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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红

　　

　　在基层派出所，总有一些警情让民警心中充满暖

意。这不，东门派出所副所长罗涛就经历了一次意料之

外而又峰回路转的警情——— 终于将被骗的盛某接回家。

　　“民警同志啊，我儿子被坏人带走了，呜呜呜……

你们帮我找回来啊……”

　　“奶奶您别急，咋回事儿？”那天中午，值班的罗涛

接到一位老人的报警求助。

　　了解得知，老人姓夏，年过八旬。当日上午，老人

接到儿子盛某电话，说被陌生人带走了。

　　“我儿子今年50多岁了，是残障人，坐轮椅的……

他也说不清楚自己在哪里，只知道出了芜湖市。”老人

边哭边说，满脸的担忧和焦虑。

　　“奶奶别急啊，我们帮您找儿子。”罗涛安慰着老

人，赶紧按照盛某的身份信息和手机号码展开研判。

根据盛某手机定位发现，他目前在距离芜湖市350多

公里的阜阳市颍东区。

　　事不宜迟！罗涛立即与颍东区沙河派出所取得联

系，请求对方进行排查。与此同时，罗涛想给盛某打电

话问问情况。然而，对方手机关机。

　　盛某是残疾人，在家里由老母亲照顾。儿子身在

异乡，老母亲急得直落泪。焦急等待了多时，天色渐渐

暗了下来，却一直没有消息。不仅急坏了夏奶奶，也急

坏了罗涛。

　　罗涛不停地给盛某打电话，晚上7点左右终于打

通了。盛某在电话里说：“我没事，等办完贷款会有人

送我回芜湖。”原来，盛某被他人带到阜阳市颍东区，

准备用他的身份信息在当地办银行卡并办理100万元

的贷款。

　　“你可能是被骗了啊，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身份证

交给别人。”罗涛劝道。

　　“他们说给我一万块好处费呢，而且他们还贷款，

不用我还。”

　　“那是骗你的……快说，你在什么地方！”

　　罗涛在电话里足足开导了近一小时，夏奶奶也在手

机里对儿子说：“要听民警的话，听妈的话，快回来。”

　　盛某沉默了几分钟后，这才说出自己所在位置。

　　快！去接人。

　　考虑到夏奶奶年迈体弱行动不便，罗涛带着盛某的

表姐连夜赶往阜阳市颍东区，在当地派出所民警协助

下，不仅找到了盛某，还将带他远离芜湖的两名犯罪嫌

疑人控制。经审查，这两人果然是对盛某实施诈骗。

　　本以为盛某会跟民警回家，不料，倔强的他又改

变了主意：坚决要办好贷款、拿到“好处费”再走。怎么

办？盛某不同意回家，总不能强行架着他上车。罗涛心

里那个急啊，分析诈骗案例、说明“天上不会掉馅饼”

的道理，又是一番劝导，再次接通了夏奶奶电话，好

在，盛某终于答应回芜湖了。

　　罗涛悬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带着盛某返回了芜

湖。夏奶奶看到儿子安然无恙地回来，抱着儿子老泪

纵横。随即拉着罗涛的手激动地说道：“谢谢你们把我

儿子找回来，谢谢！”

　　看着一家人团圆后抱成一团有哭有笑，罗涛的心

里五味杂陈：反电诈宣传任重而道远。普通群众难以

分辨诈骗套路，人民警察有责任加大防范宣传，让人

民群众多一份防范心理，少一个被骗案例。

　　

　　（作者单位：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镜湖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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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接你回家
□ 任忠杰

　　

