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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伦祥

　　

　　家乡重庆万州种植油桐树的历史较

早。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万州桐油产

业曾经在全国乃至世界都举足轻重。因此，

万州当年被来往客商称之为“桐油之都”。

　　油桐树属落叶乔木，树干粗壮而弯曲，

枝条短促而茂盛，叶片宽大而厚实。记忆

中，家乡的山坡上、沟渠旁、水塘边、房舍

后，到处都栽种油桐树。

　　每当春回大地，油桐花就要开了。一场

春雨飘洒之后，漫山遍野的油桐花似乎约

好一起绽放，小喇叭似的花朵，粉红色的花

蕊，洁白的花瓣儿微微地泛着红晕，妩媚中

洋溢着热烈，春风中，花朵儿摇晃得坡坡坎

坎一片灿烂，引来蜜蜂飞舞，蝴蝶蹁跹。

　　夏天暖风一吹，宽大的桐叶一张张在

风里招摇，油桐树绿荫如盖。这时的桐树林

成了小伙伴的乐园，我们在树上藏猫猫、掏

鸟蛋、荡秋千，其乐无穷。累了，摘下一片宽

阔的叶子做成遮阳帽戴在头上；渴了，用桐

叶做个盛水的杯子，将清凉的山泉咕咕灌

进胃里，暑热顿消。

　　玉米成熟时，祖母便差我去山上采摘

桐叶。池中洗净后，祖母将磨出的嫩玉米面

包在叶片中央，放进铁锅里蒸桐叶粑。约莫

四五十分钟后，揭开锅盖，蒸熟后黄黄的桐

叶粑清香扑鼻，满屋飘香，令人馋涎欲滴。

　　当秋霜层层压下来的时候，桐果由青

变红，籽粒饱满，摇摇欲坠。某个晴朗的清

晨，队长站在山梁上，洪钟般的声音从薄雾

中传来：“全体社员打桐果！”这既是布置任

务又是命令。不一会儿，四处传来稀里哗啦

的敲打声，男人持竹竿打桐果，女人则用竹

筐在树下捡拾。劳作间，欢声笑语飞过树梢

飘向远方。

　　生产队打桐果也是我们孩子最高兴的

事儿。每天放学回家，我背着小背篓去捡大

人遗漏的桐果，谁捡归谁有，队长不会追

究。把捡回来的桐果堆放在墙角一段时间

后，桐果的颜色变成黢黑，剥出果仁晒干之

后拿到公社的粮店交售，收购员用锤子将

果仁一砸，以质论价，三毛五毛一斤不等。

这钱就成了我的私房钱，除了买纸、笔、本

子外，还可买零食。

　　这就是不高大、不挺拔、不张扬、不娇

柔的油桐树，在那些年月，它与村民生活息

息相关。可惜后来，家乡的油桐树慢慢消失

了。如今，我离开家乡30年了，每次回老家

与儿时玩伴谈起在油桐树林中发生的趣

事，心中仍充满了无比欢乐。啊，家乡的油

桐树！你深深根植于我记忆之中。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油桐树

□ 王洪岩

　　

　　在七月

　　我总会想起望志路106号的那幢小楼

　　乱世的阴云

　　暂时被挡在门外

　　一丝微光在长桌上点亮

　　那些火热的文字

　　一旦跃然纸上

　　就会迸发出无穷的力量

　　可一呼百应，可开天辟地

　　在七月

　　我总会想起南湖上的那条画舫

　　虽缓缓划行

　　却是一次划时代的起航

　　那些轻风，那些细浪

　　传递着思想碰撞的一声声巨响

　　要不了多久

　　就会传遍四面八方

　　是时候了

　　是时候让这满目疮痍的人间

　　开启焕然一新的篇章

　　七月的火种啊

　　在这片被鲜血和抗争洗礼过的大地上

　　虽历经百年沧桑

　　但依然风华正茂

　　在七月

　　用激情的阳光向历史的天空致敬

　　以不懈的努力向不变的初心致敬

　　在七月

　　万里江山格外红

　　因为，红色才是传承赓续的底色

　　

　　（作者单位：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

在七月

□ 李玉海

　　

　　怀念春天

　　喜欢的是春风拂面的那种温暖

　　布谷鸟的唧啾与柳笛

　　让游人如约而至赏景游玩

　　从此，燕子衔泥杨柳吐芽

　　万物复苏生机盎然

　　

　　体会夏季

　　闲暇时登上那些楼台亭阁

　　看那鸳鸯戏水痴情缠绵

　　欣赏着风光旖旎壮阔波澜

　　走进秾华媚艳的山花烂漫

　　新鲜的空气能使人们益寿延年

　　

