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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继成

　　

　　送走前来咨询相关法律问题的母

女，刚想坐下喝一口水，又听到了敲门

声。声音很轻，但在午后的办公室，却特

别响亮。打开门，一对老夫妇颤颤巍巍

地走进来，还未站稳，我的两只手就被

他们握住了……

　　安顿好老两口坐下，递上热茶，我

知道，我们的第三次“会晤”又拉开了

序幕。

　　半个月前，中队侦办了一起容留他

人吸毒案件，当场抓获一名女性吸毒人

员王芳（化名）。根据工作要求，我跟小

刘要去王芳的家庭走访了解具体情况。

社区的周大姐带我们走进王芳家的时

候，接待我们的就是这对老夫妇。周大

姐介绍过这一家人的情况：典型的三代

同堂，五口之家。虽不富裕，也静好安

稳。在客厅的沙发上，还未等我们说明

来意，老先生就皱起了眉头，老太太也

是一脸疑惑———“我们儿媳可不是那样

的人，你们搞错了！”“不可能，王芳素日

都正常上下班，哪有时间去跟别人胡咧

咧？”接下来的情况跟影视剧无异，老两

口穿上衣服就要去看守所“要人”。

　　第二次见面的地点是在看守所会

见室，那是老两口去看守所“要人”无果

后的第五天，由于疫情原因，他们没有

亲眼见到王芳，但是民警向他们提供了

情况属实的证据。这下，一向刚烈的老

人难以面对这样的事实，当场坚决要求

儿子跟王芳离婚，且老两口的意见相当

一致。面对这样的状况，看守所联系了

我们，我跟小刘又赶到了看守所。王芳

的管教民警一直向老两口介绍王芳的

表现，听到儿媳现在整日以泪洗面，备

受后悔与愧疚的煎熬，特别是看守所民

警拿出了王芳亲手写下的《珍惜现有生

活，绝不复吸犯罪》承诺书，老两口的脸

色不再铁青，“恨铁不成钢”的凌厉眼神

也有所缓解。这时，我赶紧做工作：“老

人家，家人的理解也是她迷途知返的动

力，看在跟儿子儿媳一起生活十几年的

份上，看在孙女不能没有爸爸妈妈陪伴

的份上，您两位再回家考虑考虑，咱们

找时间再碰头，怎么样？”老先生没说什

么，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周。身为小城禁

毒警察，别人会认为我们的工作很轻

松，其中滋味，我们自己是知晓的。我们

不仅要与贩毒吸毒人员面对面交锋，还

要做好他们家人的思想工作，为他们争

取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们的神经，每天

都是紧绷着的！但中队的每个人时刻都

牢记“挽救一个吸毒人员，就是挽救一

个家庭”的道理。王芳的案件，我们是记

得的，我们已经计划在本周末再去他家

走访一次。

　　这次来是坚持要儿子和王芳离婚，

还是跟我们继续“要人”呢？我带着一丝

疑虑，又给老两口斟满了水。

　　“谢谢你啊，警察同志。”老先生把

水杯放在桌上，又一次抓住了我的手，

“为了我这不争气的儿媳妇，你们真是

费心了！小刘警官连续3天晚上到我家

讲政策法规、讲家人的责任，我这老脑

筋也转过弯来了。我们决定配合你们和

看守所的工作，给王芳一个洗心革面的

机会，你说谁想让自己的孙女没有妈妈

啊！”一旁的老太太也放下了水杯，从一

个布袋里取出了一面锦旗，展开红色的

锦旗，两行烫金大字特别醒目：“真情帮

扶挽救吸毒人员 警民同心共圆幸福梦

想”。

　　锦旗静静地铺展在办公桌上，这一

次，我竟然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只觉得

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眼眶可能也有些湿

润了。

　　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这个样子，于

是站起来走到窗前。北方的冬季是那么

冷，可天边那一抹暖阳依旧是火热的，

它静静地照着大地、照进办公室，也照

进了我的心里……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奈曼旗公安局）

漫画/高岳

□　马晓炜

　　

