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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张 娟
娟） 每周六、日上午 8点至 9
点半，临县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内书声琅琅，一场场别

开生面的文化传承活动——

“同诵《论语》”志愿服务项目

正在火热开展。该项目自启

动以来，吸引了众多经典文

化爱好者踊跃参与，已然成

为当地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

平台。

活动现场，参与者年龄

跨度大，有朝气蓬勃、求知若

渴的学生，也有精神矍铄、阅

历丰富的老人。在志愿者的

引领下，大家逐字逐句诵读

《论语》篇章，从“学而时习

之，不亦说乎”的求学感悟，

到“吾日三省吾身”的修身准

则，那些沉淀千年的古老智

慧，在琅琅书声中被重新唤

醒，跨越时空与当下心灵对

话。志愿者不仅带领诵读，

更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剖

析经典语句背后的深刻内

涵，助力大家深入理解《论

语》的精髓。

“以前我只知道《论语》

是经典，可自己读时总觉得

一知半解。参加这个活动，

在志愿者讲解下，我对其中

的道理豁然开朗，收获特别大。”临县河渠小学

四年级学生刘岐山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说

道。

杨苹老师也深有感触，她说：“参与同诵《论

语》，让我重拾对经典的热爱。我真心希望通过

自己的力量，让更多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将中

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代代传承。”

同诵《论语》志愿服务项目负责人郭建锋介

绍：“期望通过这样定期的诵读活动，吸引更多

人接触并喜爱《论语》，让经典文化融入日常生

活，成为滋养精神的源泉。后续，我们还将紧扣

群众需求，策划更多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为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贡献文明实践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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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工作常常被形象为是“肩挑一根扁担”，这一扁

