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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歩文

　　

　　平时翻书，喜读古典；下乡采风，爱登古迹。

　　地处浙中的东阳，人文底蕴深厚。素有“歌山画水”

美誉。画水镇的八华山，山上有处久负盛名的古迹———

八华书院。文友多次提及，我也是心心念念。

　　因工作关系，每年都要到画水镇多次，每次都是来

去匆匆，无暇登临。

　　寒风刺骨的冬日，到画水派出所调研，听所领导说

近期天干地燥，要去八华书院看看，检查消防安全和森

林防火。好啊！我欣然同行。

　　车至半山腰，有块平地，停着一辆车，显得空旷。

　　古色古香的驷马亭，这是古人前来求学轿马停留之

处。亭上有副对联：“亦步亦趋弯弯曲曲无直径，不屈不

挠端端正正有奔头”。进入山门，播放着梵音，让人心情

顿觉平静。

　　沿着山道拾级而上，古道由石板铺砌而成，给人

以曲径通幽之感。也许是我平时爬山惯了，也许是心

情兴奋，我的脚步轻，跑在了同行人的前面。路边挂着

条条条幅，上有劝人行善修心的语句。绿树成荫，空气

清新，令人心旷神怡，更让夜咳多日的我，顿觉神清

气爽。

　　八华山有十景，分别为：霁雪瀑、单旗嶂、飞虹径、观

澜岩、来朋石、壮云峡、涵光池、流花涧、筛月台、振衣冈。

“八峰环绕翠柏联，朵朵芙蓉高插天”，可为八华山生动

写照。亦乐亭联曰：“石号来朋来自远方无俗客，山名八

华八面奇遇尽佳宾。”

　　半途我追上一位男子，他戴着棉帽拄着登山杖，虽

素不相识，但登山人都会相视一笑问声好，以示鼓励

加油。

　　约莫10多分钟我们就到达了坐北朝南古老的八华

书院，静静地矗立眼前。门锁着，跟那位游客进入边上的

尼姑庵，一位师太引着我们从侧门进入，就是供奉许谦

的厅堂。

　　据悉，八华书院始建于元朝延祐元年(1314年)，创办

人许孚吉，距今已有700年的历史，为东阳三大书院之

一。元朝许谦(号白云山人)曾在此传道授业40余年。元延

祐元年，许谦患眼疾，为门人许孚吉迎至八华山居住，不

久开门讲学。亲撰《八华讲义》及《学规》。声誉所及，“远

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许谦教人，“至诚谆悉，内

外殚尽”，深入浅出，因材施教，独不授科举文。及门弟

子，见于著录者千余人，各有成就。明朝南京兵部尚书许

弘纲自幼学于八华书院，后得中进士。明初开国元勋刘

伯温曾与白云先生题赞。

　　正中“道学名宗”匾额下，许谦慈眉善目，笑容可掬，

仪态端庄。左为江南名医朱丹溪，右为书院创始人许竹

岩。他们外披红袍，身穿蓝衫，手持书卷。名医朱丹溪，是

义乌赤岸人，金元四大家之一，早在20世纪90年代，当地

就建起了朱丹溪纪念园，我有幸走访过。他研制的梨膏

糖传承至今，秋冬时节防治咳嗽有奇效，造福乡邻。泽被

后人，我也曾吃。

　　先前，曾在画水工作过的同窗介绍，说是八华书院

虽处深山密林中，但没有蜘蛛网。我特意找了找，果然没

有发现蜘蛛网。究竟原因为何？无人能作答，堪称一奇。

　　八华书院前厅由16根石柱支撑着，三开间。堂中整

齐地排列着20多把条椅和八仙桌，仿佛看到了当年许谦

讲学时的情景。两排8间厢房门口陈列着石人、石马、

石凳。

　　伫立书院庭院，有近期前来研学的学童留存的文

案。我遥想当年，许谦研磨展纸走笔、抑扬顿挫、执经讲

学，琅琅书声从远古传来，回荡山谷，绕梁不绝。我静静

地呆立，十年寒窗、悬梁刺股、圆木警枕、手不释卷、牛角

挂书、囊萤映雪、口不绝吟等等有关古时读书人的成语

接龙般脱口而出。

　　书院西南峰顶有一个明代建筑迎华亭，上面书有

“前对梅天文翠笔写我文章，后拥立地锦屏风堆我锦绣”

