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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时节，川西高原小城理县乍
暖还寒，山上的冰雪还未融化，高山羊
角花含苞待放。
　　地处半山腰的一方新墓前，罗勇
权摆放上蜡烛、菊花，凝视着石碑上妻
子的名字，他眼中含泪：“你走得太突
然了，一句话都没留下，没能等到见女
儿最后一面。”
　　 2022 年 10 月 19 日，在壤塘县
开展交叉巡察工作期间，阿坝藏族羌
族自治州理县县委第二巡察组组长杨
红丽突然病倒，因蛛网膜下腔出血、脑
干出血抢救无效，于 10 月 31 日离
世，年仅 49 岁。
　　她牵挂的古城村通组公路已加
宽；桃坪村果园里老化的水管完成了
改造；走访时遇到的李大娘吃了药风
湿症状已缓解……她匆匆离去，仿佛
化作山岗上年年怒放的羊角花，时时
注视着身后那片她倾注了青春、汗水
和生命的热土。

无私奉献的基层干部

　　“丁主任，明天上午能交巡察报
告。”昏迷前，杨红丽打的最后一通电
话，是跟壤塘县纪委常委、县委巡察办
主任丁韬对接工作，时间是 2022 年
10 月 19 日中午。按照计划，提交巡察
报告后，杨红丽要赶回理县，参加四川
省委巡视组对理县开展的机动巡察。
　　没有下一次下乡了。几个小时后，
她被同事发现昏倒在房间里，桌上放
着笔记本电脑、改好的报告和没有喝
完的红景天口服液。被送往医院后，杨
红丽再也没有醒来，直至离世。
　　巡察壤塘县纪委监委机关、县委
组织部两个部门，和组员们连续工作
28 天，共翻阅文件 1127 册（卷）、个别
谈话 48 人次、完成巡察报告 2 份，这
是杨红丽生前最后一次参加巡察工作
交出的成绩单。
　　 2022 年 9 月，阿坝州首次对州
内多个县纪委监委机关、县委组织部
开展巡察工作。杨红丽主动请缨，9 月
22 日带领 11 名组员从海拔 1880 米
的理县奔赴海拔 3280 米的壤塘县进
行交叉巡察。
　　到达壤塘后，海拔陡升给杨红丽
带来头疼、胸闷等不适，但她第二天仍
坚持投入高强度工作中。查阅文件、个
别谈话、入村走访群众……她和组员

放 弃 国 庆、周 末 休 假 ，经 常 加 班 到
深夜。
　　“组内成员多是第一次参加巡察，
杨组长凡事亲力亲为，手把手教我们
如何把问题找准找实、查深查细。”组
员李雪说，杨组长昏迷前一天，修改巡
察报告到半夜，次日上午，她突然头痛
得一边用手拍打头部，一边还在坚持
工作。我们劝她回去休息，她却不肯。
　　如果不是选择留下，或许杨红丽
不会走得那么匆忙。在壤塘工作期间，
杨红丽身体出现持续不适。“几次劝
她，顶不住就向组织报告，请个假。她
却说，组里也有同事出现高反，大家都
在坚持，她作为组长，更不能走。”回想
起妻子生前的“执拗”，罗勇权心疼中
透着无奈。
　　杨红丽顾不上自己，但对其他人，
她总是很上心。出发去壤塘前，她给组
员们准备了高反药物、氧气瓶、晕车
药，还有路上吃的干粮，蛋糕、牛奶、自
热米饭。深秋的壤塘下起大雪，暂住的
宾馆没有供暖，晚上要盖几床被子，杨
红丽协调宾馆为大家提供取暖器、电
热毯。在“交叉巡察组”微信群里，微信
昵称“满”的杨红丽，每天在群里询问
组员的身体状况，叮嘱大伙注意保暖、
小心感冒，喊大家去吃饭，如今组员们
再也听不到这些“唠叨”了。
　　“她从未提起身体不舒服，谈的最
多的，是让找政策清单上的文件。”丁
韬说，在短短一个月里，杨红丽一行高
质量完成了巡察任务，发现被巡察单
位对上一轮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不
彻底、影响期内干部调动制度执行不
严格、办公经费支付不合理等问题 32
个，反馈报告提出的问题客观精准，发
挥了刀刃向内的政治巡视利剑作用。

铁面无私的“纪检尖兵”

