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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小飞

　　

　　十几年前，那时我刚入职法院，在

执行局任法官助理，亲身经历过一件

事，至今记忆犹新，现在想来心里都是

一片温暖。

　　那时，我通知一个申请执行人来

法院领一笔我们已经执行回来的赡养

款。申请执行人是一个八十来岁的头

发花白的老太太，她过来后，我的师父

刘法官在谈话室里接待了她。

　　过了一会儿，刘法官从谈话室里

出来，我发现他一副委屈无奈的样子。

上前一问，事情原来是这样的：临近年

底，为了尽早发放案款，刘法官准备把

执行回来的赡养款一次性发放给老太

太。出人意料的是，老太太竟然拒绝

了，问刘法官能否分期按月给付。这可

把他难住了，从来都是申请执行人要

求法院尽早全额发放案款的啊，主动

要求分期付款这样的

事 可 从

来没有遇到过。

　　刘法官考虑到老太太年纪大了，

路途遥远来回不方便，就婉拒了老太

太的要求。这下老太太可有点不高兴

了，坐在那里老半天不说一句话，只是

默默地流着眼泪，任凭刘法官再怎么

询问就是一言不发。

　　这可急坏了刘法官，他思前想后

也不明白，自己哪里做得不对就惹老

人家哭起来了？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

处理，就出来让我陪老太太聊聊天，看

看我能否解开老太太心里的疙瘩。

　　“奶奶，您为什么不想刘法官一次

性把案款全发放给您呢？这样也可以

省去您以后多次来回法院这么劳累奔

波。快过年了，我们要清理案款，钱发

不出去我们还得写报告呢。”我上来就

开门见山地问道。

　　老太太刚开始不想说，后来在我的

“诱导”下，才慢慢打开了话匣子：“孩

子，你有所不知，这笔案款是刘法官向

我两个不孝的儿子追要的赡养费。在这

件案子中，刘法官跑了无数次腿，做了

无数的工作，说破了嘴皮，操碎了心，才

让他们拿出这笔钱。刘法官就像我的亲

人一样嘘寒问暖，时不时给我打电话

问我生活情况，有时候下乡路过也上

门来看看我，为我排忧解难。有一次，

我和我那两个不孝子去法院执行局说

案子的事情，谈完后天都黑了，那两个

不孝子自己开车一溜烟走了，把我扔

在执行局不管我。我腿脚不方便，没法

回去，刘法官下班发现后就用他自己

家的车把我送回家，真是不是儿子胜

似儿子啊。我让他喝口水再走，他都没

顾上。”

　　顿了顿，老太太接着说：“刘法官

怕我麻烦，想一次性把案款都给我，

这我都理解，我也不想给他增加工作

负担，但我叫刘法官把案款分期给

我，不为别的，我就想给自己找个借

口，这样我每个月过来领案款时，就

可以顺便来法院看看刘法官了。”

　　听到这里，我心里突然有点酸涩，

眼眶也不由得温润起来。这是百姓与

法官之间一种怎样的深情厚谊啊，叫

我如何不感动呢？

　　十几年过去了，我自己也成为一名

法官，也办理了许许多多的案件，但我

经常想起这笔难以发放的案款，在办案

过程中它曾给予我无穷的精神动力。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司法为

民，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一

句虚无的空话。不管形势怎么变、条件

怎么变、环境怎么变，司法为民的宗旨

不能变，群众立场、群众路线、群众感

情不能丢。在司法工作中，法官要真正

把当事人放在心中，把责任扛在肩上，

让当事人在司法过程中感受到司法的

温度，有良好的司法体验，进而更加相

信法官、相信法律。

  （作者单位：北京市延庆区人民

法院）

  漫画/高岳

□　王军 顾燕

　　

老黄

　　“老董，村头小树林后面那间废弃的小屋，最近突然

有几个陌生男子进进出出。”入秋后，每天都要到菜园忙

活一阵的老黄，发觉这伙人鬼鬼祟祟，总感觉哪儿不对

劲，于是悄悄给老董发了条信息。

　　老董叫董建国，是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

西林派出所分管社区的副所长，不久前刚卸任。听闻这

个消息，已经跟老董相处了快30年的辖区群众都以为

他不会再进社区进村里，然而，让大家没想到的是，不

当副所长的老董进村下社区的次数反而更多更频

繁了。

　　看完老黄的简单描述，老董立刻就猜出个八九不离

十。他安排所里的便衣进行秘密侦查，一个有人望风、有

人接送赌客、有人寻找赌窝等分工明确，涉嫌开设流动赌

场的犯罪团伙很快浮出水面。在掌握犯罪团伙人员构成

和组织框架后，老董向领导汇报，果断出击，成功将犯罪

团伙所有成员抓捕归案。

　　今年51岁的老董已经扎根西林街道邹傅社区27年，

无论是上门入户走访，还是下社区巡逻防范，大家见了都

要喊他一声：“老董，来家坐会儿喝喝茶啊。”

