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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露

　　对很多人而言，把犯罪分子关进监狱，就是故事的

结尾；可对我来说，工作才刚刚开始。

　　也有很多人说，逮捕一名罪犯，需要勇气和胆量。

可我知道，改造一名罪犯，更需要坚持和希望。

　　今年2月1日，大年初一，我收拾好行囊开始第86批

封闭执勤。翻看交接台账，一件事引起了我的关注。

　　服刑人员曾某，女，19岁，刚调入我所在的监区，刑

期只剩不到两个月，却从未与家人联系过。

　　翻阅她的个人档案：初中辍学，未成年怀孕，在工

厂宿舍生下孩子后害怕别人发现，直接将孩子和胎盘

一起从三楼丢弃，造成这名刚出生的女婴当场死亡。

　　无知且残忍。这是我看到档案后对她最直观的印

象。我想应该找她谈谈。

　　见到她第一眼，发现她比档案中的照片看起来更

瘦弱更苍白。厚厚的囚服外套整个罩住了她，她一直低

着头，看不见她的表情。寒冷的冬夜，她居然穿着一双

凉鞋。我让她先回去更换。她愣了一下，抬起头又快速

低了回去。我又提了一次，她却突然哭了起来，说自己

那么坏，受再多苦都是应该的，连父母都不要她，为什

么警官还要管她。

　　断断续续的哽咽中，我听到了她那些藏在案卷之

外的人生。

　　她5岁就被送到现在的养父母家，过得很不好。出

事后，养父母直接断了联系。她知道自己犯了法，入监

后认真改造，可过年了，大家都在打亲情电话，她却找

不到可以送祝福的亲人，觉得自己很失败。

　　我向监区领导汇报了这件事情，大家决定试着寻

找她的亲生父母。

　　尽管是在过年休假期间，但在多方协助下，几天后

当地司法所人员真的找到了她亲生母亲的电话。

　　大家兴奋不已，顾不上吃饭赶紧联系。尝试了几

次，电话终于通了，对方也确实是她母亲。可我刚说明

来意，对方电话就被一个男人抢走，说大过年触他霉

头，一个坐牢女儿的电话有什么好接的，让我们不要骚

扰他。说着就挂断了电话。

　　我的心一下子沉入了谷底。偏偏这时，家人打电话

过来，在那边絮絮叨叨的，说想我了，一大家子的人正

在聚会，就少我一个人，问我吃饭了没有。我看着桌上

已经凉透的饭菜，突然鼻子一酸。因为疫情，我已经3年

没回家过年了。

　　同事站到我旁边，安抚地拍拍我的肩膀。

　　我们静静靠在办公桌旁，听着外面服刑人员互相

送祝福、欢笑的声音。

　　“要不，再试试？”我和同事异口同声地说出了这句

话，说完我们相视一笑。

　　收拾好心情，一次、两次……最终她母亲还是接起

了电话，我告诉她曾某被送监后的生活，她现在的努力

和改变，还有她无依无靠的悲伤。她母亲在电话那头泣

不成声，说一直很后悔当初把女儿送人，不管怎样，等

女儿刑满后，自己一定接她回家。

　　后来，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曾某。告诉她，除了警

官，还有亲人没有放弃她。我可能永远忘不了那一瞬间

她的眼神，是难以置信，是惊喜，是感激，是各种情感夹

杂在一起后的希望。

　　然后，她开始号啕大哭，像是在宣泄过去的一切。

　　等情绪平稳下来，她对我说：警官，谢谢你，新年快

乐！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

　　都已经大年初八了，这可能是我收过最

晚的新年祝福。我不知道她出去后的生

活是不是会如她所期望，但至少这一

刻，她的幸福和憧憬是真实的，那

我的坚持和付出也有了意义。

　　谁说，只有站在光里的

才算英雄呢？

　　在高墙电网之中，有

这么一群人，他们是暗夜

里的守卫者，是莹莹的星

光，用微弱却坚定的光

芒，照亮着每一个迷途

的灵魂。他们不会用华

丽的言语表达自己的心声，却始终用最朴实的行动践

行着自己的忠诚。

　　他们，就是监狱平凡工作中的你和我。

　　(作者单位：江西省女子监狱）

漫画/高岳

星光照亮每一个迷途灵魂

□　马晓炜

　　作家苇岸说：“到了惊蛰，春天总算坐稳了它的

江山。”的确如此，当第一声响彻长空的惊雷乍起，沉

睡一冬的春天醒了。从此，她将以王者的姿态，号令

