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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晓炜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句名

言父亲常挂在嘴边。父亲这么说的也是

这么做的，几十年来慎终如始、经年

未改。

　　父亲当过兵，5年部队培养锻炼，使

他对我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党员干部

走群众路线，遇到困难和问题，问需于

民、问计于民的做法，视为工作生活的

“法宝”。

　　父亲从部队退伍后，回村当了民

兵连长，针对过去活动开展不经常、人

员参与热情不高等问题，农忙之余，他

跑遍11个生产队，走访53户民兵家庭，

面对面倾听群众的心声。经过“身入”

又“心入”的调查，父亲很快找到了症

结——— 此项工作流于形式，与缺乏有

效奖惩措施有关，也受人员忙于生产

劳动、精力顾不过来等因素的影响。父

亲跑乡里、找村里，在寻求各级支持的

前提下，抓住农闲空档期，组织连队热

火朝天展开各项活动。你还别说，在父

亲的带领下，连队不论是执行急难险

重任务，还是参加上级组织的比武竞

赛，都交出了“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

合格答卷。

　　后因家境原因，父亲外出打工。打

工期间，父亲照样不忘调查研究。当时

工地疏于管理，工具总是隔三岔五丢

失，老板十分伤脑筋。父亲通过深入调

查，发现工具丢失主要是员工使用随

意、以工地为家意识淡薄造成的。于是，

他建议将所有工具重新分类登记，哪个

人使用哪件工具，贴上标签，方便早领

晚归，从源头上堵住错拿乱丢的漏洞。

父亲的建议令老板激动不已，逢人便

说，今后让这样的员工来看管工地俺

放心。

　　前些年，三弟信心满满地大搞养

殖，由于缺乏经验和对市场风险评估

不足，几乎是养啥赔啥。父亲看在眼

里，急在心上，利用到省城带母亲看病

的机会，意外发现家乡沟渠里那不起

眼的龙虾竟然是城里人舌尖上的最

爱。他乐呵呵地到菜场与商贩们交流，

得知进入旺季，一虾难求现象时有发

生。父亲喜出望外，带着三弟远赴江

苏、湖北等地“取经”后，也养起了龙

虾。出乎意料的是，两亩虾塘当年就喜

获丰收。摸着鼓起来的钱包，三弟对父

亲钦佩不已，说父亲种田是个“老把

式”不说，连养龙虾也是行家。而父亲

却语重心长地说：“生活中遇到的困

难，只要主动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

教，向智者问策，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

的‘金钥匙’。”父亲的教诲三弟牢记心

间，此后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学着父

亲的模样，坚持搞调查研究。

　　母亲病逝后，我把父亲接到了身

边，原以为年逾古稀的父亲，从此可以

安享晚年、享清闲，谁知为了让我和妻

子工作上无后顾之忧，做家务、接孩子，

他照样忙个不停。尤其是在一日三餐

上，为了确保一家人吃上可口的美味佳

肴，每到周末，都雷打不动拿出小本子，

从菜的口味、主食的加工、水果的选购

等，耐心征求意见，精心制订食谱，既解

决了全家众口难调的问题，又让喜欢挑

食的年幼孙女，餐餐吃得健康营养。

　　如今，开展调查研究已成为父亲的

一种习惯、一种态度，融入人生的方方

面面，渗透到生活的角角落落，更让子

女们获益匪浅，享受一世、温暖一生。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

委政法委）

漫画/高岳  

□ 讲述：薛瓛

□ 整理：董少举

　　

　　作为派出所民警，有时会遇到一些十分棘手的案件，表面看起来扑朔迷离，

一时之间让人感到茫然失措，无从下手，但只要你用心揣摩，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其中的端倪，从而找到案件的突破口。

　　那天下午4时15分，我接到110指令：辖区一家水泥厂内，有群众丢失了新买

的自行车。我和同事小舒迅速赶到案发现场，报警人朱师傅见我们到来，立刻向

我们讲述了车子被盗的经过。

　　据朱师傅介绍，前一天早上7点，他像往常一样来厂里装车送货，自行车就停

在水泥装载车间旁边的小巷子里，由于当时走得匆忙，车子没有上锁，下午送完

货回来时发现车子不见了，本以为是被同事骑去遛弯儿了，但等了一天也没见有

人送回，自行车是刚买的品牌赛车，价值2300元。

　　了解完事情经过，我们在案发现场转了一圈，虽然在装载车间附近发现了一

个视频监控，但经过查看，摄像头根本拍不到案发的小巷，也就不能给我们破案

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既然这个监控看不到，咱们就查南门的监控吧，厂里虽然有两个门，但东门