的对联。这是许谦和弟子们手不释卷苦心晨读的地方。

亭前有一碑，正面刻有《重建迎华亭序》，背面为白云山

人所作《三月十五日夜登迎华观》。

　　同行的派出所民警说，半山腰有块“摩崖石刻”，也

已年代久远。绕上小路，七拐八弯，直至停车处，也没看

到，后向当地文化站的老师咨询，才知“摩崖石刻”只有

一块岩石，体积不大，稍不留意就错过了。

　　民警说还要去镇上的古建筑群看看，我自然心生

欢喜。

　　南来秀水朝如画，北峙英山俨若狮，画水镇风景秀

丽，其中古建筑最能体现画水镇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

新近打造的“小镇客厅”由建于清代十一间古建筑组成，

占地1亩，是一座四合院，天井式二层单檐抬梁式硬山顶

建筑，画水镇政府斥巨资修缮改造。以“遇见画水、多彩

画水、善治画水、匠心画水”为主题，辅以名人乡贤馆、

“中国结”馆、红糖馆、花灯馆等特色展馆，以数字化的智

慧系统展现画水历史沿革、工业经济、人文旅游、基层党

建等基本信息和建设成果。在这里我看到了“摩崖石刻”

图片，弥补些许遗憾。

　　画水无风也作浪，绣花无香也迷人。八华来风，风来

八华。

　　

（作者单位：浙江省东阳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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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红

　　

　　风雪无情人有情，公安守护您

身边。

　　2023年12月中旬，受强冷空气影

响，安徽省芜湖市连降雨雪。芜湖市

公安局镜湖分局以“雪”为令，未“冻”

