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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振东

　　济南的美

　　美在泉水

　　人在泉边走

　　泉从脚下流

　　花在湖面笑

　　鱼儿水中游

　　鸟儿树上叫

　　枝条随风飘

　　长饮甘泉水

　　柳下赏荷花

  济南的美

  美在幸福

　　只有生活在这里

　　才能够亲身体会

（作者单位：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 

济南的美

□　金功亭

　　

　　早安，你好。

　　一声响亮的问候，开启崭新的一天。

　　坦白讲，刚开始收到老曹的问候时，我是不以为

意的。

　　微信朋友圈现在是没办法看了。“朋友”越来越多，

吃个饭、开个会、办个事情，都要加上“一圈”。装修的、送

外卖的、搭顺风车的、理发的、修锁的、保洁的、房产中

介、保险理赔等等，为了联系、付款及定位等各种需要，

“一面之交”甚至一面都没见过的人远远超过了真正熟

悉的朋友。删不能全删，就是删了旧的，新的马上又来

了。屏蔽功能有时记得，多了也懒得处理。眼睁睁看着朋

友圈成了陌生的“小社会”。

　　微信群更是避之不及。家人群、工作群、同学群、老

乡群、战友群及各种交流群、临时群。每个群都可以裂变

成无数“子孙”群。生活与工作已经被名目繁多的群牢牢

绑定。没了群，都不知道如何过日子、干工作。朋友圈你

可以“无视”，微信群，却必须时刻关注。

　　“早上好”之类的问候先是出现在朋友圈，大都是有

闲的老年朋友发的。与之相伴的，多是各种养生“小贴

士”。后来，逐步扩展到微信群，内容从“早上好”，延伸到

“事事顺心如意”“平安健康快乐”“好运常在、一帆风顺、

财源茂盛”，直至附加各种软广告、硬推销。

　　最初收到微信好友发的“早上好”，我吓了一跳。“问

候”已然进化到“长驱直入”，令我措手不及。好在这些问候

大都比较“单纯”，没有什么功利性的“附加”。因为是群发，

且都是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我一般都不回应。有的问候

编辑了发送人的个人信息，多少显示了一些“诚意”，我会

有选择地回复。长时间不回复的，对方渐渐也就不发了。

　　老曹是我的群友。

　　那是一家文学杂志组建的作者群。

　　作者群很热闹。近500名作者就期刊所发作品“评头

论足”，各抒己见。当然，规矩也不少。群主“立法八章”：

①入群后请实名。②不发红包。③不聊与作品无关的话

题。④不在本群展示自己已发表或未发表的作品。⑤不

转发其他媒体的文档、图片、音频、视频等。⑥不转发各

种问候图片、闪烁的表情包等，自觉维护版面整洁美观

可读。⑦用语文明，友善待人。⑧如不能遵守群规，请主

动退群。屡屡违规的，就会被群主毫不客气地踢出群去。

　　老曹在群里很活跃，也很有威望。他是作者，更是评

者。他的作品数量不多，但出手不凡。他的评论文字比作

品更多，水平也更高。杂志每有重磅作品面世，群里都少

不了他的评论。缺了他的鞭辟入里的评论，那种对文本

的体验就不能称作完整，更谈不上完美。

　　因为我的几篇文章受到老曹的青睐，我们互加了好

友，断断续续有了更多的交流。他是一所知名高校的退

休老教授。我们居住的城市之间的距离并不算远。遗憾

的是，神交已久，素未谋面。第一次收到他的“早安问

候”，我都有点吃惊。如此德高望重的人，也来这套“小把

戏”。不过，出于礼貌，只要不是特别忙，我还是尽量回复

他。有时是转手“贩卖”别人的问候，有时只是回个“抱

拳”“握手”“点赞”之类的表情。他倒也不介意。哪怕偶尔

我忘了回复，他还是坚持天天问候。有一次他甚至提出

