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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高新

人物

音乐教师葛茂茏组建零基础学生管乐队

笙笙管管齐齐鸣鸣奏奏响响学学生生新新起起点点

民警吴建峰负责的1 . 8平方公里内有2300多家企业

破破旧旧笔笔记记本本成成他他最最得得力力““助助手手””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王富军

避免过激行为

24小时陪同日籍人员

吴建峰所在的齐鲁软件园
警务室隶属于舜华路派出所，辖
区西起奥体中路，东至凤凰路，
北起天辰大街，南至舜华路，总
面积 1 . 8平方公里，常住居民
4369人，暂住人口7000多人，辖
区内的企业有2300多家。

“在这么多企业中，有相当
一部分的企业是高科技企业。我
虽然不懂这些高科技，但是咱明
白高科技企业中的技术人才是
关键。”吴建峰对记者说。

在吴建峰的印象中，每天来
警务室登记的外国人大都来自
欧美等发达国家。按照规定，外
国人到中国后，要到目的地所在
的派出所进行登记。“咱们高新
区的企业为了发展，要引进外国
的先进技术，作为为企业服务的
一部分，为他们引进的人才服务
也成了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辖区内，有美国人、英

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澳大利
亚人、日本人等等。去年辖区内
一家企业请了一位法国专家，
当我们上门检查时发现法国专
家持有的是旅游签证，签证即
将过期。签证过期是一件比较
麻烦的事情，到期之后如果不
办理新的护照，将是非法居留，
有可能会被驱逐出境，就去协

调相关部门为这位法国专家办
理新的护照。”

在吴建峰看来，外国人到中
国指导技术不容易，能请到外国
的顶级专家更不容易，不能让人
家因为一点小事寒了心，对中国
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

去年，由于中日钓鱼岛争
端愈演愈烈，辖区内日资企业

的日籍人员的安全就压在吴建
峰肩上。“8月19日前后的七天
时间，我都是全天24小时陪着
辖区内的日籍人员。咱们济南
人理性爱国没有出现什么过激
的行为，那些日本友人也很理
解咱们的行为。”

“只要下功夫

没有办不了的案”

“小的时候，看到电视上的
刑警穿着白警服，开着‘侉子’很
威风，一直梦想有一天能当上刑
警。报考济南市人民警察学校的
时候，我就报考了公安管理专
业，但是阴差阳错地把我分到了
交通管理专业。毕业之后，就到
了市中区交警队当了一名交警，
那时是1997年。”

1997年对于济南交警来说
是一个黄金时代。1995年10月16
日，全国公安机关学习济南交警
先进经验现场会在济南召开。江
泽民总书记为济南交警题词：

“严格执法，热情服务”，济南交
警成了全国人民家喻户晓的一
个群体。但是，在吴建峰的心中，

他一直都没有放弃心中的理想。
2008年，高新区要招收一批

民警，吴建峰报了名，经过层层
选拔之后，吴建峰顺利成了一名
民警，被分到了社区。

“当时心里挺失落的，但是
既然分到了社区就要好好工作。
不会办案，我就一遍一遍地看卷
宗，然后跟着老民警实践。遇到
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就记到
本子上，然后回去请教别人。时
间长了，就慢慢融入了社区工作
中。社区民警最贴近老百姓，有
些案件，刑警办案也离不了咱。”
吴建峰不无自豪。

2012年，根据聊城市公安局提
供的情报，十年前在聊城市东昌府
杀害两名学生的从犯时某潜逃到
了吴建峰的辖区打工。辖区内有
2000多名工人，如何从这么多人中
找到案犯，吴建峰用起了“土方
法”——— 一个工地一个工地、一名
工人一名工人地排查。经过半个多
月的摸排，终于在一处工地发现了
犯罪嫌疑人，之后，吴建峰把这个
线索提供给了聊城市公安局，经过
确认之后，犯罪嫌疑人时某被抓捕
归案。

在高新区实验中学，走近艺体楼，就会听见小号、长笛、单簧管、萨克斯等乐器奏出的悦
耳音乐，这是高新区实验中学的管乐队成员在练习呢。可别小瞧了这些高中生，从他们口中
吹出来的乐章，在济南市大大小小的管乐比赛中，每次都是第一。这支管乐队，已经成为高新
区实验中学的亮点。而这些，都归功于背后辛勤指导的音乐教师葛茂茏。

本报见习记者 任丽媛

学校的第一位专职音乐教师
一身朴素的装扮，在葛茂

茏的打扮上丝毫看不出艺术的
特质。今年34岁的他，从4岁半
就开始学习钢琴，30年来，钢琴
一直陪伴左右。“最初学钢琴，
是我爸坚持让我学的，他的思
想也很简单，就是不想让我当
工人，有一技之长将来好在社
会上立足。可没想到，最后真的
凭钢琴考上了大学，并得到了
一份稳定的工作。”葛茂茏说。

2001年，葛茂茏从师范学校
毕业后，便来到了高新区实验中
学，也就是原来的历城四中。当

时，高新区实验中学办学条件差，
生源质量差，高考升学率低。“苏
校长就想通过培养艺术生来提
高升学率，毕竟艺术达线分数低，
300多分就能上大学。”

