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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碧，我心有千千结不能释怀，千声万声地呼唤着你的名字，

你回来吧！

　　阿碧，你还记得跑了有多远吗？

　　2014年，天气清爽的九月，在贵州省镇宁县举行的黄果树半程

马拉松赛上，我紧跟着你，出发5公里左右，我累得不行，你对我的

鼓励直到现在我依然铭记在心里。

　　你的热心，让我不忍心说放弃，咬紧牙关坚持下来……那次比

赛后，我们经常一起相约到郊外跑步、骑车、游泳等，在运动中慢慢

了解彼此、培养出感情……比赛的终点成了我们爱情的起点。

　　2015年，咱们终于走到了一起。人生的马拉松也很辛苦，还好

有你的爱心和耐心。

　　记得2019年12月的贺州100公里越野赛上，天气寒冷，当我凌晨

赶到终点时，你站在那里等我，手里拿着外套赶过来给我披上，然

后紧紧拥抱着我。

　　赛后有记者发表了一篇报道，标题是《温暖的等候》，插图竟然

用的是我俩相拥的照片。是的，拥抱的那一刻，我的心里满满的都

是幸福与温暖。

　　新房装修时，咱们还特别设计了一面荣誉墙，把我们的完赛奖

牌按年份先后顺序两块两块地紧挨着悬挂好，一块块奖牌，记录着

我们携手走过的每一天……

　　阿碧，你还记得你洗过的那些碗吗？

　　因为我的一句玩笑话，你从此谨记于心，总是在饭后马上收拾

碗筷去洗，还故意说不放心让我洗，说我平时洗的碗都不干净……

你的处处用心，让我们这个来之不易的小家越来越温馨。

　　每次提到买衣服，你总是用警服搪塞过去，平时出门穿我的旧

运动裤。你对自己很吝啬，对家人却非常大方，呵护备至。平时工作

再忙你也会抽时间回家陪二老聊家常，每年定期带他们去医院做身体健康检查，买好他们

的日常生活用品和心脑血管药物。

　　你即使加班再累，也不会抱怨我没有煮饭，还要下班后去接我……

　　你通宵达旦写材料，经常熬夜，一半的头发都白了。每次劝你调岗位，你总是安慰我：

“没事的，你放心，我搞文字材料已经十几年了，轻车熟路，这点还难不倒我。明天晚上我去

理发，回来肯定帅气多了。”

　　像这样安慰我的话，你说过很多，但我唯独对这一次印象深刻。

　　因为你说完这句话后的第二天下班后理了个平头回来，晚上在灯光下，稀疏的头发都

能看到头皮了，哪里还能分得出白发黑发……

　　阿碧，你还记得上一次见面是何时吗？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们两个所在的单位很快就启动了疫情防控一级响应。我身为

一线医务人员，从2020年1月23日就开始在单位封闭式上班。

　　2月13日，我轮休回家时，你已进入单位封闭备勤两天了……直到2月20日，我才紧紧

地抱着你的身子见到沉沉睡去的你……

　　你离开我们的前一天晚上，还惦记着家里的吃穿用度，担心疫情严重，老人出门不方

便，让我去菜市场给爸妈买菜。没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2月20日这一天，天

塌了，在这一天，我永失所爱。

　　阿碧，我觉得你一直在我身边，我们还会在一起计划退休以后的活动……我多么希望

还能像从前一样，每个深夜坐在你身旁陪你写材料，把电视机音量调到最低，看着画面陪

着你……在你累的时候，给你泡杯茶提神；多么希望以后我们每次参加完马拉松，再一起

把两块奖牌挂在见证了我们相知、相爱、相守的荣誉墙上……

　 阿碧！咱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了解你。然而，我从你的同事和朋友的怀念

中，知道了你许许多多温馨和危险的往事。原来，你不止给我，还给许许多多的人带来过温

暖和感动。如今，每每深夜站在窗前，看着万家灯火，我好像读懂了政法干警为之奋斗和守

护的平安之心。

　　阿碧，从此，你我阴阳两隔。我再也不能注视你的笑脸，再也不能看见你的身影，再也

不能听见你的声音……和你相识相知到相伴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

　　本报记者 杜洋 马艳 整理  

缅怀牺牲英烈 传承榜样精神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周春梅、王敏、蔡晓东、覃碧……他们都是全国政法系统中不辱使命、砥砺奋进的先进典型，却不