想和我见见面。我说，好啊，碰巧这一段时间挺忙，过一

阵吧，找机会好好聚聚。

　　不知什么原因，有好几天我没有收到他的问候。查

看一下作者群，也是不少天没有看到他的踪影。我觉得

有点奇怪，主动联系他，居然一直没回音。我有种不祥之

感，就私信问作者群的群主。群主说老曹走了，就在几

天前。

　　原来，从开始发“早安，你好”那时起，老曹的日子已

经开始倒计时。在最后的日子里，他想用自己的方式离

开这个世界。他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每天编辑一条图文

并茂的微信，给亲朋好友留下更多的问候；二是挨个拜

访互动的亲朋好友一一作最后的告别。几天前，他刚见

过群主。他还跟群主说，一直想见我的，说我太忙，没找

着机会。

　　我一下子愣了。

　　早知如此，再忙也要见他最后一面的。

　　鲜活的老曹说没就没了。

　　伤感之中，我集中翻阅了老曹留下的早安问候。看

得出，他还是挺用心的。图片都很精美，有的是花卉，有

的是风景，有的是建筑小品，有的是人物，小中见大，尽

显世间美好。文字也很简练，除了“早安，你好”与当天日

期统领整个画面，他还精心编写一些短句，比如“向阳而

生，大步向前，我们都是追梦人”“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

了所有问题”“最快的脚步，不是冲刺，而是坚持”，如此

等等，非常精炼，但是充满温情与励志。

　　没有了老曹的问候，我失落了好一阵子。

　　此后，再收到这样的图文，我都认真看，用心品，尽

可能给予回应。

　　早安，你好。

　　多么阳光温馨的问候。

　　

　　（作者单位：江苏省连云港开发区委政法委）

早安，你好

□　陈德亮

　　

　　“别拘留，我这就通知家人来交钱。这回我真是被您

的迷局引来了……”

　　在一起民间借款纠纷案中，法院依法判决被告钱不

换偿还原告马达意欠款365000元及相应利息，并承担案

件受理费6775元。判决生效后，被告迟迟不肯履行义务，

故原告诉至法院强制执行。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法院先

后向被执行人钱不换下达了一系列法律文书，责令其尽

快履行法律义务。可钱不换总是以各种借口予以搪塞，

之后干脆逃到南京，致使案件一度陷入停滞不前状态。

　　为尽快将钱不换“抓获归案”，经法院反复研究，决

定让一名与钱不换本人及钱不换在南京朋友圈比较熟

悉的人到南京将他劝诱回新乡。挑来挑去，还是觉得马

达意比较合适。经法院领导一番交代，马达意次日便肩

负重任去了南京。来到南京后，他马不停蹄托关系硬是

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钱不换。

　　“怎么？好狠心啊！跟踪追击来了？莫非是想把我抓

回法院，判我几年而后快？”钱不换对面前这位当年的好

友、如今的申请执行人怒目而视。“为人总得讲点儿良心

吧！当年我风光时你也没少跟着吃喝，怎么我一落难就

翻脸不认人了？还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我，你敢保证以后

你就不犯一点儿违法事了？”钱不换嘴里半点不饶人。

　　等钱不换的怒意发泄得差不多了，马达意这才开

口：“老兄啊！我实在是对不起你。一时情急把你起诉到

了法院还申请强制执行……”他说着说着，还掉了两滴

眼泪，唏嘘道：“这不，应验了你说的那句‘谁还敢保证以

后就不犯一点儿违法事了’，我还真的出事了。在另一个

法院的一起债务纠纷案中，我也是‘被执行人’，法院还

给我下了‘传票’催我尽快去履行义务呢。”他苦着张脸：

“我也是出于无奈才逃到南京找你想办法的。”

