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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昶嵩

　　

　　“您好，这里是新疆克拉玛依公安局，有人

报警称遭受冒充法院的电信诈骗，我们来核实身份，

你这边是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吗？”

　　2023年7月的一天，我接到了这样一通让我“云里

雾里”的电话，对方是公安民警来核实我的身份，此时

的我还没有想到，这通电话会带来这样一段令我感动

的经历。

　　事情起因是一位姓陈的婆婆，她一直在新疆克拉

玛依生活，3年前她陪伴身患疾病的老伴儿远赴广州

看病。身在异乡没什么认识的人，闲暇时只有玩玩手

机打发时间。一次在病友群中看到了一条投资信息，

由此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那时候我老伴儿刚生病，正是花钱的时候，我看

到群里‘投资1000元返利2000元’的信息，还以为这是

给病友的福利。”我和陈婆婆通话时，她回忆起被骗的

经历，声音依然颤抖。“一开始他们每天都给我返钱，

我就信以为真越投越多，不到一个月微信群突然被解

散了，我才意识到上当了。”后来，陈婆婆在女儿的劝

说下报了警，可这3万元的损失能否挽回，她自己并不

抱期望。

　　被骗的受害者不止陈婆婆一个，同一时间江苏、

安徽、海

南等地的多名

受害者都遭受了相同

模式的电信诈骗。2020年8月，

犯罪嫌疑人罗某波、罗某（女）被公

安机关抓获，后经我院依法宣判。

　　刑事案子结了，但对于我们执行干警来说工

作才刚刚开始。接到执行案件的一刻起，我马不停蹄

地开始了查询联系工作。我首先查询了两名被执行人

的银行账户，确认账户内无存款。又查询了两人名下

的车辆、房产、股票证券等财产情况，没有发现任何可

供执行的财产线索。

　　为了帮助被害人挽回损失，我决定尝试联系两名

被执行人的亲属。经过多次沟通，两人的亲属也希望

他们能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归社会，同意代为向受

害者退赔赃款。

　　“我年纪大了耳朵不好使，听不清你在说什么，我

老伴儿刚去世了，没心思处理这些，以后再说吧！”第

一次拨通

陈 婆 婆 电 话 的

时候，她说了短短几句

就挂断了。

　　73岁的陈婆婆是所有受害者中

年纪最大的，听到她说老伴儿刚刚过世，

我的内心也有种说不出来的难受。“一定要让陈

婆婆又快又方便地拿到这笔钱”我当时这样对自

己说。

　　第二天，我再次拨通了陈婆婆的电话，告诉她不

需要她亲自过来，只要提供身份材料和银行卡号，我

核实以后在线将钱转过去。可让我没想到的是，遭受

过一次诈骗的陈婆婆变得非常谨慎，放下电话竟跑去

当地公安局报案了。

　　我只让她提供身份信息和银行卡号没让她汇款，

没想到婆婆会去报警，接到克拉玛依公安局电话的时

候我有点哭笑不得，但也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应该做得

再细致些。我向克拉玛依公安民警表明身份并说明了

案件情况，最终，在当地民警的见证

下，陈婆婆远程提交了相关手续，3日后便

拿到退赔款。

　　拿到退赔款后，我和陈婆婆在微信上聊了许

多。她告诉我她一直对被骗的事情懊悔不已，更

不敢想象这笔钱还能够追回来而且这么快就能

到账。

　　“感谢党！感谢国家的政策！”一周后，一个普通的

工作日，我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新疆的挂号信。拆开

信封一看，原来是陈婆婆将这次退赔款的经历和自己

对法院工作的感谢写成了信件，跨越千山万水、沙漠

原野，寄到了我的手中。

　　如今是我来到法院的第六年，也是我处理执行

工作的第三个年头，大大小小的执行案件我每天都

在接触，可以说执行工作已经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

又习以为常的一部分。但我们眼中稀松平常的一次

执行，对被害人的生活都可能产生至关重要的影

响。这封跨越4000多公里的来信，既是对一次执行

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激励着我继续在执行道路上无

畏前行。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漫画/高岳

□　宋振东

　　

