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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洛村是一个以傈僳族为主体的高半寒山区深度贫
困村，土地贫瘠、交通不便、生态脆弱、社会经济发展十分
滞后。2015 年 9 月开始，维西县财政局结对帮扶新洛
村。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与和先念同志有了密切往来。

我与和先念住在相邻的村寨，所以我们从小便认
识。2006年，我参加工作时，和先念任叶枝镇人民政府
镇长，我经常听到干部群众对他的夸赞，说他是给群众办
实事、为叶枝发展尽心竭力的好领导。听到这些，我为有
这样的老乡而骄傲。

至今记忆犹新的是，2015年9月的一天，和先念局长
带领财政局干部职工一行人到新洛村开展结对帮扶工
作，时隔多年再见到他，他身形消瘦，衣着朴素，和工作人
员聊天就像拉家常一样，十分随和。可看似拉家常，他却
已经掌握了新洛村的基本情况。在接下来的座谈会中，
我感觉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汇报了，我掌握的基本情
况他都已经清楚了，有些我还不了解的情况，他也已经了
解清楚。临走时，他特意叮嘱我说：“一定要全面深入了
解村情民意，不然领导到村里，你们工作汇报不好，领导
就不好给你们指导和帮助，村子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你
们当干部的就对不起老百姓。”当时我就想，和局长是个
严谨的人，我们在工作中可不能马虎，一定要认真细致。
后来的接触也验证了我的感觉，和局长总是一针见血地
指出我们存在的问题，并及时给我们最有效的指导和最
大的帮助。每每想起这些，仿佛他还在我身边，一直在教
导我、帮助我。

让我记忆犹新的还有，2016年春节慰问活动上和局
长的讲话。记得那天天很冷，到他讲话时，天空飘起了雪
花。看到大部分村民都站着听，他也站了起来，给大伙儿
讲党的惠民政策。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新洛村的傈僳
族很聪明、很能干，因为傈僳族音节文字就是我们新洛村
的先民创造的。我们要相信自己，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
起。首先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洗了澡穿上干净的
衣服，你就会觉得家里不够整洁了；你收拾好了内务，就
会觉得房子不够漂亮，就会想挣钱盖房子，这样你就不会
总是想喝酒想赌博得过且过，日子自然就会好起来，脱贫
致富就会实现。”现场的傈僳族群众不住地点头。他朴素
的语言，平和的语调，热切的眼神深深触动了我。原来，
群众工作还可以这么做。

结对帮扶以来，和局长为新洛村的发展操碎了心。
累计争取协调资金1500余万元，用于新洛村基础设施建
设、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改善、教育帮扶等工程，让新洛村
发生了大变化。他还协调了200万“一事一议”资金，为
新洛村7个村民小组150户群众修建了太阳能洗澡间，为
村民搞好个人卫生提供条件。

2017年10月24日，对于我和新洛村403户村民来说
是悲痛的一天。那天，连续三天的连绵阴雨刚刚停歇，天
空依然阴沉沉的。和局长和县财政局、州教育局的干部
职工到新洛村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上午的宣讲结
束后，和局长一行紧接着又徒步进村入户走访。我想陪
同，但和局长握着我的手说：“今天，州教育局的同志也
在，走访回来后，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新洛村的教育帮扶
工作，你留在村委会好做些准备。”没想到这一握，竟成了
永别……

三年的脱贫攻坚路上，和先念和新洛村群众建立了
深厚的感情。听到他不幸牺牲的消息，村民们纷纷前来
吊唁。70多岁的余树生一家是和局长的结对帮扶贫困

户，在和先念的支持下，余树生家种了半亩当归和两亩木
香，价格都不错，实现了1万多元的收入。得知和先念牺
牲的消息，老人悲痛万分，不停地擦着眼泪说：“和局长常
来我们家，用傈僳语给我们讲解党的政策，给我们出主
意、想办法。和局长来帮忙后，我们两老口的日子一天天
好起来。这样的好人走了，我们心疼啊。”

余跃华是一位60多岁的傈僳族老人，也是和先念的
结对帮扶贫困户。他至今都清晰地记得和局长第一次来
家里时的情景。“和局长轻轻推开院门，一脚踏入泥泞的
院子，接过递来的水杯就喝，满是灰尘的凳子擦也不擦就
坐下，一点不嫌弃，这哪像个局长啊。”余跃华说。和先念
到余跃华家后，一看房子，二看粮食，三看牲畜，拉家常了
解情况。不久，在他的关心下，余跃华家的院子铺上了水
泥，房前屋后做了排水沟，和先念还给余跃华家送来了一
只优质种羊。

