗社区的退

伍军人。2013 年，张建中从零开始学习山羊的繁

育、饲养等方面知识，自己创业当起了“羊倌”。如

今，张建中的山羊养殖场一年出栏 100 多只，每年

可盈利近 10万元。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当个“羊倌”开辟创业路

哈尼古歌的交响

本报记者

李

哲

伴着晨曦的大雾，中
国国家交响乐团团长关峡
采风的脚步踏上了云南红
河的热土。

这是一段 30 多年的
音乐情缘，让老朋友们再
次循音相聚，演绎出一个
个热情的音符。

1983 年，中央音乐学
院作曲系的学生关峡、赵
石军、郭小笛等 5 人来到
云南采风。他们跋山涉水
来到云南红河，搜集少数
民族音乐、汲取创作灵感，
创作出我国首部彝族题材
的交响组曲《彝歌》。

“斜阳的余晖勾画出
伟岸的山峦，全寨的男女
老少身着节日盛装迎接着
我们。当我们走近，歌声
忽然四起，伴着用树叶吹
响的音调，汇成了奇妙的
交响，在山谷里回响。”当
年的情景清晰地印在关峡
的脑海中。如今，关峡和
郭小笛重返当年采风地，
就是为了心中的那首歌。

在阿扎河乡普春村的
田间地头，上百名村民在
田地里表演着被称为哈尼
社会口语传承的“百科全
书 ”—— 哈 尼 多 声 部 合
唱。蓝天白云下，呼吸着
新鲜空气、顶着强烈的高
原紫外线，个个晒得如同
红脸醉汉的作曲家们分辨不出那究竟是醉氧的感
觉，还是音乐的陶醉。

一首首彝族歌曲响起，悠远的音乐瞬间触动
了关峡的心。“再次听到哈尼古歌感到十分怀念，
自由而原生态的哈尼古歌将会给我的音乐创作开
启丰富的宝藏。这里的音乐之所以独特，是因为
她和生活、生产结合在一起，是一种活态音乐。”

当见到老朋友李阿帕时，大家万分感慨。当
年只有 17 岁、曾以隆重彝族歌舞迎接他们的李阿
帕，如今已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当
时路不通，我们从早走到晚才走到，这次听到熟悉
的音乐，见到熟悉的人，很激动。我们再次来这里
采风，希望能够对具有丰厚积累和沉淀的民族民
间音乐进一步的挖掘和提升。”郭小笛说。

沉浸在美妙音乐中，时间总是太过短暂，关峡
用先进手段尽可能地记录原汁原味的音乐，生怕
漏掉一点。“虽然过去也听到过一些哈尼族音乐，
但我们首次接触到这样的表演形态，这样特殊的
调式音阶，很值得分析研究，会为我们的音乐创作
开启丰富的宝藏。”关峡感慨地说，接下来他们将
邀请更多的作曲家来到红河，在不破坏哈尼音乐
文化的基础上，将其与器乐创作结合起来，探索现
场景观演出等多种表演方式来展现哈尼族音乐。

“中国交响乐团将以此次在云南的采风活动
为基础，创作一批表现哈尼族、彝族民众生活的音
乐作品，并计划于明年春节前在北京举行一场融
合哈尼族、彝族音乐元素及交响乐的专场汇报音
乐会。”关峡说。

好作品，在路上。国家交响乐团准备在当地
建立创作基地，让“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工作方
式机制化。关峡说，“蜻蜓点水地走下去不行，希
望通过创作基地的建立，让艺术家和基层的双向
互动常态化。”

6 月的西藏浪卡子县城，仍有丝丝寒
意，记者赶往普玛江塘乡。乡党委书记李
小华和浪卡子县县委常委汪进不断嘱咐我
们一定要多穿一些衣服，因为普玛江塘乡
政府所在地的海拔是 5373 米，比县城要冷
得多。

普玛江塘，藏语的意思是“雪山里头的
草原”，离浪卡子县城大约 75 公里左右。
弯弯曲曲、颠簸不平的山路在巍峨的喜马
拉雅山系蜿蜒，随着海拔的攀升，目力所及
的是 6 月里仍未完全苏醒变绿的草原和被
积雪覆盖的山头。

在乡政府门口的空地上，立着一块 2
米左右的石碑，上面写着“普玛江塘”几个
大字，在这几个字的下方是“世界之巅”，彰
显着普玛江塘的海拔。

这里的苦超出我们的想象

一下车进入乡政府条件略好的“阳光
棚”屋子，乡党委书记李小华就开始给大家
发烟。

“来，抽支烟不容易高原反应。”李小华
说。10 点半，阳光透过玻璃屋顶洒到阳光
棚里，温度慢慢回升。大家纷纷脱下早上
穿的棉袄，但仍然被炙烤着，汗珠细细密密
地爬满额头。可是一走到屋外，刺骨的风
刮在脸上又像回到了初冬。

