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３年9月17日　星期日
编辑／张红梅 高燕　美编／高岳 校对／张学军 邮箱：fzrbsqb@126.com

□　曹醉竹

　　

　　老家村口有一座老桥，小的时候常走。这

几年单位组织检察干警进网格，我恰好分到了

本村，在走访和宣传的时候常常从桥上走过。

前几天参加防范养老诈骗专题法治宣传，看到

几个孩子在桥下玩耍，几个老人在桥边聚在一

起，我不由得停下脚步，坐下来和老人们聊天。

　　老桥是砖桥，到现在已经用了30多年，用

的时间久了，原本青砖铺成的桥面覆盖了一层

厚厚的泥土，不太看得到本来的样子，倒是几处

常年重压突起的地方，还能看到缺了边角的砖

块。水泥做成的栏杆也没有了当年的厚实，有几

处断裂，栏杆底部的周围长满了长长的青草，很

有点岁月沧桑的感觉。桥下的河道边，在我儿时

还不算高的树已经长大，在河道两边撑起了连

片的阴凉，给人们提供了休息的去处，也给钓鱼

人遮住了火辣的太阳。为了方便出行，在老桥前

面不远的地方，又建起了一座新桥，现在人和车

大多从那里走了，这老桥便清寂了下来，成了一

个休闲的去处。

　　老桥的前身是一座木桥，踩上去会吱呀

作响。大约是我小学的时候，木桥终因老旧被

拆除，随后修了这座老桥。老桥是采用拱桥的

形制，一个大的桥拱跨过脚下的小河，大桥拱

的两边肩上分别排列着由小到大的三个桥

洞，最大的那个桥洞便是儿时玩伴们的秘密

基地。到路边的庄稼地里掰几个玉米、挖几个

红薯，点一堆柴火烤熟，或者是摘上几个瓜

果，便能在桥洞里玩上半天。长大后，大家各

自外出求学工作，偶尔相聚的时候，聊到这

些，依然充满温暖快乐。

　　当年老桥脚下的河面很繁忙，船只往来

不绝。村庄是水乡，家家户户的后门打开就是

河道，各家的船便拴在台阶旁的石墩上，平时

去镇上买些东西，或者到河里打几网鱼，都是

用它。最开心的还是卖粮食，收获的粮食晒干

以后装进麻袋，整齐地码进船舱，长篙一点，

船便向镇上的收购站行去。这个时候我很乐

意跟着，躺在船舱里成堆的粮食上，看着天上

的白云，想象着各种的动物形状，再翻到船头

坐着，把脚伸到水里，享受“劈波斩浪”的快

乐。一季的汗水换来收获，长辈也很开心，回

来的时候，我手里常常能多一些馋了许久的

糖果。现在一些人家的小船还留着，却已经很

少用到。

　　河水很清澈，九十多岁的爷爷和我聊起

这些的时候，便会特别的开心，在这里生活了

一辈子的他，对这条小河有深厚的情感。爷爷

说，这些年，河水治理力度很大，每天有环卫

车到村里拉生活垃圾，清理河道垃圾和水草

的船也常常来。河水清了，孩子们又能和我儿

时一样，在夏天捏着鼻子从桥上跳到水里玩

耍，奶奶从菜地里摘回来的菜也能顺便在河

里洗洗干净。正坐着，在河边玩耍的孩子们吵

着要抓小鱼，便各自跑回家拿个淘米的篮子，

一起趴在船头，把篮子浸到水里，等到小鱼游

进来再猛地一提，总能抓起来几条，拿个玻璃

瓶子装起来，再拔几根水草丢进去，又能玩上

好一会。

　　起身和村干部一起挨家挨户的走访，发宣

传手册，时间过得很快。夕阳西下，各家的炊烟

袅袅升起，老灶台柴火饭的香味飘来，也是该返

程的时候了，回头看看，老桥在河水和晚霞的映

照下闪着一层薄薄的光彩，那光彩像极了长辈

们当年送我远行求学的目光。

　　