余志华也是和局长的结对帮扶贫困户。现在，脱掉贫
困帽子的余志华正信心满满地驾驶着新买的农用运输车
奔向大好前程。想起和局长帮扶自己家的点点滴滴，余志
华禁不住泪流满面。他说：“和局长把我们家的事当成自
己的事，他帮助我家写脱贫计划，教我们如何勤俭持家。
去年，我家的收入超过了贫困线，今年又买了农用运输车，
到工地上跑运输赚钱，日子越来越红火了。想不到，我的
恩人却走了，永远地走了。”

不仅普通群众对和先念念念不忘，新洛村村干部也
对和先念不幸遇难感到无比痛心。新洛村监委会主任余
辉早年就认识和先念，结对帮扶后，两人经常就村子的发
展做交流。和先念对余辉说：“虽然是老相识，但我给不
了你什么，反而要对你提个要求。你作为党员干部，一定
要在产业发展方面做一名致富带头人，你要让老百姓看
到你的腰包鼓起来了，那样我们老百姓自然就有信心干
产业了。”余辉积极发展黄草乌、川乌、桔梗、当归、白芸豆
等产业，实现了3万余元的经济收益，同时带动了数十户
群众发展产业。新洛村的产业形成了从无到有到全面铺
开再到品种多样的良好局面。

每次来村里，和局长和我谈论最多的还是孩子们的
教育问题。群众会议上，他多次讲：“我也是穷苦人家的
孩子，多亏了读书才走到今天。村里的工作人员也都是
农民的孩子，要是不读书，他们未必比你们过得好。如果
你们孩子读书遇到困难了就来找我，我一定帮你们。如
果谁家的孩子高中毕业考了二本以上，孩子读书的费用
我全包了。”在和局长的带头下，县财政局干部职工建立
了教育医疗基金，每年为新洛村学生提供资助，目前，已
累计资助110人次10万余元。全村2015年以前只有1名
大学生，如今已有8名大学生在读。通过宣传引导，老百
姓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越来越注重子女的读书教育。

和先念一直记挂着联接新洛村4个村民小组与外界
通组公路的修建，经多方筹措资金，公路开工了，但他却
带着对贫困群众深深的不舍倒在了他熟悉和热爱的那片
热土上，如今，崭新的公路已经修通，彻底改变过去“晴天
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通行状况，而他，却看不到了……

和先念，一位身材瘦小而又充满无穷力量的纳西族
汉子，我们脱贫攻坚的领路人，新洛群众的贴心人，永远
地离开了我们，但是，新洛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音容笑
貌，不会忘记他匆忙的脚步和疲惫的身影。在和先念同
志用生命铺就的脱贫路上，我们将继承他的遗志，勇往直
前，早日甩掉贫穷帽，走上小康路，告慰他的英灵！

2013 年12月，我调入财政局工作，有缘与和先念同志共
事。回想与他共事的日子，他瘦弱的身形、操劳忙碌的身影、
冥思工作的专注神情和时不时哼着自创小调的样子依然历历
在目。

还在乡镇财政所工作时，和先念同志就是财政战线上出
了名的“拼命三郎”。他担任叶枝镇财政所长时，有一天，接到
县财政局报送紧急材料的通知，当时，班车早已出发，单位又
没公车可前往，且叶枝镇到维西县城又是土路，交通不便，为
及时把材料送到，和先念向分管领导请示同意后，租了一辆车
前往县城送材料。行驶了13公里左右，不幸发生了，车从8米
多高的边坡上翻了下去，直到离江7米左右的地方才停下来，
差点就掉进了澜沧江。和先念受了重伤，昏了过去。当救援
人员把和先念从车里挪出来时，他手里还死死抓着一个资料
袋。躺在医院的和先念醒来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司机受伤了
没有？材料送到了没有？”那次车祸，和先念脊椎骨折，治疗了
两个多月。病还没痊愈，他就绑着护腰板回到了工作岗位
上。从那时起，和先念身上就留下了病根，每逢天阴下雨，总
会看到他撑着背部疼痛难忍的样子。