平时只进不出，犯罪嫌疑人偷车后只能从南门出去。”小舒向我提出建议。

　　这个想法和我不谋而合。于是，我们调取了案发时间段南门的监控视频仔细

查看，却根本没有发现朱师傅自行车的踪影。难道是我们判断有误？犯罪嫌疑人

反其道行之，偷偷从东门溜走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又查看了东门的监控

视频，结果依旧毫无所获。

　　“这么大个自行车难道长翅膀飞了不成？”小舒一脸疑惑地看着我说。

　　我想了想，向小舒问道：“嫌疑人偷了车，如果不想在出门时被人发现，那么

他会用什么方法把车子弄出去？”

　　“只能装在汽车上拉走，而且得找一辆大车才装得下。”小舒略一思索回答说。

　　“对，查车，尤其是出厂的大车。”我接着说，“一直以来我们只把注意力放在

寻找自行车上，根本没有注意过出厂的车辆。”

　　我们又仔细地回看了一遍视频，9时20分，一辆拉水泥的大货车引起了我的

注意，当时天气很好，并没有下雨，所有出厂的水泥货车的车斗都没有用东西覆

盖，而这辆货车却用遮雨布将车斗盖了起来，遮雨布的前半部十分平顺，但后半

部靠近车尾处却有一大块明显的凸起。

　　“你看这里像不像藏了什么东西？”我指着凸起的地方问小舒。

　　“确实有问题。”小舒也看出了端倪。

　　“你查一下驾驶员的身份信息，我去查车辆的行驶轨迹。”我看到了破案的希

望，说完便和小舒分头行动起来。

　　一路追寻大货车的行驶轨迹，我通过监控发现车子在送完货后，并没有返回

厂里，而是直接开去了十几公里外的一个居民小区，车子停在路边，一名男子下

车后，手里提着的正是朱师傅丢失的自行车！与此同时，小舒也查到该驾驶员正

是朱师傅的同事李某。

　　接下来的事情顺理成章，我们在李某家找到了被盗的自行车返还给了朱师

傅，李某也为自己的“一时疏忽”付出了代价。

　　

　　（作者单位：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淮舜分局）

丢失的自行车

□ 刘卫国

　　

　　过年的时候，家里都会来拎着糕点水果的亲戚。午餐聚过之后，寒暄一阵亲戚便

要走，母亲总会将自己提前准备好的花馍、腌制的酱菜整理成大包小包地让亲戚们

带走。景小文那时候还小，不懂为啥还给亲戚们带东西，母亲说：“这叫‘回礼’。”

　　母亲说“回礼”是尊重，是传统，简单点说就是祖辈传下来的一种习俗：“常言

道，礼尚往来，亲情如拉锯，你来我往，亲戚来了拎着大包小包的，如果咱不回礼，

亲戚会再和咱们来往吗。”

　　时光如梭，十来年过去，景小文警校毕业，通过国考当上了渭河之南某火车

站派出所的一名民警，被分配到灞水源车站警务区。

　　初来乍到的景小文深知，警务区就“一警一保安”，辖区点多线长，且多在山

区，治安情况复杂，不过警力有限民力无穷，要做好铁路沿线警务区工作，群众是

关键。于是景小文带着保安队员在辖区开展群众走访工作。

　　灞水源车站警务区虽地处灞水源乡，但与乡政府相距10多公里。车站附近有

个小通坊村，村里有位王大爷引起了景小文的注意。王大爷的儿子前几年在外打

工落下残疾，如今儿媳仍在外地打工。古稀之年的王大爷老两口在家既要照顾正

在上小学的孙子孙女，还要照顾卧床的儿子。景小文还发现，由于小通坊村位于

半山坡，没有商业网点，村民们买个东西都不方便。于是，他每次休假回省城都会

给王大爷的孙子孙女买点作业本、铅笔等学习文具。

　　不知不觉一年多过去，景小文和王大爷一家熟络起来，王大爷觉得自己又多

了一个儿子。遇到春节、端午、中秋等节假日，单位发的米面油、粽子、月饼，甚至

冬季发的劳保用品，景小文一股脑全给王大爷家送了过来。王大爷知道景小文和

保安在警务区自己做饭，便经常从自家菜地里拔些青菜、挖些萝卜、摘些豆角送

过去，王大爷说这是我们这儿的习俗，叫“回礼”。后来，但凡知道景小文要休假回

省城，王大爷总会送去一些山里自家种的核桃、拐枣让他带回家，景小文执意不

要，王大爷还是那句话，这是“回礼”。执拗不过，还是带上了，休完假回来，景小文

给王大爷一家又买了好多糕点、水果和学习用品，景小文调皮地对王大爷说：

“回礼。”

