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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晓炜

　　

　　20世纪80年代，家乡的物质条件还比较匮乏，加之家家户户子女较

多，孩子们入学相对较晚，差不多到了八九岁才去上学。有一天，我带着

弟弟正准备去河滩放牛，父亲郑重地对我说：“今儿是开学的日子，等下

去奶奶家借条合适的凳子，到学校报个名，以后你就是小学生啦！”父亲

的话，令我甭提多开心了，因为同龄的孩子早已入学，可我要照看两个

年幼的弟弟，迟迟未进学堂。

　　那时，家里虽然穷，但是几条板凳还是有的，父亲为何还说去村头

奶奶家搬凳子？正当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时，从小一起玩耍并且已入

学的几个小伙伴听说我也要上学了，争相赶来，陪我去学校。他们手上

都有个高低不同的凳子，与之相比，我家的凳子不是太长就是矮了许

多，难怪父亲让我去奶奶家找凳子。

　　疼爱我的奶奶得知我终于入学了，高兴得合不拢嘴，赶紧将一条磨

得油光锃亮的实木凳子搬了出来，说凳子是我几个叔叔上学用过的，年

头长着哩，希望有它的陪伴，我学有所成。

　　就这样，我带着一种矜持、不安和憧憬，在伙伴们的簇拥下，向距离

三四公里外的学校进发。虽然我曾利用放羊的机会到学校操场玩耍过，

但不知是板凳太瓷实，还是过于紧张，没走上一段路，便累得气喘吁吁、

汗流浃背，只好放下凳子歇歇。

　　看我一脸的痛苦，伙伴们说，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呢，每学期开

学必须扛板凳到学校，放暑假时再带回来。听了他们的话，我懵懂中感

到读书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好不容易到了学校，我发现黝黑的肩头已

磨出斑斑血印，火辣辣的痛。途中若不是有伙伴们搭把手，我不知何时

才能到学校。

　　步入校园，随处都能看到同学们扛着凳子、搬着板凳走动的身影。

现在想来，那真是乡村开学日的一道独特风景。伙伴们送我到了校门左

侧两间土坯为墙、麦秸缮顶的老房子门口，说这就是一年级的教室。走

进教室，一条条长条木板横架在泥土堆砌的土台上，竟然是课桌，这是

我没想到的。老师一边忙着登记姓名、发放教材，一边根据我们的身高

和凳子的大小来安排座位。由于我个头小，凳子也适中，坐在了中间第

二排位置，就这样开启了我难忘的小学时光。

　　小学五年，我都是坐着自家的板凳，聆听老师们的谆谆教诲。由于

板凳的宽窄、长短不同，加之课桌也不牢固，桌子翻了、凳子倒了是常有

的事，那时我们多么希望有一套像样的桌椅啊，可以不用提心吊胆地上

课。这一美好愿望，直到我上初中才得以实现。

　　转眼许多年过去了，如今无论在繁华的都市，还是在偏远的山村，

孩子们早已告别了扛着板凳求学的历史，我深为他们生活在这个幸福

而无忧的伟大时代感到骄傲和自豪。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委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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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上的求学时光
□　张振刚

　　