即动！各所队民警辅警战严寒，保平

安。他们是雪中最美的风“警”，那一

抹藏青蓝带给百姓温暖与安心！

迷路的女孩

　　“谢谢警察蜀黍送我回到亲戚

家。芜湖警察真暖心！”12月15日晚，

芜湖市突降大雪。深夜，一位外地女

孩在芜湖市迷路。分局民警暖心护

送回住处。

　　“请警察蜀黍帮帮我，我迷路

了。”深夜，一位女孩忽然走进分局

值班大厅求助。

　　“别急，慢慢说。你叫什么名字？

家住哪里？”值班民警见女孩脸冻得

通红，急得直哭，当即安慰她。

　　女孩抽咽回答：她今年16岁，外

地人，来芜湖游玩。当晚，女孩和朋

友一起到芜湖古城游玩，不知不觉

与朋友走散，人生地不熟的她不知道怎么回到住的地方，

十分害怕。走着走着看到镜湖公安分局，遂报警求助。

　　民警依托警网深度融合的优势，通过女孩提供的姓

名和家人、亲戚身份信息，很快查到其家人并取得联系。

然而，女孩的家人居住在芜湖市郊区，路途较远，且风雪

阻路。民警当即与分局特巡警大队取得联系，民警连夜驾

车将女孩安全送回住处。

　　临别时，女孩和家人对暖心的芜湖警察一再表示

感谢。

守护回家路

　　“谢谢芜湖警察，有你们在，我们很安心！”12月18日，

芜湖市风雪交加，气温下降，道路湿滑，给群众出行带来

困难。

　　“大家注意自身安全，也要保障群众安全……”一大

早，分局两站广场派出所迅速启动恶劣天气工作预案，全

警动员，全力以赴。按照所长郭志兵指示，民警辅警分别

在辖区火车站、汽车站执勤，清除积雪，及时服务旅客，随

时守护群众平安出行。

　　上午，派出所民警辅警顶风冒雪在火车站西广场

巡逻。

　　“请问民警同志，我们去候车大厅怎么走？”此时，一

位民工模样的旅客向民警打听。

　　“在那边！”民警当即为对方指引候车大厅的方向。得

知其从外地来芜湖，马上乘动车返乡。民警二话不说，

帮助旅客提着行李，将他安全送进候车大厅。

　　“您慢一点，道路湿滑。”不一会儿，执勤

民警发现，有几位老年旅客在湿滑的道路

上举步维艰，当即上前帮忙。“谢谢你

们，天这么冷，你们辛苦啦！”旅客们

无不露出感谢的笑容。

　　风雪中，派出所民辅警用热

情带给旅客温暖与安心。

雪中送锦旗

　　“警民联调化纠纷，倾心

调解暖民心”12月18日中午，

一对夫妻冒着风雪走进赭

山派出所，将这面锦旗赠给

警民联调室，为化解他们与

邻居一起纠纷表达敬意与

感谢。

　　两天前的下午，这对夫妻

冒着风雪来到赭山派出所报警

求助：“请民警帮帮我们，我们家

楼上住户漏水，我家里一片狼藉。”

　　“怎么回事儿？走，我们去现场看

看！”民警得知女子姓叶，住在辖区某

小区之后，立即跟着他们赶到家中查看。

果然，叶女士家中家具部分被水浸湿。原来，

二楼为承租户，因天冷水管爆裂导致漏水，将一

楼住户叶女士家中物品损毁，估计损失约1.5万元。当

日上午，双方因赔偿问题发生纠纷。

　　派出所立即启动警民联调机制。虽然是周六，但调解

员立即冒雪赶回派出所警民联调室。经民警、调解员与房

东、承租户进行调解，最终化解了这起纠纷——— 承租户向

叶女士赔偿1.5万元。

　　警民联调如此高效暖心，叶女士和丈夫很是感激，夫

妻俩冒着风雪给派出所警民联调室赠送一面锦旗表达谢

意。两人异口同声：赭山派出所警民联调室充满温暖，这

里没有冬天。

遇到好人了

　　“老人家您慢一点，来，我扶着您……”12月18日下

午，一位八旬老人独自外出遇困。滨江派出所民警暖心护

送回家，邻居们都说：“老太遇到好人了！”

　　当日下午，风雪交加。滨江派出所“党员先锋巡逻车”

组上路巡逻，随时处置警情、服务群众。

　　“滨江所，你所辖区镜湖公园南有位老人迷路，请及

时处置。”

　　“收到！马上去！”途中，带队民警程虎啸接到110指

令。立即带着辅警驾车赶到现场。

　　不一会儿，在一家小店门口找到了这位老人。此刻，

老人满脸焦虑，冻得瑟瑟发抖。

　　“老人家您家住哪里？别急啊，我们送您回家。”程虎

啸一边握住老人冻僵的手安慰着，一边询问。得知老人住

在东郊路某小区时，程虎啸将老人扶上警车，很快驾车到

达该小区。

　　通往小区内是一条狭窄小路，警车无法通行，而且道

路满是积雪，又湿又滑。程虎啸不放心老人，他一手打着

伞，一手搀扶着老人，把老人安全送回家。

　　“公安民警真好，真好……”邻居看到后，纷纷点赞。

老人也握着程虎啸的手连声道谢。

　　

　　（作者单位：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镜湖分局）

□　李慧

　　