　　眼见到了春节，小偷也要过年，是辖区一年的案件高发期，景小文自然不敢

掉以轻心，和保安队员加大了辖区的巡防力度，尽管如此，还是发案了，辖区某内

部单位仓库价值万余元的电缆被盗。景小文在现场提取到一枚“山茶花”牌香烟

的烟蒂。

　　3天过去了，排除内部职工作案嫌疑。但案件毫无进展。寒冬，山里的风冷得

刺骨，地上的鹅卵石都能冻裂。景小文和保安队员又来到王大爷家，围坐在火炉

旁取暖，无意中谈起电缆被盗案。

　　“我知道，肯定是邻村的‘小九娃’干的，以前在灞水源镇上偷过东西，被当地

派出所处理过。这货抽的就是‘山茶花’，昨天我还见他穿了身新衣服，哪来的钱？

我就觉得怪怪的，偷电缆肯定与他有关，没想到偷到铁路上了。”王大爷说。

　　景小文迅速将线索向派出所所长作了汇报，派出所和刑警队立即传唤“小九娃”。

“小九娃”拿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凭啥就因为一个烟头怀疑我。询问就这

么僵持了数小时，经过一番较量，“小九娃”最终还是交代了其同伙和销赃地，很快其同

伙和收购电缆的废品收购站老板也被抓获，被盗电缆悉数追回。

　　案子破了，自然得感谢王大爷。景小文拎上单位春节发的米面油等慰问品，

又来到王大爷家。见景小文来了，王大爷一家乐得合不拢嘴，赶忙拿起袋子要装

杀好的大公鸡，说这是“回礼”。

　　“大爷，大公鸡就免了，等大年三十我来咱家看春晚。最主要的，是根据您老

提供的线索，我们破了案，抓住了盗贼，确保了辖区的平安，这才是对我最大的也

是最好的‘回礼’。”

　　景小文懂得了母亲所说真正意义上的“回礼”。

　　

　　（作者单位：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公安处）

回礼

□ 刘兰根

　　

