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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德亮

  遗忘是人们不可避免的，可我对儿时的民

谣却总是念念不忘。它伴陪着我走过了人生最

难忘的快乐童年，使我每每想起便倍感亲切，

犹在昨天。

  儿时村里的果树特别多，虽不是什么

“品种”树，可土生土长的“羊屎蛋儿”杏和

“小扁鸦儿”桃吃起来却口感好、营养高。每

当刮大风时，我们这些小不点儿们便顶着呼

呼的狂风，去大树底下拾那些被风刮下的零

落果。有时我们也很“任性”，果子还没成熟

就非要缠着大人给我们摘，这时善良的老人

就用民谣开导：“小枣树，耷拉枝，上边坐了

个小白妮。要吃桃，桃有毛，要吃杏，杏有酸，

要吃栗子面单单，要吃核桃上北山。”我们一

听，朦胧中似乎还有点儿“恐怖”感，谁还敢

再嚷嚷摘果呢？

  那时母亲和奶奶经常会给我们说些民谣。

有时是为了哄我们入睡，把我们抱着怀里边轻

轻 拍 着 边 小 声 念 叨 着：“ 小 孩 儿 睡 ，娘 捣

碓……”我们听了就像催眠曲似的，一会儿就

呼呼睡着了；有时是为了逗我们高兴，声情并

茂地唱：“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叫

闺妮，抱猫来，叽里咕噜摔下来。”我们听了一

个劲儿地直叫好；有时是和我们来一个“互

动”，老少二人相对而坐一推一拉，边念着：“拉

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门前唱大戏，接闺女，请

女婿，就是不让外孙去。不让去，也要去，一溜

小跑撵着去。”老少笑着抱作一团儿。

  等我们稍微懂事时，老人们便有意给我们

灌输起“孝道”来：“黑老鸹，尾巴长，娶了媳妇

忘了娘，把娘驮到老山后，把媳妇背到炕头上。

烙油饼，炒鸡蛋，两口子吃着自在饭，直吃的他

俩一身汗。吃罢饭，去驮娘，他娘变成个屎壳

郎。”我们听了，小小年纪不禁也黯然落泪了，

既对那两个不孝之子充满愤恨，也对那“老娘”

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

  那时的农村文化生活相对贫乏，就算上

了小学也没什么家庭作业，所以每到夜晚，特

别是有月亮的夜晚，简直就成了我们这些小

伙伴们集体玩耍的“特定”时间，捉迷藏、碰拐

拐、老鼠钻圈、老鹰捉小鸡……那自创的、传

统的各类游戏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为保

证“参玩”人数，每晚游戏前都要先来个“喊

话”动员一番，以免有的小伙伴来迟或不来。

这里就用上了我们自编的歌谣了，但见从大

街的这头到那头，孩子们自发地排着队、鼓着

肚，扯着嗓子高声喊着：“小孩儿们，不出来，

在家给您娘顶锅排。顶不动，顶面瓮，面瓮打

了，把您娘气傻了。”孩子们或许都是些孝子

吧，听到伙伴们的喊叫声，唯恐把自己的娘亲

给“气傻”了，便一个个赶忙从家里溜出来，加

入到夜晚的游戏中去。

  渐渐地，我们都上小学了，不但学到了知

识，而且也懂事多了。每当麦子丰收时，我们都

会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双双相对而坐，先拍

下自己的手，再互拍下对方的手，依次循环地

边拍边念着：“噼噼啪，噼噼啪，大家来打麦。麦

子好，麦子多，磨面做馍馍。馍馍甜，馍馍香，吃

馍不忘共产党。共产党，毛主席，我们向你来报

喜：一报庄稼大丰收，二报社员人心齐，三报村

里添了拖拉机。”

  岁月无情，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已从

天真烂漫的顽童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人。可儿

时的民谣却还常常在我耳旁响起，儿时的游戏

也还常常在我眼前浮现，使我欲忘不能，深深

陷入在这思恋、想念的情感之中。

  童心永不变，玩心到永远……

 （作者单位：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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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华兵