　　去年冬天，我下沉社区参加疫情防

控。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我负责的点

位是一家超市。从早到晚，我全副“武

装”值守在超市入口处，重复着同样的

动作和话语：“您好，请提前打开健康

码、戴好口罩……”

　　那天早上，同往常一样，我刚做好

防护出现在门前，惊喜地看到凛冽的寒

风里排起了长队。这是我值守以来，从

没见到过的场面。当我帮一位大妈操作

手机，查找行程码，才知道那天是冬至，

超市搞优惠活动，大家赶个早，准备抢

购些新鲜食材回家包饺子。

　　民间自古就有“冬至大如年”之说。

在这天，北方有吃饺子、吃馄饨的习俗，

南方则有冬至吃汤圆、吃米团或长线面

的习惯。虽然各地风俗习惯不尽相同，

但是冬至吃水饺的习俗还是较为普遍，

农谚有“十月一，冬至到，家家户户吃水

饺。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

管。”既然是“大如年”的冬至，超市人气

爆棚，是能够理解的。

　　忙碌间，看着顾客喜气洋洋地称肉、

买面、挑菜，我想家念亲的情绪瞬间涌上

心头，以往冬至，全家人团聚在一起吃饺

子，特别有过年的气氛。而这两年受疫情

影响，好久没有回故乡了，忽然特别想念

远方的亲人和饺子，但转念一想，一家不

圆万家圆，正因有了我们的坚守与付出，

才有了千家万户的幸福团聚。

　　华灯初上，距离超市打烊时间越来

越近，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刚准备收拾

物品离开，超市老板走了出来，笑呵呵

地说：“今儿过冬至，进去吃碗饺子暖暖

身子骨。”我愣了一下，表达谢意的同时

还是婉拒了。老板见我执意要走，换个

口音说：“老乡赏个光呗，俺们家乡冬至

是要斗（吃）碗饺子的呢？”夜幕下，我听

到久违的乡音，别提多亲切了。一问才

知道，他的家乡离我的家乡还真不远，

没想到他乡遇上老乡。

　　返回超市，在仓库一角的简易餐桌

上，一大盘热气腾腾的饺子，散发着诱

人的香味，我忍不住取下口罩，来了次

深呼吸，满是家乡的熟悉味道。拿起筷

子尝一个，那饺子馅大皮薄，鲜美可口，

吃起来味道是那么熟悉。对了，就是家

乡的味道，我大口大口吃起来。原本冻

得瑟瑟发抖的身体，顿时暖和了许多。

　　交谈中，我得知他十多年前来此打

拼，好不容易开了家超市，谁知遇上疫

情，在举步维艰的节骨眼上，政府减免

了租金不说，还经常派人帮助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更加坚定了他疫情会过去，

生意也会红火起来的信心。为表达感激

之情，他特意安排在冬至举办大酬宾活

动，让附近居民一起开开心心过个节。

知道我们是同乡后，还安排爱人回家包

饺子，准备给我个惊喜。

　　听了他的话，我真的感动不已，忘了

外面的天寒地冻，也忘了一身的劳累。我

美滋滋地吃完饺子，付他钱时，他说什么

也不愿收下，我只好以过节给儿女买些礼

物为由，选购了一些商品，算是一种补偿。

　　走出超市，大步行走在宽阔的大街

上，望着暖暖万家灯火，情不自禁为拥有

这个不同寻常的冬至感到温暖和自豪。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

委政法委）

去年冬至

□　曹吉锋

　　