　　（作者单位：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检察院）

漫画高岳

□　杨祖友

　　

　　刚刚经历过烈火般骄阳洗礼的巢湖，天空变得高远起来，明朗柔润

起来，空气也变得爽利起来，并日渐呈现出另一番景致来，最具代表性、

最为突出的就是这天空中的云。

　　故乡的云是纯粹的。日出东山，薄如蝉翼的白云在瓦蓝澄碧的天空

中，漫无边际，无拘无束地飘动着，其色泽是鲜嫩和澄澈透亮的。太阳渐

渐地升高了，天越变越蓝，云越变越白，白与蓝那样的纯粹，呈现一种锐

利的姿态。

　　故乡的云是多姿的。经过上午太阳的烘烤，不知什么时候，天上出

现了朵朵如棉絮状洁白的云团。在风的催动下，它时而若散落的羊群、

盛开的莲花、狰狞的怪兽、负重的骆驼、叠罗汉状威武的雄狮；时而若拱

手的佛雕、起伏的山峦……千姿百态，美不胜收。此时，无垠的天幕就好

似一只变幻莫测的万花筒。

　　故乡的云是多彩的。随着时光静悄悄地流逝，忙碌了一整天的太阳

将隐身退去。你看，从准备下山的那一刻始，它将自己最为美艳的光亮

吐出来。不久，满天的云就被熏染成了浓浓的瑰丽。这爆表的“颜汁”从

空中一泻而下，流淌到了巢湖湖面上、居民家的房顶上，陶醉了飞翔的

鸥鸟，陶醉了捕鱼的人家，也陶醉了每位巢湖人心中追求美好生活的那

个梦。

　　啊！故乡的云，怎生一个“美”字了得。

　　

　　（作者单位：安徽省巢湖市公安局）

故乡的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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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喜祖

　　

