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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占厂

　　

  每次在古诗词里见到“篱落”，思绪就飞到了从前。

  特地查了现代汉语词典，篱落的意思就是：篱笆——— 用竹条或者树枝编

成的栅栏。但是两个词的味道明显有异，篱落——— 看见了，读出来，想一想，

都能洋溢古典的美感。

  这美感，专属于安然恬静的田园生活。

  童年和少年时的乡村，户户皆在篱落里。和古代篱落绕舍稍有不同的

是，现代人的篱落，大多围着家前屋后的菜园子。篱落通常不高，三尺左右，

所以它阻挡的，其实并不是人，而是鸡鸭鹅这些爱偷嘴的小家禽们。

  篱落里的小小世界，一年四季变换着各式景象，其中最生动美好的莫过

于夏时了——— 有菜，有草，有花。菜是主角，草是反派，而花呢，是“彩蛋”。

  菜都是农家最常见的：豆角、辣椒、西红柿、黄瓜、冬瓜、青菜……每一处篱

落，都是一座关于蔬菜的博物馆；每一种蔬菜，都在夏天怒放出沸水般的旺盛生

命力。它们把自然界无数种颜色都穿在各自的身上，即便同样是绿色，也要在一

场大雨或者一个星光满天的前后，依次呈现出浅绿、深绿、绿得发黑。它们的生长

姿势，也象形演绎着人类社会各式各样的生存法则：豆角需要树枝搭成的架子扶

持，丝瓜沿着细绳四处游走攀至高处，冬瓜在绿藤掩映间与世无争地酣睡，辣椒

把果实系于腰间，秋葵将果实举过头顶，韭菜前赴后继地割了一茬又一茬。

  篱落里要有草的，就像戏剧里不能缺反派，有了草，有了竞争，那些菜好

像被逼出了更强大的生存能力；有了草，农人们就有了更多走进篱落的机

会，每次都是把草连根拔起，扔在篱落外的土路上接受烈日暴晒。但奇怪的

是，无论拔草有多勤劳有多狠，过不了几天，总有些草又会冒出来。

  篱落里还有花，不是人们栽种的，它们怎么来的，也是个谜，或许只有飞

鸟知道答案。这些花大部分都是野花，像牵牛花、矢车菊、打碗花，它们大多长

在篱落的边缘，牵牛花干脆缠绕着篱落并将花朵探出很远，为整个园子添加了

灵动乃至调皮

的因素。打碗花是一个有趣

的名字，小时候大人们说别糟蹋这些花，不

然是会打碎碗的，彼时深信不疑，但现在想来不觉莞尔。

  最美妙的，是下雨天的篱落。我们穿塑料薄膜剪裁成的雨衣，站在园子

里，天之水四面而至，打在枝枝叶叶上，窸窸窣窣或是噼哩啪啦地合奏着自

然之曲，天地安静，雾气蒸腾，仿佛能听到植物们畅快的呼吸和拔节的声音。

一旦云去雨歇，那些蜜蜂和蝴蝶总是最先得到消息，抵达园子里上下翻飞，

即便是最木讷迟钝的人，见此也不免眼前一亮，心里透爽了。

  所以，真的难怪古时的大人物们要把篱落入诗入画。篱落，不仅是农耕

年代里最有审美情趣的标志物，也是放牧心情旷达心胸的“培养皿”。

  所以，多读几遍这样的句子吧———“篱落疏疏一径深”“夜深篱落一灯

明”“日长篱落无人过”“儿童篱落带斜阳”……在唇齿留香中，眼前袅袅升腾

的，是那传承千年、恬静温暖的人间烟火气。

（作者单位：江苏省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漫画/高岳

□ 刘金生

　　