警服

　　有一种颜色叫作“藏蓝”，只有巍巍群峰

之巅、皑皑白雪之远、沸沸地心之火，才能织

就它的崔嵬、宽阔与激情。“厚重”的分量，从

来不是几种颜色的简单调和，或叠加。

肩章

　　责任与灵动，常常在阴霾之时，用坚强

的双翼在长空划过一道道银色闪电，让阳

光穿透，给清风导航。灯火萧瑟，寒意逼近，

一颗颗星闪闪发亮，让梦魇无法入侵，美丽

的梦在深夜的最深处绽放、芬芳。

目光

　　看透灵魂，让邪恶打颤，把正义聚焦成

烈焰，罪孽无处遁逃。而它又是柔软的，像

母亲的手，最会把惊恐抚慰，在漆黑的梦里

挂一轮明月，点亮一盏橘黄色的灯，让一个

家温暖，让一个夜行的人安心。

办案

　　牵挂和愧疚像两颗钉子，一头钉在父

母妻儿的心门，一头钉住匆匆的背影，越拉

越长，越眺越远。门始终彻夜敞开。疲惫贴

着冰冷的地面。心难以入眠，影子不能打

盹。都痛。

热血

　　尖刀只能穿透身体，大火夺去的仅仅

是生命。精神高擎，灵魂屹立，热血铸就的

丰碑，最为耀眼，忠诚亮丽千年。冰冷与炙

热在瞬间溃败，邪恶在无畏面前退缩。一个

个身影，危难时刻，总会出现在眼前。是热

血，总会沸腾。

泪水

　　没有多少人懂得一滴泪的分量。脸上

滑过的，是一滴滴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的兄

弟深情；而聚少离多、牵肠揪心的痛楚，在

家人心中早已汇聚成一条无声的河。最怕

黄的菊花、白的菊花，滴泪成露，化露成霜。

但总有年轻的脸庞，过早地沉睡在鲜花丛

中，红旗下，警服笔挺。肆虐的风，只能吹干

脸上的泪。信念那泓清泉，阳光下，汩汩流

淌，永不停息。

步伐

　　没有蹒跚，不会徘徊，更不会茕茕孑

立。你听，一种铿锵、坚毅的口号雄浑豪迈，

响彻云霄；你看，一股清新、向上的正气迎

面扑来，污浊尽退。警徽在康庄大道上熠熠

生辉，整齐的步伐在为和谐护航。

警魂

　　警察之歌，动听，那是警民协奏的

天籁。

　　警察之魂，永铸，那是忠诚和信念托举

的中国平安梦。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公

安局）

□　杨祖友

　　

　　记得有朋友曾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爱其实很简单，就在你举手

投足之间。对此，一开始我很不以为然。但前些日子经历的一件事，让

我对这句话有了一番理解。

　　那天安徽省巢湖市公安局政治处收到村民李大爷的一封求助信，肯

请我们帮忙寻找一位民警。他在信中说：自己的腰不太好，当天乘公交车

到城里看孙子。下车时，后面的一位小伙子见他行动不便，就主动搭了把

手，搀扶着他下了车，还把他送上了出租车。别人告诉他这小伙子在公安

局上班，于是就请一位退休教师帮他写了这封信。后来据当事民警说，自

己只是随手帮了一下，真没想到这点小事让老人如此牵肠挂肚。

　　原来爱就是如此简单！没有仪式，无需声张，一个主动让座的动

作、一句酒后不要开车的善意提醒、一个鼓励的眼神、一个加油的手

势……足以承载满满的爱意，让人心存感激。

　　话虽这样说，可现实生活中举手投足即可施行的善举，有人却觉

得事情太小，不愿为之。殊不知小善举与心灵的距离最近，最契合人的

需求，因此也就最容易打动人、感动人，甚至会改变人的一生。

　　记得我在交警支队上班时，曾有位女生到我们单位推销一种皮鞋

油。她说了许多话，竟无一人购买，至今对小女生那种失望无奈的表情

记忆深刻。最后还是一位老同志花15元钱买了一盒，并说了句“年轻人

不容易，好好努力吧！”“大学刚毕业，这是我第一次做推销的事，多谢

叔叔鼓励！大家是担心买了假货，您放心，我一定做一个诚实的人。”说

这话时，小女生眼圈红润，泪花闪动，但神情坚定。

　　人们吝啬举手投足的善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对打“卡”走

“秀”式的爱心表达产生的一种排斥和厌恶心理。因此，我们说善行必

须是自己内心真情实意的自然流露，来不得掺杂使假。有了这样的认

知，我们说话的语气、肢体的动作，情感的投入度、专注度是绝对不一

样的。你的忠诚别人也会感受到的，他们用尊重、信任的眼神告诉你答

案：你不是作虚功、表假意，玩花架子。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勿以善小而不为，让我们从举