　　前些天逛文化市场时，忽然听到远处传来阵阵蝈蝈悦耳的叫声，走

近一看，原来是卖蝈蝈的，一问价格：“36元一只。”有的甚至上百元一

只，吓我一大跳，这么贵啊！这使我不由地想起了小时候在农村老家逮

蝈蝈时的情景。有的地方把蝈蝈叫聒聒、螽斯、螽斯儿、叫应等。

　　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刚上小学，那时农村基本上没有什么娱乐项

目，也没有电视，更不要说智能手机了。夏天，我和小伙伴们课余时间没

什么事干，就经常跑到村外的树林子里抓知了、逮蝈蝈，偶尔掏个鸟窝。

那时候逮蝈蝈，纯粹就是为了好玩，根本就没有想到蝈蝈还能卖钱，甚

至有的还能够卖大价钱。

　　农村老家的蝈蝈多以绿色为主，通体碧绿，头项局部泛红褐色的边

纹，绿腿绿肚，红眼棕须，一双金黄薄翅，个头较大，叫声响亮，也有个别

的草白和山青蝈蝈。

　　蝈蝈大多生长在农田和山野丛生带刺的小灌木林中，很难靠近。夏

天中午比较好逮蝈蝈，天气越热蝈蝈的叫声越响亮，老远就能听见，顺

着蝈蝈的叫声，悄无声息，慢慢地接近，注意千万不要碰到杂草和树木，

否则蝈蝈听到响声，知道有危险，就会立即停止叫声，这样在漫山遍野

的绿色草丛中，是很难发现其踪迹。再就是深秋也是逮蝈蝈的好时机，

这时有些杂草树叶变黄掉落，碧绿色的蝈蝈在草丛中格外耀目显眼，老

远就能看到。

　　逮蝈蝈时要防止被蝈蝈咬伤，尽量抓蝈蝈的背部，蝈蝈的牙齿非常

锋利坚硬，如果不注意被蝈蝈咬着手指头，会被咬一个大口子。另外，逮

蝈蝈时千万不要抓腿，蝈蝈的腿很脆弱，稍不注意就把腿拽下来，让蝈

蝈变成残疾，失去“品相”，要是拿到集市上出售，那就大打折扣了。另

外，缺腿的蝈蝈也不好饲养，经常会染病夭折。

　　一般立秋后的蝈蝈个头大，身体比较健壮，抗病能力强，饲养好了

可以过冬，一直到第二年新生的蝈蝈出现，这样一年四季就都能听到蝈

蝈的叫声了。

　　一天中午，我和小伙伴们去村外野枣树林里逮蝈蝈，顺着叫声，发

现一只蝈蝈藏在一片茂密的灌木丛中，便悄无声息地慢慢靠近，由于逮

蝈蝈心切，没有看好部位就突然伸手抓住了蝈蝈的腿部，蝈蝈猛力使

劲，不仅让蝈蝈失去一条大腿，还让蝈蝈狠狠地咬了一口，手指头鲜血

直流。

　　小时候，人们用高粱秸秆皮编织的椭圆形蝈蝈笼子，小巧玲珑，非

常精致，里面可以放一只蝈蝈，冬天为了防止蝈蝈冻死常常揣在怀里。

一次，有同学偷偷揣着蝈蝈上学，老师正讲着课，教室里突然想起了蝈

蝈叫声……

　　本家一位老爷爷，负责看管生产队上的树林子，树林里蝈蝈特别

多。老爷爷收工回家时，正好路过我们家门口，经常给我带蝈蝈。每次逮

蝈蝈回来，离家老远就喊我的乳名，我一听到老爷爷的喊声，就知道又

给我逮蝈蝈来了，急忙跑出去迎接……

　　如今50多年过去了，家乡发生了巨大变化，老爷爷也早已去世，但

是老爷爷逮蝈蝈回来喊我乳名的声音，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时

常回响。

　　

　　（作者单位：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

蝈蝈声中忆童年

老堡门 作者 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人民检察院 李清水

□　王军 吴晗冰

　　