　　一张桌子、两个文件柜、窗台上摆
放着小盆绿植，走进杨红丽生前的办
公室，整洁略显空旷。文件柜里放着一
沓厚厚的笔记本，记录着她工作以来
的点点滴滴和学习心得。打开一本，其
中一页写着“基层纪检工作实践与思
考”：“纪检干部要深知权力来自人民，
要摒弃傲气、官气、暮气，涵养正气、朝
气、才气”。
　　杨红丽生于理县通化乡农村，是
土生土长的羌族干部。1995 年她从

阿坝州财贸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通
化乡财政所，后调入蒲溪乡工作。
　　 2008 年汶川地震后，杨红丽在
抗震救灾中表现突出，临危受命担任
理县蒲溪乡纪委书记。她在干中学，学
中干，成为行家里手，还获得大学本科
文凭。很快大家都知道，这个清瘦干练
的女子脾气好但骨头硬，查办案件敢
于较真碰硬，面对群众中的“蝇贪蚁
腐”，决不姑息迁就。
　　 2013 年，杨红丽到上孟乡日波
村调查村支书祁某某涉嫌私自保管土
地复垦补助资金案。和她同去的郭燕
说，当时村干部态度嚣张，不愿交出账
目资料，甚至恐吓道：“我在理县不怕
哪个，小心收拾你。”
　　杨红丽决不退让：“我就在纪工委
上班，你随时都能来找我，但违法乱纪
的事一定要查！”最终查明，祁某某私
自保管土地复垦补助资金 4 万元，被
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理县是藏、羌、汉多民族聚居区，
人口不足 5 万人。县城不大、人情却
密，遇到托关系、说“私情”，杨红丽都
挡了回去。这些年她查办案件，得罪了
一些人，有的朋友见面连招呼都不打
了。亲友劝她，都是熟人社会，何必那
么“较真”。杨红丽说：“干纪检哪能怕
得罪人，只要没有整人害人之心，现在
得罪人，是不让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2015 年底，转任理县财政局纪
检组长后，杨红丽注重发挥派驻监督

“探头”作用。一上任，就在“人”“财”两

个关键点上着力，在她坚持下，理县财
政局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签订党风
廉政责任书、建立内控制度、对职工食
堂账目进行公示。
　　理县财政局局长陈益珂说，以前
局里存在重业务、轻党风廉政建设、人
事任命首重业务能力等问题。杨红丽
担任纪检组长后，建立起了成体系的
预防腐败制度机制，一些业务能力强
但廉洁从政意识薄弱的内设部门负责
人被调整。
　　 2021 年，杨红丽被调到巡察岗
位，干的依然是“得罪人”的活儿。和杨
红丽一起巡察，也算是“苦差”。下乡入
户走访，她常随机到农户家中了解情
况；到了饭点，拿出自带的方便面、自
热米饭，喝点水对付一顿。
　　巡察工作不仅要发挥“探照灯”

“显微镜”作用，更重要的是运用巡察
成果，以巡察整改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杨红丽在桃坪镇古城村巡察时，有群
众举报：村集体果园外包后，租户多年
未付租金。村干部推诿说是村两委换
届前签的外包合同，不清楚情况。性格
温和的杨红丽当场“发了火”：“不管旧
账新账，都是‘民心账’，群众意见这么
大，必须彻底查清解决。”
　　杨红丽对整改事项紧盯不放，根
据她的建议，租约期满后，古城村召开
村民大会商议土地租赁价格，租金改
为一年一付，由桃坪镇司法所制定规
范的合同与租户签约。桃坪镇挂职副
书记任继东说，合同不规范、管理薄
弱、监管不到位，是桃坪镇农村集体

“三资”管理存在的普遍问题，古城村
的做法，为其他村解决承租集体土地
管理混乱问题提供了样板。

给人温暖的“暖心大姐”