　　时光，是一只神奇之手，虽然看不见，摸

不着，却无时不在裹着你，推着你……风从时

光隧道吹了过来，撒下了春夏秋冬，人世间贴

上了岁月的标签，便有了起起落落，坎坎坷

坷，生生死死……

　　有了时光，便有了岁月，从此开启了白天与

黑夜的轮转，进入了一个称之为四季的年轮里。

　　“春风又绿江南岸”，叶芽鹅黄，杨柳流

苏；夏日来至，绿色如茵，蝉鸣莺啼；秋来倚

窗，桂花飘逸，层林尽染，金风玉露；冬日踏

足，玉米金黄，玉树琼枝，万籁俱寂……无论

是季节如何轮转，这世间都可以任由清风携

来花香阵阵，轻拂心弦；窗外的景致，轻舞飞

扬，在凝眸里幻化蔓延。这些变幻着温度的一

年四季，是时光赐予世间的岁月轮回，还是时

光用以修饰自己的霓裳？抑或，那掉落人间的

锦缎一片片？

　　时光抚摸岁月，岁月染指人间。屋檐下，

编织出几多世间的故事；田畴中，总有蛙鸣稻

香；指尖上，时有岁月尽染的发丝，梳理着流

逝的思绪，一帧帧翻阅。

　　红尘里的故事，其实就是用情感织就的

思念，荼靡着日子的那刻度光盘。在不经意的

瞬间，看得见深深浅浅的忧伤，跨过矜持惆怅

的边缘，依然执守着点滴的过往，执念着消失

在一段日子里定格的温柔与温暖。尽管你，胡

子里长满了故事，褶皱中填充着无尽的辛酸；

所有的事，都成为一段人间过往。

　　时光脉脉，从容不迫；历练岁月，碾压蹉

跎。因此，有人说，时光最伟大的贡献，就是赏

赐了岁月，雕塑了人类，撰写了凡间。但它却

碾磨了人的筋骨，也锻造物之伟岸。

　　时光检阅了世间万物的沧海桑田，此长

彼消，分分合合；检阅了烟火人间的继往开

来，传承有序，丝丝缕缕；收纳了宇宙间的离

合纷争，磨炼砥砺，抚平创伤，绵延时间，曼妙

世界，又推演未来。

　　在人间烟火中，如果你喜欢春，春就犹如

一古风美人，娴静淑雅，举止端庄，一颦一笑，

皆有韵味，一顾一盼，皆是风景。如果你欣赏

夏，夏就是阳光丰盈，一地丰茂，汗水里有了

期盼，世间中熬就一份成熟，羞涩的笑容藏在

眉眼之间；假如你喜欢秋，秋就犹如一阕诗

词，里面有大雁似雪，有月光如水，有星斗璀

璨，句读中透着风雅颂，行行写满雅致华章，

让人读来不忍释卷，可以让时光不禁慨叹；倘

若你爱上冬，冬将皑皑白雪歌唱，寂静而美

丽，将骨子的清奇，幻化成绵延的辽远与空

旷，将孤独的身影，集约成来年春的勃发。

　　时光，犹如丹青妙手，把一山一水，涂抹

成人间仙境；将一草一木，抒写空灵诗意与唯

美诗行；让一丝一缕的光阴，组合的严丝合

缝。不管是沧海桑田，还是时代迁延，时光都

无不染指……在时光的麾下，一切都是一场

新生与重构，归去来兮，且指引未来。有谁，能

够达到时光的如此造诣？

　　于是，时光劝慰岁月：余生安好，不与自

己做无谓纠缠，不与命运一决高低。做人做

事，知足常乐，谦卑和合，尽心尽力，随缘起

止，无妨随遇而安。你性格开朗随和，愉悦的

是自己的生命，一天需要好心情，随和随缘，

日积月累，你收获的将是一生的幸福与美满。

　　

（作者单位：福建省东山县人民检察院）

时光无尘

□　王军 恽晨

　　

　　杏花、烟雨、江南。在古典诗词歌赋和山

水画中，江南的优美胜景是文人骚客艺术表

现的常用素材，是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位于

长江边上的江南文化古城江苏省常州市孟河

镇，已经拥有2500多年历史文字记载，是“物华

天宝、人杰地灵”的鱼米之乡，并有“三吴重

镇、八邑名都”的美称。2014年3月被评为“中国

历史文化名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孟河还

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青

年运动领导人之一恽代英的故乡。

　　在孟河镇，有这样一群“追梦人”，他们始

终将人民群众放在心上，用自己的辛勤付出，

为小镇发展增添了一抹抹别样的色彩，他们

就是常州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孟河派出所的

全体民辅警。

　　我眼中的小镇“警”色是责任。

　　老顾，19岁参军，2000年退伍回到家乡后

便投身于公安事业，到现在已经整整23年了。

他用忠诚、担当、责任继续守护着辖区治安

稳定。

　　近年来，由于电信网络诈骗不断高发，被

骗损失更是触目惊心，老顾便扎根企业，开

展反诈讲堂、专题宣讲等，只为守护大家的

“钱袋子”。他所管辖的通江社区面积虽不算

大，但企业众多，人口复杂，宣传难度较大，但

是老顾说：“守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是头等

大事，再难也要去做，这是人民警察的责任与

义务。”