　　眺望秋景

　　眼帘充满着收获果实的场面

　　鸟语花香呈现在秀美名山大川

　　江河澎湃擂起了中华复兴的战鼓

　　炎黄子孙许下了最美好的心愿

　　祝福祖国和谐平安万家团圆

　　

　　感恩冬韵

　　丰富的宝藏是孕育冬韵的源泉

　　严寒酷暑掩盖不了松柏的倔强

　　中国制造出的各种冰雪景观

　　让我们登上了坎坷曲折的山巅

　　共享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伊春市伊美区人

民法院）

多情的四季

□ 黄雁

　　我在农村的普通家庭长大，家里很多

长辈都是朴实的农民。小时候，爸爸经常会

给我讲党的故事。他是一个老兵，一名老党

员，经常讲他军营里党员带头冲锋的故事。

后来我考上了警察学院，加入中国共产党

变为自身的一种追求、一个信仰。但是，整

个大学期间，我都没有递交入党申请，因为

内心深处，我对自己总是还有那么一丝丝

的怀疑——— 我真的达到了入党的要求了

吗？我有资格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吗？

　　2001年，我从警校毕业，成为诸暨市公安

局牌头派出所的一名年轻的社区民警。那

时，和我一起加入警队的年轻人有好几个，

大家都抢着表现，抢着加班加点。每天单位

里最热闹的景象就是一群年轻人为了晚上

留下来加班，去哄抢值班室的几床被子。

　　当时的所长叫宣章海，他最常说的一句

话就是：“这点事都做不好，还想当党员？”

　　在转正后的第一年，我下定决心向党

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要想做好所长

口中的“这点事”，其实并不容易。

　　所里分管社区工作的副所长是寿培

松，比我年长十几岁，是个老党员。

　　说实话，最开始做社区民警，我是有失

落感的。毕竟大学里学的是刑侦专业，我满

心愿景里都是工作后立即冲锋陷阵、侦查

破案、追赃追逃。但社区民警这个活，真的

是与琐碎为友，与繁杂为伴。

　　大家是不是也觉得，不就是安全防范、

调解纠纷、人员管控这些事情，做起来很轻

松很简单？刚开始做社区民警的时候，我也

是这么想的，但渐渐地，我就不这么觉得了。

　　还记得刚刚交入党申请不久，碰到一

个案子，有两户村民为造祖坟发生了纠纷。

在农村，这种矛盾真的“比天大”，双方各执

一词，我也跟着头昏脑涨。

　　寿所长知道后，带着我开始上门去做

工作。为了平息两家间的怨气，避免矛盾升

级，我们3天内来回往两家跑了十多趟，又

发动了村干部一起，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

　　到第三天的时候，天还下起大雨，当时

双方当事人都以为我们这天不会来了，没

想到寿所长还是带着我，穿着雨披去了。

　　就这样，我们俩最终说服了双方，化解

了这场矛盾。经历此事后，我开始更清晰地

认识到：老百姓的信赖，并不是仅仅因为你

身上穿了一身制服，而是要看你做了什么。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口号，而是

落实到为群众排忧解难的行动中。

　　2005年3月1日，我终于成为一名预备党

员。还记得当时刚刚宣誓结束，我的脑子里

浮现出一幅画面，那是小时候在父亲所在

部队看到的“永远跟党走”。我在心里默默

告诉自己，这一刻起，我也有了“跟着党走”

的资格，跟党走、听党话。

　　后来，我先后到了城区派出所、刑侦大

队等多个岗位工作。不管在哪个岗位上，我

始终记得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始终以一

名共产党员严格要求自己。

　　时光荏苒，转瞬而过，我已经是有着将

近20年党龄的老党员民警了。在成长的道路

上，我经历过曲折和坎坷，也收获了荣誉和

喜悦。从基层派出所成长，又回到基层派出

所，但我甘之如饴。在人生的长河中，很多事

情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渐渐淡忘，但我会

永远记得我成为党员那一刻的情景及初心。

　　

　　(作者单位：浙江省诸暨市公安局浣东

派出所）

做好眼前“这点事”