普玛江塘只有冬季和春季，而春季也
仅有短短的 2 个月。“在最冷的时候，我盖
着 4 床被子，屋里烧着大火都还觉得冷。
早上起来，连水壶里的热水都能冻住。”乡
党委副书记嘎玛顿珠说。

“比温差更让人恐怖的是风，一刮起来
就根本停不下来。”李小华说，这时一阵大风
猛地打在阳光棚的玻璃上，咚咚咚的声音此
起彼伏。也正因为这风，李小华到普玛江塘
快3年了，竟没有一晚能够整夜安睡。

高海拔、高寒，不仅汉族干部受不了，就
连土生土长的藏族干部也不能完全适应。

嘎玛顿珠是土生土长的浪卡子县人，
在普玛江塘待了快 5 年的他仍然和大多数
在普玛江塘工作的人一样患上了高原病。

“红细胞增多症、关节炎、牙疼⋯⋯”嘎
玛顿珠掰着手指头给我们数了起来。在这
5 年中，他还有好几次因为突发高原性疾
病被紧急送往县城治疗。

嘎玛顿珠脸色发黑、嘴唇干裂，要不是
他拿出身份证来，我们完全不会相信眼前
的他只有 32 岁，看上去他比实际年龄至少
大了 10 多岁。掏出几年前刚参加工作时
的工作照，照片上的他和现在判若两人。

由于海拔高，在普玛江塘不能进行剧
烈运动，踢足球在这里被乡干部们改造成

“传”足球。他们也不能时时与家人相聚，
一年能见上一面就算幸运。

他们都是自愿来到这里的

这里条件恶劣，干部职工们却都是自
愿来到这里的。

在普玛江塘乡卫生院的诊室里，藏医
次旦正在悉心地询问病情。这是本已调回
县城的他第二次主动请缨来到普玛江塘乡
工作。1988 年出生的他个头不高，主意倒
不少。为了对新分来的藏医进行传帮带，

次旦明知自己的身体已不适合在普玛江塘
继续待下去，但又义无反顾地跑上了山。

“这里是纯牧区，老百姓都比较喜欢藏
医，我跟他们有了感情。我走后，很多老百
姓生病宁愿忍着也不去看医生，我想尽我
的能力带出新医生，让他们为老百姓服
务。”略显腼腆的次旦说起这些还有些不好
意思。

次旦的爱人次拉姆也曾在普玛江塘工
作过，她非常理解和支持丈夫的行动。次
拉姆明白，丈夫喜欢的就是普玛江塘的百
姓们，喜欢的就是医生的职责。

格桑群培是一名兽医，毕业后他本来
可以分到海拔较低、环境气候较好的桑日
县，但他主动申请来到普玛江塘。

“这里是牧业大区，我来到这里工作可
以将自己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这
样才有意义。”格桑群培说。

乡里一共有 7 名汉族干部，李小华是
第一位来到普玛江塘的汉族干部。作为乡
党委书记，32 岁的他当时也是自愿来的。
无论是在县里还是在乡里，他总是很忙碌
却精力充沛，难道他不缺氧吗？

“作为乡党委书记，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我要时刻保持昂扬的精神状态，才能给
其他人做榜样，没精神也要表现出有精神
的样子。”李小华说。

蒋建生是 2012 年从部队转业后到普
玛江塘乡工作的汉族干部，虽然普玛江塘
条件艰苦，但是他并没有任何怨言。

“我原来当兵的地方海拔 4300 米，我
习惯了高海拔的地方，但是普玛江塘的海
拔实在是太高了，刚来时反应很大，身体各
项机能下降。鼻子和嘴巴一起呼吸感觉都
还是喘不上气，氧气不够用。”蒋建生边说
边笑。

虽然环境恶劣，条件艰苦，但是普玛江
塘乡的 36 名干部职工几乎没有人退缩
过。为爱护和保护干部职工的身体健康，
浪卡子县有一条规定，凡是在普玛江塘乡
待满 3 年的领导干部都可以轮换到县里其
他海拔较低的地方工作，一般干部待满 5
年也要进行轮换。可是很多人就算待满了
期限也依然选择继续留下来。