　　这是一个寻常的值班日，上午调处完菜场

摊位纠纷和噪音扰民纠纷等鸡毛蒜皮小事，半

天就这么没了。回到所里喝口水正准备吃午

饭，只见两位满头白发的老奶奶推开了服务大

厅的玻璃门，她们身后跟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少

年，像犯了什么错误一样，始终低着头。

　　我见状，立即迎上去问道：“有什么事吗？”

　　其中一位慈祥和蔼的老奶奶转身指向身

后的少年说：“警察同志啊，我见这个娃一直坐

在路边，一上午了都没动，就问他怎么了，他说

被朋友带来常州打工，现在回不了家了，你们

能帮帮他吗？”

　　我看向这个瘦弱的男孩，此刻仍低着头，

双手不停地摆弄手中的拉杆箱，看来那是他全

部的家当。

　　“小朋友，多大年纪了？能说说是怎么回

事吗？”

　　少年缓缓抬起头，目光仍在躲闪，眼神中

流露出胆怯和慌张，可当他瞥见值班室墙上张

贴的大字后，眼神透出光亮，似乎受到了某种

鼓舞，向我们娓娓道来：“我今年16岁，从江西

过来的，朋友带我过来打工，现在没有找到工

作，朋友也一声不响地走了……”

　　少年姓杨，目前读高一，母亲失联多年，父

亲常年在外务工，爷爷奶奶也都过世，小杨一直

和大他一岁的姐姐相依为命。前不久，小杨的朋

友要带他出来打工，因为还未成年，一直没找到

工作，朋友便独自离开了，举目无亲的小杨只能

在路边徘徊，直到被老奶奶带到我们所里。

　　“唉，真是个苦命的娃啊。”老奶奶摇头叹

息道。

　　“都考上高中了，为什么不继续读完参加

高考？”值班所领导周教导员听了也唏嘘不已，

生怕这个高中生误入歧途。

　　“不想读了。”小杨小声说。

　　“是真的不想读了，还是因为家庭原因？”

周教导追问。

　　少年沉默了。

　　“你要明白，你现在这年纪出来能干什么？

还是未成年，没哪个老板敢用你吧？好好读书，

考个大学才有出路。你看明天就高考了，你要

继续读下去，两年后的今天也将迎来改变命运

的机会。”周教导谆谆教诲说。

　　“乖，孩子，听警察叔叔的话，都是为你好

的，奶奶我啊也有个孙子，大你几岁，在中国国

防大学读书，我一直以他为荣。”一旁的老奶奶

也趁热打铁说，男子汉，要么去当兵，要么好好

读书，总之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说完，又

从口袋里掏出500元钱：“这是奶奶自愿给的，

你拿好了，自己买点吃的用的。”

　　小杨拼命点头致谢，又赶忙摇头摆手，直到

老奶奶将钱塞进他的口袋，他仍然不肯收下。

　　“这是老人家的一片心意，不要有什么负

担，你就收下好了。”在多方劝说下，小杨最终

收下了这500块钱，紧紧握在手中，泪水不争气

地涌出。

　　老奶奶见状，双手轻握小杨的手腕，满脸

慈祥地说：“男子汉不要哭，好好听警察的话，

他们会帮助你的。”转而又看向我们说：“这个

孩子就交给你们啦，我们就先回去了。”

　　我们异口同声说：“谢谢您，奶奶！您就放

心吧。”此时，已到了午饭时间，我们从食堂给

小杨也打了一份饭菜，有红烧肉有虾。小杨愣

了片刻，便打开饭盒大口吃了起来。

　　“慢点吃，要是不够，我们再给你盛点。”周

教导说，这孩子，看着是好几天没吃饱饭了。说

着，便去备勤室取了个手剥橙给他。

　　吃完饭，小杨小心翼翼地将所有垃圾收拾

好，并小声询问有没有抹布，打算将台子擦拭

干净。

　　“垃圾扔到旁边的垃圾桶里就行了，剩下

的我们来弄吧。现在帮你填个表，下午就送你

去市里救助站，到时候他们会协助送你回家。”

周教导说。

　　此时，我细细打量这个低着头的少年，明

明只是正常的交流，却如同在受训一般。我领

他到饮水室说：“这里有一次性水杯，想喝水的

话自己倒就行。”