幸牺牲早早地离开了我们，让人痛心、伤感满怀。

　　又到一年清明时，缅怀英烈寄哀思。本报今天刊发一组缅怀政法英烈报道，以其家人、同事的视角追忆他们生前的感人故事

和先进事迹，感念他们留给世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广大干警传承榜样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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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覃碧，1974年出生，生前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监狱办公室

副主任，一级警长。曾荣获“全区监狱系统人民满意的监狱人民

警察”荣誉称号，2016年至2018年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

员。2020年在监狱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勇于担当，冲锋在前，连续

奋战25天因公殉职，被司法部追授“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二级英雄

模范”荣誉称号。

　　你是昂然的松

　　我就是抚慰你的月光

　　我是远飞的大雁

　　你就是我羽旁轻柔的风声

　　年年岁岁

　　我是你守望的相思树

　　岁岁年年

　　你是我最温柔的妻

　　……

　　3月30日中午，晓东骨灰安葬在了勐龙烈士陵园。一路

上，我透过车窗看到，他生前的同事们驻足敬礼，前来送别的

社会各界代表手持素花、列队悲迎，心里又再一次回想起晓

东送给我的这首小诗。

　　这首小诗是2021年七夕晓东给我发来的最暖心的表白，

我一直珍藏着。他答应我，办案回来陪我和父母、孩子拍一张

全家福，我想给他一个惊喜，把这段美文配在照片里……结

婚10年，因为两地分居，拍一张合照成了我多年的心愿，如

今，却已成为永远的遗憾。

　　在大家看来，晓东是缉毒英雄；在同事眼里，他是“破案

能手”；在父母心里，他是全家的顶梁柱；在儿子心中，他是抓

坏蛋的大英雄；而在我心里，他是心细如发的好丈夫，是体贴

入微的暖男……

　　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就算满汉全席，他也无心品尝，心里

装着卷宗，咀嚼的是案件的分析研判。当缉毒警察13年，他最

高兴的时候就是穿上警服那一刻，和战友们坐在一起分析案

件分享战果，这对他来说是莫大的荣耀，他常说：“我是缉毒

警，我骄傲！”