  工作、家庭、工作、家庭……每天都是这样

简单而忙碌的重复，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

去，只有慢慢爬上脸颊的皱纹和逐渐隆起的肚

腩来告知自己时间匆匆而过。变化就如同温水

煮青蛙，已被自己慢慢的接受。这天，突然接到

紧急执行任务，跟随大家一起出外勤，看到别人

矫健的脚步，而自己却在后面喘着大气，才意识

到这是一个不得不重视的问题。终于决定给自

己半个小时，毅然地跑了出去。

  当跑到北湖公园，看到蓝天白云，碧绿的湖

水，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微风拂过，顿时感觉一

切都静了下来、美妙了起来，连平常沉重的步伐

也轻盈了起来，同时也坚定了每天给自己半

小时。

  每天给自己半小时跑出去。让身体尽情地

拉练一下，就如同汽车要偶尔跑跑高速，让身体

的各器官都运动起来，让这些兄弟姐妹好好地

磨合一下，放下一切烦恼，放下一切负担，心脏

欢快的跳动、肺部忘我的呼吸、胃部努力的蠕

动……让他们尽情地聊聊天、唠唠嗑，聊聊各自

的过去，唠唠各自的近况，看看哪个还健康如

惜，哪个已经出问题掉队了，互相扶持一把，一

起携手走下去。

  每天给自己半小时跑出去。让大脑好好地放松一下，放空一下

思绪，放飞一下自我，想想儿时的梦想，想想当初的理想信念，想想

未来的谋划；也可以让大脑在天空翱翔，上九天揽月，下四海捉鳖，

来一场精神旅行；还可以想想每天的得失，曾子曰“吾日三省吾

身”，利用这半个小时，好好整理这天所有的事情，是否所有安排的

事情都做好了，是否有些事情遗漏了，是否有些事情做得欠妥，日

后需要改进……

  每天给自己半小时跑出去。不管刮风下雨，都跑出去，跑出房

屋，离开空调，让身体回归大自然，接受风吹雨打，提醒身体它是大

自然的一部分，接受大自然的拥抱。曾经有一位哲人说过：“大自然

是人类生身的母亲，智慧的老师和公正的法官。”大自然是人类的

母亲，让身体回归自然，可以让压力得到释放，让精神得到抚慰。只

有让身体回归自然，才能感到自身的渺小和孤单，才会让自己心态

平和，扫除一切的骄躁浮华，反省自身，善待生命。

（作者单位：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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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子