2013年3月，离开财政系统8年后，和先念调回县财政局
担任局长，他拼命也要干好工作的精神愈发强了。当时，全县
财政收入形势严峻，剔除一次性税收因素，维西县每年自有的
财政收入仅1亿元左右，支出规模却接近30亿元。如何组织
财政收入和培植新的财源是和先念思考最多、反映最多的事，
每年年初安排工作，他反复强调的也是“打牢增收基础”和“拓
展增收空间”两件大事。

维西县境内澜沧江流域3座水电站在建，耕地占用税成了
县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几乎占全县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的三分之一，对于本地固定税源少且分散的维西而言，县级财
政要实现年度平衡，电站建设企业能否足额缴税尤为重要。
而电站大都建在山高谷深的澜沧江边上，离县城最近的也有
70多公里，电站企业分公司设在200公里外的州府香格里拉
市，总部则在省城昆明。在县城、各个电站、分公司和总部之
间奔波，费尽口舌沟通协调成了和先念这两年的重要工作之
一。

通过和先念的积极奔走和县委县政府、州委州政府的协
调，电站企业及时足额缴纳了耕地占用税，全县财政正常运转
和财政平衡得以保障。

为了让上级真实全面地解维西县财税状况，他多次向上
汇报。仅从去年3月至9月底，他先后多次到税收部门、纳税
单位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向省、州汇报工作10余次，有时还
带病出差。通过和先念的不懈努力，上级调减了维西县本级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了收入任务与实际税源相匹配。

对于维西这样的深度贫困地区来说，来自中央和省里的
转移支付是支撑财政支出的大头。地方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争取上级支持必不可少。那怎么争取呢？和先念的办法是，
结合维西县情，认真学习研究财政政策；抓住各种机会，了解
相关信息，并主动和县级有关部门沟通协调，联合向上级相关
部门申请，充分用好中央和省的政策。他对同事们说，这些
年，中央和省对地方支持这么大，出台了好多政策，大家要积
极学习研究，把政策用足用好。在他和大家的努力下，维西县
上级补助收入由2013年的25.72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26.78亿
元，一般性转移支付由 2013 年的 6.59 亿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12.15亿元。通过这些资金的争取，维西县人员工资支出、机构
运转、重点项目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资金得到了保障。

和先念任财政局长期间，县财政全力保障和改善基本民
生。2013年至今，维西财政民生增长较大，民生支出占比保持
在85%左右，其他方面的支出能压则压。连续几年，维西一般

政务部门的公用经费标准大大低于云南省其他地方，仅能保
证机构基本运转，“三公”经费支出也压到了无法再低的水平。

和先念最注重的工作还有资金的有效安全使用。他时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必须用好上级财政每年转移支付到维
西的各种资金，把中央的关怀用到关键地方，让老百姓得到实
惠，绝不能出现纰漏和浪费。”为管好用好财政资金，把每一分
钱都用到刀刃上，和先念一方面要求全局干部职工认真学习
现行法律法规，提高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制定出台各类资金
管理办法。为真实了解项目和产业发展中资金的支出情况和
标准，他甚至“冒充”农民工到工地“侦察”，向技术人员学习中
草药川乌的种植，悄悄到农户家考察新的农村沼气使用情况。

去年3月中旬的一天，和先念来到县城新城区绿化建设工
地，蹲坐在几位农民工身旁，并很快和他们聊了起来。一位农民
工好奇地问：“你是哪个乡的，在哪里做活，跟我们一起干吧？”和
先念一本正经地回答：“我是叶枝的，来看看你们怎么种树。”就
这样，一问一答间，他了解到了树苗的来源、价格、工程进展等第
一手情况，做到了心中有数。类似的“侦察”，和先念做过很多
次，因为平日里他穿着朴素，搞“侦察”时乔装打扮也省了。

和先念常和我们说的一句话是：“人不会累死，只会病
死。”可我们知道，他一直都在透支生命。

2016年12月31日，身患蛇胆疮的和先念强忍疼痛，带着
同志们加班加点干工作，精准完成了当年的结算任务。

2017年7月，为掌握税源实际和“营改增”对维西县税收的
影响，和先念不顾重感冒，与人大、国税、地税的同志到倮马河
电站调研税收情况。同志们看他吃不下饭，脸色蜡黄，心疼地
劝他先去治疗，可他却说：“这点病不算什么，真实的调研数据
不容易掌握，可不能错过机会啊。”就这样，他坚持参与了历时
5天的调研。工作结束到县医院时，他虚弱得连车都下不来。
一量体温，高达40度！看到和先念憔悴的样子，在县医院当医
生的妻子唐金玉泪水夺眶而出，生气地说道：“为了工作，你真
的不要命了！”