　　这亲切的喊声里必有老黄。老黄的儿子患有癫痫及

脑干萎缩等疾病，需要长期治疗。前些年，老黄的老伴查

出鼻腔重疾，使得这个家庭雪上加霜，一家人靠低保维持

生活。老董得知后决定对这个家庭进行帮扶，在所领导的

支持下，隔三岔五去看望老黄一家。得知老黄的孙子正就

读于一所体校，便顺道又去学校看望孩子，给他带些生活

学习用品和生活费。

　　“遇到老董是我们家的福气，老董的事情也就是我的

事情，遇到小偷小摸的我又岂能坐视不管？”老黄说，他也

要为老董做点什么哩。

群主

　　去年5月，随着社会动员平台“常安联盟”上线，常州

市公安局正式启动建设“常安联盟”社会动员体系。出租

车、网约车司机，快递、外卖小哥，物业保安、保洁，旅馆、

药店、便利店营业员……这些千家万户都离不开的群体，

成为常州公安民警的“平安合伙人”，随时随地参与治安

巡逻、纠纷调处、反诈宣传、禁毒宣传，以及违法犯罪线索

举报等平安创建活动。

　　“可以说，老黄就是我的‘平安合伙人’。”董建国说，

现在他手机里已经有社区村委、行业场所、企业学校等相

关微信群28个，500人以上的群就占了一半。

　　去年6月，辖区景荟公寓的物业为安全起见和提升公

寓品质，决定将所有的电梯安装梯控系统，全部居民刷卡

进出。消息一出，500多人的业主微信群顿时炸开了锅，几

乎所有的发言者都持反对态度。隔着手机屏幕，老董都闻

到了浓浓的火药味。

　　景荟公寓的业主和租户大多为外来务工人员，散漫

的生活习惯让他们觉得安装梯控系统后，进出公寓就没

那么自由了，尤其是点个外卖，还得自己下楼去取。

　　然而，开放式的公寓人员进出混杂，也给治安带来很

多隐患，盗窃案件时有发生。前不久，就有两位业主被盗，

一家损失两串香肠，一家损失三双名牌运动鞋。通过电梯

门口监控，老董虽然找到了盗窃嫌疑人，但香肠早已经被

吃掉了。后在老董的调解下，对方赔偿了失主300元钱，而

失主正是微信群主。于是老董立即将他发展成为自己的

“平安合伙人”，劝说群主现身说法，从安全考虑带头安装

梯控系统。

　　线上，群主拿自己举例，证明安装梯控系统的重要

性；线下，老董又联系走访了其他几位反应较强烈的业

主，最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服了大家，仅仅一周后，所

有电梯都安装上了梯控系统。从此，顺手牵羊的小偷小摸

事件再也没有发生。

二房东

　　西林派出所辖区地处常州城乡接合部，这里聚集了

大量外来务工人员。2021年底，何先生和两位朋友合资租

下三层商业楼，装修成100多间客房，做起了二房东。

　　去年6月21日，从云南来了9个年轻人，租下了何先生

的3间客房。何先生通过常州公安自主研发的“微安居”系

统收集了9人的相关信息，在上报给老董时，何先生特意

提醒说：“这几个人说是来常州开公司的，但是行为有些

蹊跷，董所空了可以过来看看。”

　　翌日，老董带着两名辅警来到何先生的公寓，在云南

9位年轻人租住的房间里，他们发现了十多台电脑，30多

部手机以及10多本打印好的“剧本”，俗称“话术”。随后，

老董将他们带回派出所处理，负责人杨某称自己只是来

常州开公司做生意。

　　“开公司需要每人三部手机吗？”老董问。

　　“拓展业务需要嘛。”杨某回答，声音很弱。

　　“拓展什么业务？那些打印好的‘剧本’又是怎么回

事？”老董又问。

　　最终，在大量的事实面前，杨某承认了自己来常州的

目的，准备在常州“大干一场”，进行电信网络诈骗。“但是

我们只骗骗外国人。”杨某说。

　　“你们几个人会讲几种外国语言，还只骗外国人？”老

董有些哭笑不得。

　　“我们计划只骗东南亚、美洲、欧洲等地的华人。”