  他，是我的庭长，私下里我们都叫他侯哥

(猴哥)，因为，他会“七十二变”。

  审判庭上，他是法律的化身。置身于庄严的

审判庭上，身着法袍的法官既是庭审的主持者，

又是法律公平正义的代言人。面对无视法庭秩

序的当事人，他铁面无私，严肃法纪；面对手足

无措的当事人，他耐心引导，释法明理。面对每

次纠纷、每起案件，他都运用所学裁判是非、化

解矛盾，努力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精案、铁案。

  调解室里，他是化解纠纷的和事佬。有的

当事人情绪容易激动，拍桌子、无理谩骂、提出

不合理的要求，他仍坚持依法办案、以法服人、

以理服人。有的当事人不了解司法程序和证据

规则，不理解、不配合，他都耐心解释相关法律

条文，将晦涩难懂的“法言法语”变成当事人容

易理解的“大白话”，不仅解决了纠纷，还以案

释法进行了一场场生动的普法课。

  普法路上，他化身百姓身边的好邻居。额

尔古纳市点多线长、农牧民群众居多，他经常

性地走进企业、社区、学校、农牧场等，宣传法

律、解答咨询，为他们排忧解难。他常说“脚下

有泥土，心中有天平”，只有真正了解老百姓的

生活，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才能真正地走到

老百姓中去，才能做好司法工作。

  我们身边，他亦师亦友。作为民事审判庭

的庭长，要求庭里同志做到的事，他自己首先

做到；要求庭里同志不该做的事，他自己首先

不做。日常管理中，他着重对庭室干警的教育、

提醒、监督和管理，严格遵守“三个规定”，树立

风清气正的工作氛围。

  从他身上，我看到了法官的千面人生，只

为面向公平正义。我将汲取榜样力量，抓学习、

练本领、强业务，用实际行动点亮胸前的法徽。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人

民法院）

侯法官的“七十二变”
□ 迟慧

是你

在黑夜为我保留一盏灯

照亮我渺小的梦想

是你

在雨天为我撑起一把伞

告诉我前行不孤单

是你

在田野为我寻来一束花

装扮我冷清的窗台

是你

在每一粒种子保持沉默亦或

努力发芽的时刻，陪伴

哪怕只是不经意间

爱的样子，从来不止一面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铁

路公安处）

是你

□ 高玉琴

  “下花园区京张铁路记忆馆”创建于2017年，

2020年正式对外开放。共青团河北省张家口市下

花园区委、区教体局、区少工委挂牌命名为“下花

园区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张家口市教育

局认定为“全市中小学生研学基地”。

  走进记忆馆，迎门摆放的是一块重400多

公斤的里程碑。

  一百多年前修筑京张铁路，完全依靠中国

人自己的力量，不仅用了中国自己的工程师，

还使用了中国自己的计数方式——— 苏州码子。

京张铁路〡〨〩（189）号里程碑是第一代中国

铁道工作者业绩的最好证明，改用阿拉伯数码

标记里程后被弃用，但仍置于张家口原宁远站

附近。

  2017年，张家口南站重建，189号里程碑被

施工队推倒，下花园区护路办得到消息后，十

万火急赶到施工地点，久经周折将其运回下

花园。

  随着复兴号京张高铁的开通，大绿皮慢车

不再运行，下花园站光荣退休，张家口南站大

规模翻新后成了现在的张家口站。189号里程

碑像一个老兵守护在铁路旁，静静地守护在下

花园铁路记忆馆，进行着爱国主义教育，见证

着京张铁路的百年发展史。

  记忆馆中还有一个很吸睛的展品，那就是

装在箩筐里的几块混凝土。

  100多年前，修建京张铁路北沙河路段时

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材料——— 钢筋混凝土材

料。让人惊叹的是，使用百年以后的北沙河桥

墩依旧挺拔坚固，蕴涵其中的民族精神成为国

人永远的骄傲。

  纪念馆一角摆放着一个精致的木制架子，

它是京张铁路售票窗口摆放各路段车票的器

具。我记忆中的火车票共有四代，第一代是指

头宽的硬纸板车票，第二代是银行卡大小粉色

的软纸车票，第三代是浅蓝色磁介质，可以刷

码进站的火车票，第四代就是刷身份证即可进

站的电子车票。

  100年来，从排长队购票的“一票难求”时

代发展到足不出户的网络购票时代，售票方式

也从人工售票发展到网络售票。小小车票见证

着铁路科技的进步，见证着交通大国由穷到

富、由弱到强。

  展柜里有一排信号灯，其中一盏与《红灯

记》里李玉和提的那盏酷似。不由想起《领

航——— 从一大到十九大》中关于中国共产党领

导各地铁路工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

记载。在战火硝烟的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就

是一盏明亮的信号灯，为中国人民指引着前进

的方向。

  记忆馆一侧墙壁上悬挂着京张高铁复兴

号智能机车的大幅图片。京张高铁是2022年北

京冬奥会的重要交通设施，是中国第一条采用

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时速350千米

的智能化高铁。看着复兴号完美的线条，我不

由地感慨，中国高铁世界第一！

  资料显示，中国高铁总里程世界第一；

京沪高铁时速486.1公里，创下世界铁路运营

速度第一；哈尔滨—大连高铁，是全世界高

寒地区高铁的第一条；京广高铁，全球运营

里程长度世界第一；祁连山高铁隧道，“世界

高铁第一高隧”。

  点滴记忆绘百年巨变历程，记忆馆中的老

物件让参观者油然而生自豪之情，为我们蒸蒸

日上的祖国，为我们日新月异的家乡而骄傲。

走出记忆馆，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脚下宽阔

笔直的路一直伸向远方，握紧拳头大步向前，

我要去追赶时间！

(作者单位：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护路办)

点滴记忆绘百年巨变

□ 王乾荣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

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

解。”（见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真会开玩笑。先生明知

自己享誉天下，谁人不识？所以故意说“不知何许人”。

“闲静少言”，也许是真的；至于“荣利”，还是有点儿

“慕”嘛——— 您写了诗文，作者并没有署“无名氏”。陶

令不知何处去？您署了“陶潜”“陶渊明”或“五柳先

生”，还给自己“立碑”，曰《五柳先生传》，就跟“荣利”

沾边了。

  闲话表过。本人儿时读《五柳先生传》，百八十字，

有爷爷辅导，倒是觉得不太难懂。我最赞赏其中的“好

读书，不求甚解”这个观点，因此虽然也“好读书”，却

不好好读书。爷爷说：“傻小子，你往后看，‘每有会意，

便欣然忘食’，是啥意思？”我似有所悟，但悟得没有

“不求甚解”深刻，因此养成了大而化之的毛病，伴随

终身。时至今日，老冉冉至矣，书读了一大堆，很多时

候是读着玩儿，仅仅是把书“读过”而已，对其全义、要

义，模模糊糊，基本上“不求甚解”，管它啥意思呢。

  但是爷爷的教诲，仍然不时于脑际萦绕，觉得读

书，总还要“会点儿意”的，即使不是特意“会”，其“意”