　　农村有句俗语，“十里不同风，百里

不同俗”，意思是即使距离很近，各个地

方的语言和风俗也各有不同。我国幅员

辽阔、疆域宽广，虽然不同地方有不同

的过年习俗，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

是团圆和喜庆。而过年贴春联正是团圆

和喜庆的象征。“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

新桃换旧符。”在我的家乡沂蒙山区那

个普通小山村，春联又称为“大红”。因

为春联的纸张是用大红的颜料染红的，

用毛笔蘸上墨汁，写下形式上对称、内

容上关联的文字，红底黑字，更加衬托

出节日的喜庆气氛。而我的有关年的记

忆也是在一年年贴“大红”中度过的。

　　“大红”的制作要经过买、裁、写、

晾、贴、扫等几道工序，才能在除夕的上

午完整地呈现出来。小年前后，年的氛

围开始变得浓厚起来，集市上就有卖

“大红”的摊子。乡亲们要根据自己家有

几扇门来计算需要买的“大红”数量。一

副完整的春联包含了“福”字、横批、对

联和门联等几部分。“福”字要贴在门框

正上方的墙壁上，接下来是横批，贴在

横向门框上，对联要贴到左右两边的门

框上，最后是门联，要贴在两扇房门上。

　　“大红”买回来首先需要裁。一般是

先裁大门口的门联，大门一定要显得大

气，不能抠抠搜搜。一张“大红”纸对半

折一下，按照折好的印子用刀裁开，刚

好。接着是裁对联，根据家里门框的宽

度，裁出数副对联。一般要多裁几副备

用，以防写错。接着是裁“福”字、横批和

房门的门联。剩下的一些边角料，则裁

成小的正方形，用来写“酉”字，贴到瓮、

缸上。“酉”的谐音是“有”，寓意着来年

五谷丰登，经济富有。

　　裁完之后的步骤是写，这是关键的

一步。“大红”的好坏，全在写上。贴在大

门口，就像一个脸面，来来往往的乡亲

们都会看到，有时候也会品评一番。忙

碌了一天，只有到了晚上才能闲下来，

也才能安心写。我年龄小没有上学的时

候，只能看着父亲写，或者打下手。比如

拉着纸边，或者等写好后拿去晾。

　　通常情况下，父亲先写及横批、

“酉”字之类的小件来找找手感，接着写

“福”字，再写对联和门联。笔墨挥洒间，

“三阳开泰”“吉祥如意”“辞旧迎新”等

横批，“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

门”“一帆风顺吉星到，万事如意福临

门”“江山千古秀，祖国万年春”“平安万

事顺，富贵开门红”“家居黄金地，人在

幸福中”等对联门联便跃然纸上。等我

读了小学，会写字了，每年写“大红”的

时候，我也跃跃欲试。看我着急的样子，

父亲便让我来写，他负责指导。看到自

己写的“大红”贴出来，内心涌出一种自

豪感和成就感。

　　除夕的上午，母亲会熬一锅糨糊用

来贴“大红”，还会准备一把平时扫碾的

笤帚，那是等“大红”贴上后，平整用的。

因为父亲是村里的医生，除夕也要在卫

生室里忙碌，贴“大红”的任务自然就落

到了我的肩上。我踩着凳子先贴大门口

的“福”字，然后是横批，接下来是门联，

最后是对联。有一些“大红”要贴在固定

地点，不能贴错。“出门见喜”贴在大门

口对面的墙壁上或者树干上；“迎门见

喜”贴在大门口进来的影壁墙上；“上天

言好事 下界降吉祥”贴在有灶王爷图

像的墙壁上；“六畜兴旺”贴在猪圈或者

鸡圈出入口；“身体健康”贴在床头；“满

园春光”贴在天井的立柱上；“小心灯

火”贴在电灯的拉线旁边。

　　有一年还差点闹出个笑话，我和几

个堂兄弟去给五爷爷拜年，因为五爷爷

不识字，看到他把“六畜兴旺”贴到了里

屋门框的横梁上，我们赶紧给换下来。

五爷爷羞红了脸，嘴里嘟囔着“还是你

们这些识字的好啊，要好好念书啊”之

类的话。

　　我在一年年贴“大红”的日子中慢

慢长大。这些年，因为工作的关系，虽然

不能每年都能回家过年，但是那些过年

贴“大红”的点点滴滴，却在我的脑海上

不断闪现，那份对家乡的情感就像一条

丝带一样，把我和家乡紧紧的连在一

起，让我倍感温暖和亲切。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

贴“大红”

□　金文浩

　　