　　初夏，万物争荣，草木葱茏，我和同事去一个村庄送

达法律文书。车行乡间公路，思绪却飘向了从前的时光。

　　第一次去那个村庄送达是在春日，骑着摩托车穿行

在崎岖小路，两边的灌木丛伸出长长的嫩叶，清风吹过散

落一片晨露。当我们到了目的地，竟然不知露水早已将鞋

和裤管打湿。然而那一次我们却没有找到当事人。没隔几

日我们又去了那个村庄，这次是步行。那是一个雨雾的清

晨，只能看见几尺远的地方，小路也是潮湿泥泞，路两边

的草比前几日更加茂盛了，坠着闪亮的水滴仿似一片散

落珍珠。我们走了近一个小时，才到了当事人家，但当他

们听说是送达文书，连家门也没让我们进。被雨水打湿的

衣服穿在身上很不舒服，连头发都是湿的，但我们顾不了

这么多，耐心地做劝导工作，整整用了一上午时间才算送

达结束。

　　还有一次送达，那是在郊外的一个沙石厂，那里一到

春季风沙弥漫什么也看不清楚，去沙石厂有一段路汽车

进不去只有步行才能到达，那天风呼呼地在我们耳旁吼，

尘沙飞扬，顷刻间我们全身沾满了沙土。黄沙满天飞什么

也看不见了，只听见风一阵紧似一阵，吹折了干枯的树

枝。我用衣服捂住脸，只露出眼睛往前走，到达目的地我

们已经像个泥人一样。

　　工人们都挤在一个简易工棚里躲着狂风，连个坐的

地方都难以找到。倒好的热水还没等喝，杯子里已满是沙

尘。送达结束走出工棚时已近中午，风稍小了些，旷野里

的山石，被阳光直晒，散发出干焦的气息。我的嘴唇干涩，

用舌头一舔满嘴是沙尘，眼镜片上也挂了一层细细的

沙尘。

　　下班回家我和同事在车上开着风趣的玩笑。回味着一

天的工作，不知不觉天色逐渐地暗了下来，黄昏迈着轻盈的

步子悄悄地走来，慢慢地收敛着夕阳的光线，告别着一天的

辛劳，静听着车轮声期盼新的一天到来……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 杜永清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人们常常被手机所

困扰，被各种琐事牵扯，以至于忽视了对来源可

靠信息的汲取，及其认真思考。

　　每个周末，是我的读报时间。我总会抽出多

一些时间来阅读报纸，这不仅是我获取信息的方

式，更是我思考问题、提升自我、放松心情的一种

方式。

　　单位订阅的报纸很多，几乎每个办公室都有

报纸。我的习惯是收到报纸后，走马观花把报纸

的标题浏览一下，把载有我感兴趣内容的报纸单

独放好。作为一名检察官，因为职业的原因，感兴

趣的还是法治类的报纸。

　　我家与检察院在同一个院子，出家门后几分

钟便上办公楼。周末，常常以读报为理由，名正言

顺地搪塞妻子，少干家务，踱至办公室，泡上一杯

茶，茉莉花香氤氲散开，铺开收藏的报纸，开启一

段报纸上旅途。

　　周末读报，让我有机会去了解这个世界的动

态，去关注社会的发展，去参悟他人的观点。每一

份报纸都是一个世界，每一个专栏都有不同的使

命，每一篇文章都是作者、编辑的辛苦成果。

　　我喜欢读报纸上的法治新闻，因为真实性强，

有深度。新闻不仅报道了事实，更提供了对事实的

解读和分析。通过阅读新闻，我可以了解生活百态，

可以了解到人性丑恶和善美。这些信息，让我有了

更广阔的视野，也让我有了更深的思考。

　　我喜欢读报纸上的评论，因为不仅表达了作

者的观点，更提供了对观点的支持或反驳。这些

文章或高屋建瓴、或引经据典，纵横捭阖，让人玩

味不已。通过阅读评论，我可以了解各种不同的

观点，可以了解各种不同的思考方式，可以了解

各种不同的价值碰撞。这些观点，让我有了更多

的思考，也让我有了更多的启发。

　　周末读报，也是一种业务学习，是一种素质

提升好途径。我通过阅读报纸，可以学习到新的

知识，可以了解到新的理论，可以掌握到新的方

法。这些知识、理论和方法，不仅可以提升我的专

业能力，也可以提升我的综合素质。我在阅读中，

不断吸收新的信息，不断提升自己的思维能力和

判断能力。报纸中，兄弟单位工作上的好经验、好

做法可借鉴、可参考。

　　周末读报，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是一种放

松。我通过阅读报纸，可以暂时抛开生活的烦恼，

可以远离工作的压力，可以享受阅读的乐趣。对

理论文章深度阅读，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

然。对优美散文细细品读，让我真正身心放松和

愉悦。

　　

（作者单位：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人民检察院）

周末读报

送达

□ 连荣东

　　

　　夏日，趁着阳光和煦，邀上三五好友，带上孩子，

驱车前往百公里外的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浮宫镇，

采摘杨梅。浮宫杨梅，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一人一筐，心情愉悦，牵手上山。孩子们的欢

