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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红梅 高燕

　　

　　石窟艺术源于古印度，自公元3世纪传入中国

后，分别于公元5世纪和7世纪前后（魏晋至盛唐时

期），在中国北方先后形成了两次造像高峰，但随

着安史之乱引发的社会动荡走向衰落。于此续绝

之际，位于四川安岳、重庆大足等境内摩崖造像

异军突起，在巴渝大地形成了一颗又一颗的艺术

“明珠”。

　　其中，以“五山”摩崖造像为代表的大足石刻，

被誉为“人类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这是继敦

煌莫高窟后中国第二个石窟类世界文化遗产，也是

目前重庆唯一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在这里，有一群

人，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拥有不同的身份，共同守

护大足的“每石每刻”。

文化遗产检察官：依法履职，专业守护

　　“这里有世界最大的石雕半身卧佛像，两翅张

展、意气风发的孔雀明王……5万余尊造像、10万余

字铭文。”说起大足石刻，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检察院

文化遗产检察官龙云如数家珍、信手拈来。

　　何谓文化遗产检察官？他们是历史知识和文物

研究的兴趣爱好者，也是以法之名，与时间赛跑，以

“时时刻刻放心不下”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矢志做文

物和文化遗产法治守护人的检察官。

　　2020年7月，大足区检察院与大足石刻研究院签

订重庆市首个《关于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加强公益

诉讼与文物保护协作的意见》，建立文化遗产检察

官和特邀检察官助理机制，联袂保护、传承大足石

刻等珍贵文化遗产。

　　2022年以来，大足区检察院联合大足石刻研

究院对辖区重点中小石窟寺开展了专项保护行

动。文化遗产检察官团队巡查发现，圣水寺等9处

摩崖造像存在文物本体损坏、保护设施设备不完

善等问题，遂将其作为系列案立案调查，分别向

负有文物安全责任的当地政府发出行政公益诉

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文物保护监督

管理职责。

　　在检察机关监督下，相关镇街立即组织镇、村、

社工作人员对案涉石窟寺进行现场检查，积极配合

文物专业机构开展保护设施建设、文物本体加固等

基础工程，并在专家指导下配置了文物安防设备，

开展周边环境治理，让这些大山深处的文物“活”

起来。

　　截至2023年底，圣水寺摩崖石刻等多处中小石

窟的保护工程顺利完工。其间，大足区检察院邀请

人大代表、特邀检察官助理、人民监督员等前往文

物所在地召开现场听证会，跟踪监督检察建议落实

情况，文物保护成效得到一致好评。

　　“检察公益诉讼的加入，增强了文化遗产保护

法治化和司法保护专业化的水平，有效促进文物和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特邀检察官助理、大足石刻研