手投足的善行做起吧。受“惠”的人们必定会抱着投桃报李的心态将这

种爱心善意传递下去。它首先会在一个单位掀起涟漪，渐次在一座城

市泛起浪花……不久的将来，它会延及整个社会。可以想象，到那时

候，这个世界将是多么的美好啊！

　　

　　（作者单位：安徽省巢湖市公安局）

□　刘兰根

　　

　　关于粥的文字，最早见于周书：黄帝始烹谷为粥。

　　老家的生活习惯，早晚都是粥。以棒子面熬的粥称为白粥，以小米

熬的粥称为稀饭。母亲常常往粥里加进各种辅料，让寻常的粥变得味

道丰富。

　　北方春天的气候还很寒冷，放在地窨子里的红薯和胡萝卜还没有

吃完，切成小块放进粥里，味道香甜。也有熟红薯干、胡萝卜干，放进粥

里煮，味道更浓郁、更劲道。清明前后，草木萌发，吃野菜的春天真正到

来。村东、村南有大片的苜蓿地，捋几把嫩苜蓿芽放进粥里煮，黄中带

绿，味道鲜美，还有明目的功效。苜蓿粥可以吃一个来月，太老的苜蓿

味道不佳。

　　菠菜是最先长出的青菜，许多人在麦地的垄间种菠菜，菠菜的长

势特别快，前几天还是嫩嫩的，没几天就长到半米多高，还绣出了穗。

母亲舍不得扔掉菠菜穗，总是切成小段和菠菜一起放进粥里，菠菜穗

吃起来软面面的。房前有一棵笨槐树，母亲经常捋了槐树叶放进粥里，

不但爽滑，那槐叶还有劲道的香气。

　　夏天是瓜菜生长的季节，也是饭桌上美食最丰富的季节。北瓜长

得最多，金黄的瓤，有的汁水多，软嫩，有的老邦，面甜，哪一种放进粥

里，都特别甜腻。长老的豆角切成小段放进粥里煮，能吃到不少豆角里

的豆子。母亲还会从地里砍回野米谷，除了做野米谷粥，还上锅蒸，具

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绿豆小米粥是夏天常喝的粥，解暑又解渴。母亲经常在早上熬好

一锅绿豆小米粥再下地干活，回来后先喝两碗温热的粥，去除一身的

疲惫，别提多舒服了。

　　“头伏萝卜二伏菜”。栽种小白菜后，勤浇水，没几天就可以拔着吃

了，小白菜放进粥里，清香，若是再放进几粒盐，加点酱油、香油，味道

更美。

　　母亲经常擀一些薄薄的杂面条，熬一锅小米粥，熬到小米开花儿

后，下入杂面条、菜叶，出锅时加入炝好的葱花，称为“杂面菜饭”，味道

香浓，别具特色。

　　秋天的红薯、胡萝卜、水萝卜、蔓菁、疙瘩陆续收获，粥里每天都堆

得满满的，既滋润胃口，又能抗饿。

　　冬天里，熬粥常常用火炉，母亲有了更多的时间，熬粥的锅在炉子

上咕嘟咕嘟直响，母亲在旁边纳鞋底、绱鞋。自家种的黄豆、黑豆、花

生，母亲淘洗上一小把放进粥里，豆子饭味道香，高档了不少。

　　腊八粥是我们一年里最盼望的，母亲早早把各种豆挑拣好，再放

入红枣、黄米、小米、芝麻，凑够八样，天不亮就起来熬，黏稠的腊八粥

香甜味美。

　　家乡不产大米、江米，那时候，想吃大米要等到换大米的来村里，

要好几斤谷子或棒子才能换一斤大米，很少有人去换，站在当街看换

大米的却是妇女们的乐趣，看谁家换了一木簸箕大米回去，眼气得受

不了，听说换大米回去竟然吃大米干饭，冲着没走多远的背影就七嘴

八舌笑话上了：“真不会过日子，切！”