　　如果可以预知未来，我们能否找到一条近乎完美

的路径以规避所有的罪恶与灾难，让一切关于未来的

美好憧憬都变为现实？如果可以，未来就一定会按照

剧本般预设的方式演绎吗？

　　早在20年前，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的科幻电影《少

数派报告》就给出了他的答案。影片讲述了这样一个

故事：在未来，人类发明了一套似乎十分完美的系统

用以预防谋杀。这个系统由三位具有预知能力的“先

知”组成，由他们一同判定某人是否有杀人企图，并按

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定案以抓捕“未来罪犯”。作为预

防犯罪中心特警小队队长的约翰被“先知”选中去调

查一起发生在多年前的溺亡案件，在查证线索过程

中，约翰突然发现自己成了所谓的“未来罪犯”，曾经

的警官现在成了昔日同事的抓捕对象。约翰一边逃亡

一边试图阻止凶案的发生，他在追查的过程中发现了

隐藏的真相，最为正义的预防犯罪中心主任竟是那个

幕后的罪犯。在影片结尾，幕后黑手饮弹自尽，主角约

翰重获新生，一切都向着美好的未来前进。

　　客观地说，电影《少数派报告》是一部披着科幻题

材外衣的法律电影。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即使东

西方司法体制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人类对于

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却是相同的。在这样的共识下，

我们便开始了对于在这部电影精彩剧情背后蕴含着

的哲学命题的思考，何为公平正义？这个命题的思考

对于当下我们应当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而对于这部影片中司

法判决形式的讨论，更是一个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命

题，仅仅就“莫须有”地定罪能否取代司法体系？当人

们可以通过种种手段预测未来并对犯罪加以预防时，

这固然是一件好事，只是这种看似客观、实则主观的

预测是否准确？是否会必然发生？影片中，“先知”的裁

决最初看起来似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们以一种似

乎科学的心理学理论来进行预测，同时采用“少数服

从多数”的“合议庭”规则，似乎形成了一种合理的司

法裁判形式。但这种本质上“莫须有”的裁决终究存在

着根本上的缺陷，这就是主观唯心式的判决取代了客

观唯物式的法律裁决，正如苏格拉底被雅典所谓民主

审判不由分说地判处死刑般的武断，司法体系的几项

重要功能已经被这种看似合理的形式所完全抛弃了。

　　首先，“莫须有”用主观臆断代替了程序正义。

“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是合议庭活动的重要原则之

一，但不是其唯一原则。为实现裁判公正，合议庭还

应当遵循审理和评议由同一合议庭进行、少数人意

见应当记录在案、疑难复杂案件集体讨论等原则。这

些原则的共同目的就是通过正当程序以避免冤错案

件的发生，排除裁判中的主观臆断。一旦把司法审判

的个别原则的重要性予以放大，将该原则独立化、片

面化地理解和运用，无疑会使司法审判丧失其公正

性和权威性。影片中，司法审判程序的设计者强行抹

除了少数派的预测影像、片面肯定多数派的观点直

接导致了该系统出现了程序上的漏洞，最终造成冤

错案件的发生。坚持程序正义，避免冤错案件的发

生，应当是全社会的共识，也应当是中国法治体系建

设的方向和目标。

　　其次，“莫须有”用对于权威的盲从代替了运用理

性的客观判决。影片中运用所谓“先知”的预言预测犯

罪与西方的“神明裁判”法律体系非常相似，其本身便

存在着逻辑上的缺陷，背离了刑法坚持理性、客观的

基本精神。对于什么行为属于犯罪，尽管在不同国家、

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定义，但总体而言，较为统一的

认识是，只有违反国家法律、给社会造成一定危害并

根据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才属于犯罪，应当

受到惩罚，而只有犯罪动机或犯罪意图都不能构成犯

罪，只有付之于行动时才涉及犯罪问题。如果所谓“未

来罪犯”尚未实施犯罪行为，甚至还没有产生犯罪动

机时就认定其已经构成了犯罪，无疑会扩大刑法的打

击范围，使无辜的人蒙冤。一个可以预见自己未来的

人，所做之事是否还与他所预见的未来完全相同？这

是一个悖论，一个哲学上的悖论。假设一个人能够预

见自己的所有未来，那么这个人也就没有未来了。

　　最后，“莫须有”的裁决用独断专行代替了监督制

约。影片通过“先知”的预言认定犯罪，没有为“罪犯”