　　今年我多次参观位于河北省黄骅市旧城镇

的刘贯一烈士故居，既是出于工作需要，通过党

史学习教育、英模学习和爱国主义教育等活动

与英烈对标，也是出于锤炼队伍建设的思考。

　　刘贯一烈士故居里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他

短暂而又辉煌的一生。他出身农民家庭，从小

刻苦读书。中学毕业后，他毅然决然赴天津寻

求抗日救国的道路，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之

后回乡，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多次秘密为抗日

武装搜集、传递情报，并发动群众粉碎敌伪

“扫荡”。1 9 4 6年，刘贯一在与国民党反动派

“还乡团”的战斗中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

诱、酷刑折磨，他坚贞不屈，最终惨遭杀害，时

年28岁。

　　刘贯一原名刘保恕，为了表达革命到底的

意志和决心，他借用《论语·里仁》里“吾道一以

贯之”，把名字改为“贯一”，用自己短暂的一生

实践了“贯一”的抱负，用自己坚贞的生命书写

了“贯一”的含义。

　　围绕刘贯一烈士故居，我转了一圈又一圈，

伫立在刘贯一烈士画像前想了又想，是什么力

量让他视死如归？是什么精神让他为民请命？刘

贯一烈士被捕后，敌人威逼利诱说，只要脱离共

产党，马上给官当。刘贯一坚定地回答：“我的文

化是为穷苦百姓服务的，不是为法西斯办事的。

让我投降，你做梦去吧！”这就是刘贯一烈士给

我们黄骅检察人树立的精神丰碑！

　　把使命扛在肩上。使命如磐，继承烈士的遗

志，唯愿新的百年到来时，所有注目党旗的目

光，都来自问心无愧的灵魂！为此，面对党中央

提出的新要求、人民群众的新期盼、政法战线自

我革命的新需要，就要始终冲在维护国家安全

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

乐业的第一线，把监督检察的使命牢牢地扛在

肩上。

　　把忠诚刻在心里。倾尽丹心思图报，处世躬

谦须忠诚。要坚持以学习教育为引领，把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根

本任务，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立足本职，敢于担责，真正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信

念落实到具体检察工作中。

　　把为民写进脑里。抱朴守拙，立检为公修浩然正气；求真务实，

执检为民养鱼水情怀。无论是检察院还是检察官，前面都冠以“人

民”二字，目的就是要求检察人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执检为民情怀，

以识变之智、应变之方、求变之勇，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切实体验到存在感和获得感。目前正在全力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活动，我们更要结合本职，发挥职能，围绕检察为民办

实事。

　　把监督攥在手里。监督是检察人的主责主业，要坚持“在监督

中办案，在办案中监督”的理念，依法用好监督权。检察院的法律监

督职能，是防止冤假错案的最后一道防线。为此，在具体监督工作

中，检察人就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

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积极能动司法，善于从法律的角度让当事

人心服口服，敢于把案件以公开听证的方式终结。

　　刘贯一烈士留给我们黄骅检察人的精神丰碑，将是我们立检

为公、从检为民的不竭动力。

　　

　　（作者单位：河北省黄骅市人民检察院）

□ 冯永华

　　