　　我眼中小镇“警”色是关爱。

　　4月的一天，派出所门口徘徊着一位精

神恍惚，穿着单薄的老人，在寒风中瑟瑟发

抖，民警小唐知道后，便立即放下手中事务

上前询问，但是老人言语含糊，表达不清，只

能大致地听出想回家，却无法提供其他有效

信息。小唐便将老人带回所里，给他送上热

水和面包，并不断地跟老人聊天，安抚老人

情绪。

　　为帮助老人尽快回家，小唐通过多种方

式查询到老人的身份信息，并及时与其家属

取得联系。很快，老人的家属赶到了派出所，

一再表示感谢。小唐还不忘叮嘱他们，老人年

纪大了，平时应多关心他们，可以给老人随身

携带一张身份卡，以防老人再次走失。

　　我眼中的小镇“警”色是守护。

　　民警小周，一名99年的年轻小伙，在接到

一起邻居闹事警情后，急忙赶至现场。到现场

后，发现一个老太太在马路中间放了把梯子，

老太太坐在梯子上，手拿一把菜刀正在挥舞，

情绪十分激动，周边全是围观群众，情况十分

危急。

　　经了解，老太太是精神病人，在这种情况

下，小周保持镇定，第一时间跟所里汇报情

况，请求支援。在维护现场秩序的同时，还不

断与老太太沟通，试图缓解老太太的情绪，让

老太太能够平静下来，等到所里支援赶到后，

小周乘其不备，迅速夺下老太太手里的菜刀，

解除了危机，守护了辖区的稳定和谐。

　　春花秋月，夏雨冬雪，一年四季皆美景。

火红的警旗，藏蓝的戎装，金色的盾牌，铸就

了人民公安的本色，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变

的是四季的风景，不变的是那一个个默默守

护这江南小镇的“警”色。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

小镇“警”色

□　郑永涛

　　

在人群中

有一支队伍青春飞扬

在盛世里

他们为人民筑起了铁壁铜墙

他们就是新时代的消防员

火焰蓝里淬炼出

青春最美的模样

赴汤蹈火 竭诚为民

永远守护人民群众的安康

火灾发生他们逆行而上

群众受困他们带来希望

警铃一响他们就是最快的救星

无论何时何地

他们都是最可靠的脊梁

训练场上

他们迅猛的身影就像风一样

理论学习

他们汲取知识的营养

满手茧子就是无言的勋章

良好的体能技能

就是冲破危险和灾难的曙光

他们都是钢铁战士

也是父母眼中的孩子

他们也有儿女情长

每一次休假都无比喜悦

每一次归队都万般惆怅

父母妻儿是他们最深的牵挂

铁血英雄也都有百般柔肠

不要说他们无所畏惧

每个人都害怕受伤

不要说他们不怕牺牲

每个人都惧怕死亡

所有的赴汤蹈火

都是为了带给人民平安和希望

为你们点赞

最美火焰蓝

向你们致敬

中国消防

　　

　　(作者单位：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消防救援大队）

致敬火焰蓝

□　邹艳艳

　　