　　“等待是一种幸福，我不知道即将开始的等待，到底是幸

福还是伤痛？爱的力量足以支配一切，你的微笑足以让我释

怀，我的许多故事，等你来结尾，等你来画上幸福的句

号……”这是晓东2021年中秋节发给我的微信。12月3日，晓

东和我的聊天记录至今还存着：现在的分别是为了明天更好

的相聚！点击手机屏幕时，仿佛触摸着你的指尖；12月4日，我

接到了支队潘科长的电话，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把手机扔

到一边，响了一会儿才接起来：“在普洱吗？老人在不在？孩子

在不在？”我当时就蒙了，拿着手机的手止不住地颤抖，张着

的嘴说不出一句话。晓东受伤是我最坏的打算，只要他还有

一口气，哪怕成了植物人，我也一定要用爱将他唤醒……

　　可再见到晓东时，我们却已阴阳两隔，他的身体已经冰

冷僵硬，嘴一直张着，怎么也合不上，我俯下身靠在他胸前

说：“老公，你是不是伤口太疼？是不是放不下我和孩子，还有

年迈的父母？”说完，我深情地吻了他的双唇，轻抚他受伤的

创口，泪眼中我依稀看见，他的嘴安详地合上了。从相识、相

恋到相知，每一次吻别都有盼头。走进家时，你的笑总让我看

不够，12月4日的吻别，成了永远的离别，再无归期……晓东，

你放心，我会把你想做的事都做好，为父母养老送终，将孩子

抚养长大，为你未了的心愿画上满意的句号！

　　10年，我们相敬如宾、相亲相爱，每次探亲回家，都是我

在门口接他，每次我去看他，在不影响工作时他都会出门口

来接我；每个节日，都会收到他的祝福，祝福语写得最多的是

“平安”，由此引来朋友的羡慕，说我们好浪漫。只有晓东和我

知道，这看似浪漫的背后，是聚少离多的思念，是苦苦的守

望，更是平安的祈祷。

　　10年，相濡以沫，风雨共担，我有好多话没来得及告诉

你，老公，你不知道我和孩子有多爱你！女儿成绩优秀，经常

得到学校老师的表扬和奖励，她希望你能给她开一次家长

会，让你为她感到骄傲；送别那天，儿子说：“我要让奥特曼把

爸爸唤醒！带我去澜沧江边捡石头、放风筝、坐快艇！”

　　你走后的日子，我和女儿经常走在跟你一起跑步的路

上，我们仰望星空，女儿说：“妈妈，天上最亮的那颗星星一定

是爸爸！我们走到哪儿，跟到哪儿，他总是一路给我们照亮！”

　　今年1月6日，云岭楷模颁奖现场，当主持人念到你的名

字、全场起立致敬的那一刻，我只想对你说：“我骄傲，我是警

察的妻子！”颁奖仪式结束后，我在想：12月3日，如果我送孩

子上学途中被车撞伤，你就会回来看我；你被三颗子弹击倒，

如果有两颗击中我，你就不会走！

　　晓东，你听着！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嫁给你！

（肖娟为化名）　　

　　本报记者 董凡超 整理　　

望星空，你在一路给我们照亮
缉毒英雄蔡晓东妻子肖娟缅怀感言

人物简介：

  蔡晓东，男，哈尼族，云南普洱江城人，1983年5月出生，

2006年4月入党，同年6月参加工作，生前任西双版纳边境管

理支队执法调查队副队长、一级警长，三级警督警衔。13年

的边境缉毒工作中，共参与侦办毒品案件247起，参加专项

缉毒行动358次，抓获犯罪嫌疑人249人，缴获毒品1609.56公

斤。因缉毒成绩突出先后荣立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各一

次，四次荣获嘉奖。

  3月30日，蔡

晓东烈士被安葬

在云南省西双版

纳景洪市勐龙烈

士陵园，长眠在

他用生命守护的

边境线旁。图为

安葬仪式现场。

云南出入境边防

检查总站供图

人物简介：

　　周春梅，女，苗族，湖南龙山人，1976年出生，

200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参加法院工作，

生前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一庭副庭

长、三级高级法官。2021年1月12日，因多次拒绝向某

为案件打招呼的非法要求，被向某残忍杀害，年仅45

岁。先后被追授全国模范法官、湖南省优秀共产党

员、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年年清明，今又清明。在这天清地明、草长莺飞

的好时节，本来最适合踏青郊游，尽情呼出一冬的积

郁，贪婪吸入新的希望。可人们偏偏又选择在此时释

放堆积已久的思念，捧上一抔土，献上一束花，向故

人倾诉无尽的衷肠。

　　不知不觉，已是春梅离开我们的第二个清明了。

去年清明，我作为春梅的助理参加了单位组织的一

次缅怀活动，同事想让我讲几句话，我当时爽快地答

应了。但临讲时却支支吾吾半天，那些想好的话终究

没有说出口。

　　其实，春梅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老师，法律素

养、工作作风、职业操守等方面她都给我树立了标

杆，她用言传身教帮助我成长进步，我怎么会无感恩

之心。春梅的离开，让我们对她用生命守护的公平正

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认识、也为我们接续捍卫公平

正义增添了动力坚定了信心，我怎么会无感慨之言。

也许，我拒绝回首缅怀的唯一理由，仅仅是不愿意面

对她已经离开的事实。

　　但前段时间的一次聚会，让我的执念得以改变。

　　闲聊中，朋友偶然谈到春梅。大家不约而同把目

光聚焦到了我的身上，因为大家都知道，春梅是我们

单位的人，是我们庭里人。太可惜了，还这么年轻！朋

友们的惋惜声出奇一致。我听后随口敷衍着，面无表

情，也没有任何表态，因为对这个沉重话题我是一如

既往地抵触。而且他们和我并非同行，我也不想这个

话题随便成为别人口中消遣的谈资。“你肯定最清楚

了，你说说，她真是因为没帮别人打招呼而被害的？”