自然界那些“欣欣然张开了眼”的臣民。

　　惊蛰，汉代以前称为“启蛰”。“蛰”是隐藏的意

思，“惊蛰”则有惊醒蛰藏于地下生物之意。西汉《大

戴礼记·夏小正》记载：“正月启蛰，言发蛰也。万物出

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从古

人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春雷是惊蛰的标配，民

间也有“春雷响，万物长”的说法，春天好像是通过滚

滚的雷声，传递指令，指挥千军万马。

　　最先闻雷而动的是泥土中冬眠的小生灵。听到

春雷的召唤，它们一个个慌慌张张，懵懵懂懂，睁开惺

忪的睡眼。然后俏皮地伸伸懒腰，蠕动着瘦弱的身体离

开酣睡的洞穴，贪婪地汲取天地的雨露，尽情地享受和

暖的春光。“老去何堪节物催，放灯中夜忽奔雷。一声大

震龙蛇起，蚯蚓虾蟆也出来。”宋代张元干的《甲戌正月

十四日书所见来日惊蛰节》诗，就给我们呈现了自然界

闻雷而动的景象：春雷响起，睡梦中的龙蛇、蚯蚓、虾蟆

如同听到了春天的集结号，纷纷跑了出来。

　　其实，真正使冬眠的昆虫和小动物苏醒钻出洞

穴，钻出泥土的，并不是那隆隆的雷声，而是气温的

回升。民间就有“惊蛰过，暖和和，蛤蟆老角唱山歌”

的谚语。

　　小生灵都闻令而行了，那么积蓄了一个冬天力

量的草木，当然也不甘示弱，按捺不住沐浴融融暖意

的迫切心情，竞相生长绽放。你到田野里走一遭就会

发现，到处是温暖的气息，随处是喷薄而出的春色，

疯长的盎然春意，不知何时爆棚人间。你瞧，小草悄

悄从地面、石缝、墙角冒出来，探出小脑袋，睁开小眼

睛，左顾右盼，惊奇地打量着春天。竹笋拔出利剑，顶

破松软如膏的土层，不断挺高自己攀登云天的梦想。

枝上的桃花被春雷吓得一抖，一个个花苞儿舒展开

来，挤挤挨挨露出甜蜜的笑容。而各种虫儿蝶儿的蹁

跹加入，更让和煦的大地焕发了蓬勃生机，满目是草

长莺飞，翠柳暖树，春泥惹烟……

　　惊蛰的雷声，惊醒的何止是花草树木鸟兽虫鱼？

连猫冬的人们也被惊醒了，赶紧收起“红泥小火炉”，

脱下厚重的棉衣，欢腾地走进田野、奔向春天。

　　从古至今，我国劳动人民十分重视惊蛰节气，把

它视为春耕开始的日子，惊蛰的雷声，对农人们来说

犹如催征的号角。唐代韦应物《观田家》中写道：“微

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丁

壮俱在野，场圃亦就理。”农谚有：“过了惊蛰节，春耕

不能歇。”“九尽杨花开，农活一齐来。”每到这个时

节，伴随着润物细无声的绵绵春雨，空气变得清新醉

人了不说，也缓解了冬日旱情，麦苗开始返青生长拔

节，春播的作物，也要开始备耕了。在我儿时记忆中，

到了惊蛰，村里男女老幼热火朝天忙碌在田间地头，

有的平整冬翻的土地、有的给麦子油菜施肥、有的忙

着修枝打叉……一幅繁忙的春耕图将寂寥的田野渲

染得欣欣向荣。

　　“一声轻雷惊蛰后，细筛微雨落梅天。”惊蛰铿锵

有力的雷声，是春天发出的一个号令，对我们而言，

唯有以奋斗者的姿态、读秒的状态去耕耘，才能不负

最美春光、大好年华。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委政法委)

春天的号令

□　诗哲

　　

　　一张机，还家已是夜冥迷。慈心欲尽叮咛意，片

时相抱，片时相顾，到死未成词。

　　两张机，白花一朵系缁衣。去年今日邙山路，泪

成微雨，雨成清泪，泪雨共凄凄。

　　三张机，撕心最忆化灰时。仪容自此长相诀，为

从心底，今生永记，双目不稍移。

　　四张机，燕雏记取旧巢归。合家不复圆时镜，空

余遗照，更添遗恨，永夜几回思。

　　五张机，可堪惊梦醒来知。临窗只见伤怀月，疏

星淡影，轻云残墨，已悔报恩迟。

　　六张机，时光犹向少年追。毕生舐犊何曾已，萦

心炽爱，成灰残炬，寸草沐春曦。

　　七张机，高杨虽老不弯枝。沧桑且复人多病，丝

丝数尽，经年风雨，却见等闲姿。

　　八张机，洁身长作立身师。为人须学松和竹，冰

心好似，云崖堆雪，一簇腊梅倚。

　　九张机，洛城又见吐芳菲。芳菲都向碑前舞，长

随青冢，长依苍翠，不尽百花期。

　　

　　（作者单位：海南省人民检察院）

□　张润东

　　