　　如果，把文明城市比作一个花园，我们就是

花园中的一朵花儿。迎风飘扬、欢腾飞舞，让花

香盈满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有人说，交通文明，是一座城市的文明，也

是一座城市的荣耀。

　　有人说，城市交通秩序，是一座城市文明程

度最直接的“显示器”。

　　有人说，文明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是市民

的热切期盼，是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的保障，更是

社会发展的基石。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

土地爱得深沉。”今天，我又想起诗人艾青的这

句诗，因为它不仅饱含着诗人对家乡的热爱，更

多的包含着一种坚毅的时代精神和青春气息，

让我为之激动和振奋，面对这片养育了我们的

热土，在创建文明城市的过程中，我们又该做一

些什么呢？

　　今天，我要说，去除交通陋习，创建文明有

序的交通环境，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在

文明城市创建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只辛勤的

蜜蜂，需要我们齐心协力，永不言弃。

　　无论是大城市、小城市，公安交警总是比别

人起的早、比别人下班晚。他们不畏严寒，全员

上岗执勤，疏导车辆行人安全通行。

　　在路口，在道边，那一抹荧光绿不间断地守

护，畅通人们心中的平安路。每天旭日未升，他

们已经到岗；披星戴月，他们始终坚守。哪里有

交通堵塞，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哪里有交通事

故，哪里就有他们勘查；哪里有渴望安全的声

音，哪里就有他们口干舌燥的宣讲……那一抹

抹荧光绿不间断地穿梭，时而指导交通、时而劝

导行人、时而纠正违法、时而护送学生、时而搀

扶老人，他们用身体遮挡风雪，用心守护安全，

穿梭在车流中，为人们安全出行护航。

　　文明就在身边，感动无处不在。阳春4月的一天，城区交警李泽

岗、王延博，正在路口执勤时，看到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在车流中

颤颤巍巍地试图通过路口。多危险啊！两位交警急忙跑过去，一边

指挥交通，一边将老人扶过路口。原来，老人身体不适，独自出去买

药，回家途中迷路。两位交警二话不说，手牵着手，将老人平安“护

送”回家。

　　事件虽小，能量却大。两位交警，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老人一

家点亮一盏心灯，照亮了人们的心灵。

　　那一个个风雨兼程的坚挺身影，把国家的利民惠民政策送到

人们的心坎上，在推进“电动自行车挂牌”行动的进程中，人们上下

同心，合力攻坚，打造着一座城市文明的靓丽名片。

　　那一声声饱含深情的贴心劝导，把交警真心实意的嘱托注入

人们的心窝里，在深化“一盔一带一反光衣”安全守护行动中，人们

凝心聚力，向善而行，领唱着一座城市文明的嘹亮歌谣。

　　那一组组闪耀着红黄蓝的警灯哟，你是紧急救援“生命通道”

的灯塔。

　　那一声声耳畔扣人心弦的警笛哟，你是人们呼唤“人间大爱”

的站台。

　　创城在行动，全民齐行动。为了一座城市变得更加美丽，更加

文明，更加安全，更加畅通。让我们只争朝夕，不负韶华，从我做起，

从现在做起，从一点一滴处做起，规范文明行为，为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重整行装再出发。

　　

　　（作者单位：山东省莘县交警大队）

□ 于娜娜

　　