艺术达线分数是低，可如
何培养音乐特长生成了葛茂茏
面临的难题。葛茂茏说,在高一
年级，他选取了3名具有艺术潜
质的学生，开始教他们声乐。

从认识五线谱、音符到发声
练习、掌握气息，从唱简单小曲到
复杂的中型歌曲，葛茂茏让3名零
基础的学生逐渐专业起来。葛茂

茏根据高考专业考试的特点，开
始重点辅导学生视唱、练耳、乐理
三门课。为了使学生学好这三门
课，课前认真备课，课下及时了解
学生掌握情况，及时发现问题，不
断提升教学水平。

最终3名学生全都上了大
学，这可让葛茂茏高兴坏了。从
最初的3名音乐特长生到现在
的60多名，12年来，从高新区实
验中学走出去的音乐特长生近
百人，其中考入中央音乐学院、
中国音乐学院等八大音乐学院
的学生就有20多人。

乐器“多面手”，成立管乐队
在开始培养学校艺术特长生

的第二年，学校成立了一支管乐
队。“当时学校还属于历城区，区
教育局领导重视艺术，全区有近
30来支管乐队伍，还要比赛。我们
学校也组建了管乐队，除了排练
参加比赛外，也培养了一批在管
乐吹奏上有一技之长的特长生。”
葛茂茏说。

最初，决定成立管乐队的时
候，与培养艺术特长生一样，面临
同样的困境。“学校没有学生会乐
器，只能从零开始教起。”葛茂茏
说，乐队要想“展现”成果，营造氛
围，搞大齐奏，见效快，要真正演
奏出“像模像样”的乐曲，则需要
较长周期的艰苦训练。

“另外，乐队要上档次，向专
业水准迈进，还要在训练内容和
方式上狠下功夫，要搞好乐队编
排。”葛茂茏说，这些都要求有扎
实的音乐理论修养、和声基础，

熟悉掌握配器、乐器法知识。“没
有太多技巧，只能是多学习，多
观摩、勤实践。因为我是学钢琴
专业，钢琴本来就被称为‘浓缩
的交响乐’，排练乐队时拿到总
谱也能一下看懂，简单排练了一
些小曲很成功，就开始尝试复杂
的曲子。”管乐队所需要的知识，
都是葛茂茏触类旁通，慢慢琢磨
出来的。他成了管乐队的“多面
手”，几乎包揽了乐队的各项训
练。

苦口婆心地教，周而复始地
练。葛茂茏几乎包揽了乐队的各
项训练。就这样，在历城区第一届
管乐队比赛中，高新区实验中学
获得了一等奖。在以后每一年的
管乐队比赛中，高新区实验中学
都是一等奖。在刚刚过去的济南
市第十二届中小学文化艺术节
中，葛茂茏带领着高新区实验中
学的管乐队再次获得了一等奖。

不管是艺术特长生还是管乐
队成员，之前都未经过专业学习，
都是零基础学起。学校从高一开
始选拔音乐特长生。“首先是学生
报名，然后我们选拔。在选拔时，
让学生模唱，从音准、节奏感等方
面来挑选。”葛茂茏说。

选拔音乐特长生，葛茂茏除
了从专业角度考核，也有他自己
的诀窍，从眼神上辨别。“学音乐，
需要有一股子灵劲儿，眼神中透
着灵气的学生，差不了。”葛茂茏
说，学艺术的孩子大多学习成绩
不太好，但是他们中，有很多人很
聪明，就是不喜欢学习。与枯燥的
学习相比，嘴里哼着调儿、手里握
着乐器要有意思多了，学艺术成
了他们上大学的一条捷径。

“孩子们最初学艺术，是为上
大学，可时间久了，就成了兴趣。
从高一开始，他们白天上课，晚上
要训练4个小时，周末也要练习，
这么大的强度，如果不是兴趣，很

难坚持下来。”葛茂茏说。兴趣虽
然重要，但也离不开葛茂茏的督
促和教导。不少学生在别人看来
是“问题学生”，甚至连学生自己
也放弃了。但葛茂茏从他们身上
看到了艺术潜质，让他们学习乐
器，最终迈进大学校门。

上一届的李昊，给葛茂茏留
下了深刻印象。李昊因为在之前
一个学校打架，被开除，转入高新
区实验中学。“他自己都觉得是‘问
题学生’，很自卑，在学校里不和人
交往，本来都放弃上学了，在家长
的逼迫下来到我们学校。我觉得
他天赋不错，就给他选了大号，让
他练习，并经常开导他，让他不要
总盯着昨天的错误。后来他考上
云南艺术学院。”葛茂茏说。

葛茂茏给记者看了一位学生
发的短信，“一上高中时，就没有
奢望能考上大学，因为我的文化
课成绩太差，后来遇见您，奇迹真
的发生了，谢谢您，老师！”

“遇见您后，奇迹真的发生了”

葛茂茏指导学生吹单簧管。 本报见习记者 任丽媛 摄

吴建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本有点破旧的笔记本，看了看笔记本，打了几个电话。吴
建峰告诉记者，这是他的“助手”，“干社区民警事情非常多，事又杂，容易忘，把事情记到本子
上，不仅忘不了，办起事来也有条理。”

吴建峰检查便民急救包中的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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