云丹曾是普玛江塘完小的老师和校
长，在普玛江塘乡一待就是 9 年。每次到

时间轮换他都不愿意离开。后来看他身体
受不了了，县里强制让他离开。

他们在这里干了不少实事

浪卡子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张联聪介
绍说，2012年 8月开始，浪卡子县出台了鼓
励干部职工到普玛江塘工作的优惠政策。
正是在组织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下，在崇
高精神信仰的引领下，普玛江塘乡的干部职
工为当地发展做了不少好事、实事。

李小华和蒋建生等汉族干部，不仅面
临高海拔对身体的挑战，还面临语言不通
的问题。尽管如此，他们也在翻译的帮助
下连比带划跟群众进行沟通，开展工作。

蒋建生是萨藏村第一书记，在翻译的
帮助下他和村民一起接羊羔、一起放牧，和
村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吾金多吉是普玛江塘乡措果村村民，
靠发展牧业，现在家里的年收入已达到 5
万多元。在他看来，这一切都要得益于乡
党委、政府和驻村工作队等的帮助。

措果村 72 户 272 人现有 300 多头牦
牛、3000 多只羊。“在牧业发展中，主要是
乡党委、政府起了大作用。”说到这里，吾金
多吉竖起了大拇指。由于气候原因、老百
姓用草和土垒起来的畜圈保暖能力不强，
牲畜死亡率很高。为发展牧业，乡政府争
取资金为村里修建了 28 座暖圈。土石结

构的暖圈不仅牢固保暖，加高加顶后还有
效地防止了牛羊免受豺狼攻击，提高了牧
业生产效率。

烹饪培训班、编织培训班、奶渣加工点
⋯⋯吾金多吉细数着乡党委、政府为村里
发展做的好事，特别是新建的奶渣加工点，
更是解决了牧产品的深加工问题。

“现在由奶渣加工点统一收购原材料
加工销售，比起原来一家一户加工的方式
来说既省时又省力。”吾金多吉说。

普玛江塘作为纯牧业乡，没有什么资
源。“要发展只能从传统的牧业上下功夫。
通过畜种改良、建设畜产品加工点、培训相
关技术人员等方式，来带动农牧民增收致
富。”普玛江塘乡乡长格桑确拉说。

在乡党委、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去年乡
里第一产业创收达到 664 万元，同比增长
了 21.6%，农牧民实现纯收入 882 万元，同
比增长了 19.2%，实现人均纯收入 8712
元，同比增长 18%。

乡党委、政府还积极争取资金和项目，
完善牧道、防洪坝、药浴池、暖棚圈、畜产品
加工点等的建设，并进行畜种改良；争取资
金对乡文化活动站、广场进行硬化，争取资
金解决了饮水问题、通乡油路问题。

“我们乡的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普
玛江塘虽苦，但是看到干部们和我们一起
坚守，为了我们生活的改善这么努力，我们
感觉很温暖。”吾金多吉说。

一 群 人 的 精 神 高 地
——记西藏浪卡子县普玛江塘乡干部群体

本报记者 代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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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海拔彰显高境界

②②

③③

图②图② 普玛江塘乡党委乡党委、、政府组织村民进行拔河等文体活动政府组织村民进行拔河等文体活动。。

图③图③ 普 玛 江 塘 乡 干 部 和 村 民 一 起 铲 除 道 路 积 雪 保 障 畅乡 干 部 和 村 民 一 起 铲 除 道 路 积 雪 保 障 畅

通通。。 （资料图片）

对于真正热爱西藏的人来说，高海拔

不会阻挡他们奉献的脚步。在西藏浪卡子

县普玛江塘乡这看似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

方，就有这样一个干部群体不懈努力着：

他们不图回报、不为名利，竭尽全力尽职

尽责。也许在外人看来，他们很傻很笨，

但他们却甘之如饴。

“ 海 拔 高 ， 境 界 更 高 ”， 在 普 玛 江

塘 乡 干 部 群 体 身 上 并 不 是 一 句 空 话 。

与 普 玛 江 塘 的 艰 苦 相 比 ， 他 们 长 年 累

月 的 坚 守 和 奉 献 更 彰 显 出 他 们 的 精 神

光芒万丈。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

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是老

西藏精神，这群在普玛江塘坚守的人，让

老西藏精神得以延续和传承。

图①图① 普玛江塘

乡 党 委 书 记 李 小 华乡 党 委 书 记 李 小 华

（（中中））给当地学生辅导给当地学生辅导

假期作业假期作业。。

（资料图片）

查办案件 200 余件，其中大案要案
130 余件，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 8000
余万元。贵州省六盘水市纪委常委周晓波
在反腐阵地的前沿一干就是 19年，把青春
年华献给了纪检监察事业。