究院文博馆员胡登耀说。

民间守窟人：代代传承，爱心守护

　　“不同于北方规模宏大的皇家石窟，以大足、安

岳等地为代表的川渝石窟寺主要由民间力量开凿，

也广泛地分布在乡村。”龙云介绍说，分布零散，地

处偏远，文物等级不高等原因，导致中小石窟寺面

临保护资金不足、力量不够等挑战。

　　散落乡野山间的文物保护更是一大难题。例

如，四川省巴中市某地曾发生的群众“善意”地用颜

料涂抹“保护”摩崖造像等案例，更敲响了文化遗产

常态化、精准化保护的警钟。

　　在大足区，有一支以石窟寺附近村民为主体的

义务文保员队伍，他们常年奔波在乡野山间，肩负

起文物的日常安全管理，对兴隆庵、石壁寺等部分

重点文物实行24小时守护制。

　　居住在兴隆庵附近的刘仁前，虽年过七旬，但

身体依然硬朗。他一个星期会去巡查几次，打扫一

下卫生，查看一下文物情况，若遇到特殊情况，会第

一时间通知村委和镇街负责人。

　　“我已经在这儿守了八九年了。再往前是我的

姐姐，姐姐去世后外侄来守了一阵儿，后来他去外

面工作，之后就一直是我守在这里了。”刘仁前说，

自己的后辈中，也有意愿来接替他的，若以后走不

动了，就让他们来继续守护。

　　其实，像刘仁前一样的“义务”守窟人，在大足

区一共有77位。一代又一代守窟人中，有的是夫妻、

兄弟姐妹，还有的父子相传接力守护。罗开洪就是

当地负责保护佛祖岩石刻的一名义务文保员，他就

是从父亲手中接过义务文保员的工作的。他们每年

只有不到1000元的补贴，却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文

化瑰宝的价值，毅然承担起文物日常安全管理的

“民间”义务。

　　通过采取数字化监控守护与周边群众守护相

结合的方式，织密了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网

络。“即使是很小的石窟，我们也要把它保护好。筑

牢文物保护安全底线，让这些文化瑰宝成为留在人

们心中不忘的‘乡愁’。”罗开洪说。

文物保护志愿者：主动认养，公益守护

　　“大足的中小石窟，就像珍珠一样散落在乡野

中，它们需要被更多人了解和重视。”在参加“参访

重庆市检察院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及大足乡野石刻

寻访活动”后，文保志愿者郭真明感慨道。

　　重庆市检察院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位于大足

区宝顶镇，是集专业化检察办案、恢复性司法保护

及综合性普法宣传为一体的法治创新基地。在展

览馆区，一座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的奖杯格外

耀眼。

　　这座奖杯的获得者是重庆市文物保护志愿者

服务总队，他们发起了文物认养（巡查）志愿服务公

益项目。这项活动激发了广大市民积极参与文物保

护的热情，志愿者们纷纷登记自己想“认养”的文

物，精力充沛的就多认几个，时间紧张的就少认

几个。

　　通过自发“认养”，让每个志愿者和文物融为了

一体。在自发巡查中如果发现问题，志愿者们可以

及时形成报告，提交相关部门，并由市里统一分发

给各区县的负责单位。

　　实际上，志愿者们“认养”的众多文物中不仅有

大足石刻等挂牌文物，还有许多不为人知却历史悠

久的文物古迹。他们在认领文物后，无论是严寒酷

暑、刮风下雨，都会不遗余力地坚持日常巡查。重庆

称为山城，坡坡坎坎的路自然不在少数，对于有些

上了年纪的志愿者来说，每天去巡查认养的文物并

非易事，但他们克服困难，并对文物产生了深厚的

感情，还通过言传身教带动了身边的不少亲朋好友

加入志愿者队伍中来，一起认养文物，守护着散落

在乡间、田野的文物宝藏。

　　2024年3月26日，“大足石刻守护人”全球招募计

划公告发布，计划招募1007名热爱石刻文化，有意

愿、有时间、有能力的个人和团体，均可参与大足石

刻保护、研究、传承弘扬工作。目前已邀请到单霁翔

等文化名人作为大足石刻第一批守护人。

　　“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综合保护力度，事关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大足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

察长孙琳表示，将持续擦亮“石”刻守护文化遗产检

察保护品牌，与行政机关、文博机构及社会力量同

频共振，高质效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用法治守护中

华文化根脉。

□ 张洁

　　

　　“老金你看，那个李奶奶又跑出来了，估计又迷

路了！”3月9日下午，963警组刚处警完准备休憩片

刻，辅警小鲍就看到那个经常迷路的李奶奶，手足无

措地站在马路中间，来回徘徊。“快去把奶奶扶回来，

小鲍。”警车刚停稳，民警金传福便立刻吩咐小鲍，把

李奶奶从人来人往的车流中扶回警务站调解室内。

　　“老金，人我扶回来了。你联系她儿子一会儿来

接。我还是照常去当听众啦！”小鲍搬了张凳子熟门

熟路地坐在奶奶身边，贴近老人的耳朵说道：“待会

您儿子就来接您回家，你先歇歇，我给您先倒杯水。”

　　老金联系好李奶奶儿子后，也搬了张凳子坐了

过去，轻轻拍了拍李奶奶，微笑着说：“奶奶，您儿子

还有一会来，要不你给我讲讲过去的事儿呗。”