　　有人说，旅行从来不是最美好的。只有当你从炎热和

疲惫中归来，回忆起一路见过的不可思议的景色，它才是

最美好的。对我来说那些初阅读时光就是如此，穿过岁月

的荆棘拼凑出人生最初的底色。那些贫穷而甜蜜的时光，

那些看书时又哭又笑的心绪，那些儿时与妈妈躲藏抓捕的

拉锯“游戏”，所有独一无二的时光与回忆，都是我来时的

路，似源头冰川，不断成全着全新的我。

　　感激与书的结缘，即使安居巴渝小城，未行千里路心里

却依然丰富充盈。那一抹抹书香背后所蕴藏的丰富人生，

仿佛也一一映射于我身，为看似平淡的生活带来一份诗意

与豁达。

　　童年因生活在部队农场，家里能定期领到解放军报。

爸爸常把那些报纸糊在墙上，以挡住全年四处弥漫的灰

尘。没事时，我就坐在床上静静地读着墙上报纸里的新闻。

有时候，报纸贴反了，也要歪着脑袋去读。看着一个个美丽

的文字，觉得无比幸福，却又孤单得无人交流。

　　那时候，物质是如此的匮乏，而心灵对书籍和知识的

渴求却是人生任何阶段也难以企及的。还记得有一阵我和

姥爷都陷入“书荒”，姥爷突然拿到一本已经破旧的“新”小

说《东方》，坐在床上抽着烟斗津津有味地看起来。我眼巴

巴地坐在床边，任烟味呛鼻，也不肯离开。面对倔强的我眼

里的渴求，姥爷实不忍心，就把书拿给我先看了。我一个人

窝在家里静静地读着，时而哭时而笑，伙伴们喊我去抓鱼

我充耳不闻，妈妈喊我吃晚饭我也丝毫不觉得饿。犹记得

那本《东方》书皮破旧不堪，书尾也掉了好多页。就是这样

一本书，却让我细细回味了好多年，一直在不断地猜想没

有看到的结局。

　　在当时的我眼里，但凡是带有文字的纸张我都极其

感兴趣。拿到一本书时，总是想一口气看完，不然连觉也

睡不好。在那个应该读课本写作业的年龄段，我所读的许

多武侠小说都被爸妈贴上“不务正业”的标签。面对妈妈

的监督，我试过悄悄打着手电筒藏在被窝看，藏在后院的

芦苇丛看，但总能被捉住。如此种种，我们就像和彼此之

间的拉锯游戏，乐此不疲，直到度过初中生涯我离家

上学。

　　今天看来，那段岁月对我最大的助益，是不知不觉间

使阅读成了一种习惯。这使得一向不爱交际的我也从不觉

得内心单调、生活乏味。在书页翻动、神思游走之间，已经

实现了与世界和他人的连接。

　　如果说任何一种兴趣爱好在超乎常人的热爱之下，都

饱含着一份不可言说的默契与顿悟，那书籍更是有着神奇

的力量，在心与心之间微妙连接。童年往事大多模糊，但那

些沉醉书海的初阅读时光却深印心底，永不磨灭。

　　

　　（作者单位：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

初阅读时光

□　胡杰

　　农妇倒车时一慌乱，农用三轮儿脱离路基，直接滑向坡下。农妇急

忙跳车逃生，车却一路向下，直到卡在了树林中。农妇无力把车弄上来，

只好向派出所求助。王再贵和两位同事闻讯赶到，奋力将车从灌木丛中

弄出来，并且半推半抬，弄到山坡上。农用车失而复得，眼前的三个小伙

子却累得大口喘气，警服都让泥土、汗水弄得脏兮兮的。农妇很感动，一

句整话都说不出来，就知道眼泪哗哗地流。

　　时年27岁的王再贵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公

安局台盘派出所的一名辅警，型男一枚。他的肌肉与他的人生，都和篮

球息息相关。

　　王再贵是台盘乡棉花村人。因为父亲在台盘村的林业站上班，他打

小其实是在台盘村长大。9岁时，一只篮球突然从天而降，狠狠砸中了他

的脑袋。王再贵哇哇大哭，等抹干眼泪，却自此关注起篮球来。

　　篮球在台盘村可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村上的第一代篮球运动员，甚

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据说，篮球最早是被人传到了水陆码头、

黔东南当时的州府镇远县。有在镇远做事的台盘村人，把篮球带回了村

寨里。每年农历六月六，水稻抽穗之际，便是苗族的吃新节。吃新节这天

在台盘村开哨的篮球比赛，可是苗族人口占98%、有“天下苗族第一县”