担上承载着发展经济、服务群众、维护稳定等诸多重任。

这些担子少不得，也偏不得。但一些地方的这一扁担似

乎有点“扁担”，出现了“一头沉”的现象，不得不反思。

这些“扁担”主要表现在责任与权力不对等，任务与

资源失衡等方面。一方面，基层一线工作者承担了大量

上级交办的任务，涵盖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社会稳定等

各个领域，任务指标多如牛毛。有的地方一年要承接上

级各部门下发的文件多达数百份，其中大部分都涉及具

体任务和考核指标。比如环境整治、乡村振兴、招商引

资、教育卫生等工作，任务艰巨且繁杂。另一方面，基层

在资源配置、决策权力等方面却相对匮乏。在面对一些

需要多部门协调的事务时，基层往往缺乏足够的话语

权、决定权和协调能力，使得工作难以按时按需、有质有

效推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偏差，让基层一线工

作者在面对繁重任务时时常显得力不从心。

这样“一头沉”的实际表象带来了诸多不良影响。从

工作成效来看，基层一线人员在大量任务的习惯下下，难

以将每一项工作都做精做细，导致工作质量难以保证，一

些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也容易出现变形走样的情况。从基

层一线工作者的心态来看，长期的高负荷工作和权责不

对等，容易让他们产生疲惫感和无力感，这样一定程度挫

伤了工作积极性，甚至造成人才流失。

为何会出现“一头沉”现象？还得归责于一些部门

的错误政绩观，为了出政绩、显成绩，将大量任务下压，

却忽视基层实际情况和承受能力。同时，有的基层部门

职责划分不够清晰，遇到问题时相互推诿的情况也时有

发生，导致责任都落到基层头上。再者，考核评价体系

不够科学合理，过于注重任务完成结果，忽视过程和实

际困难。

“一头沉”要变“两头重”，或者是“多头重”，需多方

共同努力。上级部门应树立正确政绩观，充分考虑基层

实际，科学合理地下达任务，避免层层加码。各部门职

责要明确，建立健全协调联动机制，避免基层独自“扛大

梁”，更要优化考核评价体系，注重工作实效和基层实际

困难，为基层一线人员真正减负松绑。

多棱镜

肩挑扁担肩挑扁担““一头沉一头沉””
□ 冯海砚

黄河岸边养出来的汉子憨厚粗狂，嗓门

调子高。

兴县瓦塘镇郑家塔村的白军锋小的时候

好几次尝试着把自家的羊群赶到村子的最高

处。他不是想让羊吃到更好的草料，而是想

跟着羊群在山的最顶头看看黄河。但远远够

不着也够不到。

瓦塘镇能与黄河挨边的村子裴家津村和

裴家川口村与郑家塔村的距离少说也在十几

公里。白军锋看到的那条河应该是岚漪河。

岚漪河是黄河中游的一条支流，发源于岢岚

县荷叶坪山马跑泉，至裴家川口汇入黄河。

这样看来，白军锋也算得上是黄河边长大

的汉子，怪不得他看上去没有那么细腻精致，

80后的他脸上显然多了沧桑和厚重；怪不得他

嗓门高得要命，在央视“星光大道”的舞台上，

几嗓子把《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喊出了模样，

在连续拿下周冠军和月亚军后，就连主持人朱

迅也连连喊他是名副其实的“喊破天”。

“喊破天”原本是白军锋在剧团的绰号。

初中毕业后，白军锋瞒着家人没有去高中报

到，而是跟着县里的一家剧团东跑西串，从拉

幕布到跑龙套，最后跟着当地有点名气地唱

角白晋山学起了唱戏。说专业谈不上有多专

业，但是经过四年多的历练，白军锋也成为剧

团里一名优秀的徐生演员。

晋剧徐生的嗓音高亢婉转、刚柔相济、字

正腔圆、发音坚实洪亮。白军锋满嘴兴县腔，

但是上了台，一嗓子喊出来的正是台下观众

想要的那个味。

这个味早已从岚漪河途经裴家川口村流

向黄河，然后又在黄河古浪的层层折叠下传

到了黄河的对面。

黄河对岸就是陕北，那边的人也喜欢听

戏唱戏，却不是一个腔调。要论对戏剧的喜

好，那边的人除了听晋剧，也喜欢秦腔。但唯

独和黄河这边的人有共同喜好的是黄河民

歌。

2001 年，白军锋在陕西神木县演出时偶

然结识了当地有名的民歌手孙志宽。孙志宽

曾在首届全国青年民歌、民俗歌曲大奖赛摘

得“金孔雀”奖杯，当时的白军锋不懂“金孔

雀”奖杯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少，但当孙志宽开

口喊起《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的时候，他愣

是傻在原地，忘乎了所有。

白军锋也想唱民歌。演出之余，他把大

量精力投入到学习研究黄河边上流传的原生

态民歌。

2008年左右，全国娱乐行业一片大好，而

戏曲却走向低沉。就连黄河岸边的农村庙会

上，也很难听到山西梆子，有时候会请来歌舞

剧院，唱流行歌曲、跳现代舞、耍杂技魔术。为

了养家糊口，白军锋不得不回家放羊、务农。

每天操心的是庄稼地里的谷物，羊圈里

的牲口，但真正的心还是在民歌上。一逮空，

白军锋总会翻一翻先前在演出时采集回来的

民歌曲谱。有时候也会朝着黄河的方向喊上

几嗓子，羊被惊了，一起放羊的人惊了，但是

白军锋心里那叫一个舒坦！

十几年过去了，两个孩子渐渐长大，家庭

担子也轻了许多。白军锋想出去闯一闯，他

想继续追寻自己的民歌梦想。

2019 年，1980 年出生的白军锋即将到了

不惑的年纪。能折腾起？又拿什么去折腾？

好在有妻子的支持，有好朋友、山西省歌

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唱家马啸引荐。白

军锋远上北京拜师“西部歌王”高保利，一边

打工，一边跟着师父学唱民歌。在师父高保

利的指导下，白军锋的嗓音更加高亢洪亮，音

域更加宽广，嗓音辨别度也提高不少。2022