　　“小伙子，你不知道啊，想当年我在蔬菜大队的

时候，每天早上5点就起来跟着大伙干活了，我们街

坊邻居十几个人一起喂鸡，一起下地……”李奶奶一

提到过去就打开了话匣子，惶恐的神情也消失了。

　　“奶奶，没想到您当年在蔬菜大队的时候这么调

皮呢？”“对啊！我年轻那会儿在蔬菜大队可是出了名

的小调皮！”听到小鲍的打趣，李奶奶哈哈大笑了

起来。

　　“不好意思，又麻烦你们了。”李奶奶的儿子一进

门就连连道歉。“没事，我们正听奶奶讲故事呢！”小

鲍和老金一边回答一边将李奶奶扶起来交到了她儿

子手中。

　　算起来，这已是李奶奶的第九次迷路了，让我想

起了去年夏天和李奶奶第一次“相识”的情形。

　　去年7月21日，我接到警情后把迷路的李奶奶带

回站内，等待家人接回。在跟李奶奶聊天时，我知道

了李奶奶的姓名和年龄，但其他信息问啥都说不知

道，只是一个劲儿地念叨：“带我来这个地方干啥？我

儿子找不到我可咋办？”

　　“放心，您儿子我们已经联系上啦！一会儿就来

接您。”尽管我在旁边一遍又一遍地解释，可是李奶

奶还是念叨着执意要离开。这可怎么办，我突然想到

曾经也遇到过一位跟李奶奶情形相似的爷爷，是不

是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来安抚呢？于是我试探着问

起李奶奶年轻时的经历，果然让她打开了话匣子，给

我讲起当年她在蔬菜大队的故事。2023年9月20日、10

月2日、11月18日……警务站的民辅警们一次次遇到

李奶奶，到2024年3月9日时，已经是第九次。或许，李

奶奶并不能分得清眼前这群穿着制服的小伙，但9次

救助，让这位九旬老人成为了警务工作站内民辅警

们的“老熟人”。

　　每次，警组从外边接来迷路的李奶奶，都会主动

搬好凳子，尽管她总记不清站里民辅警的模样，但大

家每次都像是第一次听到李奶奶讲蔬菜大队故事时

一样，围坐成一圈认真倾听、热烈捧场。

　　

　　(作者单位：江苏省淮安市公安局清江浦分局)

□ 徐小飞

　　

　　“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我和书记员王怀斌天

刚蒙蒙亮就从延庆法院执行局出发，驱车70多公

里，等赶到位于延庆东南部山区的大庄科乡沙塘

沟村时，已是9点多了。看到我们，坐在村口晒太阳

的村民们纷纷说道：“法官来晚啦，刘辉已经在家

砍树了！”

　　李友、刘辉（均为化名）系前后院邻居。刘辉在其

院内种有一棵榆树，树龄已经有70多年了，树腰围有

两米多，20多米高。大树底下好乘凉，老榆树给刘辉

一家人带来许多美好的记忆，但老榆树生长多年，根

深叶茂，断落的树枝致使李友房屋漏雨，给李友一家

人带来不少麻烦。

　　沟通未果，李友将刘辉诉至法院，要求排除妨

害，将老榆树砍掉。经审理，法院判决刘辉将老榆树

清除。判决生效后，刘辉未在判决书指定的日期内砍

树，李友申请强制执行，案子由我承办。

　　收案后，王怀斌和我开玩笑：“前段时间你刚执

行完一个砍香椿树的案子，现在又要去砍老榆树了，

你快成为一个砍树法官了。”

　　我却觉得这案子有点棘手：被执行人刘辉八十

来岁，显然自己不具备砍树的能力，应由何人代为砍

伐；老榆树根系发达，砍伐过程中如何保障不会造成

新的损害；老榆树树身非常粗壮高大，如何安全运输

是个难题……

　　这个案子如果径直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在法律

程序上不存在什么问题，但社会效果未必好，而且因

为存在各种不可控因素，万一在执行中或执行后出

点什么意外，很可能引发新的社会矛盾。我琢磨着，

执行措施不能一味硬刚，还是在案外多做些说服引

导工作，确保执行措施既有力度更有温度，如果能变

强执为自执，岂不更妙？

　　想通关窍，我赶紧给刘辉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刘

辉的女儿，她是刘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她心里明显

有气，说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李友这是在逼自己一

家人呢，你们法院爱怎么执行就怎么执行，法院爱砍

树就找人砍去，自己父亲年纪大了，砍不了树。

　　我耐心等她把话说完，然后才对她：“现在这个

案子已经进入执行程序，如果现在不砍树，万一哪天

更粗的树枝断裂把李友的房顶砸坏了，这个损失是

不是也得你们家赔偿？”刘辉的女儿想了想，说树是

自己家种的，当然要负责赔偿，她还说其实自己也不

是不想砍树，只是自己一家人和老榆树这么多年有

感情了，舍不得砍。

　　我说：“如果榆树砸坏对方的房顶，留给你们一

家人就不是美好的回忆了，可能给你们带来的是损

害赔偿的后果。”刘辉的女儿听了默不出声，过了会

才叹气道：“法官你说得对。”