　　“谢谢你们，辛苦了！”一位满头银发的耄耋

老人紧紧握住民警的手，不停地向民警道谢。

　　“老人家，不用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民

警耐心地回应着老人的谢意。

　　周一的上午，年过八旬的李老在家人的搀

扶下，亲自来到派出所，向民警表达自己的感谢

之情。

　　事情还得从几天前说起。上周六下午，所里

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报警人正是李老。“我家

的小菜园被糟蹋了，你们快来帮我抓住搞破坏

的人。”电话那头的李老着急又气愤。民警立即

驱车来到李老的家，李老见到民警，情绪激动地

说：“昨天睡觉前，我的菜还好好的，今天一大早

起床，菜就被人给摘了。”“老人家，您先别着急，

慢慢说。”民警将老人扶进了屋内，询问了具体

情况。

　　李老今年85岁，退休后和老伴回到乡下养

老。平日里喜欢花花草草的李老就在家门口的

空地上开辟了一个小菜园，小菜园里面种满了

各种鲜花和蔬菜。经过李老和老伴多年的精心

打理，小菜园别致又温馨。可没想到昨晚菜园遭

人破坏，里面的鲜花和即将成熟的蔬菜都被采

摘，让付出了全部心血的李老心疼不已。

  “老人家，您放心，我们一定帮您找到这个‘作案人’。”了解事

情的原委后，民警安慰着老人。回到所里，民警立刻展开调查。李老

家对面正好有个视频监控，民警调取监控后发现，原来搞破坏的是

一群七八岁的“熊孩子”。民警找到了这几个孩子，通过询问得知，

他们昨晚经过李老家门口时，看到院子里长满了瓜果蔬菜。出于好

奇和贪玩，就偷偷摘了菜园里的蔬菜和鲜花，根本就没有想到会造

成什么后果。事情真相大白后，民警对这几个“熊孩子”进行了批评

教育。知道此事的家长们带着自己的孩子，主动来到了李老家，向

老人赔礼道歉，并赔偿了老人的损失。

　　第二天一早，民警老鞠和辅警小谢去了农贸市场，买了鲜花和

蔬菜种子，拿着铁锹和锄头，来到了李老家中。

　　“李老，我们来帮您种菜，您在旁边指导我们！”民警老鞠笑着

说道。话音刚落，便拿起铁锹铲起土来。“使不得，我自己来就好。”

李老本想阻止，可老鞠和小谢已经动起手来。无奈之下，李老只好

坐在一旁，指导着两位“菜农”翻土、播种。不一会儿工夫，两人的警

服已被汗水浸湿。“以后再也不浪费粮食了，这次真是体会到了‘粒

粒皆辛苦’的含义了！”90后的小谢一边擦拭着头上的汗水一边说

道。老鞠和李老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在一片欢声笑语中，两位“菜

农”顺利完成了种菜的任务，赶回所里继续工作。

　　日常生活中，民警们几乎每天都做着像种菜这样的小事，送迷

路的老人回家、帮父母找到走失的孩子、调解群众之间的矛盾纠

纷……人民警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服务百姓，践行使命。

　　