　　我相信

　　用军人的忠诚和生命的代价———

　　能捂热冰冷的武器

　　成为生死相依的兄弟

　　把青春的火焰装填枪膛

　　放飞和平的希冀

　　如今啊

　　敞开博爱的胸怀

　　捧出滚烫的心

　　却捂不热几枚带壳的躯壳

　　但———

　　我相信

　　你是衔着橄榄枝的白鸽

　　你带着神圣的使命

　　在幼童和老人梦里守候

　　在军人和警察心里

　　你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作者单位：河南省驻马店市公安局）

□　胡甸

　　

　　天边的日落

　　照着乡村的小路

　　野菊在风中摇曳

　　流浪者的脚步

　　踏碎了夜空的繁星

　　穿过丛林小溪

　　举着火把

　　循着久远的歌声

　　一直行到山的另一边

　　那里或许是荒漠

　　或许有苹果花开

　　我要拿出纸笔

　　记录下沿途的点滴

　　直到许多年后

　　伴着壁炉的火光

　　还有摇椅与毛毯

　　即使大雪封门

　　我依然会记起

　　当初遇见的

　　月亮的银苹果

　　太阳的金苹果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市消防救援支队）

九张机•悼母

我相信

野菊摇曳

□　邹文彬

　　“多谢了，多谢四方众乡亲，

我今没有好茶饭哪，只有山歌敬

亲人……”穿过千余年的时空，一

位如水的女子从波光粼粼的照影

中走来，忽而出现在红水河、忽而

出现在下枧河、忽而出现在漓江、

忽而出现在柳江……千年不绝的

歌声从渺茫的天际传来，在三月

三里轻轻荡漾，将无边的春意缓

缓地洒向壮乡大地。

　　江声浩荡，河水淙淙，一个美

丽的乡野女子刘三姐，她究竟能

给 人 们 带 来 什 么 样 的 梦 境 和

遐思？

　　“山中只啊见藤缠树啊，世上

哪见树啊缠藤。青藤若是不缠树

哎，枉过一春啊又一春……”刘三

姐与阿牛哥互诉衷肠，缠绵难分，

至死不渝。这就是刘三姐和阿牛

哥演绎的壮族民间版的“罗密欧

与朱丽叶”。

　　在广西壮族地区，广泛流传

着刘三姐和阿牛哥唱歌成仙的

美丽传说。相传农历三月初三这

天，有一位叫阿牛哥的后生十分

爱慕刘三姐，就主动邀约刘三姐

打起了山歌擂台赛。两人唱到深夜还没有分出输

赢，人们只能隐隐约约听到歌声，却不见人影，便

派了人上山查看，结果令人震惊——— 两人化作了

相对而望的石头。为了纪念他们，年轻的姑娘后生

们就在三月三这一天用山歌传情求爱，逐渐形成

了壮族歌圩传统。

　　“唱歌不是贪风流，唱歌本为解忧愁。”男人们田

间耕作，女人们操持家务，困了累了，歇息一下，唱一

曲山歌，有什么样的劳苦和忧愁解不掉呢？人们用最

朴素的言语，最原始的歌喉，歌唱生活不辞辛劳，倾

诉爱情悲欢离合。

　　千百年来，广西壮族人民把刘三姐当成是创造

山歌、传唱山歌的鼻祖。因为有她，广西才成为浩瀚

的“歌海”；因为有她，才成就了广西山美、水美、歌美

的美誉。

　　“唱山歌，这边唱来那边和，山歌好比春江水，不

怕滩险弯又多……”这是歌声如潮的三月三，这是木

棉花盛开的季节。又是一年三月三，壮乡大地踏歌

行，三姐歌海波连波，一人唱来万人和，江水滔滔流

不尽，千年万代不断歌。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委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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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卫国

　　