□ 杨勇

　　迄今我已在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人民

法院工作33年了，回忆起一段上世纪90年代

初的办案经历，还是很有意思。

　　那是个冬日，早晨6点，我骑自行车去

闫庭长家，因为昨天约好到20里外的二道

洼村调解一起离婚案。一进院门，50来岁的

闫庭长正好夹着小包也出来了，他不好意

思地说：“我的自行车又坏了。路上你累了

我带你。”我脸上笑着心里老大不高兴，这

是第三次让我带他下乡了；主要是心疼我

那刚买两个多月的飞鸽牌自行车(那是我攒

了3个月工资才买的呀）。两个大男人，压得

自行车嘎吱响，不心疼才怪呢！

　　话说，去二道洼村的路坑坑洼洼的，很

难走，9点多才到地方。我们11点半调解完案

子，谢绝了老村长安排饭菜，骑车带着庭长

回县城。在距县城约两里远的地方，突然

“扑哧”一声，车后胎被地上的铁钉子给扎

了，我俩快速跳下车，后胎“哧——— ”的一

下，气跑光了。没办法，我推车前边走，庭长

后边跟，步行往回走吧。我们又一次品尝了

累、饿和冷的滋味。

　　那时候，我们法院只有一辆212吉普车，

主要用于“非用车不可”的案子，而且时常

舍不得加满油箱。就连郭院长去市里或外

县开会、出差，都是坐班车；县内开会办事

他一律步行(郭院长不会骑自行车)。

　　如今30多年过去了，你瞧瞧多伦法院

功能齐全的审判办公综合大楼，内有科技

法庭、调解室、视频室等设施齐全，整个六

楼是专门的文体活动室，乒乓球、跑步机、

哑铃等都有，法官干警业余时间可以尽情

锻炼、挥汗如雨。各种有“法院”字样的办案

办公车辆随时待发。网上立案办案、云上法

庭、智慧法院，一站式诉讼服务，与相关部

门联动调解……办案方式方法越来越高科

技、多样化。

　　随便举个例子，近日，由于疫情影响，

一起合同纠纷案件的被告刘某某远在海南

不能到庭，杨法官通过微信沟通后，决定在

网上审理。

　　“……刘某，你对原告张某某的提议是

否同意？”

　　被告刘某：“在数额上我有异议……”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调解，双方达成了

协议。一起标的额上百万元的合同纠纷就

这样案结事了。

　　法官干警们的素质在不断提高，法官

更加公正廉洁，审判更加快速高效，维权服

务更加暖心到位，一个全新的基层法院正

以奋进的步伐、昂扬的姿态向党的二十大

献礼。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人民

法院）

30年前的办案往事

□ 张晓帆

　　最近，一部警察题材电视剧

《警察荣誉》在央视热播，引起较

大反响。该剧介绍了平陵市八里

河派出所两代民警在一次次出警

办案、服务社区居民中得到磨炼成长，传承警魂共同守护警察荣誉。讲述了4位见习民

警李大为、夏洁、杨树、赵继伟在老民警的言传身教下经受住考验，快速成长与蜕变，

正式成为人民警察的故事。

平民视角直面人间烟火

　　城市的基层派出所，直接面对市井烟火，与群众联系密切。在选材方面，《警察荣

誉》并未聚焦悬疑推理和推崇个人英雄主义，一改以往破大案除大恶风格，另辟蹊径，

选取基层派出所民警这一普普通通的群体为主角，浓墨重彩地反映他们琐碎的工作

日常以及身边市民的生活日常。该剧演绎的是凡人小事，朴实无华，没有大英雄、大事

件、大制作，没有飙车、格斗、枪战等火爆震撼场景。剧情平铺直叙，并非跌宕起伏，一

切平淡如水，给观众留下“接地气”的印象。

　　平凡中孕育着伟大。《警察荣誉》保持现实主义风格，少了戏剧化设计，更多采用

写实手法，努力还原基层民警的真实生活，剧情充满生活气息。平凡的基层派出所民

警，干着一件件平凡的事，处理夫妻吵架扰民事件，处理医闹，抓小偷抢劫犯，寻找离

家出走的儿童，推动小区安装充电桩，解决居民私拉电线问题……这一桩桩鸡零狗碎

的故事生动再现了派出所民警的工作日常，刷新了一些群众对派出所民警工作的认

知，增进群众对民警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自然拉近了群众与民警之间的距离。

　　该剧还把镜头对准民警身边的亲人，讲述民警的家事，比如教导员叶苇家中4位

老人经常生病，陈新城为女儿操碎了心，曹建军岳母势利刻薄，嫌贫爱富。李大为父母

离异，父亲患脑胶质瘤。一个个平凡故事形象印证了“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句俗

语，说明警察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社会人，体现了警察荣誉背后的付出与艰辛。这种

平民化的视角，让人赏心悦目，引起共鸣。有的观众感悟：看进去之后感觉渐渐地没有

了镜头的存在，仿佛我就站在这个场景中，我的眼睛就是镜头。有的网友感叹：“好久

没见过这么真实的戏了！”