　　我听出她的语气有了松动，就趁热打铁：“我理

解你们一家人对老榆树的感情，你们舍不得砍，那么

我们法院就得雇佣工人、租赁机器代位执行，但这产

生的相关费用就得你们被执行人负担。如果你们自

己主动履行义务，相关费用可能会低很多。再者，你

们主动履行义务，让李友也能感受到你们的诚意，这

有助于你们日后两家关系的恢复，你也不想你们两

家总是闹别扭吧，你说是不是？”

　　刘辉的女儿听了说：“徐法官，我觉得你能站在

我们老百姓的角度想问题，我听你的，我们自己找人

砍树去。”

　　于是，在约定的日子，当我和王怀斌赶到时，刘

家雇的工人已经开始砍树了。我在院子里嘱咐工人

们要注意施工安全后，进屋去安抚刘辉的情绪。刘辉

的老伴正在为工人们做饭，锅里的炖肉正热气腾腾

地翻滚着，香气扑鼻。

　　刘辉看到我很高兴，颤颤巍巍地忙着要搬凳倒

茶，掉牙的嘴里不停地说，自己相信法律，相信法官，

自己一定会配合法官工作，不给法官添麻烦。老人的

一席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我做的是本职工作，

却赢得当事人的赞誉，也只有更加努力工作，才能无

愧人民法官的称号。

　　老榆树终于被砍伐并安全运走。中午时分，我们

告别双方当事人，婉拒了留饭的好意，笑着对他们

说：“你们的炖肉非常香，我们闻也闻饱了。以后你们

开农家院了，我们来村里旅游时再来光顾，不过到时

一定要收钱哦。”众人听了都大笑起来。

　　车子驶出沙塘沟村，一路风景美不胜收，我们的

心里也是满满的，既有感动，也有收获。

　　

　　（作者单位：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

□ 冯永华

　　

　　一个鞠躬，对一般人来说，也许微不足

道。而这个大年初一夜里的一个鞠躬，却牢牢

地烙在我的心里，承载着满满的感动。

　　大年初一的晚上，我和值班的同事们刚

刚吃过晚饭，正在交警大队指挥中心调度各

交警中队巡逻执勤情况时，听着窗外远处传

来的鞭炮声，注视着车流变幻的LED大屏，沉

浸在春节的喜庆气氛中。

　　“叮铃铃……”报警电话响了起来。接警

员熟练而迅速地打开听筒，“交警同志，我儿

子刚才玩鞭炮的时候不小心被炸伤了手，孩

子哭闹得我心烦，不敢开车了，请交警帮助给

送到医院去……”警情就是命令，救助就是责

任。还没等求助者说完，我和值班的同事们便

穿好荧光执勤服，与求助者约好接头地点，火

速“赴约”。

　　我和同事开着警车赶往事发地，20分

钟后便看见一辆白色轿车打着“双闪”停在

路边。为了不耽误时间，我和同事们在车上

提前分工，辅警小王驾驶求助者的轿车，我和小李驾驶警车

在前方示警带路。迅速与白车内家长沟通后，我们按计划以

最快速度赶往医院。看着医护人员为孩子检查、救治，孩子的

哭声渐歇渐止，我安慰了孩子的父母与他们握手告别。孩子

的父亲掏出一包香烟以示感谢，被我和同事们以“不会抽烟”

为由婉言谢绝。

　　就在我们发动警车即将离去时，送我们出来的这位父亲突

然深深地鞠躬，久久不曾起身。看着反光镜中这位父亲的身影，

我深有感触。在我们眼里这是多么小的一件事儿啊，简直就是举

手之劳，却获得群众如此高的礼遇。

　　其实，我们每天的工作、生活，都是由一件件琐碎的小事排

列组成的。似乎是我们忽视了每一件小事的个体，每一件小事的

过程和结果。

　　“一滴水在宇宙中只不过是一个微小的点滴，可它却能折射

太阳的光芒，滋润着世间的万物，温暖着彼此。”我们的生活，就

是由千万件小事彼此交织构成，只要我们把一件件小事都尽心

尽力做细做好，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我们的生活会更

加丰富多彩，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才会变得更加温暖。

　　