杨某非常懊恼地说，没想到还没开张就被常州警察发

现了。

　　“你知道吗？在我们常州，大街小巷、车站码头到处都

有我们的‘平安合伙人’，你想做什么坏事呀，先得过得了

他们这关再说。”老董得意地说。

　　原来，早在何先生的群租房装修期间，老董就经常过

来帮忙培训管理员，教他们如何登记租客信息，如何保障

消防通道畅通安全，以及要配备哪些灭火器等。何先生要

求管理员要严格按照老董的要求登记租客信息，遇到可

疑的人和事也第一时间向老董汇报。

  “双向奔赴的平安才更有意义嘛。”何先生笑着说。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

一笔难以发放的案款

“平安合伙人”
二三事

□　欧阳颖

　　

　　今年的“年”来的格外早。年底的心情总是特别

复杂，不知道是因茫茫的回顾更紧张了些，还是因即

刻就到来的新年雀跃了些。不过，待到春晚音乐响起

那刻，大概再跌宕的心绪也平静下来，再寒冷的冬夜

也暖起来了吧。

　　小时候，过年意味着一块块香气四溢的酥肉，一

个个红红的压岁包，以及叔叔们坐在一起推杯换盏，

阿姨们围在火炉边唠家常时的笑。长大后，过年是回

家的一张车票，是爸爸慈爱的目光和妈妈的声声唠

叨。虽然每家每户过年的习惯都各不相同，但“年味”

却代代传承。

　　过年，是十几亿中国人的大事，更是文人墨客笔

下那一抹化不开的诗绪。宋代，王安石在《元日》中写

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

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近代，作家沈从文也在散文

集中提到“逢年过节，各街坊多有自己的灯。由初一

到十二叫‘送灯’，只是全城敲锣打鼓各处玩去。白天

多大锣大鼓在桥头上表演戏水，或在八九张方桌上

盘旋上下。晚上则在灯火下玩蚌壳精，用细乐伴奏。

十三到十五叫‘烧灯’，主要比赛转到另一方面，看谁

家焰火出众超群，颇有趣味。”

　　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近两年，因

为疫情影响，街上冷清了许多。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

生了变化，以前，春节到餐馆吃顿饭，就能美好多天。

现如今，人们向往的却是逃离城市，一家人寻一处好

风景，安静享几日闲。或者，带上老人小孩到暖和的

地方过年。于是，到了过年，城市里反而冷冷清清。

　　其实，每一种生活，都有着它独特的美好。尤其

是那些记忆里的年味，鞭炮，灯笼，蒸笼，炸红薯丸

子，穿新衣，历历在目。除夕夜，男孩们玩着炮仗，女

孩们手拿烟花，一圈一圈划着，画出对新年最好的

祝愿。

　　除夕是一年中最后一天，这一年最后的光阴里，

是要和生命中重要的人度过。父母眼中的笑意，就是

看着儿女绕膝身边。儿女眼中的快乐，就是看着父母

健康喜乐。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原本就是一件幸福

的事情。母亲做的饭菜，是一年中最香的美味。父亲

拿出一坛珍藏的好酒，满满的爱就在拿起筷子的瞬

间。再给亲戚朋友们发一个新年的祝福，一切都圆

满了。

　　“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我们一年一年成长，也

一年一年新生。幸而总有春节这样一个团聚的时刻，

能让我们把所有的喜悲，全都融进岁末的团圆饭里。

吃完年夜饭，家人们守在电视机前，看着春晚，拉着

家常，看孩子们跑来跑去，不用言语，空气中流动的

就是温馨。

　　以前，除夕夜熬不到零点，每年都在沙发里歪倒

酣睡，醒来时，恍如隔世；现在，每年都守候零点。夜

色不声不响，却是万千颗心脏在为迎接一个共同的

起点到来而狂热地跳动，整日的翘首以盼化成了凌

晨清脆的一句“新年快乐”。

　　过年的味道，儿时是一种欣喜欢快的向往，少年

是一份期盼已久的享受，青年是一个蓬勃向上的相

聚，中年是一份爱意满满的责任，老年是一场对过往

记忆的乡愁。当旅行者们不再孤独，所有人都毫不吝

惜自己的祝愿和微笑的那一刻，便是新年到来之时。

　　在这即将来临的天上人间团圆日，愿每个人都

站在自己热爱的生活中，闪闪发光！

　　