　　该剧中的基层民警没有被贴上“高大上”的标签，他们经历的事好像就发生在我

们的眼前和身边。正如济南市公安局“我最喜爱的泉城十佳人民警察”表彰会对民警

张琳的颁奖词：“没有惊天动地，却涓涓缕缕流淌进群众心间。没有波澜起伏，却用春

风化雨的付出让平安坚如磐石！”反映我们身边热气腾腾的生活，正是该剧的成功之

处，也是观众喜爱之处。

人物形象刻画鲜活逼真

　　该剧人物形象塑造比较成功，剧中人物个性鲜明，有血有肉，喜怒哀乐呈现在观

众面前。所长王守一笑容可掬，幽默诙谐，表面上圆滑世故，实则心系群众，关心下属，

对年轻民警更是爱护有加。尤其对四位见习民警严格要求，对李大为的冒失常常毫不

留情地进行“口伐”，内心却处处为他们着想。

　　4位见习民警4种类型、4种性格。李大为性格开朗，冲动好强，聪明机灵，犀利目光中

透出狡黠。他敢想敢做，在第一天前往派出所报到的路上，就在公交车上挺身而出，主动

参与调查处理“人贩子”事件，闹出了“好心办坏事”的乌龙事件。第一次执行任务，他观察

细致，心思缜密，从嫌疑人父母的座位推断出嫌疑人的藏身之处，表现出刑事侦查的潜质

和天赋。因公牺牲的老所长夏俊雄的女儿夏洁，心地善良。前辈民警怀着对老所长的特殊

感情，发自内心地格外关照她，不希望她受到一点伤害。背负沉重压力的夏洁不愿受到

“烈士女儿”光环的束缚和母亲的控制，希望自己能够更加独立工作生活。北大法学硕士

杨树理论知识丰富，却缺少实践经验，看似高冷，实则重情重义，在得知曹建军牺牲后回

到了八里河派出所。赵继伟憨厚老实，能吃苦，立功心切，特别想证明自己的能力。

　　4位见习民警的师父性格迥异。李大为的师父陈新城老成稳重，每天负责处理一

些琐碎事务，不冒头不抢功。赵继伟的师父张志杰热心善良，淡泊名利，面对性格急

躁、求功心切的徒弟十分宽容，循循善诱，帮助其成长。夏洁的师父程浩头脑冷静，有

勇有谋，讲究办案技巧，不主张做无谓的牺牲。杨树的师父曹建军对警察职业无比热

爱，但是固执自卑且虚荣，在立功后得意忘形酒驾逃逸，被判刑开除公职，成为该剧中

的一号悲情人物，这也是全剧令人揪心的情节。

人间真情贯穿整个剧情

　　《警察荣誉》是一部人情味十足、令人暖心的电话剧，亲情、友情、爱情、同事情、警

民情相互交融，贯穿整个剧情。正是这一难能可贵之处，打动了众多观众的心，掀起了

一股追剧热潮。

　　4位师父与4个徒弟朝夕相处，感情不断升温，配合更加默契。老民警无私的“传帮

带”体现了他们的责任担当和对年轻警员的深切关爱。得知曹建军醉驾肇事逃逸，所

长王守一痛心疾首，腆着老脸向市公安局局长求情。曹建军出事后，市公安局便立即

将曹建军的徒弟杨树调到了市局。陈新城对“问题”女孩刘小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帮

助她找工作和住房。夏洁的母亲过度担心女儿的个人安危，强烈要求把夏洁调到低风

险的岗位。这一切，都是“爱”的使然。

　　死亡是个沉重的话题。该剧以一个脱下警服的前民警英勇之死来收尾，让人心

碎，也将剧情推向了一个高潮。在抓捕行动中“老警察”曹建军毫不犹豫地为年轻警员

李大为挡枪，正如十多年前，老所长夏俊雄为年轻警员程浩挡刀一样，他们用生命诠

释了对警察职业的忠诚。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有1.6万名民警因公牺牲，

30多万名民警因公负伤。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守护一方水土，践行“人民警

察为人民”的宗旨，用实际行动维护了警察荣誉。

　　

　　(作者单位：福建省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图为《警察荣誉》剧照

超越平凡的
坚守

□ 王金平

　　