　　（作者单位：山东省莘县交警大队）

□ 孙培用

　　

老家

　　斑驳的瓦，斑驳的砖，斑驳的门，斑驳的记忆。回忆像潮汐，

退下又涌起。

　　这古老的屋宇，青灰的瓦楞上摇曳着瓦楞草，波浪起伏的

檐，柱脚在沧桑世事中倾斜，经历岁月的风雨。简陋的老屋，沿着

时空的走向，简单地支撑起那些古朴诚挚的日子。

　　一张方桌，几条板凳，我正爬上板凳趴在方桌上写字。

　　母亲向灶膛里添柴，火苗不停地跳跃着，舔舐我的视觉，舔

舐我的脸。

　　一株带露花苞在阳光下徐徐开放，一丛青藤缓缓地沿着小

土墙攀援，清风像淘气的小毛孩子，在房前屋后争先恐后地

跳跃。

　　我曾经在这里生活了十二年。却用更长的时间才回到这里。

离开时，迎春花正含苞，回来时，迎春花已开始凋零。

　　久远而稳定、独具本土特色的民谚、民歌、民间故事、民俗让

我感到亲切，精神和梦幻游弋其中如鱼得水。

　　是老家那些人、那些事，其他人、其他事都不可代替。一方水

土的精气灵髓与生俱来水乳交融不可分割。

　　对于老家的眷恋，这几乎是所有感情丰富的人的共同特性，

尤其是步入中年。那么多美好的记忆，便足以冲淡和打消诸多的

遗憾。

　　一粒种子在老屋的屋檐下发芽，静静地生长成一株幼苗。

　　将去的老者偕同生长着的幼者，一个自然地勃勃的生长。一

个自然地衰衰地老去。无限的空间，相互慰藉。生者自生，老者自

老。自然的赐予无须拒绝或接受。

　　

老屋

　　墙皮一层层脱落，裸露着岁月的沧桑与时间的风雨。

　　阳光从古旧的窗棂中照进，老屋静静地伫立。似乎浸润在烟

雨中才更有韵味，朦胧该是它的意境，湿漉漉则更贴近它的

魂魄。

　　推开虚掩的门扉，软软的低语和轻轻的笑声便扑面而来。

　　恬淡的生活。印迹一般凝固在记忆里，似一幅水墨画成的画，

淡淡的皴染，寥寥几笔，远观近瞻，便把人醉倒了。岁月的剥蚀留在

了窗棂门板上，暗绿的青苔犹如年轮，刻满斑驳的土墙。

　　望着从身边悄悄走过的岁月履痕，还有艰难生活篆刻在老

屋身上深深地烙印。母亲不在了。我离开这座房子四十多年了。

　　我现在还有勇气走近抑或走进这座房子吗？再回老屋，那里

已没有恒久敞开的屋门。

　　八十多岁的老邻居佝偻的身影和“孩子，你还好吧！”的问

候，让我不敢直视和回答。

　　一转身，我与记忆撞了个满怀……

　　

老街

　　一朵稻花，一缕清波，一声犬吠，一个传说，一丝白发，这些

都是老街边独有的故事。

　　这是一条我出生时就有的老街，对面不远正在建设新房。

　　一条右拐左弯的街伸直了，也长不过老人一根吧嗒在嘴上

的烟袋锅的时间。

　　聚集的老人们，陈述着尘封旧事。记忆老旧，时间依旧年轻。

记忆带不走时间，时间却带走了记忆。

　　远处的高楼下一片倒影，与我出生时的老屋遥相辉映。大理

石、茶色玻璃、彩釉瓷砖……这些都是并不遥远的事。

　　其实，时间就是一盘磨。磨碎这些慈祥与欢乐的日子。依旧

古香古色。

　　门前的石板路被来来去去的脚步声踩碎。老街的对面，霓虹

灯闪闪烁烁。

　　我渐行渐远，有时候还是忍不住回头。

　　回到老街，我不再是一个孤独的人了。

　　

　　（作者单位：辽宁省盘锦市城管执法局）

一个讲了九次的“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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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纪事

他他们们精精准准守守护护大大足足的的““每每石石每每刻刻””

  图① 检察官到文

物保护现场请教专业

知识并做好文物巡查

登记。

  图② 义务文保员

刘仁前向文化遗产检

察官等介绍文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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