　　尽管此时的钱不换对马达意还心存几分戒意，且多少

有点儿幸灾乐祸，但毕竟已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了，随

着两人谈话的深入，钱不换便渐渐消除了对马达意的敌对

情绪和防范心理，甚至备了桌酒菜为兄弟“压惊”。席间，两

人越说越投机，越说越亲近，看着钱不换有点醉意上头，马

达意继续抛“大饼”：“以前咱俩那点儿小债务、小摩擦也就

别提了，看在咱过去多年好友和今日共同‘落难’的份上，

我决定撤回对你的强制执行申请。至于你该偿还我的那些

款项，量力而行给点儿就行了。”为表示自己说到做到，马

达意向钱不换提议：“不妨咱弟兄俩这就回新乡一趟，尽早

到法院把这些‘程序’给走一遍，从此老兄你可以光明正大

回乡，也算是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吧。”

　　钱不换不疑有他：“也是也是，还是兄弟够义气。”第二

天便同马达意一道从南京回到新乡，来到法院“走程序”。

　　自然，这一切都在法院的严密“掌控”之中。一进法

院，入了瓮的钱不换便立马被执行局控制了。由于他还

抱着侥幸心理不想履行义务，法院当场便依法宣布将其

司法拘留。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那一幕。钱不换不但

把所欠款项全部偿还了，还拍着自己的脑门深有感触地

嘀咕道：“厉害啊！如今想赖账太难了。”

　　

（作者单位：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

迷局

□　季宏林

　　