无形中也在脑袋里转了几道弯儿，打下了些许烙印。

  我购书杂而多，每届书市都兴致勃勃抱回来感兴

趣的大堆书籍，但我是怎么读书的呢，说来惭愧……

  我坦白，有些书买回来放进柜子里就没怎么翻

过——— 当然不是绝对没翻。它们不是辞典，但是我把

它们当成了工具书。我熟悉它们的类属，生活、工作或

写作中遇到各种难题，知道从哪本书里查找答案。这

算一种读书法吧。

  而正襟危坐拿起书来读，则先瞧目录，拣喜欢的

章节看，其他略去。是亦为一法。如此，我几乎没有把

一本书从头读到尾的。

  很多书没有目录，便一目十行浏览。感谢伟大美

丽形象的汉字，目扫一片，即可知其大意。如此，偶遇

精彩段落或对自己略有启发文句，找到关键词，所谓

惊鸿一瞥，眼前豁然一亮，则津津有味品赏，须将它们

倒背如流，也算精读。这样，我似乎就没有连贯地一字

一句细细读过一本书。但读万卷书而撮其要者，融为

一册佳卷，略“会其意”，自娱自乐，备以用时方恨少，

间或也有。此亦为一法也。

  而如萧乾和文洁若夫妇翻译的《尤利西斯》，那么

有名，却那么艰涩、那么可怕，我读几页便退避三舍

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细节描绘，比如写娜

塔莎家的庄园，斐然一大段，绕着圈儿说，我读时干脆

跳了过去。

  这哪儿像一个读书人呀？答曰：咱本是三尺微命，

一介草民，不算读书人，只是打小认了几个字，略识集

腋成裘道理，养成了“读”的习惯而已，即使蹲厕所、乘

公交、等待就诊……也要拿个书报之类漫读，否则不

知道在那点琐碎的时间，脑子里该想些什么东西。您

别说，这种零敲碎打，无心之获，也偶有惊喜呢。

  我的简陋读书法，只是一个平庸作者的乱弹，当

然不适合从事专业性很强的人士。

  钱学森说，一个真正的专业人士，专业书当精读，

跟专业相关的书应该熟读，其他书漫读则已。

  人各有活法，书各有读法。其实五柳先生的“不求

甚解”，似乎应该理解为“不过分纠缠”，如能做到五柳

先生所说，“以乐其志”，偶作闲文娱小我，足矣足

矣……

□ 张振刚

100年前

一条七月里的红船

满载星星之火

让中国大地从此走向了光明

100年后

一艘七月里的巨轮

满载复兴梦想

让中国傲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你听，那迎风飘扬的党旗

100年依然遒劲

你听，那勇往直前的脚步

100年依然铿锵

你听，那首首红色的歌曲

100年依然暖心

湘江永远记得

红军将士的鲜血

让广西这片红土地更加热烈赤诚

右江永远记得

红军将士的信仰

让壮乡儿女跟随党的脚步更加坚定

涛涛红水河永远记得

是党徽熠熠警旗猎猎

是八桂公安铁军对党的绝对忠诚

百年正青春 恰逢时

永远跟党走 献丹心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

公安局）

□ 冯永华

七月，那轮耀眼的太阳

您诞生在南湖那艘神奇的红船

十三条汉子铸成新时代的脊梁

一股股沸腾奔涌的血液啊

抚慰着祖国的沧桑

收起秋收暴动的长缨

耳边响起八一起义的枪声

倾听井冈山头的号角

长征路上威震天际的战歌

永远不会忘记

您的叮咛

党啊，您就是我亲爱的母亲

您高擎先烈鲜血染红的旗帜

率领亿万中华儿女奋勇向前

党啊，我最亲爱的母亲

您用甘甜的乳汁哺育各族儿女

您用博大坦荡的胸怀维护着世界的和平

您把五星红旗升起在世界的东方

您带领人民走进改革开放

您统率人民“抗击疫情”

无数逆行的勇者扛起中国担当

喜看北斗问鼎苍穹，神舟梦回太空

百年大党，您步履矫健，声振八方

（作者单位：山东省莘县交警大队）

好读书，不好好读，求啥甚解

赞歌献给党

七月的歌

□ 刘春华

唱一支警歌给党听

这是一支祝福的歌

赤诚澎湃着铁血

丹心浇筑着正义

那一抹骄阳下的藏蓝啊

是担当和使命的色彩

唱一支警歌给党听

这是一支誓言的歌

把平安种在祖国的大地上

把为民置放在百姓的天秤上

让奉献点亮万家灯火

匡正驱邪

为您捧出火红的青春

唱一支警歌给党听

这是一支铿锵的歌

在这七月来临的日子里

南湖翠波万顷

井岗竹馥千里

长征峥嵘如月

大地欢歌激荡

千帆竞渡 万花绽放

唱一支警歌给党听

这是一支永恒的歌

警笛踩着朝露出发

警徽披着晚霞归来

以七月作序

以忠诚为旋律

唱响嘹亮的警营之歌

（作者单位：江苏省太仓市陆渡派出所）

唱支警歌给党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