留下任何申辩的机会和权利。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

独断专行就代替了监督制约。脱离了监督制约的权力

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就如影片中所展示的那

样，脱离了监督制约的审判权导致司法不公，造成冤

错案件。

　　影片的结局，约翰重获清白，正义最终战胜了邪

恶。作为法律的信仰者，我深信“莫须有”的审判不仅

是当事人的悲哀，也是整个司法体系的悲哀。党的二

十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

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

和国家长治久安。”因此，追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和法治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远离“莫须有”

的主观臆断判决，坚持法律理性审判应当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终身使命。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

观电影《少数派报告》有感

□　陈敏丰

　　

　　多漫长等待

　　能拥抱一个黎明

　　凝望明媚暖阳

　　回报以百花绽放

　　寅驰卯替，

　　时光无痕

　　用奋进的脚步

　　为2023的分分秒秒

　　镌刻上

　　祝福、吉祥

　　感谢生活，不仅有

　　闪烁的诗意

　　也包括

　　困窘

　　砥砺的远方

　　记忆也许伤痕累累

　　而铮铮誓言

　　能冲出铁壁围城

　　流金岁月，总印证

　　淘尽狂沙始见金

　　手牵手、肩并肩

　　人类战胜恐惧

　　共同收获了敬畏、恬静

　　平添了坚韧、信念

　　以春的名义

　　向蔚蓝星空问声安好

　　祈愿未来世界

　　天下太平———

　　愿家园永如画

　　心间、梦里

　　是满满的感恩

　　深深的眷恋

　　晓瞰窗外

　　北国瑞雪飞

　　南海千帆竞

　　鄱湖鹳鹤群舞

　　秦岭麋鹿骤兴

　　呼伦贝尔草原上

　　一支万马奔腾的进行曲

　　正为锦绣新年作序

　　

（作者单位：江西省公安厅）

2023礼赞

□　胡甸

　　

　　我走向你

　　远远地望

　　一步一个眼神

　　踩在时针分针的脚步里

　　仿佛一切正在流逝

　　仿佛时光真的将人催老

　　那些紫藤嬉笑于昨天

　　可我的昨天

　　却褪色成了黑白记忆

　　能不能让这长廊

　　一直一直走到

　　故事的终点

　　让这长廊一直一直

　　保留这悠长的梦境

　　别踏破水乡的童谣

　　别熄灭曾经的眷恋

　　我走向你

　　远远地望

　　一步一个眼神

　　在廊的那头

　　年迈的我牵着

　　年幼的我

　　讲着故乡纷繁的事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市消防救

援支队）

廊

□　张红

　　

　　“张警官你好，我们元号自然村姜老太家有两只马蜂窝。老

太和我们周围村民都被蜇好几次了，麻烦民警能处理一下……”