年，白军锋在山西卫视“歌从黄河来”舞台上

一鸣惊人，不仅获得了年度十强的好成绩，而

且还杀入总决赛，被山西卫视评为“黄河歌

王”；2023年，白军锋踏上梦寐以求的央视“星

光大道”舞台，一曲《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

歌声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咆哮，恍若天籁

之音，一举拿下了周冠军和月亚军。

白军锋天生一副好嗓门。这其中有天生

的原因，也有后期在剧团和黄土圪梁上的嘶

嚎，他的歌声柔美而不失激越，声音高而不柔

和 化 ，保 持 了 黄 河 原 生 态 男 歌 手 的 粗 犷 高

亢。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编剧、吕

梁音乐家协会原主席李三处在一次不经意的

谈论民歌时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嗓子好的确

是个优势，但要把民歌唱好可不仅仅是有一

副好嗓子，更要用心去感受每一首民歌背后

的故事，用歌声演绎故事中的思想与情感，才

能让音乐具有艺术感染力。”

如今已是山西省八大文艺院团之一山西

华夏之根艺术团专业演员的白军锋，自然懂这

个道理。他每次除了完成演出任务，大量的时

间都花在了传统民歌的收集与整理上。这些

年他采集到了很多濒于失传的古老民歌，有的

可以追溯至明清时期。每一首民歌都是世世

代代生长于黄河两岸、躬耕于黄土地上的民族

文化的结晶。白军锋深知，传承与弘扬民族文

化是和他一样的新生代民歌手肩上的重任。

在白军锋看来，每一首民歌都是一个故

事，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历史。他用自己的

歌声将这些故事和历史讲述给更多的人听，

让他们感受到黄河民歌的魅力，也感受到那

片黄土地上人民的坚韧和热情。他的歌声中

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将时

代的主旋律、最强音唱在人民群众心中。

除了舞台上演出，白军锋还积极参与“中

国梦·劳动美”“三送、三进”等多种公益活动和

文化交流活动。他更知道，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需要更多人的参与和努力。他想用自己的行

动和实践去影响着更多的人，带动更多的人关

注和支持山西民歌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白军锋，这位扎根黄土地的民歌手，用他

的歌声诠释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文化的执

着。他是山西民歌的传承者，也是这片土地

上文化的传播者。在未来的日子里，他将继

续用自己的歌声讲述着黄土地上的故事，让

更多的人感受到黄河岸边那一首首独特飞

歌的魅力与力量。

其实，黄河岸边养出来的汉子也细腻，这

样的精致在白军锋那一声声嘶嚎中，在他那

一次又一次对民歌的依恋中。

白军锋白军锋：：传黄河之音传黄河之音 承民歌之声承民歌之声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冯海砚冯海砚

本报讯 （记者 王洋） 近日，吕梁市法

学会携手离石区法学会走进商场、超市开展

“消费者权益保护”主题宣传活动，将法律知

识送到市民身边。

活动期间，法治基层行小分队深入市

电子商务协会旗下的超市、白酒销售店等

市民日常消费集中地，通过发放宣传手册、

现场讲解等形式，向商家与过往顾客广泛

普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

与消费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工作人

员聚焦虚假宣传、霸王条款、价格欺诈、电

信诈骗等消费热点问题，结合实际案例，深

入浅出地为大家传授防范技巧，教导消费

者在购物过程中如何擦亮双眼，守护自身

合法权益。

吕梁市法学会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委员

会主任王永卫介绍：“在这个特殊节点，我们

深入商场、超市，针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假冒

伪劣产品识别防范以及电信诈骗预防等重

点内容，开展全方位的法律知识宣传与咨询

解答工作。目的就是要切实提升消费者的

法律素养，营造安全、公平、诚信的消费环

境，让大家能够安心选购优质商品与服务，

充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而增

强大家的幸福感与安全感。”

此 次 宣 传 活 动 得 到 了 市 民 的 一 致 认

可。不少市民表示，参加这次活动收获满

满，学到的法律知识让自己在面对消费纠纷

时更有底气维权。而商家同样感触颇深，他

们意识到，营造良好消费环境不仅是责任，

更是赢得顾客信任的关键。

通过此次活动，吕梁市法学会与离石区

法学会以实际行动打通了法治宣传的“最后

一公里”，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为构建和谐

消费环境筑牢了坚实根基，为吕梁市的法治

建设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市区法学会市区法学会：：法律知识进市场法律知识进市场 消费维权消费维权““零距离零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