　　提及故乡，我们总是有

太多的情感需要表达。它在

诗人的诗句中、在作家的文

章里、在歌者的音乐中、在影

视创作者的剧目中。从古至

今，描写乡愁的佳句不胜枚

举。在余光中的《乡愁》中，诗

人借邮票、船票、坟墓、海峡

等具体事物，把抽象的乡愁

具体化，变得具体可感，现在

回 想 起 来 着 实 让 人 感 慨

万千。

　　诗人用与其人生四个

阶段息息相关的可感的意

向巧妙地将抽象的乡愁转

化——— 小时候与祖国母亲

分隔两地，只能通过书信的形式，用一枚

小小的邮票承载对故乡的浓浓乡愁；成

年后，诗人与妻子本应幸福美满的婚姻

却变成海上旅途的劳顿与孤独，一张张

旧船票饱含了无数寂寞空虚的岁月和相

聚的感动；最令诗人痛心疾首的是想要

回去探望日夜思念的老母亲，却在苦苦

的等待和思念中逝去，一方矮矮的坟墓

成了生与死无法逾越的鸿沟。

　　在年少时并没有真正明白和感受到诗

人通过诗句所要表达的情感，也正应了那

句：“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自从离开家乡求学在外直到工作后，才有

了对乡愁更加深刻的体会，更加清楚地认

识到家乡对于每个在外游子的意义。

　　乡愁是每一个人对故土的眷恋与思

念，漂泊在外的人们生活在钢筋混凝土围

起的都市里面，对快节奏的生活会愈发地

怀念故乡，那填满回忆的情感就是乡愁。年

少时与小伙伴嬉笑打闹，下河摸鱼捉虾、爬

树摘果，手挽手肩并肩去学堂，傍晚时总会

有喊你回家吃饭的呼唤声……

　　以为离开父母的唠叨、逃离了经济不

发达的故乡，可以展翅翱翔。可是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如果没有那块叫作故乡的热土，

没有辛劳的父母，怎会有今日茁壮成长的

你。故乡的那山、那水以及那里的人，无一

不成就了今天的你。

　　乡愁是什么？乡愁就是一株充满思念

与回忆的藤蔓，在离开家乡的那一刻就已

深埋心底，待发觉时早已爬满全身每个角

落。乡愁就是一条丝线，将游子与故土紧紧

相连，即使走得再远也能感受到深深的挂

牵。乡愁就是一支唱不完的歌，经过岁月的

打磨，愈发厚实与凝重，旋律悠扬绵长。乡

愁就是记忆中那念念不忘的家乡味道，离

乡数年，每每尝到，依旧热泪盈眶。乡愁更

像是一坛老酒，经过往事勾兑、时光沉淀，

畅饮一杯，百转千回中回味悠长。

　　故乡是我们的根，是我们回家的方向。

故乡里的人和事永远盘踞在心里，不思量，

自难忘。魂牵梦绕的故土承载了无数游子

的心，抬头眺望故乡的方向，始终犹如一盏

指路的明灯，只要向前，终会抵达。

　　曾看过这样一句话：梦想就是无论走

多远，都记得当初从哪儿出发；回归就是家

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勿忘乡愁，当那再也

无法按捺的情感涌上心头，我知道我要回

家了……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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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兰根

　　