　　在纪检战线工作 14 年，杨红丽
经历了“三转”、巡视巡察全覆盖、监察
体制改革。理县县委常委、县纪委书
记、县监委主任付水冰评价道：“只要
工作需要，组织安排她去哪儿，她就在
哪儿扎根，从来没有一句怨言。无论做
什么工作，她始终兢兢业业。”
　　在杨红丽看来，个人职务进退留转
都是“小事”。她曾担任理县米亚罗片区
纪工委书记。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撤销片
区纪工委后，组织找她谈话，她选择坚
守热爱的纪检工作，甘愿从正科级岗位
调动到副科级岗位，一干就是 6 年。
　　有人问她：“怎么没被安排到正科
级岗位？”
　　她说：“县里岗位有限，不可能每
个人都有合适的正科级岗位。我是真
心喜欢这一行，不后悔这个选择。”
　　同事们说，红丽总是有事争着干，
有推荐表彰、调任升迁不争不抢。这个
热心细心、可亲可敬的大姐，总是带给
人温暖。
　　同事罗斯基仍记得两人初次在办
公室见面的场景：高高瘦瘦的杨红丽
穿着一件灰色旧外套，微笑着把泡好
的柠檬水递给她说，“小罗，你来了，乡
镇工作辛不辛苦？”
　　杨红丽还把她的“业务宝贝”———
一本自己装订得厚厚的业务工具书送
给这位纪检新兵，鼓励道：“小罗，我们
干的是‘得罪人’的活儿，会有人不喜
欢我们，但办理每个案子都是对自己
的突破，能学到很多知识。”
　　同事家里有事，她都会去帮忙，群
众有困难找她，她总是伸出援手。去壤
塘县前，杨红丽还张罗着帮河坝村村
民王香姑家找销路，卖掉了滞销的
100 多只公鸡。在她的工作本里，记录
着上山下村收集的民意诉求，即便有
的诉求不在巡察内容和职责范围内，
她也耐心向群众解释、尽量帮助解决。
在她看来，纪检监察工作是政治工作，
也是做人的工作，要用心用情解决群
众的急难愁盼。
　　热心肠的杨红丽遇到难事，却常
自己扛，从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理县

地处青藏高原东南部，山洪、泥石流
等地质灾害多发，杨红丽多次冲在
抢险救灾一线。2008 年汶川特大
地震发生后，在蒲溪乡任计生专干
的杨红丽一头扎进抗震救灾工作
中，疏散转移受灾群众、发放救灾物
资、统计灾情，几个月没有回家。
　　地震后蒲溪乡与外界道路、通
讯一度中断，杨红丽的女儿、丈夫都
在外地，她白天忙工作，晚上坐在帐
篷里流泪。地震一周后，她才得到亲
人平安的消息。杨红丽的女儿从小
被送到寄宿制学校，丈夫在茂县天
龙湖水电站工作，一家三口长期分
居三地。杨红丽在理县的“家”，是租
住的一套一室一厅约 50 平方米的
周转房。
　　妈妈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在送
别杨红丽的日子里，常年在外求学
的罗满，努力回想着母亲的样子。她
年少时，也曾因母亲常在最需要的
时候“缺位”，难以释怀。汶川地震那
年，罗满在绵阳一所小学读 5 年
级，“地震后，同学们都被家长接走
了，全班只有我没人来接。一个多月
后，才见到来接我的父亲。”
　　在出租屋里，收拾着母亲的遗
物，看着床头贴着的母女俩亲密合
影，衣柜里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厨
房里剩的几包方便粉丝、一罐泡菜，
罗满满是心疼。她突然明白，省吃俭
用供自己读书的母亲，一直在弥补
无法陪伴家人的愧疚。
　　满满，是罗满的小名。“圆满团
聚是我们一家人的愿望，很想吃到
妈妈煮的饭，等她退休了全家一起
去旅行，可是再也没有机会了。”罗
满流着泪说。
　　手机的歌单里，保存着杨红丽
生前喜欢听的歌：
　　你是从太阳里走来的羊角花
　　带着蓝天的祝福
　　绽放在羌山下
　　你是从月亮里走来的羊角花
　　带着白云的问候
　　回到了尔玛人的家
　　……
　　杨红丽走了，但又没走。这朵美
丽的羊角花将永远绽放在高高的山
岗上和人们的心坎里……（注：羊角
花是羌族人民对杜鹃花的别称）
    （本报记者任硌、吴晓颖）

长 眠 在 羊 角 花 盛 开 的 山 岗 上
追记四川羌族女纪检干部杨红丽

　　公元 1600 年春，一场血战在中
国西南边陲一个开满杜鹃花的山野里
激烈上演。这场战事，是史称“万历三
大征”之一的“平播之役”。
　　八路并发的 24 万明军将土司城
堡海龙屯围得水泄不通。48 天后，明
军终于破屯而入，一举歼灭此前一年
起兵反明的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及其党
羽，从而结束了杨氏在播州 724 年的
统治。战火过后，海龙屯化为废墟。
　　 2012 年春，36 岁的李飞带领着
几名年轻的考古队员，开始了对这段
历史的考古探索；3 年后，以贵州播州
海龙屯遗址、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
北唐崖土司城遗址为代表的中国土司
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申遗成功后，李飞在海龙屯继续
资料整理研究工作。前前后后，他在屯
上住了 10 年。
　　回首与海龙屯相遇的这 10 年，
李飞说：“我生而有幸，可以在废墟中
追寻文明的碎片，将远古的讯息带到
今天。”

