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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迈的蒙古族乐曲《孤独的黑
骏马》、温婉的江南民歌 《断桥残
月》、充满异域风情的自创曲目

《梦幻楼兰》 ……近日，胡其旭超
七孔葫芦丝专场音乐会在象山县文
化活动中心上演。他精彩的吹奏，
赢得了听众们如潮的掌声。

胡其旭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
师从国家一级演奏员、著名葫芦丝
艺术家李春华，现任市葫芦丝联谊
会会长、海峡两岸文化协会葫芦丝
艺术交流委员会副秘书长等。“我
热爱葫芦丝，想努力推广、教授这
种简单易学适合大众的乐器，让更
多人知晓、爱上葫芦丝。”他道出
了自己的梦想。

胡其旭出生在安徽安庆一个民
间艺人家庭，7岁时跟着爷爷学习
吹竹笛。后来，他接触到葫芦丝，
被这种音色婉转悠扬、造型独特的
少数民族乐器深深吸引。大学期
间，胡其旭购买了葫芦丝演奏家李
春华的 《葫芦丝巴乌实用教程》，
开始自学葫芦丝，后将此作为自己
音乐生涯中的主要乐器，并正式拜
李春华为师。

“葫芦丝主要流行于傣、阿
昌、佤、德昂和布朗等民族聚居的
云南德宏、临沧等地区，富有浓郁
的地方色彩，常用于吹奏山歌、农
曲等民间曲调。”胡其旭说，葫芦
丝虽然较小众，但易上手，对乐
感、肺活量等要求不高。毫无音乐
基础的人只要学习了基本音阶，就
可以吹奏出一首简单的小曲，可以
快速享受到学习葫芦丝的乐趣及成
就感。

谈起与葫芦丝有关的经历，胡
其旭说影响最深的是大学毕业后去
云南支教那年，他收获了宝贵的创
作灵感。胡其旭整理俐侎人音乐元
素，即兴写下旋律，创作了《欢乐
的俐侎山寨》，后将其修改为超七
孔葫芦丝作品 《沐火而歌》。这也
是他的第一首自创曲目。

2006 年支教结束，胡其旭通
过音乐论坛的一名网友得知象山爵
溪小学缺一名音乐老师。“还没有
去过海边，就去那看看吧。”他收
拾行囊，挤了三天两夜火车，又转
乘大巴来到了半岛。

在象山，胡其旭先后在爵溪小
学、丹城第三小学、丹城第四小学
担任音乐老师。在音乐教学道路
上，他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妻子，从
此定居象山。

最初，只是部分感兴趣的学生
找胡其旭学葫芦丝，他免费教学指
导。渐渐地，上门求学的人越来越
多，在家长们的建议下，他开设了
个人葫芦丝工作室，开展教学培
训。如今，胡其旭的葫芦丝培训班
已从象山发展到宁波多地，学员发
展为全年龄段。特别是他目前任教
的丹城第四小学，几乎每个孩子都
会吹奏葫芦丝。学校每年都会举办

“临溪丝语”葫芦丝专场音乐会，
“临溪丝语”已经成为该校一门拓
展性课程。

“目前培训班对成人以及家庭
困难的孩子均是免费教学，旨在弘
扬这一传统民间乐器。”胡其旭介
绍，他还经常参加“送戏下乡”

“送乐下乡”等活动，去敬老院、
培智学校演出，教老人和孩子吹奏
葫芦丝。

“在我的音乐成长道路上，曾
得到不少名师热心指点，不收分
文。所以我也要传承他们的精神，
义务传授葫芦丝。”在胡其旭的影
响下，越来越多的学生爱上了这种
乐器，并受其感染志愿参加公益演
出，将美妙的音乐展示给大家。

胡其旭：
葫芦丝
承载爱乐初心

记 者 余建文
通讯员 杨长乐 吕龙辉

盛夏七月，迎来农人最忙的
季 节 。 日 前 ， 记 者 见 到 王 晨 波
时，他正带领五六个人，在奉化
区 岳 林 街 道 斯 张 村 的 一 片 水 田
里，驾驶农机插秧。“最近雨水太
多，农机很容易陷进烂泥，一上
午才插了20来亩。”从插秧机上下
来，王晨波一脸汗水，高筒雨靴
上沾满了泥巴。

今年 34 岁的王晨波是江口街
道浦口王村人。这位 85 后青年是
目 前 奉 化 区 年 纪 最 小 的 种 粮 大
户。早在 2008 年，他和父亲一起
承包土地种水稻，“农龄”有11年
了。小王感慨地说，跟他一起干
活的，大多年逾六旬，“我是小字
辈”。