之称的台江县村寨间的一桩盛事。篮球联赛正值盛夏酷暑，比赛从下午

5点左右开始，一直会进行到凌晨三四点。视参加球队数量，比赛会进行

七八天至半个月不等。最火的时候，有两百多支球队参赛，十里八乡赶

来的观众也会通宵为自己的球队呐喊助威。为了参加这一年一度的吃

新节篮球联赛，台盘村现任村主任岑江龙就曾经4次从广东辞职回来，

打完球，再回去重新找工作。

　　王再贵迷上篮球后，父亲给他买了第一只篮球；他在外打工的堂

哥给他买了一套与易建联在NBA雄鹿队同款的9号小球衣。从此，王

再贵无论在哪儿参加比赛，都身披9号战袍。因为篮球打得好，初三

考高中，他得以进了黔东南最有名的凯里一中。作为校队主力，他代

表黔东南州，参加了贵州省高中生联赛。大一时，他参军入伍，成了

一名侦察兵。此间，身高只有一米七三的他，还代表旅里参加过集团

军的篮球赛。

　　退伍后，王再贵继续完成了学业，然后考进台江县公安局当辅

警。这位武装越野赛拿过全旅第三名的侦察兵，被分配到了“有些

危险”的禁毒大队。这时候，除了自己打球，王再贵高中时就尝试

过的现场解说，便有了充分发挥的空间。和专业的篮球解说不一

样，王再贵是普通话、台江方言加苗语，以搞笑和烘托气氛为能

事。如此一来，他就成了吃新节篮球联赛的一道风景。若是哪天他

嗓子哑了不能解说，有的球迷看上一会儿，就会失望地转身离去：

“唉，王再贵没在！”

　　王再贵在线，热闹就升级。有球员跑得飞快，他给人家起名“法拉

利”；身体壮的，他叫人“熊大”。有个球员身手了得，弹跳力出色，连摘几

个篮板。王再贵不仅拿着话筒装模作样地追着看人家的腿，还当场宣

称，人家的腿上装有弹簧，并送人家一个“UFO”的外号。这位球员偏又

长得帅，他就煽情地告诉现场女球迷们，哪个女孩子要是成了“UFO”

的女朋友，他是可以跳起来给她摘星星、摘月亮的噢！

　　有个小个子球打得特别好，人丛中钻来钻去，泥鳅一样防不住。王

再贵不称他为泥鳅，而封他为“奥索”。奥索在苗语中是指小辣椒。贵州

人吃饭，离不开蘸料。王再贵声称，用这位“奥索”做成的辣椒面，恐怕会

辣得人不敢拿来当蘸料的。

　　节日里，苗族同胞有斗鸡、斗牛和斗狗的传统习俗。比赛助威时，他

们会一起发出“呜……”的声音。王再贵把它引进了篮球赛里，他一说

“一、二、三”，现场成千上万观众就会一起发出“呜”声来，直接让球场的

气氛达到沸点。

　　2022年夏天，台江的吃新节篮球联赛被人发到网上，瞬间火遍全

网。“村BA”，就此成为台江的一个新名片和新民俗。全国各地的球迷、

游客都往台盘村涌。这下，村上的小吃店、小旅店，半个月就能挣出平常

一两年的收入来。“村BA”一火，王再贵也成了网红。他的抖音直播开上

一小时，就会有两万多粉丝跟着看。

　　当然，也有人对他有意见。台盘村有位球员打组织后卫，此人皮肤

黝黑，又矮又壮，场上横冲直撞，势不可挡。王再贵送他个外号叫“野

猪”，组织后卫觉得难听，找他交涉。王再贵脸一板：“难道‘野猪’还不够

霸气吗？”民间有“一猪、二熊、三老虎”之称，果然，这位外号“野猪”的球

员广受球迷的喜爱，网上竟收获了几百万的粉丝。

　　王再贵解说篮球，可没敢耽搁本职工作。在禁毒大队工作时，他凌

晨3点多结束解说，怕回家睡觉会睡过，干脆就开车回县局，在车里睡到

天亮。今年初，落实退伍军人安置政策，局里给他转了事业工勤岗

位，调他到台盘派出所工作。“村BA”开赛，县上的融媒体中心专门

跟公安局商量，借调王再贵当了“气氛组”的组长，专事“村BA”解

说。组长是他，组员又有谁呢？原来，他的组员就是那些成千上万跟他一

起喊“呜”的球迷们。

　　尽管场上解说时穿着便装，但王再贵却始终把警服穿在心里。不光

要拿着话筒提醒观众骑摩托不能饮酒，散场时不要拥挤，还成为执勤民

警与村民沟通的一座桥梁。看“村BA”不需花钱，却需要刷身份证。有些

没带身份证的台盘村民，就会和省里抽调来执勤的学警发生争执。王再

贵一来，三言两语，这种粗喉大嗓的吵嚷就能轻易化解。谁让村民与民

警都没拿他当外人呢！

　　

　　（作者单位：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

王再贵与他的“村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