　　乱乎的纯小米粥养人，生孩子坐月子，第一顿饭必然是小米粥加红

糖，称为“定心汤”，此后的至少百天里，天天都是小米粥，谁家也不放大

米，说是大米属阴，吃了会肚子胀。特别讲究的人家或者送给产妇的礼

物才会有三两斤江米，掺进小米粥里，更黏稠，味道和营养都更好。

　　母亲也经常做纯棒子面白粥，省事，不费火，喝完后的稠白粥在碗

里沾了一层，为了不浪费粮食，我们总是学着母亲的样子，往碗里倒入

小半碗开水，在碗里晃晃，喝完后，碗里光亮如洗。

　　老年后的母亲在老家独居，她喜欢吃饺子，经常包一些饺子冻起

来，想吃时在白粥里煮几个饺子，吃得又香又滋润。那时我不理解母亲

混搭的白粥饺子，只觉得是母亲精力不济的无奈之举。后来，与一个久

居京城的老乡聊天，才发现她也喜欢吃白粥饺子，这味道还真是老家

的味道呢。

　　如今，我喝过不少粥铺的粥，加进了核桃、板栗、皮蛋、瘦肉、海鲜

等，自己用电饭锅也熬过多次粥，为节约时间，常备的有桶装粥。但最

怀想的仍然是母亲那一碗老家灶前的热粥，那浸染了缕缕粥香的岁

月，经过时光的发酵，越发香甜浓厚。

　　

　　（作者单位：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委政法委）

□　徐小飞

　　

　　不久前的一天，吃过晚饭后，我自然而然地浏览起手机，正当我陶

醉其中时，父亲轻敲我的脑袋，说：“你怎么又在看手机了，你有多久没

看书了？”父亲的唠叨让我心里一沉：是呀，近段时间以来我以白天工

作忙为借口，回家以后经常以看手机作为消遣，我已经很久没好好看

过书了。想到此，我不由心生愧疚，默默地放下手机，捧起书细细阅读

起来。

　　父亲平时是一个沉默寡言之人，但他的唠叨却一直陪伴我成长。

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特淘气，不爱学习，父亲就开始唠叨我，说：

“百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只有努力学习，跳出农门，才能出人头地。”

现在想来，父亲只有高小文化，他的话未必都对，但对幼时的我来说，

从那时起，读书已逐渐成为厚植在我心底的一个基因。后来，我一直读

到研究生毕业，我想这与父亲的唠叨有很大关系。

　　我参加工作后不久，父亲从老家打来电话，说：“你现在已经是吃

公家饭的人了，不能忘了自己是从农村出来的，要保持艰苦朴素的本

性，一定要用手中的权力为老百姓做主，为他们主持公道。”父亲一辈

子和土地打交道，农闲时做点小生意，一辈子无权无职，吃过许多大

亏。在他眼里，吃公家饭的人就是父母官，就是公平正义的化身。我嘴

里笑话他：“我知道了，你又老调重弹，这些话我耳朵都听出老茧了。”

父亲听完呵呵一笑不以为意，过一段时间打电话又开始唠叨起来。这

些年来，正是因为父亲的这些唠叨时常萦绕耳边，我一直坚持为民、利

民、便民的理念，想老百姓之所想，急老百姓之所急，切实维护他们的

合法权益，获得了单位领导和老百姓的认可和称赞。

　　后来，我成为单位中层领导干部，父亲很是自豪，但他的唠叨也更

加频繁了，经常打电话告诫我要“清廉如水，不收老百姓一毫一厘”，叮

嘱我在单位要“发挥表率作用，多作奉献，不要把个人利益看得太重，

要以集体利益为重”……有时候父亲看完一部电视剧，也会有感而发，

告知我要做电视里那样的好人，坚决同坏人坏事作斗争，千万不要走

错道、做错事。

　　父亲的“唠叨”如一味药效长久的清醒剂，让我时刻保持清醒的头

脑，在人生道路中行得正、走得直，能够心明眼亮、脚轻步疾。

　　