如 今 ， 年 轻 人 都 往 城 市 里
跑，像王晨波这样“逆向而动”
的 ， 绝 对 是 另 类 。 他 高 中 毕 业

后，一直在工厂做工，还当上了
某五金厂的车间主任。说起当初
的弃工务农，王晨波的想法很实
在：父亲年纪大了，想帮助分担
点田头劳作，“而且当农民比做工
人更自在些。”

回到农村，王晨波当了8年的
农机手，收割机、插秧机、翻耕
机等各种农机，统统学了个遍，
掌握了一手好技术。其间，他跟
着父亲和村里的老农民学习水稻
种植技术，邀请街道农技员下来
指导，几年下来，水稻的施肥、
打药、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
环节和要点，了然于胸。

王 晨 波 肤 色 黝 黑 ， 憨 厚 朴
实。10 年田间磨砺，他从一名毛
头小伙成长为种田高手，承包的
稻田也从当初的 30 亩扩展到今年
的350亩。他担纲的奉化浦兴农机
专业合作社发展迅速，目前已有6
台插秧机、4 台收割机、7 台拖拉
机、2台植保机，规模居奉化区前

五名，服务岳林、江口、西坞三
地的 10 余户种粮大户，2500 多亩
耕地。仅农机服务一块，每年营
收近80万元。

“小王有文化，不仅农机开得
好，种田也有想法，跟我们老传
统不一样。”村里的老农民对这位

“后起之辈”很佩服，愿意听他安
排工作。“种田要种好，病虫害防
治是关键。”王晨波对此有自己的
心 得 。 他 引 进 了 高 压 泵 喷 药 设
备，自己配药施治，成本低，效
果好。他还摸索出一套高温育种
方法，在自家空地建起了一个塑
料薄膜棚，安装摄像头，试验智
能化种植。

前不久，王晨波家的早稻收
割了，平均亩产 450 公斤，比周
边 农 户 高 出 一 成 。 去 年 ， 他 种
植 的 单 季 稻 、 晚 稻 亩 产 分 别 达
到 760 公斤和 660 公斤，令区里
的 农 技 专 家 刮 目 相 看 。 2017
年 ， 王 晨 波 开 始 种 植 优 质 水

稻 ， 并 注 册 了 “ 甬 奉 浦 兴 ” 大
米 商 标 ， 统 一 包 装 销 售 。 去
年 ， 他 种 植 的 20 亩 优 质 单 季
稻，分装成 2000 多袋，不到 20
天就销售一空。

“种田是辛苦活，但这种脚踏
实地的感觉，我很喜欢。”王晨波
说 ， 现 在 农 机 服 务 、 规 模 种 稻

“两条腿”走路，形势蛮不错。接
下 来 ， 他 打 算 试 验 种 植 一 些 水

果，发展多种经营，让心中的田
园梦愈发美丽。

王晨波：稻田耕梦的85后青年青年

新群体基层

记 者 王博

每分钟接听3个电话

1990 年出生的黄银丹，是土
生 土 长 的 宁 波 人 ， 长 得 清 瘦 挺
拔，说起话来斯斯文文。2015 年，
她应聘到宁波市公安局指挥部工
作，成为我市 2.7 万余名辅警中的
一员。

7 月 30 日早上 7 点 50 分，记者
在宁波市公安局如约见到了黄银
丹。一到指挥部，她就迅速换上工
作服，整理妆容，把手机调成静音，
全身心投入工作中。

8点到 8点 10分，指挥部例会。
“这几天高温，估计交通报案会多
起来，大家要有个心理准备。”“夏
季野游的报案，除了通知派出所还
要联系巡特警。”……值班民警部
署了新一天的工作安排。黄银丹拿
出本子，一一做好记录。在她看来，
每次民警说的话听起来大同小异，
但反复叮咛很有必要，这是对工作
和报警群众的负责。

例会结束后，作为班组长的黄
银丹和前一班的班组长交接了工
作，把前一天晚上有哪些重大警
情、新一天接警有哪些注意事项以
及局里近期正在开展什么行动都
做了详细交接。

8点 15分，黄银丹和其他 22位
接警员戴上耳麦，双手放在键盘
上，进入工作状态。

“我们这种工作对时间要求很
严苛，8 点 15 分上岗，不是要求单
纯地到达办公室，而是做好准备随
时接听电话。”黄银丹说。

8点 15分 08秒，黄银丹接进第
一个报警电话，两辆私家车在机场
路高架上发生剐蹭。黄银丹一边询
问事故发生地点，一边将警情录入
电脑系统，8 点 15 分 29 秒，她完成
了电脑派警。