冬日的一天上午，清水社区的居民凌大姐在微信群里@民警张

继承反映情况。

　　“收到，马上去！”张继承看到并回复后，带领两名辅警、拿着

两罐杀虫剂赶赴现场。

　　张继承是清水社区的“片儿警”。虽然元号自然村是偏僻农

村，距离派出所10多公里，但熟门熟路的他驾车很快到达现场。

　　“哎哟，民警来了，这下好了。”姜老太在邻居凌大姐的搀扶

下咧着嘴笑着迎了上来。

　　“马蜂窝在哪里？”张继承顾不上寒暄，问道。

　　“在后院呢。”凌大姐指了指后院。

　　到后院一看，果然，屋顶上挂着一大一小两只马蜂窝，大的

半径足有半米。尽管是冬季，不是马蜂活跃期，但有几十只马蜂

似乎感觉到有人在“观察”自己，慢慢从蜂窝里钻出来，围着蜂巢

嗡嗡叫着，一副守护“家园”的架势。

　　现场情况十分危险！

　　“我上去把蜂窝弄掉，你们设置警戒线，大家站远一点。”张

继承安排着辅警。

　　“张哥，我上吧，我年轻。”辅警小王想阻拦。

　　“没事儿，我有经验。你们照顾好老太和村民。”张继承坚定

地说道。他是一名退伍老兵，从事社区工作已经12年，处理过的

各类警情不计其数，也有着丰富的经验。

　　接着，张继承让村民准备梯子、竹竿和编织袋。安排好之后，

他把两罐杀虫剂装进口袋，戴上口罩，用毛巾包住脸，把警服的

衣领立起来，再戴上手套。一切准备就绪，他把梯子架到距离马

蜂窝最近的地方，小心翼翼地爬了上去。

　　此刻，蜂窝周围的马蜂越来越多。张继承与马蜂近在咫尺，

感受着马蜂的威胁。“冷静，果断！”他心里暗暗对自己说着，举着

杀虫剂对着两只蜂巢就是一阵狂喷。数不清的马蜂纷纷掉落地

面，有的奄奄一息，有的垂死挣扎。趁这工夫，一名辅警赶紧上前

用扫把将马蜂归拢，另外一名辅警将竹竿递给张继承，将两只蜂

窝捅落地面。

  他观察马蜂窝好一会儿，确定没有危险，才示意大伙儿上前

帮忙。大家抓紧时间，将蜂窝和马蜂装进编织袋，一直拎到安全

地带进行焚烧。

　　“这下好了，老太和我们再也不用担心被马蜂蜇了。感谢人

民好警察！”隐患消除了，姜老太和凌大姐及村民们对张继承和

辅警连声道谢。

　　“大家今后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发现情况及时跟我们说，我

们会及时处理的。”临行前，张继承向居民们叮嘱着，欣慰的笑容

浮在脸上。

　　

（作者单位：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

灭蜂行动

□　陈德亮

　　

　　小时候生活条件差，整天灌着稀饭不见个馍影，一到过年蒸

馍时，别说孩子们围着蒸馍的锅台转，就连大人也嘴馋。

　　那时过年“蒸馍”的顺序是有讲究的，因粮食短缺，大人们在

这方面可谓是“绞尽脑汁”“费尽心机”了。先是蒸黄馍（玉米面蒸

出的馍），接着是菜馍（包有萝卜丝的黄馍），再是白玉米面馍（即

假白馍），最后才会蒸出少许的真白馍（即小麦面蒸出的馍）。可

这真白馍一般家人是很少吃的，属于是待客的“专用馍”。

　　其实，那时大人们这样安排也纯属无奈，因粮食确实太少了。先

吃黄馍，待最后的白馍出笼时，别说为了“待客”不让孩子们随便吃，

就是叫吃也吃不下了，肚子填饱了。就这，也觉得挺知足，蛮过瘾的。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丰衣足食，吃馍早已很平常、很一般、

不稀罕了，可为啥每年春节，乡下人照样还要蒸那么多的馍呢？

　　答案当然很多了，但过年的馍有“年味”肯定是大家公认的。

　　要说过年的馍有“年味”也许是心理作用吧，但就是感觉好

吃，不管是凉着吃、蒸热吃、烤焦吃、配菜吃，都觉得很有“年味”。

即便是春节已过，馍也风干了，皮儿也卷起了，啃起来照样还是

那么香甜，且别有一番乐趣，另有一番风味。

　　过年的馍还能烘托出新年的喜庆气氛。春节期间，人们往往

把造型美观的大“枣花”馍规规矩矩地摆放在中堂正前方的条几

上，“枣花”一旁有序放着家庭所有成员每人一个的人口馍———

“大馍”，还放着家庭每位男士一人两根的“布袋”馍，意在男士有

力气背着装满的“布袋”有粮吃。此外还有“蛇”“刺猬”等有着一

定说法的“动物馍”，分别把它们放进粮仓里或用红线系好挂在

门两旁，期待着来年给人们带来好运，招财进宝。

　　过年蒸馍也算是乡下人整个春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吧，

难怪腊月二十几人们见面时总爱问那句话：“你家蒸过馍了没

有？”“啥时候蒸馍啊？”

　　好向往、怀念老家过年时那种温馨动人的蒸馍情景啊！转眼

又要过年了，又能吃到家乡那“年味”浓浓、香喷喷可口的白蒸馍

了，扳着指头期盼着、渴望着。

　　

（作者单位：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

过年的馍有“年味”

寒冬里，那一抹暖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