呼声，冲向山顶，直追白云。每个人的脸上都温情

四溢。山间小路蜿蜒向上。小路两边尽是杨梅树，

枝头挂满了青的、黄的、鲜红、深红的、红得紫黑

的杨梅。杨梅的成熟期很短暂，不过10天左右。未

成熟的青色杨梅，轻轻一咬，就感受到了青涩时

光的滋味，酸得皱了眉头。在经历了烈日暴雨的

洗礼后，成熟的杨梅散发出诱人的光泽，不知名

的小鸟、小虫总是捷足先登，偷食了最甜蜜的第

一颗果实，真让人羡慕不已。

　　夏日的水果，琳琅满目，形态各样，我却对杨

梅情有独钟。好友说，风景是没有区分好与坏的，

不分遥远还是咫尺，不分迷人还是嫌弃，只看是

与谁在一起。我深以为然。能治愈一生的，不是贵

贱贫富，只是不离不弃的陪伴。家人的幸福，不分

温柔与急躁，不分浪漫与木讷，只是一份责任、一

份牵挂；有时却是一份责骂、一份深夜的默默等

待。看着孩子们满嘴的鲜红，就连衣服都沾上了

杨梅汁，大人们不禁“苦”笑。陪伴的日子有酸有

甜，珍惜当下。

　　孩子们如蝴蝶般在林间穿梭，惊叫声、欢笑

声，此起彼伏，连小鸟也跟着欢快鸣叫。男人们已

不是警察了，是丈夫、是父亲、是劳动力，上采下

摘，一小筐一小筐装成满满的一大筐。下山了，男

人背上箩筐，已是汗流浃背，走近时，可闻到身上

散发着的汗臭味。一个能负重的男人，果然是臭

男人。难怪女生娇嗔臭骂男人时，往往有这么一

句“你这个臭男人”。心神领会，大男人莞尔一笑，

甜至心间。

　　青梅煮酒论英雄。杨梅红颜，虽是短暂，却有着

无尽的滋味，满满都是大自然的爱，一种酸酸甜甜的

生活，又留下了一年的期待。

　　

　　（作者单位：福建省闽西监狱）

□ 陈颖

　　清河不止是条河。

　　昨夜，梦中的我又回到了那块清凉的芳菲之

地——— 清河的怀抱。踏上通往村庄的土路，呼吸着

庄稼地热腾腾的生命气息，泥土的馨香、河水的低

吟伴着蛙声抑扬。在那里，青泽流盈的清河岸边，

每时每刻都是童年的境界……清河的阳光，似乎

总是金灿灿的。收获的季节，稻田里吹起稻浪。朴

素而勤劳的乡亲，穿着背心，戴着草帽，拿着镰刀，

在稻田里忙碌着，笑声回荡在稻香四溢的田野上。

夏夜里，在与小河毗邻的学校操场大槐树下，与邻

村小伙伴们跳皮筋、丢手绢、捉迷藏，坐在凉津津

的石头上，听村里的老少爷们讲古论今、谈天说

地，百听不厌。伴随着清河哗啦啦的流水声，亮着

屁股的萤火虫像星星一样飞来飞去，如梦如幻。

　　雨季过后，河床上的孩子们湿了鞋裤、脏了

衣衫，从清晨到傍晚，光着脚丫筑坝捉虾，一丝不

挂地嬉水，喜欢热闹的鸭、鹅一行一行，嘎嘎呀

呀，顺流而下，和我们一起撒欢……即使遇到青

黄不接的干旱年景，河水依旧清清浅浅、细细缓

缓流淌。一群小伙伴就喜欢在河里寻找制造乐

趣，在乡村的泥路上留下脚印，光着小脚丫在大

人留下的脚印里踩着，享受着柔滑的河水“哧溜”

一下从脚丫间飞速溅出的场景，即使满身沾泥，

仍傻得乐此不疲。

　　依山傍水的清河小学因建在清河边而得名。

整个童年我一直随当老师的父亲在清河小学堂

里度过。清晨，周围村落的孩子们纷至沓来，在商

家村那间农舍般的村小学堂，一间四处透风、没

有窗户、两块面板站立凑合成黑板的简陋教室

里，在七高八矮、宽窄不一、同学们自己拼凑的课

桌间，民办教师给一、二、三年级32名孩子按部就

班重复着每天单调的教学课程。当年小学校址就

在当地远近闻名的向家祠堂。青石铺就的小径通

往各班的教室，窗户上不镶玻璃，破旧的桌椅板

凳摆在凹凸不平的土地板上，黑板布满裂纹。每

年汛期刚过，大一些的孩子从河里拾来鹅卵石镶

砌花台，随后紫色的兰草、红的耀眼的月月红、绚

彩夺目的太阳花落户校园，把空旷的庭院装扮一

新，翠绿挺拔的白蜡树下，琅琅的读书声每天高

亢飘扬。在残垣断壁的大宅院里、清苦的煤油灯

下，记录着爸爸和同事们的激情岁月。

　　去年春节，再去拜访清河。河段上到处都是新

盖的楼房，在飞速运行的时光里，风雨沧桑一改清

河的柔美清亮……时光匆匆，一切皆流。怀念那方

山水里暗香疏影的清河边，抚摸追赶蝴蝶、捉着蚂

蚱的青葱岁月，淡定如初的自然流连，被沉淀的往

事，一种生命的底色，一个生命的春天。

（作者单位：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委政法委）

　　一个人踏遍佤山的村寨上万公里

　　需要翻山越岭多少趟

　　磨破多少双鞋

　　穿过多少场风雨

　　一个人面对650件“钉子案”“骨头案”