　　记忆深处，我最恐惧的是漫无边际的黑暗，光芒是希望

和幸福的源泉。家住村边，漆黑的夜里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

晴天的夜晚只见繁星闪烁，有月亮的夜晚就像节日一样。“月

亮地儿”听起来就透着亮光，照亮了大地。

　　家里能照亮的就一盏煤油灯，唯一一个两节手电筒，俗

称“电把儿”，是父亲的专属，父亲是兽医，经常走村串户，给

鸡打防疫针必须是在夜晚鸡进窝以后，父亲的“电把儿”派上

了大用场。

　　夜里浇地“电把儿”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时候生产队的机

井普遍浇一遍地，白天黑夜连轴转需要好多天，因为经常停

电，好几天才来一次，有时候来一次电，仅几个小时，而且越

是农忙时节，停电越勤，常常要到吃晚饭时分才来电。堂屋里

那盏15瓦的灯泡倒垂在黑黢黢的房梁上，暗淡静默。屋里屋

外差不多黑。

　　夜晚浇地视线不好，春冬季节特别冷，打着“电把儿”往

往也看不到跑水的地方，深一脚浅一脚地弄一裤腿泥，却白

白浪费了不少水。能赶上白天浇地是件幸运的事情。

　　每到夜幕降临，我去拉电灯开关的灯绳，“咔嚓”不亮，

“咔嚓”关了，过会儿又去拉，如此反复，母亲说这样会把灯

绳拉坏的，我的愁绪便更加深了一层。突然之间，仿佛是

“啪”的一声，灯泡亮了起来，“来电了！”第一个发现的人总是

惊喜地大声喊起来，院子里、胡同里，到处是互相告知来电的

消息。

　　夜晚挡鸡窝的事常常是我去干，这个活儿其实非常简

单，往鸡窝口堵上几块砖头就可以了，但是我心里其实是非

常恐惧的，不到完全天黑，鸡是不会全部进窝的，鸡窝里搭着

鸡架，鸡都站在鸡架上，鸡窝顶子低，我蹲着，只能看到一排

黑乎乎的鸡腿和半截鸡身，至于鸡是抬着头还是低着头是睁

着眼还是闭着眼，我根本看不见，更多的时候，我根本就不敢

去看，我怕有黄鼬或是老鼠突然窜出来，尽管每天都堵鸡窝，

但是也免不了会在某一天的早晨，听到早起的母亲在院子里

说：“夜里黄鼬拉鸡了。”我心疼被叼走的鸡，更为自己没把鸡

窝堵严实而自责。

　　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般是很少熬夜的，灯也要很

晚才亮起来，母亲有时夜里纳底子，把煤油灯的捻总是拨得

很低，这样亮光微弱，省油。去院里或各个屋子，母亲习惯了

摸瞎儿，东西本来就不多，什么物件放在哪里，真是闭着眼也

能找到。

　　那时候讲究节约，谁家能省，俗称“过日子细”，才是会过

日子的好手。母亲最佩服的是西胡同的奶奶，据说晚上纺线

时，舍不得点煤油灯，在纺车缠线穗子的定杆旁边点一支香，

就着香的微弱光亮把线准确地缠到线穗子上去。

　　我在煤油灯下看书、写作业，为了把光调亮，我用

母亲的缝衣针把灯花挑开，把灯捻往上拨，火苗立

刻就亮了许多，上面的一柱黑烟盘悬着往屋顶

升去，鼻孔总是被烟熏得黑乎乎的，头发帘

经常被烤焦一片，细碎的咔咔声，伴着焦

煳味。半瓶子煤油很快就燃尽了，让母

亲很是心疼。

　　家里的第二件电器是一台橘黄

色的收音机，俗称“匣子”，幸好，姐

姐弟弟都没有听匣子的爱好，这成

了我的专属。匣子在枕头边，临睡

前和睡醒后我一直在听，母亲说

我是枕着匣子睡觉的。

　　蜡烛只在过年时才能点。上

夜学时，家庭条件好的同学也有

带蜡烛的。放夜学的路上，漆黑无

比，由于我家最远，姐姐总是提着

自家的煤油灯照亮一路，这盏灯是

父亲用玻璃药瓶子做的，瓶颈处拧

了铁丝的提手。

　　作为胡同最后一户通电的，门灯安

上了，这一晚，灯火通明，院里的树梢被照

得发光。匣子不光能用电池，还能连接火

电，我听得更上瘾了。几年后，我开始往电台投

稿，我的小文章经常被播音员用好听的普通话朗

诵，街坊邻居们也经常听匣子，常常听到我的作品被

电台朗诵播出，每次看到我，都是赞许的眼神，这让身单

力薄，手不能提、肩不能扛，在农村生活自卑的我有了些许安

慰。从匣子开始，我更多地了解了外面的世界，不断学习，不

断探索，不断前行，一步步走出村庄，追寻更远更大的光亮。

　　

　　（作者单位：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公安局）

记忆深处的光亮

□　宋欣杰

　　