　　（作者单位：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

□　程菁菁

　　

　　在执行事业的璀璨星空中，有无数的“燃灯者”。他们燃尽了自己，照亮了别人，也

照亮了无数艰辛不易的执行之路。

　　鲍卫忠同志，24年来，始终坚守法治信仰，忠诚敬业，忠勇执法。他是舍小家顾大

家的无私奉献者、他是带头办案心系百姓的好法官、他是我们身边众多披星赶路的执

行人之一。

　　漫漫执行路，奉献的是青春，获得的是民心。

　　来到执行局，你会发现只要当事人需要，休息日、节假日都是说干就干的工作日，

你会发现早出晚归、披星戴月的出勤就是常态。数年如一日，正如鲍卫忠一样，浙江政

法系统也有很多无怨无悔将青春奉献给执行事业的同志们。他们为查询线索，头顶烈

日，脚踏冰雪；他们为化解矛盾，千里寻踪、不畏险阻；他们为民解忧，将心比心，不知

疲倦。正是他们迎难而上，挽回了涉及48万集资参与人的170亿元损失；正是他们践行

善意文明，认真“切脉”、制定“药方”，成功执结了全国首例公司债券欺诈发行案；正是

他们心系百姓，打造“执行畅联直通车”，尽全力回复每一通电话，不错过群众的每一

份期盼。

　　漫漫执行路，办理的是小案，影响的是人生。

　　鲍卫忠曾说“结案不是最终目的，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当事人的愁事和难事才是根

本”，身边的执行前辈们也常常提醒“只有小标的，没有小案件”。案小事琐，可对当事

人来说也许就是生活的大事。我们不仅要肩负申请执行人的诉求，也要深入被执行人

的生活，用耐心去听、用真心去想、用热心去做，用法的柔情去化解纠纷，用法的力量

去守护朴素正义。记得有个相邻权引发的刑事赔偿案件。年近60岁的被执行人刑满释

放后，身无分文的他表示宁可被拘留也不还钱。我们的执行法官多次走访劝说，在发

现被执行人没钱回家时，给了他一百元钱还帮他叫了回家的车。小小的举动，焐热的

是人心。感动后的被执行人，努力找工作，按时还案款。直到去世前他仍不忘嘱托“不

要把债带入土里，要走得清清白白”。

　　漫漫执行路，面对的是问题，创新的是方法。

　　怎样牢牢把握公正与效率的辩证关系、怎样充分发挥“能动司法”的积极作用、怎

样让执行工作走快走好走实最后一公里？浙江法院伴随着“数智”改革的浪潮，深入推

进综合治理执行难大格局建设，大力推动执行“一件事”改革工程。如果说鲍卫忠用脚

步践行了传统执行的司法为民，那么我们则依托数字赋能，创新提升了执行效率。数

智拍辅系统，协助千里之外的外地法院跨域划扣、拍卖车辆，破解了千里执行难的瓶

颈；智能执前督促系统，方便申请人掌上发起督促，让智能跑路代替人工跑腿，实现了

执行在家立案的便捷。

　　榜样如星火，照亮前行路。在执行的道路上，我们无论走得多远，无论收获多少荣

光，都不能忘记当初为什么出发，都不能忘却人民法官的初心与使命。“崇尚英雄才会

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我们要以鲍卫忠为榜样，厚植为民情怀，聚焦人

民群众急难愁盼，俯身办案、掏心干事，赓续榜样力量，照亮执行前路。

　　

　　（作者单位：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爱在举手投足间

唠叨

四季粥味香

赓续榜样力量
照亮执行前路

警察之歌

□　黎耀成

　　