　　生下来第一次叫“爸”，还是在我结婚第一天。

　　我是遗腹子。我出生前一个月父亲去世了，所以

直到结婚前就没有叫过“爸”，也就没有享受过父爱。

1993年春季经人介绍，认识了妻子，当年10月1日举行

的结婚典礼，由于我们双方家都不在西安，加之母亲

年事已高，当时婚礼包括司仪、照相摄像、车队指挥等

等全都由单位的伙计们包办，虽是简朴却甚是隆重。

接新娘子的时候，喊的第一声“爸”，当地叫“改口”。平

生第一次叫“爸”，觉得怪怪的，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

我逐渐感受到了些许父爱，也就从这一天开始，我逐

步懂得如何去做一个丈夫，如何去做一位父亲，如何

去操持一个家。

　　岳父是位辛劳的人。结婚第一年，我们没有房子，

岳父家在临潼火车站附近，于是我和妻子天天跑通

勤，早上坐火车到西安上班，下午坐火车回临潼。每天

早上6点，岳父便给一家人做好了早餐，吃过早餐，该

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都打发完了，岳父又开始

准备午餐。遇到节假日，岳父更是一日三餐变换花样

地做。每次在岳父家，我总能看到岳父忙碌的背影，家

具坏了，自己修理（岳父家的沙发、茶几都是岳父自己

打制的），水龙头有问题了，自己修理，烧煤的炉灶该

修葺了，岳父自己和泥巴，菜园子该浇水了，岳父一桶

一桶往菜地挑水，总之岳父给我的感觉就是闲不下来

的一个人。

　　岳父是个勤俭的人。我从出生到参加工作一直穿

打补丁的衣服，不是勤俭，而是家里太穷。岳父家的条

件算是优越，但岳父很勤俭。临潼车站西边货场经常

有废弃的包装木箱子，岳父会捡回来烧柴用，岳父认

为既帮人家清理了垃圾自家又有烧柴做饭何乐而不

为。记得有次换装，我准备将淘汰了的工作服处理掉，

岳父拦了下来，他拆去工作服上的标志，自己穿，别

说，八成新的衣服穿在岳父身上挺“飒爽”的，岳母笑

岳父“还真像一个老干部”。

　　车站茶社后面有块空地，岳父把它开垦成菜园

子。要说穷，岳父家里并不缺钱。岳父说，地空着可惜，

种点菜，不浪费，而且还锻炼了身体。岳父开垦的菜园

子，辣子茄子西红柿大葱菠菜韭菜生菜荆芥白菜各种

豆角等等旺季时自家根本吃不完，便分给邻居们，看

到邻居们分享自己的劳动果实，岳父总是乐得合不

上嘴。

　　岳父是位善良的人。岳父生活勤俭，看似吝啬，

其实骨子里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一次我和岳父一同

带着女儿回西安，在西安火车站，上了公交车落座

后，发现有一名外地夫妇大包小包还抱了个小孩急

火火上了公交，翻遍口袋，没找到乘坐公交车的零

钱，夫妇两人急得满头汗，手里攥着张百元钞票团团

转，岳父看到这，二话没说，过去替这对夫妇交了4块

钱的公交费。

  岳父原先在西安火车站上班，由于工作关系，我

也经常去西安火车站机关，每次去，机关的工作人员

都会向我提起我岳父是如何善良的。就说退休后，但

凡临潼火车站周围有红白喜事，都能看到岳父掌勺的

身影。

　　岳父是位守诺的人。用一生去呵护一个家庭，不

是写在纸上更不是说在嘴上的，岳父在实践中做到

了。岳父呵护岳母呵护这个家庭，一般人是达不到这

种境界的。在我结婚后的记忆中，岳父从没有让岳母

和儿女们受过委屈，也许这就是岳父心中对于岳母和

家庭的默默许诺吧。

　　岳父是位严谨的人。当他因病器官逐渐衰竭，弥

留之际，把我叫到床前，他说有件事一直放在心里堵

得慌。岳父说，你是警察，看看这算不算违法犯罪。原

来，岳父年轻时曾在某火车站当装卸工，一次装卸作

业完场后，岳父看地上有根半米长的绳子，当时都已

下班，岳父看扔了可惜，顺手就拿回家了。事后岳父一

直忐忑不安，那个时代，半米长的绳子毕竟也算公共

财物，还回去吧，有人会问，你咋把绳子拿回家了，跳

进黄河也洗不清。这件事，对于一生严谨的岳父来讲

一直是一块心病。我劝岳父：“这不算违法更谈不上犯

罪，半米长的绳子在装卸作业中根本派不上用场，而

且你是最后一个离场义务打扫的卫生。”听了这话岳

父才平复下来。

　　2022年1月10日，岳父与世长辞，正值西安疫情严

重，我和妻女未能看到岳父最后一面，着实遗憾。

　　岳父留给后辈们最大的财富，没有金银珠宝，而

是他一生用辛劳、勤俭、善良、守诺、严谨去书写的一

个大写的“人”字，这才是后辈们应传承下去的。

　　

　　（作者单位：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铁路公安处）

岳父

□　袁宏

　　

　　我的身边多流水

　　一条河由北向南奔跑

　　穿越了我的背影

　　和居住的城池

　　

　　滔滔河水 时而卷起千重浪

　　朵朵喧嚣 助推了河流的气势

　　似乎大海就在眼前

　　当即可以拥抱

　　

　　大海铺陈在远方

　　河流顿悟后 安静下来

　　透过清澈的影子

　　他看清自己 不过是一脉

　　微微搏动的细流

　　

　　城市还在拓展，河水起起落落

　　生活中，一切都在改变

　　不变的是河流的方向

　　以及沉寂后显现出来的

　　刚毅 坚韧 不屈的性格

　　

　　(作者单位：重庆市酉阳县委政法委)

身边的河流 清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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