8点 15分 35秒，又一通电话打
了进来。这回，群众报警说电动车
丢了。黄银丹让报警人告知电动车
丢失地点，并同步电脑派警给辖区
派出所。整个过程，用时42秒。

“别人的时间按分钟计算，我
们按秒计算。”黄银丹说，一般电话

响两声我就会接起来，除非还有电
话在接听中，对于涉及刑事案件的
重大警情必须在 30 秒内完成记录
和派警工作。

当天，从早上 8点 15分到晚上
6 点，黄银丹一共接了 219 个电话。
记者算了一下，接近 10 个小时，平
均每分钟接听了 2.74 个。“我们白
班差不多每个人要接听 200 个到
250 个电话，晚班要接听 180 个到
200个电话。有时候忙起来，忍着不
喝水、憋着不去厕所，这都是‘家常便
饭’。”黄银丹说。

趁着黄银丹接听电话的间隙，
记者在指挥部大厅走了一圈。这里
给人的整体感觉就是一个字：吵。当
然，不是在吵架，而是接警员和报警
群众不间断的对话。在指挥部的监
控屏上，不时传来全市各地的监控
画面；在监控屏旁边的LED显示屏
上，滚动播报着当前的接警情况。

喝水吃饭上厕所要小跑

上午 11 点 15 分到 11 点 55 分，
接警员们要分两批去吃午饭。离开
工作台、小跑到食堂、匆忙吃饭、
赶回工作台，这些必须在 20 分钟
内搞定。作为班组长，黄银丹总
会 让 同 事 们 先 去 吃 饭 ， 自 己 则

“断后”，帮大家处理好手头上的
紧急工作。“有时候到饭点时正在
接 电 话 ， 就 得 耐 心 听 完 群 众 报
警 ， 这 样 吃 饭 的 时 间 又 被 ‘ 压
缩’了。”黄银丹说，来公安局上
班后，自己养成了吃饭狼吞虎咽
的习惯，经常被朋友们调侃弱女
子吃起饭来像“男人”。

11 点 55 分 39 秒，吃过午饭，
黄银丹又接起了电话。一名驴友
说爬山时脚扭伤了。接警后，黄
银丹马上打开地图，根据报警人
提供的线索查找具体方位，第一
时间联系辖区派出所。后来，派
出所民警把受伤的驴友背出了山
林。目前，驴友已接受治疗，伤
势并无大碍。

据了解，我市共有辅警 2.7万
余人，男性占比约7成。在实际工
作中，辅警主要分为文职辅警和
勤务辅警，有的协助指挥道路交
通，有的在派出所协助民警办案，

还有的在行政大厅窗口为群众办
理户籍、证照等业务。

在辅警队伍中，接警岗位是
女性最为集中的地方，市公安局
指挥部 105 个接警员里有 100 人是
女性。这些接警员年龄多在 35 岁
以下，一沓文件、一张地图、一
本 通 讯 录 、 两 台 电 脑 、 两 部 电
话，就是他们工作台上常年摆放
的“家当”。

黄银丹说，110接警员每四天
一个工作周期。四天里，要上一
个白班和一个夜班，加起来总共
24 小时。白班早上 8 点 15 分到晚
上 6点，夜班晚上 6点到次日早上
8 点 15 分。她们的工作相比站马
路、东奔西走的男性辅警而言，
看似要轻松一些，但实际上，在
上 班 期 间 ， 她 们 精 神 要 高 度 集
中，嘴不停、手不停、脑不停，
下班回到家都会瘫在床上，一动
也不想动。

一个电话挽救一条生命

下午 2点到 4点，报警电话比
上午明显减少了，黄银丹也趁机
去了趟厕所。2 点 15 分，一位新
来 的 “ 徒 弟 ” 找 到 黄 银 丹 讨 教

“接警秘籍”。黄银丹打开文件
夹，把自己四年来积累的接警窍
门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新同事。

“接警时精神要高度集中，尽
快了解报警人的诉求，对于一些
表述含糊不清的要想办法帮他们
总结梳理。”“一定要问清楚报警
人的地址，如果遇到打架斗殴、
持刀抢劫的重大警情，必须同时
通知附近的武装巡逻队。”……黄
银丹一边翻着笔记，一边告诉新
同事。