果然，逃避什么就会来什么，还是有人开口问我了，

其他人也在随声附和着。他们不会轻易善罢甘休，我

很了解他们，因为此刻能得到点所谓的内幕消息简

直就是他们这一天最大的乐趣。但我还是懒得解释。

“我倒是相信，没有帮忙打招呼也就罢了，不过可以

另外想办法帮帮人家啊。”我见他话说得也还在理，

也有心探讨此事，便继续问他：“你认为春梅应不应

该帮忙打招呼？”朋友被我这么一问，倒是愣了一下，

想了想笑着回答我：“讲道理是不应该的。如果找人

打招呼就能得到偏袒，对另一方多不公平！要是谁打

官司都一心想着去找人打招呼，那不乱套了！但是，

我们是人情社会，有些事情也是在所难免的。”

  显然，这席不无道理的话立即引起了大家的共

鸣，席间开始了热烈的讨论。我脱口而出：“我们是人

情社会不假，相互帮衬、有人好办事的观念也确实根

深蒂固，但是人情社会并不代表可以肆意妄为破坏

原则。春梅坚持不打招呼是为了坚持原则坚守正义，

这是职业道德的必然要求。但她对施暴者的请求并

非一律横推硬挡生硬拒绝，而是分析法理讲清道理、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她完全做到了与对方共情、也完