财政局各科室加班是常事，作为局长，不论他自己手上有
没有工作，他都会陪同，有时甚至忘了休息时间。在这样一位
领导手下干工作，肯定是“5+2”“白+黑”了。虽然大家有时会
埋怨几句，但都心甘情愿跟着他干，因为他对身边的干部职工
十分关心。干部职工的身体怎样、家里啥情况、谁家孩子该升
学了、毕业了，和先念心里有一本明白账，一到时候就会过问
情况，能帮忙的就责无旁贷。一次，局里的蜂定华同志在外出
差，突然病倒被护送到医院，和先念自己身体状况很糟，却整
夜陪护，直至病人度过危险期。

“和局长的谦虚平和有时都会让我们都感到不好意思！”
干部职工常常这样说。我也有切身感受，他总是很客气，给下
属布置工作从不用命令式的语气，事后也总会说“谢谢”“辛苦
了”，让人心里暖暖的。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局长，就连平
时一起坐车，他也坚持把舒适的位置让给年长或容易晕车的
人，他就是这样一个心里总装着别人的好人，大家都说他是不
像局长的局长。

和先念在工作上是领导、专家、能手。在工作之余，他和大
家如同亲人。常年繁重的工作，长期病痛的折磨，使他的身体越
来越差，体重由原来的63公斤减到53公斤。看到和先念越来越
瘦弱的身体，大家都劝他要爱惜身体，注意休息。局里有一名叫
和玉花的女干部，体重只有40公斤，从体型上看她与和先念酷
似兄妹。去年春天，他俩当众打赌，在年底前体重分别增重到
60公斤和50公斤，并合影“立此存照”。如今，和先念再也完不
成这份约定了，每每说起这事，和玉花都忍不住要哭。

一位拼命也要干好工作的局长走了，永远离地开了我们，
愿他在另一世界里可以歇息一下。他，实在是太累了！

用生命铺就脱贫路
❋ 维西县叶枝镇新洛村党总支书记 马福生

拼 命 也 要 干 好 工 作 的 财 政 局 长
 维西县财政局党委书记 李梅

“他太累了，让他休息吧……”在和先念同志的遗体
告别仪式上，许多熟知他的人，都含着泪，说出这句话。
是的，他太累了，他瘦弱的肩膀承担了太多的压力，寄托
了太多人的希望。他是一个贫困县里最忙的局长，是一
个每时每刻都牵挂着贫困户的扶贫干部，是一名时时刻
刻都在关心着家乡变化、关心着基层发展、关心着周围每
一个人的热心人。

和先念同志从来没有停下过工作的步伐
2017年10月21日，在他发生不测前的两天，是周末，一

个本可以陪伴家人、忙里偷闲的日子，但对和局长来说，这一
天仍然是工作日。上午，国内一家著名的慈善组织到维西县
中路乡吉介土小学捐资助学，和局长全程参与并承担了和中
路乡对接的工作。当时，我也参加了这个活动，这也是我最
后一次见到和先念同志。我们六点多起床，七点半从县城出
发，九点到中路乡开展活动，活动结束后，匆匆吃了午饭，便
往城里赶。吃饭时，我和其他两名扶贫工作队员正好与和局
长坐一桌。席间，他吃的很少，匆匆几筷子就扒完了碗里的
饭，之后就忙着照顾起其他人来。当时我还与和局长开了个
小玩笑说：“局长，你自己吃那么少，却招呼我们吃这么多，你
自己的身材倒是好了，我们的身材你就不管了啊！”听完这句
话，和局长笑了笑说，自己吃的其实也不少，只不过这些年养
成了吃得快的习惯。

在回县城的路上，队员们在车上和他闲聊起来，有名队
员问他：“局长，你这成天不着家，您爱人也不生气啊？”和局
长说：“生气啊，哪能不生气呢，只不过，这些年一直这样，慢
慢地，她也就习惯了。而且我工作上的这些事，有时间我都
会和她聊一聊，慢慢地她也就理解了。”“局长，像今天，你不
一定非要自己来啊，让局里其他同志来就可以了。”另一名队
员说道。听完这话，和局长又说：“你们也知道我们局平时就
很忙，加班加点是常事，同志们也都不容易，好不容易有个周
末，我也不忍心叫他们。这些年，国家对我们藏区的政策特
别好，我们维西想要发展，就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不光我，
其实每一名基层干部都很忙，也很累啊。”