结缘海龙屯

　　“当时的感触就是震撼。”2005
年第一次登上海龙屯的情景，李飞记
忆犹新。险峻山巅之上，保存在地表的
残垣断壁和雄伟关隘，带给人视觉的
冲击和心灵的震撼。
　　地处贵州北部的历史文化名城遵
义，古称“播州”。海龙屯，雄踞于遵义
老城西北约 30 公里的龙岩山巅，旧
称龙岩囤、海龙囤。崇山峻岭间一蒂孤
悬，四面陡绝，南北环水，仅东西有仄
径上下，《明史》称其为“飞鸟腾猿不能
逾者”。
　　从公元 876 年进入播州，到公元
1600 年在平播之役中被荡平，据信来
自山西太原的杨氏统领播州长达 724
年，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经过半个
多世纪的探索，目前已知的播州杨氏
遗存有第 13 世杨粲、第 14 世杨价、
第 15 世杨文、第 21 世杨铿、第 22 世
杨升、第 24 世杨纲、第 25 世杨辉、第
26 世杨爱、第 29 世杨烈等 10 余位土
官及其妻妾的墓葬，以及海龙屯、养马

城、养鸡城、养鹅池、永安庄、养牛庄等
遗址，反映了播州地域从南宋到明代
数百年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面貌。而
其中的海龙屯，无疑是播州杨氏留存
至今规模最大、保存最好、最负盛名的
遗址。
　　作为平播之役的主战场，海龙屯
一直为世人所知。《明史》里多次提到
海龙屯，清代本土学者的探索也未停
止。20 世纪 70 年代，海龙屯进入文
物工作者的视野，随即被列为贵州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1999 年开展了首
次考古试掘工作，2001 年被列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2 年，身为贵州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副所长的李飞正在四川大学攻
读博士学位，准备以“中国西南系统岩
画”为题开展研究，却被单位紧急召
回，要求他主持海龙屯考古发掘与研
究工作，助推海龙屯申报世界文化
遗产。
　　“我此前的兴趣点是战国秦汉考
古及民族考古，海龙屯是传统意义上
的宋明考古，对我而言也是全新的考
验。”李飞说，“我当时想着海龙屯的工
作一结束，就回归岩画，但始终未能如
愿。”
　　回首这 10 年，在海龙屯巅度过
的上千个没有城市喧嚣的日夜里，若
无意义的指引，生活必将陷入巨大的
空虚和迷茫中。“然而我们并未迷失，
因为意义就藏在黄土下、废墟里，在我
们心中，在文明碎片的缀合中，需要被
重新发现、诠释与解构。”李飞说。

追寻废墟之下的意义

　　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2012 年 4
月 23 日，海龙屯迎来历史上第一次
科学的大规模发掘。由李飞任领队的
科考队成员登上海龙屯，开始了艰苦、
持久的考古探索。

　　“海龙屯考古可分为发掘和整理
两个阶段，2015 年以前是做全面的
考古发掘工作，之后则转入资料整理
与报告编纂。”李飞说。在申遗最关键
的三年里，考古队员们没有节假日，排
除一切困难夜以继日地工作，2012
年持续发掘 275 天，2013 年 151 天，
2014 年 311 天，加班至凌晨两三点
是家常便饭。边发掘边研究的高强度
野外工作，为呈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申遗文本提供了科学、强有力的
支撑。
　　“对习惯于从细微之处盲人摸象
般观察历史的考古者而言，对意义和
价值的不断追问，能唤起我们激昂的
心。”李飞说。在海龙屯，对意义的追寻
从废墟开始。
　　“海龙屯发掘过程中，我们动用了
航拍、航测等科技手段，通过对周边遗
存的梳理，整体推进了对播州杨氏及
其相关遗存的认识，深化了土司制度
及其文化的研究，并由此提出了‘土司
考古’新课题。”李飞说。