　　黑黑的脸庞

　　亮亮的眼睛

　　种起田来丰产丰收

　　跑起市场你行我行

　　扭起秧歌像模像样

　　唱起乡曲动听动心

　　憨憨的笑容

　　浓浓的乡音

　　说起话来快言快语

　　叙起乡情绘色绘声

　　拉起家常有板有眼

　　谈起变化又奇又新

　　故乡人

　　天南地北都同根

　　串串佳话聊不尽

　　相见总是暖如春

　　故乡人

　　心手相牵一家亲

　　好梦个个变成真

　　日子越过越开心

　　

　　（作者单位：湖北省黄梅县司法局）

故乡人

□　牟伦祥

　　日子吐火

　　瓜藤爬过陡峭和艰辛

　　抵达盛年

　　沿途隐忍，风言风语

　　成熟也是丑角

　　但心里藏有一颗善良的糖

　　咬一口，涩涩的苦

　　再咬一口，透心的甜

　　清热，去火，解暑

　　为季节开具处方

　　先苦后甜，多像

　　成功的人生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

分院）

苦瓜

枝头堆满红玛瑙
□　杨金坤

　　

　　晚上读古诗，读到了北宋诗人杨朴的诗：“枣花初绽碎如米，黄花褪尽缀青玉。

最是八月风光好，枝头堆满红玛瑙。”这首诗让我想起了故乡的枣园。

　　小时候，故乡有一片枣园。

　　每年的暮春初夏，枣花次第绽放，细细碎碎的如同金灿灿、黄澄澄的小米，空气

中弥漫着一种醉人的蜜香。那时候，我欣赏不了枣花的美丽，只想枣花开过，秋天一

到，惹人的大红枣儿一定会如红玛瑙一样挂满枝头。其他的一点都不想，就想红红

的枣儿。当嫩黄的枣花褪尽，青青绿绿的小枣玉石一样，在微风中，不时地在青翠的

枣叶间顽皮地探头探脑时，孩子们总爱摘下几枚，揉进嘴中解解馋。大人们总是斥

责：“现在还是青枣蛋子，等变成玛瑙再吃！”

　　在盼望中，金秋时节到来，枣园中一株株、一片片的枣树，身披油绿碧叶，其间

缀满了深红锃亮的大枣儿，低低地垂着、亮亮地闪着、静静地炫着，如翡翠似玛瑙，

成串成簇，压得枣枝摇摇欲坠。一嘟噜一嘟噜的红枣，如玑似珠，在秋阳的照射下更

加晶莹剔透，如童话里的一颗颗星星，闪着诱人的光泽。

　　“七月十五枣红圈，八月十五枣落杆。”打枣的这天，二奶奶在枣园里选择一棵

结枣最茂密的老枣树，树下撑起一块大红布。二奶奶说：“枣是有灵性的，掉到了地

上，便没灵性了。”二爷爷见红布撑好，高喊一声：“遍地繁枝垂玛瑙，四乡宠韵唱清

平。”手起枣落，“啪”地一声，枣儿纷纷落入红布中。仪式完成，打枣的男男女女、老

老少少纷纷上阵。有树木晃动声、有竿和枣儿的碰撞声、有枣儿落地声，“梆梆梆”

“哗啦啦”“嘚嘚嘚”……此起彼伏，像交响乐。

　　红枣孕育着故乡风吹日晒的日子，枣的思想、枣的文化与故乡的风物人情、民

间乡俗水乳交融，从不同层面、不同寓意、不同程度反映着故乡的人间万象。

　　“一日三枣，长生不老。”“五谷加红枣，胜似灵芝草。”“要使皮肤好，粥里加红

枣。”……故乡人不但平时爱食枣，重大节日更离不开枣：春节要蒸枣糕祭祀诸神；

端午节要包枣粽子；中秋节要以枣、苹果、葡萄等果品来祭祀祖先；腊八节要吃红枣

腊八粥……

　　一树红枣儿，是一树玛瑙、是一树收获、是一树乐趣，更是一树念想儿。它红在故

乡的土地上，甜在故乡人的嘴角边，摇荡在金色的秋风中，更回味在游子的心坎儿里。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