到县城后，和局长说下午还有个会要开便先走了。走
前，他指着自己的头发笑着对我们说：“我得抓紧时间去理个
发，我们家那位催我理发都催好几次了，再不理，她都嫌弃我
了。”说完就匆匆走了。和局长过世后，我脑子里常会想一个
问题，那天下午，他究竟有没有抽空去理了他人生中的最后
一次发。

和先念同志从来没有停下过思考的步伐
我们扶贫工作队的马常生既是驻村队员，也挂着维西县

财政局副局长的职务。他手里留有和局长生前布置工作的
一张纸条，上面短短的几行字，记录着和局长对工作最后的
思考。纸条上的第一行字，写的是和局长对财税改革的见解
和近期工作的总结，第二行字写的是他对乡镇财务管理工作
的思考和建议，第三行字写的是他对维西县扶贫工作中有关
生态环保方面的一些设想。短短几行字，就像和局长的一
生，写满了对国家、对工作和对群众深深的情感和不倦的思
考。

和局长很珍视和队员们相处的时间，他经常说我们10名
队员分别来自财政厅不同的处室，（2017年3月，省财政厅下
派 10 名扶贫工作队员到维西，开展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工
作。）每个人都是财政业务骨干，所以他要抓紧机会和我们交
流业务。每次和我们见面，他都会和我们探讨各类问题，尤
其是财税改革、财政收支和财政扶贫方面的问题，很多时候
我们也会被他的问题难倒。

到维西一段时间后，有一次，队员们参加县里召开的扶
贫干部工作座谈会，和局长也是参会的一员。会上，我们结
合驻村工作作了发言。会后，乘吃饭前的间隙，和局长悄悄
把我们拢在一起，跟我们作了简短的交流。他说：“听完你们
的汇报，感觉你们确实已经做到了扎根基层，对村里的情况
也越来越熟悉了，这一点很好，我为你们感到高兴！不过你
们的汇报没能完全展现你们的水平，一是有点散，没有重点；
二是感情抒发的太多，理性思考不足；三是面太窄，而且局限
于所驻村子，没有从全乡甚至全县的层面进行思考。”说完，
和局长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默默地看着我们，好像在指出
我们不足时，担心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和驻村的热情。

2017 年 4 月，我和厅里的同志到拖枝村红坡组入户遍
访，当时和局长也一起前往。去的是我们厅挂钩的贫困户雀
树光家。一提起这个贫困户，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雀树光
家总共两名成员，一个是他年迈且双目失明的老母亲，一个
就是他本人。雀树光40出头，至今未婚，在我看来，就是贫困
户里“等靠要”的典型，既不积极劳动，又不注重个人卫生，而
且对我们工作队员也是爱理不理，能躲则躲，实在躲不了，也
是金口难开，半天憋不出一句话。

记得那天，来到雀树光家后，他极不情愿地和我们打了

个招呼，就低着头，啥也不肯说了，把和我一起遍访的同志急
得不知该怎么办。看到这种情况后，和局长主动走过来，把
雀树光拉到一旁，聊了起来，当时我就在旁边，但听得云里雾
里的，因为和局长正用傈僳语和他交流。只见雀树光一边听
一边点头，还不时抬头打量着和局长。事后，和局长主动和
我们几个队员说：“做群众工作，只靠满腔热情是不够的，要
多为群众考虑，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像雀树光这个
人，因为贫困，变得非常自卑和内向，而且又很敏感。所以，
在和他说话时，不能一味地说他的不是，更不能一味地指责
他懒惰，这只会让他更加内向，更加自卑，更不愿意和人交
流。”听完这话，我当时就脸红了，上两次来他家，我就是恨铁
不成钢，责问他为什么不好好搞一下个人卫生和家庭卫生，
为什么非要这么懒。怪不得这两次，他远远地看见我就想
躲。见我红着个脸，和局长又笑着说，群众工作急不得，慢慢
来，你们也能学会。听完这话，我又好奇地问和局长：“那你
究竟和他说了啥，怎么看见他对你不停地点头，时不时还跟
你说上两句？”和局长说：“我就是和他拉拉家常，和他说我也
是从农村出来的，也过过苦日子，但党的政策好，通过努力过
上了好日子。我还跟他说，我很敬佩他，一个人能把老母亲
照顾好，不容易，值得大家学习，要是再努点力，不仅自己，老
母亲也可以过上更好的日子。”“我还跟他开玩笑说，你看我
长得比你还要黑，样子也不如你，但靠着自己的努力，也娶到
了媳妇，过上了好日子，你多努点力，过两年再把媳妇娶了，
这日子不就越过越红火了吗？”