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接警员，
必须是个“活地图”。打个比方，
报案人提到小区、大厦或者道路
的名称，接警员必须同步完成耳
朵听、嘴巴说、动手录入电脑，
并马上判断出属于哪个派出所管
辖。

此外，接警员们还要具备一
定的法律知识。一个报警电话来
了，要马上把案件从民事纠纷、
刑事案件、交通肇事等大类别细

分到100多个小类别，必要时，还
要在联系派出所的同时替报案人
拨打120急救或者119救援电话。

5点半，即将下班的时候，黄
银丹又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我
是企业财务，刚才有个自称是老
板的人打座机给我，让我转100万
元货款过去。我转过去了，后来
和 老 板 微 信 确 认 ， 才 知 道 被 骗
了。”电话那头，报警人急得哭起
来。黄银丹一边安慰报警人，一
边教她应急办法。“你赶快拨打转
账银行的客服电话，输入银行卡
号，然后故意把密码输错3次，就
会自动锁住了。”原来，教报警人
防诈骗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今年1
月，她和值班民警联手帮一家遭
遇诈骗的企业成功止损了 600 万
元。

晚上 6 点，结束了一天工作，
黄 银 丹 和 下 一 班 的 同 事 做 了 交
接，准备回家。此时，黄银丹空
了下来，她给记者讲了一个记忆
犹新的故事。

三个月前的凌晨两点，黄银
丹正在上夜班，突然来了一个电
话。“我觉得活着没意思，想找人
说说话。”电话那头，一个稚嫩的
声音传了过来。“小姑娘，你别
慌，有什么话尽管和我说。”黄银
丹一边安慰女孩，一边和她聊天
拖延时间，并在聊天中套话获取
她的具体地址。40 分钟的苦口婆
心后，女孩终于告诉了所住的地

址，并答应会重新振作起来。
为确保万无一失，在和女孩

聊天过程中，黄银丹悄悄地给辖
区派出所下了派警单，听到电话
那头警察赶到后，她才放心地挂
断了电话。这件事让黄银丹感触
良多。后来，她在工作之余，自
学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希望在关
键时刻给这些“寻短见”的人最
及时的帮助。

在黄银丹看来，打报警电话
的有千奇百怪的事。有老人说回
了趟屋，芭蕉扇不见了；甚至还
有人说手机掉进下水道了，让警
察帮忙捞上来……虽然故事千差
万别，但能帮的总会尽力。有些
询问哪里有修马桶的、怎么补办
银 行 卡 的 ， 明 显 不 属 于 接 警 范
围，她也会给报警人支招，告诉
解决办法。

“虽然工作辛苦，但很开心。
由于岗位的特殊性，我了解到了
很多人的喜怒哀乐、冷暖情仇，
也会让自己更珍惜眼前的生活。”
黄银丹说，辅警的工作职责主要
是协助民警，每次看到民警冲在
前 头 、 兢 兢 业 业 维 护 社 会 治 安
时，那种团队氛围和内心的敬佩
就会油然而生，也坚定了她继续
干下去的信念。

如今，在城市中经常会看到辅警的身影，他们每天在辛勤付出
——或者在某一个路口指挥交通，在某个窗口兢兢业业为市民服务，
或者面对不法分子时斗智斗勇……

辅警职业特殊，工作辛苦，待遇一般，队伍流动性相对较大。同
时，年轻辅警在职业晋升通道上也遭遇了瓶颈。

如何在提升辅警素质的同时，保持队伍的稳定性，留住优秀人
才，宁波尝试了不少做法，不仅开展岗位资格认证、建立职业培训体
系，还多措并举加强辅警职业保障，根据辅警岗位技术含量、职业风
险和工作强度，制定了相应的、合理的工资标准。

欣慰的是，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
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从管理体制、岗位职责、人员招聘、职业保障
等方面，提出了规范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具体措施和要求，也给
辅警从业人员吃了“定心丸”。

胡其旭演出现场。（本人供图）

图为王晨波驾驶农机在水田里插秧。（余建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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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110……”
宁波市公安局指挥部
接警员黄银丹，每天都
以这样的开场白与报
警群众对话。当班的日
子里，她每天至少接听
200个报警电话，平均
算下来每分钟要接警
并完成派警近 3 个电
话。7月 30日，记者来
到宁波市公安局指挥
部，跟随黄银丹体验了
她的日常工作。

陀 螺

黄银丹正在紧张黄银丹正在紧张接警中接警中。。（（王博王博 摄摄））宁波市公安局宁波市公安局指挥部一角指挥部一角。。（（王博王博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