全做到了讲人情。”我说完后，大家频频点头表示认

同。就在氛围稍显严肃沉闷之际，另一朋友及时对这

一话题进行了总结：社会是需要脊梁的，你的同事便

是这脊梁。

　　这一段闲聊，却让我陷入了沉思。我诧异于自己

的激动与义正辞严，春梅的离开，给我们带来了震动，

我们一直在拒绝触碰那些记忆。此时我才知道，我们

完全无需刻意追忆，因为春梅一直未曾离开，春梅精

神已经融入了我们的法治信仰，不经意间便会在我们

的言行举止中得以流露；我也诧异于朋友的精妙总

结，原来是非自有曲直，公道自在人心。看来春梅因不

徇私情、拒绝为案件说情打招呼而被害一事，已引起

全社会对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的进一步理解和

认同。社会需要脊梁，人们渴望公正，这就是激励我们

在守护公平正义的道路上接续奋勇前行的最大动力。

　　新的一年，我们要有新的目标新的追求，要有一

年之计在于春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清明缅怀

追思，就是要在这个孕育梦想和未来的季节，不忘用

故人先贤的高风亮节和崇高精神来引导自己激励自

己，从而超越昨天、创造更美好的明天。原来，让两种

相互冲突的情绪同时肆意释放，确实并不会让人感

受到丝毫的矛盾。

　　刚才我又经过了春梅生前所在的办公室门口，工

作人员姓名牌上显示春梅依旧在岗。其实，姓名牌不

管在还是不在，春梅一直都在，永远都是我们庭里人。

本报记者 张晨 整理  

想春梅，她永远是我们庭里人
全国模范法官周春梅的助理刘寄清缅怀感言

人物简介：

  王敏，中国共产党党员，“双百政法英模”“全国模范

检察官”“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安徽省“人民满意的公

务员”。生前任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

员、副检察长。2021年6月19日，王敏在周末加班时突发疾

病，经抢救无效牺牲。他扎根基层33年，对党忠诚、一心为

民，维护公正、无私无我、清正廉洁。他所办理的近2000件

案件，无一件错案、无一件信访，件件做到案结事了人和。

  君已经出发，何时归来，未有

归期……

  从2021年6月19日你走的那

天起，我感觉每一天都像同一天，

每一天都是对你的思念，你热爱

检察工作，工作耐心细致。你说和

平年代不能上阵杀敌，就努力工

作守护一方安宁。

  你说过，检察院是“清水衙

门”，你给不了我世俗的优渥生活，

但你会用爱让我感觉很“富有”。你

做到了，在家里也是无微不至。不

忙的时候你尽量回家烧饭、吃饭，

给我陪伴。家里的一钉一线你都会

惦记，大事小情我都有依靠。

  你那时憧憬，等退休了再为

家庭多作些贡献；你说一起去女

儿的城市生活，这是你对她的承

诺。可是那一天却再不可能到

来……

  3月底，你的同事们要去看

你。我接到他们的电话时，控制不

住地泪流满面，原来不止我会这

么深深地怀念你。

  3月29日那天，我们来到你的

墓前。同事们为你擦净墓碑，敬献

花篮。他们神情庄重地列队缓缓

行进，送上一朵朵菊花。

  “看着眼前照片上熟悉的面

孔 ，感 受 王 检 对 我 的 谆 谆 教

诲……”“缅怀王检，要一直牢记

他勤勉、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

以王检为表率，将他的精神发扬

光大……”

  这是他们对你说的话，你都

听到了吧，你现在是笑着的吧。

  同事们心中你的样子，是那张工作照上——— 你伏案

疾书，面前整齐码放着半米来高的案卷。

  遇到重大案件，卷宗动辄上百本、上万页，工作量巨

大，你不会忽视一个疑点，不放过一个细节。平时，会议、

开庭的安排写满了你的日程，每到周六日你都会到院里

加班，我知道你在工作中求极致，从未有过怨言。

  谁能想到，就是在一个加班的周末，你突然离我们而

去。我感觉你就像被一阵风吹走了，而我的心也被带走了。

  我听他们说起，你的办公室将布置成纪念室，那辆你

上下班、外出办案骑了多年的自行车、你的事迹和荣誉，

都将在那里陈列，供大家怀念、学习，你的精神也会继续

带领着大家前行。

  翠柏之间，我又见到你。日复一日，你在这里长眠；每

个深夜，我在家里无法入睡。原来摆放在家中客厅里你的

照片、证书、书籍等，我都收到了书房。每次再看到，过往

点滴就浮上心头，随之悲伤汹涌。

  今天晚上，我出门遛弯了。我想起你生前每天都要走一

万多步，即便刮风下雨也不例外，一如你数十年精益求精办

好每一起案件的坚持。散步时，我有时看到路人的背影，好像

是你；有时看到骑车人的背影，好像是你……在这座城中，有

太多我们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走到哪里都能想起你。

  你从不曾离开这么久，我很难接受你已经离开的事

实。我宁愿骗自己你去了别的地方生活，只是没有归期。

  我们家的合影，停留在了女儿出嫁时。女儿不知如何

面对爸爸的骤然离世，“连日加班，积劳成疾，突发疾病，

抢救无效，因公殉职……”这些看起来很高尚、很遥远，通

常只会在报纸上电视上出现的词语，这次是用来描写她

的爸爸。传承着你的精神，她才能扛住极度的悲伤。

  她参加了你的事迹报告会，讲起你———  一只方便

袋、一辆自行车、一身检察蓝，不讲究吃、不讲究穿，数十

年如一日，坚持骑车上下班。车子零部件坏到不能再修

了，才舍得换一辆新的。讲起你直到生前最后一刻，还用

着她上小学时的字典和直尺，遇到各种爱心捐赠，都会积

极伸出援手……她让你的模样为更多人所知晓，让你的

精神照亮更多的人前行。

  女儿小时候，你教她用文字来表达情感，锻炼了她的

文字功底，也潜移默化地教她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她给

你写了一首诗，我念给你听：

  想念有长有短 像月光漫过十二座山 纵携万千思绪

 抬眼一瞬也走完 愿年年好时节 你和暖风一道 路过人

间 不经意地 走过我的身边

  女儿遗憾自己没能从事检察事业，我告诉她只要继

承你的品格，在岗位上像爸爸一样尽职敬业，就会像他一

样受到尊敬。她说，愿遵循你对她的教诲继续前行。

  失去你是一种持续、永恒的痛。我还没有从中走出

来，但我也会好好地工作，努力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家人，

请你放心。

本报记者 张昊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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