在那之后，和先念同志一直都惦记着这户并不是他挂钩
的贫困户，后来又去看望过三四次，其中有一次还把身上的
钱掏出来递到雀树光的老母亲手里，并叮嘱雀树光要照顾好
老母亲，如果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和他讲。

几次下来，雀树光的心态和对人的态度竟然有了一些改
变，后来几次入户，他竟主动和我们打了招呼，而且还主动提
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说起这件事来，连村干部都连连称
奇，甚至有人还说，看来和局长还真是贫困户的好亲戚。

和先念同志从来没有停止过关心他人的步伐
去年3月，队员们刚到村里，有名来自财政厅税政处叫张

燕的女队员，由于不小心，被热水烫伤右脚脚背，由于驻村
点离县城较远，便在乡卫生院做了简单处理，为了不耽误
工作，张燕就一瘸一拐地带伤上班。每次其他队员问她好
点没，她总是故作轻松地和大家说：“不碍事不碍事，就快
好了。”于是大家也就疏忽了，以为过段时间自然就会好
了，但过了好久总也不见痊愈。有一次，和局长到永春乡
来开会，偶然看到她走路还瘸着个腿，会后就找到她，关心
地问起她的伤情来。当时张燕也笑着说：“快好了，应该没

事了。”和局长不信，非要看看她的伤情，看过之后，顿时发了
脾气，问她为什么不早点说出来早点处理，拖到现在伤口都
开始发炎、化脓了。说完，和局长就把她送去了县医院，并一
直陪着她检查、清创、输液。

和局长去世后，张燕经常和我们说起那天的事，说起每
一个细节。她说她清楚地记得，在医院里，有位温柔的女医
生一边帮她清洗伤口，一边望着和局长笑。她当时还悄悄地
和和局长开玩笑说：“看来我们的局长还是很有魅力的，连女
医生都忍不住盯着你看。”和局长非常幽默，当时硬是强忍着
笑，故意没说实情。直到几个小护士在一旁打趣说家属来探
班啦，张燕才知道，原来那位女医生是和局长的爱人。张燕
说，那天输液的时间很长，而局长一直陪着她，当时她感觉特
别过意不去，好几次催和局长早点回去。结果催急了，和局
长就来一句：“没事，正好，我还可以和你聊聊财税改革的事
呢。再说了，我不也正好陪陪我们家那位么，这些天忙得都
没好好见上面，好好说上话了。”张燕说她当时也没多想，现
在回想起来，和局长两口子都在县城上班，却好多天没好好
见上面，没好好说上话了，一想到这些，就让人想哭。

那个周末的下午，张燕输着液，和局长就陪她聊天，说说
财税改革，讨论讨论维西“营改增”后的财税收入，偶尔他爱
人抽空过来看看他们，跟和局长说上几句话，又忙着去照料
医院里的其他患者。张燕说，她清楚地记得，和局长和他爱
人对彼此说话的口吻是那样温柔，看彼此的眼神充满了笑意
和爱。张燕说，那天的阳光很暖，洒满病房，洒在洁白的床单
上，窗外的天空格外蓝，回想起来，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然而，不幸却残忍地把我们的好领导、好同志、好大哥无
情地带走了。和先念同志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片他深
深眷念的热土，离开了他深爱着的亲人，离开了他朝夕相处
的同事和故人，离开了他一直牵挂着的群众，牺牲在了扶贫
的路上。虽说和先念同志走了，但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
富。留下了激励广
大干部群众脱贫攻
坚的精神，留下了
激励我们为人做事
的典范。

此 情 可 待 成 追 忆
 云南省财政厅驻维西县永春乡扶贫工作队员 文波

 





























































































































编前语：2017年10月24日，维西县财政局局长和先念同志在进村入户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开展脱贫工作途中遭遇落石，因公殉职。州委于2017年11月5日下发《中共迪庆州委关于开展向和先念同志学习的决定》，并成立和先念同志先进事
迹报告团，在三县（市）巡回报告，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为向和先念同志学习，凝聚全州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磅礴力量，《迪庆日报》将逐一刊发和先念同志先进事迹宣讲稿，发挥先进典型人物模范引领作用，激发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
各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