　　无城，是我工作、生活

的地方，更是我的精神

家园。

　　千年古邑无为城，有

着悠久的历史。它曾与临

安、扬州、寿春并列宋朝

“四大名城”。而今，古城的

原貌已不复存在，但历史

的痕迹依稀可辨。

　　无城是一座文化名

城。北宋书法家米芾曾任

无为知军，治所位于城中

心，后称米公祠。祠内有墨

池、投砚亭、米颠拜石、晋

唐以来历代名家碑刻……

成为无城的一张文化名

片。西大街曾建有“二状元

祠”，以纪念宋、明两代的

状元焦蹈和邢宽。状元祠湮没在历史的尘

埃里，而有关两位状元的美谈却广为流传，

成为后世学子们的楷模。

　　无城有着“九街十八巷”的流传，其

中不乏一些耐人寻味的地名，芝城、登瀛

街、麻石街、鞍子巷、张果老巷……它们

是无城人最鲜活、最亲切的印记。如今，

走在大街小巷，你会觅见岁月的痕迹。一

段古朴厚实的城墙，一条昏暗幽深的巷

子，一面墙壁斑驳的旧宅，总能勾起一段

往事的回忆。

　　无城是一座充满红色记忆的城市。在

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一大批仁人志士投

身革命事业，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不怕牺

牲，前赴后继。这里留下了胡竺冰、吕惠生、

张恺帆等革命先辈的足迹，传颂着他们可

歌可泣的英勇事迹，他们的革命精神永远

留在人民的心中。

　　无城是一座宜居城市。最具特色、赋有

灵性的，便是长达十余公里的环城河。它像

一条晶莹剔透的项链，衬托出老城的端庄

秀丽。护城河碧波荡漾，风光无限。两岸遍

植花草树木，栈道、长廊、亭子、点缀其间，

相映成趣。河面建有多座桥梁，最有人气的

要数状元桥。每年高考期间，状元桥便成为

莘莘学子的打卡地，他们从桥上放飞自己

的青春梦想。

　　近年来，地方政府实施环城河治理工

程，河水变得更加清澈，环境变得更加优

美。环城河上，新增了安澜桥、景福桥，形成

了“一河环城绕，九桥带其流”的壮观景象。

安澜桥上的长廊古色古香，极具徽派建筑

的精巧和韵味。夜幕降临，护城河上灯光璀

璨，沿岸散步的行人络绎不绝。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个以

老城区为中心的城市建设宏伟蓝图徐徐

展开，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宽阔

的道路伸向远方。大街上车水马龙，行人

摩肩接踵，一派热闹繁华的景象。早晚时

分，公园里，广场上，大妈们快乐地跳起

广场舞，陶醉在优美的旋律中，陶醉在幸

福的生活中。

　　无城是一座宜业城市。这里系无为市

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紧邻芜马铜经

济开发带，是合芜宁“金三角”的腹地，为皖

江开发开放的前沿，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

优势。这里是全国闻名的羽毛羽绒产业集

聚地，拥有“中国羽毛羽绒之乡”“中国羽毛

球产业基地”等荣誉称号。

　　无城是一座美食城。这里素有“鱼米之

乡”美誉，盛产的鱼虾味道鲜美，是宴请四

方宾客的主打菜；两叶蛋炒饭、襄安馄饨、

小陈板栗……各类特色小吃、零食不胜枚

举，满大街飘散着诱人的香味。闻名全国的

无为板鸭、李老奶奶花生米，更是让人百吃

不厌、赞不绝口，也是馈赠亲朋好友的最佳

礼品。

　　我的无城我的家。我期待，热切地期

待，它在奋进新时代的征程上书写更加绚

丽的篇章。

　　

　　（作者单位：安徽省无为市公安局交警

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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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话剧
《代理人》在沪首映

□　余东明 张海燕

　　

　　话剧演员均为专业律师，庭审辩论长达半小时之久，台上原被告代理人唇枪舌剑、见招拆招，台下数次掌声

雷动。这是6月17日在上海首映的律政话剧《代理人》，也是上海首部律所原创律政话剧，由国浩律师事务所自

创、自编、自演、自作主题曲。

　　律政剧由于专业性较强，常常陷于法律严谨和受众理解的两难之地，从而导致情感戏过长，剧情不够扎实。

如何在观赏性与专业性之间达成平衡，专业律师的出演打开了另一种全新视角。

　　《代理人》改编自20多年前发生在我国某市野生动物园一起真实的“老虎吃人”案，剧本创作和舞台演绎均

为国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饰演男一号郭律师的便是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合伙人、争议解决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申黎律师，他曾担

任过法官、企业法总。他在该剧中饰演一位律所党支部书记，在民法尚不完善的20世纪90年代要说服合伙人接

下一桩和本职金融专业相冲突，且在当时诉讼胜算不大的民事案件阻力不小。但或许从他接受媒体采访时仗义

执言的那一刻，就打算接下来这起棘手的案件，而后便是一步步组建团队、收集证据、制定庭审策略。

　　舞台上的每一个人，既是表演者也是律师。在表演中自然流露出他们的专业素养。他们在民法通则中找到

最有利于当事人的法条，还要设想对方可能采取的辩论策略，逐一攻克漏洞，情节丝丝入扣，看似胜券在握却又

悬念迭起，里面不仅包含代理人严谨的逻辑推理和分析，时而还夹杂生动俏皮的日常斗嘴，让观众在紧张与轻

松之间随时切换，格外引人入胜。

　　据了解，《代理人》这部话剧的推出，是国浩律师事务所25周年庆典及参与我国第三个“民法典宣传月”的系

列活动之一。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监事长、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合伙人

吕红兵说，律师演律师，既是对法治精神的崇仰，也是对律师

职业的致敬，一个20多年的旧案，一段民法完善进步的发

展史，成为《代理人》话剧的中心脉络，透过剧情的演

绎，旨在将法治精神根治观众心里，让法治文化直

抵灵魂深处。

图片均为演出剧照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供图

□　刘卫国

　　