1996年，周晓波从贵州大学法律系毕
业后，被分配到六盘水市纪委，从此走上
纪检监察岗位。他刻苦钻研业务，不管多
忙，都挤出时间学习纪检监察知识，从一
名“新兵”逐渐成为业务骨干，被同事誉
为“活字典”和“多面手”。

周晓波善办案、能办案，同事们这样
称赞他。周晓波常说：“查案要敢于攻坚，
再难的案件也有突破口。”

2013 年 12 月，在查处六盘水市规划
局原局长王某某案件时，王某某在交代受
贿事实后突然翻供，办案陷入困境。深谙
办案技巧的周晓波亲自上阵与王某某交
谈，讲政策、摆事实，晓之以理、动之以
情，王某某终于主动交代了问题。

通过一件件大案、要案、难案、知名
案，周晓波成为了办案“尖刀兵”、查案

“突击手”。
2014年，周晓波在查案中获取原盘县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吴某某与下属合
谋，一次收受贿赂 120 万元的重大违法违
纪线索。在调查该案时，涉案人员杨某、
刘某到云南昆明等地躲避，周晓波和调查
人员往返各地，经过多方查找，最终将人
带回。

周晓波带领调查组根据线索顺藤摸
瓜，深挖细查，奋战 200 余天，揭开了六
盘水交通系统腐败黑幕。该窝案涉及金额
2100 余万元，移送司法机关 15 人，查实
水城县交通运输局局长陈某某受贿 681
万元。

周晓波在工作上有“三要”：严惩腐败
要敢碰硬，查办案件要重事实，秉公执纪
要舍私情。

盘县是有名的“江南煤都”，煤炭产业
在支撑当地经济的同时，也容易滋生腐败。

2011年，短短一个月时间，盘县连发
三起重大煤矿安全生产事故，震惊全国，
贵州省主要领导要求严查事故背后的官煤
勾结、失职渎职等腐败问题。

贵州省纪委成立专案组，抽调周晓波
参与办理盘县涉煤领域腐败窝案，因案件
涉及盘县原县委书记刘某等人，领导担心
他有所顾忌，没想到他却毫不犹豫接下
该案。

刘某在位时间长，根子硬，路子广。
办案期间，各种说情利诱、威胁恐吓接踵
而至。周晓波顶住压力，最后查实刘某受
贿130余万元。

同事们都说，周晓波对腐败分子疾恶
如仇，敢于“亮剑”，是“铁面包公”。

六盘水月照机场贪污受贿案牵涉多名
当地领导。周晓波和调查人员经过连续调
查，依法查处了副总经理申某、总工程师
余某某等人，收缴违纪资金180余万元。

有人劝说，“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何
必与人为难！”可周晓波不这么想，他说：

“不论是谁，只要触犯党纪国法，就要一查
到底！”

2010年，在调查该市人民路水城段建
设工程问题时，一老板欲送其10万元，请
他关照，周晓波断然拒绝。

六盘水市在建设明湖国家湿地公园等
项目中，钟山区明湖居委会党支部书记王
某依靠家族势力和手中权力，大发征地拆

迁横财，影响恶劣，民怨沸腾。
2015 年 4 月，周晓波带领调查人员斗

智斗勇，外调内查，不仅查实了的王某索
贿受贿 230 余万元的事实，还查处了六盘
水市房屋征收系列腐败窝案，案件共涉及
125人，涉及违纪违法金额1584.8万元。

同事们说，周晓波办起案来，简直是
“拼命三郎”。

为办案，周晓波经常同办案人员同吃
同住，每天睡眠只有三、四个小时，甚至
通宵工作。同事们清楚地记得，2002年10
月 17 日是周晓波新婚的日子。可刚过 3
天，他就被抽到省纪委办案，一干就是
半年。

2014 年除夕，周晓波却在办案点度
过，为涉案人员准备的饺子成了他的年夜
饭。说起对家庭的愧疚，这位让腐败分子
无法撼动的硬汉子，眼里闪动着泪花。

作为分管领导，周晓波对六盘水市领
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查办工作屡创佳绩作
出了积极贡献。

2014年，六盘水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393 件 503 人，结案 376 件，党政纪处分
467 人，查处县处级干部 21 人，移送司法
机关118人。其中结案增幅、党政纪处分人
数增幅、查处县处级干部人数、市纪委自办
案件数、移送司法机关人数5项指标均居全
省第一。

2015 年，周晓波带领团队，不辱使
命、再接再厉。1月至5月，六盘水纪检监
察机关立案 379 件 459 人，同比分别上升
146%和 134.2%；结案 185 件，同比上升
140.3%；党政纪处分 224 人，移送司法机
关44人。

清 风 卫 士 显 忠 诚
——记贵州省六盘水市纪委常委周晓波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