　　从警7年，李鹏飞已调换了3个岗位。不是因为他工作干

得不好，而是因为他的“百搭”适应性……

　　初识李鹏飞，他在治安管理大队工作。同在局机关，有很

多碰面的机会。每次见了，他总是热情地与我们打招呼，一副

笑眯眯的模样。接触多了，才发现他是一个极细致的人。无论

干什么，过程与结果都必须做到“完美”。

　　李鹏飞在警校时学的经济侦查专业，但最初分配的岗位

是治安管理。怀揣着青春梦想，李鹏飞一头扎进工作中。他跟

随老民警去企事业单位进行安全检查，指导金融单位搞好安

全防范，在辖区开展安全防范宣讲，参与巡逻执勤，制定大型

活动执勤方案，办理治安案件，每天都是忙忙碌碌不知疲倦，

挥洒着青春的热情。“李鹏飞，你去配合下乡检查。”“到！”“李

鹏飞，你去配合办理案件。”“好的。”李鹏飞整天乐呵呵的，有

呼必应，从没有因为忙而叫苦叫累。外出办案，他一人连续驾

车四五个小时，依然是精神小伙一个。

　　2021年8月，李鹏飞被调到公安宣传岗位，这次与我成了

同事。“我刚来，请大家多教教我。”他向我们谦虚地求教。起

初我以为他这是客套，后来才发现他真的很努力。为了尽快

适应自己的角色，李鹏飞苦练照相、录像技术，学习新媒体的

制作，戴着耳机观看专题片学习揣摩，还利用自己的人脉关

系在一线单位搜集宣传素材。李鹏飞的妻子属于远嫁，因为

疫情原因好久没有回娘家了。2022年春节过后，李鹏飞把妻

子和5个月的女儿送到岳父家，当天就返回了夏邑。三个月后，

当他再次见到女儿时，女儿认生了，扭着脸就是不看他。因为

太思念女儿了，李鹏飞强行把女儿抱在怀里，女儿吓得哇哇大

哭，李鹏飞也差点落了泪。后来李鹏飞谈起这事时向我们抱

怨：“俺闺女一点也不配合我。”“百搭”的李鹏飞碰到不搭理他

的女儿，个中的滋味只有他体会最深。在宣传科工作期间，李

鹏飞参与制作的多部短视频被多家新媒体平台采用，在基层

挖掘的新闻素材多次被主流媒体报道。我虽然干公安宣传已

有10年，也不得不佩服他的宣传视角和见解。

　　两个月前，李鹏飞的岗位又变动了，这次被调到科技通

讯股。面对一次次调整，李鹏飞总是坦然接受。无奋斗，不青

春，无论在哪个岗位，李鹏飞依旧满怀热情，兢兢业业。“是机

遇也是挑战，每一段工作经历都是一笔财富，有助于我更好

地适应公安工作发展的步伐。”李鹏飞淡定地说。

　　我好久没有见到李鹏飞了，前两天刚好在餐厅碰到他，

看他有些憔悴。我笑着向他打趣：“怎么了，精神小伙？”他告

诉我，现在他又被抽调上了一个专案，每天忙得通宵达旦。我

相信，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传来。

　　

　　（作者单位：河南省夏邑县公安局宣传科）

“百搭”民警

□　韦联成

　　

　　在这婆娑多姿的南国瑶乡

　　有人盛赞百花盛，有人钟情木棉红

　　而在这平安祥和的红水河畔

　　我更想去赞美———

　　那些身披风霜、头顶星月的瑶乡女警

　　瑶乡人民的巾帼守卫者

　　一样的百姓人家，一样的似水年华

　　你们从南国大瑶山中走来

　　你们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走来

　　你们从达吽特色小镇走来

　　从穿上藏蓝色警装的那一刻起

　　面对警徽，用质朴方言

　　庄严宣誓

　　毕生坚守信念、守护公平正义

　　生活中

　　你们是母亲 女儿 妻子

　　穿上警服

　　你们是共和国人民警察

　　守护万家灯火

　　习惯了警衣夜巡，见惯了枕戈待旦

　　在夜色中奔袭，听惯了警笛催征

　　喊一声“警察”

　　是坚毅肯定也是信任

　　面对违法犯罪、穷凶歹徒

　　像男儿一样挺身而出、果敢但当

　　危急时刻 紧要关头

　　坚定喊出

　　我是警察，让我上

　　你们和男警一样赤胆忠诚

　　你们像男儿一样毅勇坚强

　　巾帼不让须眉 赤诚豪迈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大

化瑶族自治县公安局）

瑶乡女警

□　宋振东

　　

　　你不是

　　一个合格的丈夫

　　在妻子分娩时

　　你却在追逃犯的路上

　　你不是

　　一个称职的父亲

　　从没送孩子

　　上一次幼儿园

　　接一次放学

　　你也不是

　　一个好儿子

　　父母生病住院

　　你却忙着执法办案

　　你虽然

　　不是合格的丈夫

　　也不是称职的父亲

　　更不是父母的好儿子

　　你却是

　　城市安全的守护神

　　人民群众的好警察

　　

　　（作者单位：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

群众守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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