　　小杨接连喝了三杯水，才小心翼翼地躺在

长椅上睡了过去。或许是受从前生活的影响

吧，这个少年似乎只有在得到了他人的允许

后，才敢有所举动。不过，看得出他这一觉睡得

很安心，在派出所里放下了一切戒备，很快便

传出细微的鼾声。

　　睡了个安稳的午觉，小杨也显得精神许

多。临行前，周教导再次问他：“小伙子，想清楚

了吗？今后准备干什么？”

　　或许是感受到周围热心人的关爱，那原本

昏暗、迷茫的前路在这一刻被照亮，小杨不假

思索地说：“我想回去继续读书，我想考上大

学，我还想……成为人民警察，像你们一样，去

帮助别人，把温暖带给更多的人。”

　　此时，一颗正义的种子已悄然在少年的心

底埋下。“很好。两年后，我们等着你的喜讯。回

去后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们联系，或者向你老

家当地的公安寻求帮助。”

　　这一刻，小杨终于露出了纯真的笑容。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经开区

分局芙蓉派出所）

埋下一颗正义的种子

□　刘晓莹

　　鲁迅先生曾经感叹，人类的悲欢并不相

通。但实际上，在对待某些事物的情感上，古今

中外还是心里攸同的，比如对母亲的感恩、对

故乡的眷恋。

　　抛却美丑、贫富，绝大多数的母亲几乎就

是同一个人，那个人勤劳、无私、肯奉献、爱家

人。同样，抛却美丑、贫富，绝大多数的故乡也

几乎就是同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风俗淳朴，人

物敦厚，让游子魂牵梦绕。

　　就像无法选择父母一样，人也无法选择自

己的故乡。故乡是一个戳印，随着童年时代的

启蒙、成长，不知不觉地印到心上、刻到血脉

里。这个戳印就像孙悟空头上的金箍，一旦离

乡，便会感知到它的牵绊。因此，有人说，故乡

只属于离乡的人。

　　对故乡的依恋几乎是人的本能。屈原唱道，

“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而人类如果没有

共情，何以能体察到动物这些特性？汉高祖刘邦

用“四面楚歌”的心理战打败了楚霸王，自己却在

回归故乡沛县时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

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故乡，在两个

楚人的争霸之战中，被动地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间接地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自古以来，最能体会乡愁的有几种人：一

种是出外谋前程的人，“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

未改鬓毛衰”；一种是戍边当兵的人，“不知何

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一种是外出讨生

活的人，像走南闯北、货通天下的晋商，走到哪

里便将山西会馆建到哪里，赚了钱，就要“还家

盖房置地养老少”，又像东南沿海那些到海外

淘金的人，即便人一时回不到故乡，也要漂洋

过海地将挣到的钱寄回来，让故乡的亲人置屋

娶媳妇，做着有朝一日回故里过安生日子的准

备；还有一种是主动或被迫背井离乡的人，“葬

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

不能忘”，于右任先生晚年这首绝唱道尽有家

回不得的哀伤。

　　有人说，作家和故乡互相成就。绝大多数

作家的作品里，都有自己的故乡。叶圣陶先生

同朋友喝酒，嚼着薄片的雪藕，忽然就怀念起

故乡来了，于是有《藕与莼菜》一文。鲁迅先生

的小说《呐喊》，原型基本是故乡人和事。女作

家萧红在生命尽头，将故乡和童年记录成一本

《呼兰河传》。莫言在纪录片《文学的故乡》里

说，作家的故乡并不仅仅是指父母之邦，而是

指作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乃至青年时期的地

方。这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这地方埋

葬着你的祖先，这地方是你的血地。而对于什

么是血地，贾平凹曾在自己的书中这样讲，你

生在那里其实你的一半就死在那里，所以故乡

也叫“血地”。

　　其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故乡都是如同母亲

一般的存在，但凡有所求，它便在那里，予取予求。

　　古镇凤凰是作家沈从文的故乡，也是画家

黄永玉的故乡。古镇有沈从文先生故居和墓

地，墓地石碑上是黄永玉为表叔刻写的碑文：

“一个士兵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画

家黄永玉用画笔画遍了故乡的美景，用文字以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为题，为故乡画像、为故