(作者单位：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

过年的味道

□　牛恒

　　

　　随着腊月来临，寒意渐浓，在单位食堂吃着打卤

面时，我肚里的馋虫被母亲那碗热气腾腾的手擀面

勾出。平常和千里之外的母亲通电话时，虽然话里话

外满是对手擀面的想念，实则是对那个有着母亲荫

庇的4口之家的思念。

　　父亲和母亲都出生于甘肃农村，那里村民世代

以种植小麦为主，面食始终都是餐桌的主角。1991年，

母亲跟随参军入伍的父亲来到新疆叶城县安家后，

家里的饮食习惯也从未有太多改变。即使是在我4岁

时，举家搬迁至盛产古贡米的新疆温宿县，面食依然

是我们一家餐桌上的常客。

　　尤其在数九寒冬之际，铁锅沸水蒸腾的雾气与

窗玻璃上的冷气相遇形成的水滴顺着玻璃汩汩下

流，这是母亲的手擀面即将端上餐桌的信号。我和幼

妹会趁着这段时间空隙，把母亲腌制数月的泡菜切

成小段，装盘后与香醋、油泼辣子一并端上桌，摆好

碗筷，静待手擀面出锅。

　　母亲擀面有板有眼、干脆利落。我曾多次在一旁

观察母亲制作手擀面的过程，面粉在母亲的妙手搓

擀之下，几经加盐添水，多次重复揉、挤、捏、按的动

作，搓成一个面团，然后放在案板上盖上面盆，饧发

20分钟左右。饧好后再反复揉搓光滑，用一根长擀面

杖灵活发力、反复向四周均匀地擀开，直至擀成一张

薄厚适中的大面片，均匀撒少许面粉后再叠起来，切

成筷子粗细的面条。看似简单易上手，但我在多次尝

试后向母亲屡屡抱怨未得“真传”。

　　母亲把手擀面分为“豪华版”和“家常版”两种。

面条都是手擀面，区别就在于豪华版汤的配料类似

于岐山臊子面，“家常版”的做法与新疆汤饭类似，赋

予了相同手擀面在两种地域的不同汤色和口感。

　　平日里，母亲常做的是“家常版”手擀面，面条充

分吸收汤汁的浓香味，外观整体上也稍显黏稠，面的

口感愈发筋道弹牙。只有在节假日期间或家人过生

日时，母亲才会精心准备“豪华版”手擀面。因为光是

肉臊子、豆腐丁、土豆块、木耳丁、蛋饼丝、黄花等十

多样配料就要忙活近一小时，再加入母亲的秘制调

料，一锅喷香的汤就烹制而成。煮面、盛面也很讲究，

捞面时机全凭经验，盛出约占面碗五分之二左右的

面量最佳，捞面时间把控不当、盛面分量欠佳都会严

重影响手擀面的口感。

　　母亲告诉我，在老家有用一碗臊子面待客的习

俗，客人吃的碗摞得越高越多，主人家就会越高兴。

只不过她最初来新疆时，除了父亲战友的家属外举

目无亲，“豪华版”手擀面自然就做得少。技艺看似

简单，实际前期的准备十分烦琐，加上早期家里并

不富裕，吃了多次新疆揪片子后，就突发奇想，尝试

着用一小截白菜条或少许西红柿干凑合着熬出一

锅汤，怎料擀出来的面条融进汤里后，别有一番

风味。

　　这些年，那一碗碗手擀面蕴含着家乡的浓切热忱，

也饱含着母亲对我的殷切希冀，深埋于我的骨血之中，

为我在做人做事中悄无声息间树立了良好榜样。如今，

离家千里在大漠戈壁间守护旅客列车平安的我，和同

样在列车上工作，但不在一个车次的爱人，总是在难得

的团聚里尝试着复刻母亲制作的手擀面，亦成为我们

这个小家不可或缺的温馨时光。

　　

(作者单位：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库尔勒公安处)

手擀面里的那份温暖

□　蒙华

　　