　　故乡的柴垛像一幅画面，经常跃入我的

脑海。

　　我家的土场在村口。每天出村进村，看

到高高的麦秸垛，心里特别舒畅。麦秸垛快

用完的时候，新的一年麦收开始。父亲对于

堆麦秸垛很是讲究，一定要用铁叉压了又

压，圆了再圆，还要蹬梯子上去踩上几次，够

瓷实了，开始在顶部盖上一层土，抹上厚厚

的黄泥，这样的麦秸垛经过一年的风霜雨雪

都不会“漏垛”。高而圆的麦秸垛既是一家收

成的展示，也是父亲手艺的展示。父亲对麦

秸垛很是满意，他坐到树底下，点燃一根烟，

不断和来来往往的村人们打着招呼，和旁边

的人说着这一年来撒了多少麦种，用了多少

化肥，浇了几遍水，耧了几遍地。

　　这麦秸垛就是一个麦子收获的大句号。

父亲母亲终于可以缓一口气，播种秋玉米和

谷子了。

　　秋天的玉米秸不用码垛，倚墙晒干就直

接用铡刀铡成寸长的草料了。谷子轧过场

后，谷秧长而有韧性，一大部分也是被铡成

草料，留取一部分秧长而韧的，堆一个小谷

垛。这个谷垛是有用处的，霜降前用来捆白

菜，夏收时节用来捆麦个子，特别好用。

　　晒好的玉米核母亲用砖头垒了一个圆

形的池子，上面再压上砖头防雨雪。家里每

年种不到两亩玉米，玉米核并不是很多，母

亲对这些玉米核有专用，冬天的煤炉子经常

会灭，母亲要用玉米核引火，母亲经常会说：

“心急吃不了煤火饭”，那几块煤饼的火焰刚

上来燃烧一会儿，又到了需要添煤的时候，

添上新煤后，火焰又迟迟上不来，那锅很长

时间都开不了，见我们等得着急，母亲便不

时往炉膛里塞两个，火焰很快便升高了，那

口钢精锅也很快熏得黑黢黢的了。

　　立冬时节，棉花柴拉回家，这是一年里主

要的柴火。房前有块大的空地，父亲把棉柴码

成了两个垛，垛上方是大的柳树冠，有防雨的

功能。棉花是经济作物，这个棉柴垛也能看出

一家的日子是瓷实还是紧巴。高而大的棉柴

垛像是一道招牌，上面的棉桃壳内膜都薄得

透亮，闪着光泽。每一天我负责拿够当天的柴

火，抽出一根一根棉花柴，直到那柴垛越来越

小，最后经风吹雨淋，成为一堆碎屑时，新一

年的棉花柴又拉回来。柴垛虽高，一年用来烧

火做饭却有些不足。母亲勤快，用乡人们的话

说就是“不扔功夫”，荒地的野茅草，母亲在夏

天三天两头砍回来，晒在院子里。秋后母亲就

去搂树叶，北风呼啸的冬天，母亲去捡刮下来

的枯树枝。勤俭持家，日积月累，柴火充足，母

亲的心里才踏实。

　　村里的土场多，柴火垛多，大大小小分

散各处，每一座柴垛都有一户主人，堆在户

外，谁家也不会拿错。

　　柴垛旁有夏天雨后的蘑菇，有开出的牵

牛花，有捉迷藏的孩子，飞来飞去的成群的

麻雀，柴垛是一道风景，一个乡村的符号，曾

经蕴藏其中的一个个故事的情节，时隔多

年，终成往事。

　　

　　（作者单位：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委政

法委）

故乡的柴垛

□ 牟伦祥

　　

　　挑粪对农村孩子来说并不陌生，它是个

重体力活儿，一般要成年之后才能胜任。可

是我家因为人多、贫困，十三四岁的我就开

始学挑粪。

　　初一暑假期间，父亲为我准备了一根扁

担、两只小粪桶，给生产队田里的棉花施肥。

我身体瘦弱，一担粪只能勉强挑起来，不懂

换肩，在田埂上要走一公里多才能到达目的

地，显得有些吃力。实在挑不动了，找一块平

地安放粪桶，然后将扁担从肩上卸下来，歇

歇气。初出茅庐，还没有掌握挑粪技巧，扁担

一挨肩似乎就要往下滑，只好缩着脖子往前

一阵小跑，结果粪水像在桶里荡秋千，几乎

一半溢出桶外，许多粪水沾到我衣服甚至脸

上，骄阳一照，臭不可闻。

　　我扭头悄悄抹眼泪。乡亲们见状，告诫

我挑粪注意事项：行走步子不宜太快，也不

宜太慢，学会以肩膀为中心，左肩累了换到

右肩，右肩累了换到左肩，一左一右，交替承

担。最后还特地交代，为防止粪水泼洒到身

上，在粪水上面放置两片南瓜叶保持不

动荡。

　　我笨，一时半会儿学不会，与我同龄的

小伙伴进步快，经常得到大家表扬。为不丢

面子，我挑着半担粪躲到没人的地方，再往

粪桶里加水，等挑到田里时看起仍是满满一

担。可是，我这点小聪明哪瞒得过乡亲们的

眼睛。他们说：“你这担粪掺水后肥力不足，

种庄稼就跟你上课学习一样，不踏实、踩假

水，你哄它、它哄你，不会有好收获。”我无地

自容，只好老老实实地挑。

　　土地承包到户后，我除了在校加倍努力

学习外，一有时间就帮父母挑粪，从实践中

积累经验、摸索技巧。慢慢地，我学会了

挑粪。

　　最苦最累的当数挑苞谷粪。家里的地全

在山坡上，一担粪挑起朝上爬，很难找到歇

脚的地方，没有体力是挑不上去的。苞谷从

播种到收获，至少要挑三次粪。当苞谷苗进

入抽穗扬花期时，要挂玉米棒了，这次施肥

最关键，也最艰苦。

　　挑粪须晴日。烈日高悬，如洗的天空没

有一丝云彩，蝉儿躲在树梢声嘶力竭吼叫，

一颗汗珠掉在青石板上摔成八瓣。我鼓劲挑

起一担粪，一步一步往前走，很快担子压得

我喘不过气来，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但

还得咬牙坚持。

　　记得有一次我挑粪爬逼仄的“之”字形

山路，桶底在山石上一碰，人失去重心，“哗

啦”一声，一担粪从肩上掉下来，粪桶滚向老

远摔得稀烂，大粪沾湿一身，我欲哭无泪。即

或小心翼翼挑到玉米地里，稍不注意，玉米

叶似刀锋一样划过脸庞，汗水流下来钻心的

疼。防不胜防的还有，长长的玉米叶不经意

间伸进了粪桶，挪步下粪，叶子沾着粪水一

下涂扫在脸上甚至嘴角，此时已忘记了脏和

臭。无形中，我对“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时光像一叶轻舟，不知不觉飘去老远。

如今农村很少见到挑粪的身影了，而我挑粪

的经历，却始终无法从记忆中抹去，那一颗

颗摔落而下苦咸的汗珠，永远成为我在人生

道路上负重前行的不竭动力。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

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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