乡人作传。在一本名为《回望：一个经济学家是

如何长成的》的传记里，经济学家张维迎以回

望的姿态，介绍了自己成长过程中身边的一个

个真实的人物。这些人物中，有作者目不识丁

的父母，有回乡当农民的发小，有陕北故乡的

村主任、公社书记、民间收藏家以及中学时代

的同学、老师，也有大学的恩师、曾获诺奖的博

导以及敬业的业界同行。作者在序言中说：“这

本书讲的是土壤的故事、园丁的故事，不是树

的故事”，言下之意，让读者把这本人物侧写合

集当作传记来读。保持对故乡的关注，习惯对

日常生活、凡人小事给予专业审视，这或许是

一种值得借鉴的治学方法。

　　在与故乡的关系中，最特别的人是苏东

坡。东坡先生的一生，在异乡比在故乡时间长，

而他无论到哪里，都能把哪里过成故乡。他一

生3次被贬，45岁时被贬到黄州，一去就发现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继而又

得知“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于是“每日起

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慢著火、少著水

的“东坡肉”就此诞生。59岁时被贬到偏远的惠

州，他过着“饱食惠州饭，细和陶渊明”的日子，

声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62

岁时被贬到更远的海南儋州，“居无室，食无

肉、病无药”，但他带着百姓弃旧习、务农桑，开

辟学府、讲学明道，等到3年后离开时，却道“九

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东坡先生自

我鉴定，“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无论

到哪里，都来之安之，在生活中扎根，与百姓打

成一片，把异乡过成故乡。

　　无论是那个独一无二、不能被替代的故乡，

还是那种安心处即是的故乡，都是母亲一般的存

在。它总是慷慨地给予、无私地滋养并不图回报，

然而，对于母亲一般的故乡，我们该如何对待呢？

或许，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

　　（作者单位：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铁路

运输分院）

关于故乡

□　牟伦祥

　　

我陶醉

这来自民间的声音

草根的表达

两根弦上，跑过

嘚嘚马蹄声

淌过，哗哗江河水

走街串巷，从绷紧的弦上

讨要生活。颤音部分

如泣如诉

与时间反复拉扯

青石板难掩幽怨的曲调

陌巷深处百转千回

我同情

这相依为命的两根弦

苦命的夫妻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二胡

□　张中杰

　　

绿色的田畴

恣意铺开似锦绣

朵朵白云

在蓝天荡悠悠

麻雀与燕子

滴水屋檐下啁啾

盘桓翻飞左右

和着农田牛声哞哞

爷爷绽开笑眉

父亲伸出粗粝大手

爷儿俩碾盘边把酒

稻花香中话丰收

背行装出村口

汩汩乡味堵心头

游子梦里总怀旧

从来不问缘由

终我一生

我甘愿为她回眸

连呼吸也带节奏

只有乡愁没有忧愁

蒙古包听雨

这座草原

藏得下所有小草秘密

长鹰在天

撕开闪电挟裹风雨

这匹长奔骏马嘶鸣

懂得牧民悲喜四季

飞起铁蹄

踏定铿锵把草屑溅起

鞭梢飞起脆响

比天边惊雷还急

金长城外

残垣断壁向隅伫立

城中黑洞

见证年轮滚过痕迹

洞箫声扬

卷上云霄擦拭忧郁

笛音哽咽

乡愁如一匹归来的马驹

　　

（作者单位：河南省渑池县人民检察院）

乡思

□　黎耀成

　　

总有一条路

越走越亲昵

总有一棵树

发芽在梦里

总有一条河

浪花笑眯眯

总有一扇窗

飞来好消息

总有一首歌

越听越美丽

总有一幅画

鱼儿在嬉戏

总有一杯酒

香甜在心底

总有一席话

感动流泪滴

啊，无论何时何地

故乡总是相偎相依

每当我回到故乡的怀抱

幸福又有新的含义

　　

　　（作者单位：湖北省黄梅县司法局）

啊，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