　　因为疫情，许久没有外出。深秋时节，我去一个

几百公里外的滨海小城培训一周。跨上动车的瞬间，

心情十分舒畅。我喜欢坐火车，喜欢看窗外风景掠

过。时空的挪移，常让我有逃离惯性的欣愉。

　　我专门挑了临窗的座位，秋阳隔窗暖脸。动车安

稳快速，近300公里的时速，藐视着所有地上行走的万

物，即便是在前方狂奔的轿车，瞬间便成了追赶者。

山岗、草地、河流、村庄和树木，一帧帧画面，一晃而

过，像在看电影，仿佛光阴流动有着实实在在的内

容，入眼入怀，让心踏实而安详。

　　窗外，岭南特有的小山丘连绵不断，虽是深秋，

满眼是绿，八桂大地绿水青山果然是名不虚传。季节

更迭，只此青绿。绿色，还是南国秋冬的主色调，绿意

盎然疑是春。这是岭南的奇迹，更是它的可爱所在。

　　车窗外的风景丰富而熟悉。经过一个村庄，往往

就会有一块平地，地里稻谷熟了，金黄一片。你会看

到忙碌而匆匆的人们，和一张张笑脸，那是最美的秋

色。我想起了家乡，想起小时候，我们奔走在秋天的

田野上帮助大人收割，劳作之余去捉蚱蜢熏田鼠追

水鸡玩稻草人，孩提的乐趣写满在丰收的季节里。

　　有人说，人生就像一列火车，上车下车，人来人

往，无奈中也有着别样的风景。窗外历历之景，也总

会这样蓦然让你想起某年某月，某个人、某件事。这

些景物顿时鲜活起来，具体可触摸，不知不觉让人陷

入一段回忆，沉默专注。不是动车经过长长的隧道，

光暗交替，声响换频，还拉不回神思。我总会在这个

时候，打开保温杯，喝上几口烫热的家乡六堡茶，让

走远了的心渐渐归位。

　　动车到了一个大站，然后折回往南走。直到服务

员提醒要调转座位，我才知道自己又沉浸在另一段

回忆当中。

　　1992年夏季，我和新婚的妻子，从桂东小城坐船

沿西江到广州，又从广州火车站坐绿皮火车到北京。

那是我头一回坐火车。对于一个大山里长大的孩子，

火车和窗外的诱惑力都是巨大的。一路上，我睁大着

眼睛望着窗外的世界，一看就是几个小时，生怕错过

了什么似的。山峦、湖泊、大桥、旷野……一个陌生的

地名，或者路边一片摇曳的芒花，都叫自己好奇，特

别是看到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的时候，我更是激动

不已。这是我第一次直观地看到家乡以外的世界，十

分的难忘。“地大物博”这个词于我就有了具体的内

涵和记忆。44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也仿如瞬间，不觉

苦累。

　　动车越往南走，渐渐便带离了丘陵地带，进入了

海洋冲刷而成的滩涂平原。一块块鱼塘，与田地小溪

交错，树木草地围嵌其间，夕阳西下，波光粼粼，视野

也变得宽阔起来，一派江南水乡的模样。我想，应该

是快到目的地，快见到大海了。想到可以在柔软的沙

滩上散步，可以和着海浪声入眠，心里美滋滋的。

　　于是，我便眯一会眼，灰蒙的阳光下，有些恍惚，

隐约像是某些往事勾住了我，拉着我又穿越而去，让

魂儿又忙活而充实着。

　　席慕蓉说，喜欢坐火车，喜欢一站一站地慢慢南

下或者北上，喜欢在旅途中间的我。

　　是的，时空变迁，观景亦观心，往往会见到另外

一个自己，令你欣喜。

　　窗外的景象迷人，是因为动车总是往前。向前

走，回忆才有意义。前方有路，温暖有爱，未来可期，

更觉人间值得。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委政法委）

车窗外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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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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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丹

　　

　　寸镜之间，调光有度，入景情深。可令千里近，远

山耸立，碧波荡漾，林海荫荫。鸟语花香，云飞蝶舞，

溪径潺潺鱼畅吟。月光下，伴痴情婀柳，坐忘听琴。

　　扫描世间强音，善与恶，尽在一念存。若孤松独

立，对焦定点，捕捉灵感，收藏如珍。踏遍荆棘，寻踪

觅迹，法治连接万象心。感光度，曝光正能量，一路

驰奔。

沁园春·感光度

我是交警
□　季宏林

　　

我是交警

无论春夏秋冬

始终坚守岗位

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我是交警

坚持严格执法

消除风险隐患

守护群众平安出行

　　

我是交警

寻觅蛛丝马迹

迅速破案缉凶

维护百姓合法权益

　　

我是交警

竭诚为民服务

打造窗口品牌

构建和谐警民关系

　　

（作者单位：安徽省无为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