　　没有生在绿水青山，而是长在戈壁大漠。

　　自强不息。几滴雨露，也许会让生命重新绽放。

　　沧桑岁月，铸就铮铮铁骨。不管烈日似火，不管寒风如割，都会挺直脊梁。

　　活着，一千年不死；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下，一千年不朽。躯干倔强地伸向天空，

每天把太阳举起，把希望举起！

白色

  无可弥补的遗憾是白色。

　　白色，没有选择的余地。

　　它纯洁无瑕，容不得半点秽气污浊，一旦玷污，就永远洗不掉。它孤高自傲，拒绝

其他任何颜色。

　　日久蒙尘，就会变得昏黄。

　　白色，永远神气。

背后

　　炎热夏季的背后，是寒气逼人的冬季；白昼的背后，是漫无边际的黑夜；根深叶茂

的背后，是枯萎后的荒凉。

　　世界上，背后的东西太多。

　　猎人的热心背后，是赤裸裸的商品和吞噬金币的钱袋；洁净的背后是肮脏；功劳

的背后，便是罪恶。

　　那么，阴影的背后呢？那将是一片光明。

　　

　　（作者单位：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人民法院）

胡杨说（外二篇）

□ 马晓炜

　　在许多人眼中，进入春天是以“点染烟浓

柳色新”为标志的，而对于有过农村生活经历

的我来说，那“春烟醉人”的柳树下，却是开启

我人生读书时光，探寻生活之外五彩缤纷世

界的地方。

　　从儿时起就看到家乡村前、屋后、塘边、

岸旁，到处茂密生长着各色各样的树，其中数

量最多的是柳树。明媚的春天到了，一棵棵柳

树，不知何时已长出了苍翠欲滴的嫩叶，随着

煦暖的春风婆娑起舞弄影。那“万条垂下绿丝

绦”的柳枝，可是孩子们的最爱，做柳笛、编柳

帽、掐柳芽，每一棵树下，都欢腾着我们爬上

爬下、嬉戏打闹的身影。

　　待入学后，特别是到了每年春暖花开的

时节，望子成龙的父母总是早早催促我赶紧

起床读书学习。于是，我睡眼惺忪地从书包里

摸出语文课本，跑到屋后的河塘边，依着那棵

盎然生机的大柳树，聆听着啾啾鸟语，呼吸着

沁人心脾的芬芳，享受着绿荫遮天的爱抚，徜

徉在浩瀚的知识海洋。

　　如果说柳树下晨读，是我拥抱春天、打开

春天的最好方式，那么若是偶尔觅得一本课

外书，利用到河滩放牛的时间，独自享受阅读

的乐趣，则是另一番畅快和美好了。

　　记忆犹新的是，我读小学二年级那年，无

意中从邻居家借了本如砖头般厚的书《说岳

全传》，当时不少字还不认识，可岳飞抗金的

故事实在太精彩了，捧起来就不愿放下。为了

赶早将书看完，也为了躲避小伙伴们的打扰，

我爬到河边一棵粗大的老柳树上，悠然坐在

树丫上，沐浴着习习凉风，恣意尽情地享受静

谧的阅读时光，像是在世外桃源，一片仙境里

自在畅游。倦了打量着如字般的蚂蚁在苍黑

的树干上流连忘返，或看低垂的柳枝婀娜多

姿摇曳在粼粼碧波间。此等惬意，实在是妙不

可言。

　　不知过了多久，等我从树上意犹未尽跳

下来时，突然发现牛跑得没了踪影。我顿时吓

得不知所措，这牛可是家里的“宝贝疙瘩”，倘

若丢了，父母肯定会狠狠责备我。

　　后来，父母动员全村的乡亲帮忙四处寻

找，终于将牛找了回来，而我吓得连家都不敢

回。一向严厉的父亲得知我是因痴迷看书才

没看管好牛，出乎意料地没有批评我，这使我

深受感动。每每想起，都倍感父爱的伟大，他

不仅使我拥有“牧童骑牛横笛吹”的快乐童

年，还纵容我全情投入色彩斑斓的书香世界。

　　打那之后，我更加喜欢坐在柳树下读书，

那枝繁叶茂、绿荫如盖的柳树，不但可以让我

第一时间奔向春天的腹地，还能于莺歌燕啼

中，享受春色与书香带来的恬静和怡然，也能

在蝉鸣鼓噪的盛夏，拥有“人皆苦炎热，我爱

夏日长”的一片清凉，更能于柳叶渐黄纷落的

秋日中，读出季节和岁月的沧桑。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多年之后，我从网

上有幸看到了明代画家吴伟的作品《树下读

书》，画中一位中年文士耕牧之余在树下休

憩，展卷读书，自得其乐。欣赏着优美的画

卷，我固执地以为，空旷山野间，画中人之所

以如此气定神闲地捧卷阅读，与山水融为一

体，是书籍、是柳树相依相伴的结果。我在为

大师奇思妙想构图点赞叫好的同时，感到只

要坚持在树下读书，一定会寻找到精神的归

宿、心灵的家园。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委政法委）

柳下读书心向暖

漫画/高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