　　（作者单位：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淮舜分局铁运派出所）

　　漫画/高岳

□ 王乾荣

  看什么呢？

  《读者》。

  同好呀。

  1981年4月，一本中文杂志《读者文摘》在中国兰

州创刊，立即引起读者好评。1992年，美国《Reader‘ s

Digest》杂志，委托律师致函中国《读者文摘》，要求后

者停止使用中文商标《读者文摘》，说侵犯了他们的版

权。《Reader’s Digest》，译成中文即《读者文摘》，同名，

人家在先，咱们涉嫌“蹭名”。好吧，咱们改。1993年3

月，中国《读者文摘》刊登征名启事，国内外汉语读者

热烈响应，应征信达十余万封，编辑部选用了《读者》

这个名儿——— 这就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独一份了，

不能因为你叫《读者文摘》，我连《读者》也不能叫吧。

  依我看，咱们最初的杂志名《读者文摘》，确有“照

抄”嫌疑，没有创意——— 尽管人家的是英文，咱们是中

文。应该感谢《Reader‘ s Digest》，它促使咱们把杂志改

成《读者》这个名儿。改后的杂志名，虽然仍有借鉴

《Reader’s Digest》（即《读者文摘》）的痕迹，却比《读者

文摘》更其响亮、简洁、明了，而涵义丰满，尤其是封面

保留了大学者、大书法家赵朴初先生题签的“读者”二

字，更显非凡、美丽。

  这个名字改得好，还凸显在哪些方面？

  咱们尊重了人家的版权，这是对法律的尊重。

  《读者》这个新名字，不是编辑们在办公室里闷出

来的，而是在发动广大读者创造性命名的基础上遴选

出的，来自读者，为读者服务，体现了对读者的尊重，

对读者的见识和智慧的认可。

  “读者”的新义，不光是简简单单请读者摘抄文

章，而是把读者当成“自己人”。嘿，叫《读者》，咱就是

读者，这是咱们读者自己的杂志嘛。这个杂志就是为

读者办的，也是读者自己办的，办得或好或坏，大家有

份儿，就看大家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如何，就看大家能

不能在无数篇原创作品中沙里淘金，并将这金发扬光

大啦。

  这个语境下的“读者”，即兼有选家、文学家、美学

家、思想家、社会学家、鉴赏家、评论家，甚至自然科学

家和心理学家等多重身份了。《读者》以弘扬人类优秀

文化为己任，秉持“博采中外、启迪思想、开阔眼界”的

办刊宗旨，在刊物内容和形式方面与时俱进，追求高

品位、高质量，刊登精品，以形式和内容的丰富性及多

样性赢得读者。而没有博览群书、眼光独到的高品位

读者，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文摘乃是选粹。一个头

脑简单、浑浑噩噩之人，选摘的，不客气说，只能是狗

屁文章，包括八卦之类。

  《读者》给予读者的最大好处，说到底是精神享

受。一千个读者有一千种嗜好，而《读者》是读者与

读者的互哺——— 你摘美文给我阅读，我选佳作供你

赏析，大家来分享这精神的美餐。《读者》既是精华

荟萃，便有了各取所需，各得其宜之便，其中总有一

款，是契合某位读者口味的。所谓国王不能享受村

夫之乐，我没有王位和王威，但我在《读者》读到一

篇于我心有戚戚焉的美文，我便有了国王所没有的

快乐，我就是这时候的“国王”，此即“人人皆可为

王”也。当此之时，我只有感谢《读者》，以及为《读

者》摘文的别的读者。

  正是这个感悟，使我更深入地理解了区区一本杂

志《读者》，为什么会家藏户有，长盛不衰，而影响如此

巨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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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的《读者》

□ 李生寿

一

秋风送爽疫魔狂，大众齐心战疫忙。

丝路千城烽火急，陇原万巷党旗扬。

白衣天使冲上阵，蓝盾精英敢赴汤。

不畏坚难驱暗雾，欢歌笑语庆吉祥。

二

猎猎红旗处处扬，陇原大地战歌唱。

疫魔鬼怪莫张狂，剑影刀光刃下亡。

万众齐心追轨迹，千医联手排阴阳。

管防岂敢容失误？昼夜兼程不离岗。

三

旗帜飘飘战线长，公安队伍志昂扬。

风霜无阻白衣甲，昼夜难眠蓝盾防。

窄巷英姿来去舞，宽街丽影东西忙。

冲锋陷阵有生死，不灭疫魔不歇堂。

四

雅丹卡口末秋寒，卫士枕戈守护关。

疫火匆匆燃丝路，魔毒缓缓浸陇原。

严防暗箭封巷道，堵住源头保家园。

金色盾牌心血铸，疫魔不退不回还。

  （作者单位：甘肃省敦煌市雅丹地质公

园派出所）

七律·抗疫战歌

□ 胡甸

　　

这一场雨自远古而来

打湿红叶，飞流山泉

江南的风景隐于秋雾之后

小舟白鹭剡溪

残荷黄昏沈园

禹陵的松柏伫立细雨

兰亭的翠竹摇曳微风

这一场雨洋洋洒洒

每一帘每一阵

都含着唐诗的风情

宋词的气韵

群山暂歇了久远的思念

怀抱着幽谷合眼小憩

河湖收敛起夏日的张扬

用茫茫芦苇浸润秋雨的墨汁

写给此后的岁月关于水乡的尺牍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市消防救援大队)

秋雨群山

□ 罗本森

　　

秋风

秋天昼短夜伸长，沱雨奔来阵阵凉。

染就山岗枫枦赤，吹成田野稻菽黄。

晨摇丹桂一枝艳，晚曳金菊半岭香。

涸涧清流三尺水，房前凝起几层霜。

秋雨

秋来淅沥又纷纷，落入溪河点绛唇。

昨夜摇来黄叶色，今晨洗去紫埃尘。

参天大树三分翠，伟岸青山两目新。

渐渐清凉催暑去，绵绵秋雨醉烟云。

秋花

枯黄草木是金秋，似火红枫染岭头。

月桂纤纤标秀色，陶菊袅袅著风流。

庭园石蒜丝花密，山野羊蹄扇叶稠。

浅笑横波香扑面，婷婷诗韵眼中收。

　　(作者单位：广东省信宜市委政法委）

秋歌一束

□ 康勃

　　斜阳复月明，莽莽且苍苍；

  浅屿多飘絮，雾里望浮芳。

　　

　　（作者单位：中共海南省委全面依法治省

委员会）

思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