　　“别叫我科长，叫我技术科老牛。”老牛虽已故

去，但他这句话和他的人品及工作作风，大伙记忆

至今。

　　前几天，我因病住院调理，一位女病友得知我

的单位是西安铁路公安处时，向我打听起老牛及家

人的情况，大姐说她很感恩于“牛哥”，40多年前她

的工作及家庭都是“牛哥”一手帮她张罗的，没有

“牛哥”就没有她的现在。

　　病友大姐勾起了我对老牛的记忆。

　　老牛名叫牛崇东，是西安铁路公安处技术科原

科长。虽是科长，但老牛总是喜欢大家伙叫他技术

科老牛：“咱是从民警干起来的，科长只是一个职务

代号，说起来还是为大伙服务，没有大伙的支持，技

术科就是空架子，何谈科长之说，大家伙叫我技术

科老牛就行。”

　　老牛比较谦虚，但对工作很敬业。

　　第一次和技术科老牛打交道，是20世纪80年代

末90年代初。当时我在西安铁路公安处武功车站派

出所当民警兼任刑事技术员，大量的工作是收集各

类违法犯罪嫌疑人或有前科人员指纹信息及拍照，

需要大量的黑白胶片、照相纸及冲洗胶片、图片的

药剂。领取这些东西，需要科长把关，第一次我去公

安处领取，也是我和老牛第一次打交道，老牛对我

说：“我知道你，刚从部队回来，在报社干过，自己冲

洗过照片。现在单位经费紧张，360胶卷就不给你

了，但大盘胶片我绝对保障，你回去自己暗室操作，

D76和D72显影及定影粉包装的也不给你了，有点紧

缺，但我能保障你自己回去所用的自配材料，再给

你配个称量的戥子，你有这方面特长。”

　　其实对于当时的我来讲，自己配方显影定影冲

洗照片是求之不得，正好发挥了我的专长，自己冲

洗出来的黑白照片，毕竟层次感更好些。在武功车

站派出所干了近一年，老牛对我很照顾，时不时打

电话问候，当年我建立情报资料档案最多，被评为

年度“优秀情报资料技术员”。

　　之后我便调到了西安铁路公安处宣传科任宣

传干事。正赶上要采写一起民警与歹徒搏斗中遭枪

杀的案件，真正认识了“技术科老牛。”

　　1991年3月19日凌晨，孟塬车站派出所民警廖光

友在追捕歹徒“猴子”时不幸中弹牺牲。歹徒王满平

（外号“猴子”）被击毙，案件告破，专案组召开会议，

研究立功受奖事宜，老牛带着他的团队却依然在进

行技术勘查。这个时候，他麾下的一位老民警突然

说：“击毙歹徒，我们也有功劳。”老牛瞟了这位老民

警一眼：“有没有功劳专案组自有定论，咱干刑事技

术的要把咱的职责搞清，固定犯罪证据是咱技术人

员的首责。”

　　优秀的父亲总会培养出优秀的儿子。和牛崇东

的儿子牛全利打交道是在2016年。

　　当时我在西安西站派出所任教导员，适逢西安看

守所编制解散，牛全利调到西安西站派出所。小牛不

善言谈，但很实诚，工作极其认真，到派出所一年时间

就和同事们抓了12名网上逃犯。突然有天早上，正在派

出所组织民警和巡防队员训练的小牛请假，说回家有

点事。两个小时后，小牛打来电话说他母亲不在了。为

了让他安心工作，他的母亲一直隐瞒病情。

　　“旅客再小的事都是大事，咱把旅客的事不当

回事，旅客把咱也就不当回事，公安工作离不开百

姓的支持，所以百姓就是天。感觉能为群众排忧解

难，自己是幸福的。”30年，牛全利帮助了多少旅客

他自己也不知道，但他知道，亏欠妻儿很多。他说：

“孩子小时候总说，大年三十陪他看春晚，大年初一

初二陪他去走走亲戚，我没有实现孩子的愿望。从

警30多年了，我热爱这个职业，立过功受过奖，但是

对家庭的亏欠也是成正比的。孩子已经习惯了，可

能孩子现在已经大了，知道了我的工作的性质，我

觉得没有辜负我身上穿的这身警服。”

　　

（作者单位：西安铁路公安处）

漫画/高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