屯上的日子

　　屯上的日子并不轻松，但队员们
早就学会了苦中作乐。
  “洗澡需要下山，购买物资也很麻
烦，我们干脆养了鸡、种了点菜，还收
留了一条被遗弃的小狗，陪我们度过
很多枯燥的日子。”李飞说。
　　然而一个个平凡而枯燥的日子串
起来，却又非常精彩。就像海龙屯用一
石、一砖、一瓦、一木营建起来，成为一
座辉煌壮丽的土司城堡。
　　在多数人眼里，考古就是挖墓寻
宝。但在李飞看来，这是一种误解。他
更愿意将考古活动理解为一次次面对
案发现场的科学取证，根据残留的痕
迹极力复原现场，并探究案发的原因，

“这是智识的探索，也是考古者水平的
真正体现”。
　　最令李飞难忘的一件文物是公道
杯，出土时是外壁写满铭文的几块碎
片，一直堆积在文物架上。一天，李飞

想证明公道杯利用的虹吸原理，于是
找了个一次性杯子，在底部钻了个孔，
插入喝牛奶的 U 形软管，往杯里注
水，一点点倒，都盛在杯子里，而一旦
水没过 U 形管的上端，水瞬间就流
空了。
　　所有人都欢呼雀跃，查了很多资
料，终于把这个公道杯修复了起来。中
间端坐的老人身体内就是一根 U 形
管，开的两个孔一个在老人的底部，一
个在杯子的外底，形成高低落差。当水
没过老人的肩膀，水就慢慢流空。
　　“这件明万历年间来自江西景德
镇的青花瓷器，虽然因缺失过多而有
一点缺憾，但不影响这件文物的价值，
更不影响我们从中体味‘谦受益，满招
损’的人生哲理。”李飞说。

十年磨一剑

　　从 2012 年 4 月率队启动大规模
考古发掘，到 2017 年 3 月因岗位调
整暂别海龙屯，从 2018 年 10 月重返
海龙屯启动报告编纂，到 2020 年 5
月下山，再到之后两年间因为照片补
拍、数据核对而频繁奔波于贵阳与遵
义两地，长达 200 万字的四卷本海龙
屯考古发掘报告于 2022 年 10 月前
后面世。这 10 年间，李飞与海龙屯如
影随形，正可谓“十年磨一剑”。
　　海龙屯带给贵州考古界和李飞
很多荣誉和信心。海龙屯的发掘成果
先后荣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
国田野考古一等奖”“百年百大考古
发现”“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等奖
项。2016 年 5 月，李飞荣获首届中国
考古学大会“金爵奖”。2022 年 3 月，
李飞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海龙屯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与综合
研究”圆满结项，并荣膺优秀等级，是
本次结项鉴定中考古学类唯一的优
秀项目。

　　回望十年，有许多令人难忘
的时刻，而最令李飞难忘的是申
遗成功那一刻的兴奋。2015 年在
德 国 波 恩 召 开 的 世 界 遗 产 大 会
上，原定的海龙屯的表决时间在
北京时间 7 月 4 日凌晨，当夜所
有参加申遗工作的人都聚集在海
龙屯管理局，等待喜讯传来，但后
来表决因故延后了，午夜时分大
家悻悻散场。
　　“当 7 月 4 日下午喜讯传来
时，真的太激动了。”李飞说自己知
道一定会成功。
　　 2017 年李飞调到贵州省博物
馆担任副馆长，离开海龙屯一段时
间。“申遗成功后很多力量陆续退
出，但我们的工作没有完成，如果考
古报告没有出版，别人就无法深入
研究海龙屯，它的价值也就没法真
正呈现。”在李飞的主动申请下，他
于 2018 年 10 月又回到屯里，开展
资料整理和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
工作。
　　这也是最艰难的一段日子。要
在较短的时间里整理、编写一部大
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难度可想而
知。“因为立了‘军令状’，必须争分
夺秒，饭后容易打瞌睡，我就养成了
不吃午饭的习惯。稿子完成后，又筹
措经费、选定出版社、反复修改。”李
飞说，海龙屯考古发掘报告披露了
大量的出土文物、考古资料以及最
新的研究成果，对土司制度及其文
化的研究带来积极影响。
　　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
院学部委员刘庆柱先生在海龙屯
考古发掘报告的序言中说：“海龙
屯是土司学的‘百科全书’，作为世
界文化遗产，其重要的历史、科学
意义在于承载着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的政治文化认同。”
　　“将 10 年的精力用诸一屯，是
一件幸事，并非每个人都能有此机
缘，这背后需要太多人默默付出。因
此，纵使这一过程充满了艰辛与波
折，但我仍满怀欣喜，并心存感念。”
李飞说。
       （本报记者李惊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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