　　需要多少铁的毅力和柔的温度

　　捂热多少次人心

　　费尽多少口舌打开死结

　　山路陡峭，车辆无法抵达，你可以

　　鸿沟辽阔，双脚跨不过裂隙，你可以

　　铁脚板锤击大地，把冰锤出火，把火锤成烛

　　你是那根红烛，照亮阿佤山的每个角落

　　你是那头老黄牛，犁遍每一块春天

　　金灿灿的玉米成熟了，你累倒在秋天

　　“我们迈出去的是脚步，带回来的是民心

　　俯下去的是身板，竖起来的是信任。”

　　你的声音仍在山谷回荡

　　火塘边、田野里，镌刻你奔波的身影

　　你的赤诚架起执行的天平，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你虽已远走，但每回拉起乡亲的手

　　每一份执行款的汗水，仿佛电影里的旧时光

　　在我们的思念里一再返场、温暖

　　如同点点星光，照亮

　　更多星夜赶路人继续前行

　　这个冬天，阿佤山的鸟鸣格外清脆，擦亮

　　你胸口鲜红的法徽

　　献身司法事业、民族团结的铮铮誓言

　　风吹佤寨，又一个春天即将降临

　　漫山遍野的姹紫嫣红，是你

　　每一朵微笑里，有你

　　以生命写给彩云之南

　　沧源佤山大地的美丽答卷

　　

　　（作者单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这雨，下久了

　　会醉人

　　这雨，将芳草

　　柳丝酿在时光里

　　捏一丝春云

　　捕几缕东风

　　撑伞烟雨湖山

　　刚踏进江南

　　就醉在晴晴雨雨西子湖

　　这雨，心底事

　　最明了

　　游廊屋檐雨帘如诗

　　木格窗外微雨飞双燕

　　我的梦里

　　江南是永不老的传说

　　这雨，定要泛舟镜湖

　　雨滴击打乌篷船

　　黄酒温热茴香豆一碟

　　是雨醉人，是江南留人

　　岁月的杯盏与故事

　　到了江南，听我慢慢说你听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市消防救援支队）

□ 姚金耀

　　

　　说起母亲，我似乎已许久未见她了。细算下

来，过年至今已有近3个月，我只回过一趟家，而

我的家距离单位也仅两小时车程罢了。

　　我的母亲是一名乡村医生，是镇上评出的

“孝顺媳妇”，记得当年，我陪母亲去领奖的时候，

10岁的我很骄傲，把头扬得高高的。“天下没有比

你妈更良善的媳妇啦，一定要好好孝顺你妈！”我

遇到过很多人对我说这样的话，有我的邻居奶

奶，有被治愈后的病人，有母亲不收治疗费用的

孤寡老人……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是不断穿梭的

白大褂，是夜晚被病人家属敲门惊醒的匆忙

身影。

　　工作几乎占用了她的全部，嘴角在忙碌中起

了水泡，手指在配药扎针中逐渐僵硬。母亲的腿

上，好似绑着一条无形的链子，那一条链子的长

度，只够她在厨房和病房间来回穿梭。大门虽然

没有上锁，但她心里的爱与责任，却使她心甘情

愿地把自己锁在了我们家一辈子。

　　从警后，我回家的时间变少了。母亲与我的

联系大多存在于微信，“别熬夜，少玩手机对颈椎

不好”“出任务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当个好警

察，一定要心里装着群众，对群众负责任”。我心

里明白，母亲不停地唠叨只是想多和我说说话，

不善于表达情感的我，也只是淡淡地回一句“知

道了”。然而母亲的这种耳提面命，让我心里被灌

注了沉稳面对任何困难险阻的勇气。

　　我给她添了不少乱，但是她却对此“颇为享

受”，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往往就是长大后的我和

慢慢老去的母亲之间独特的沟通方式。我很庆幸

她是我的母亲，在她的言传身教下，我拥有着正

确的价值观，我像她一样深爱着我的祖国、像她

一样对他人心存善念、像她一样善良而坚韧，母

亲用她生命的一切来扶正我幼小的身躯，让我得

以茁壮而健康地成长。

　　每次离家，母亲总会站在路口目送我远去，

多年来我也意识到，有过我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

母亲的脚印。尘土飞扬中，她的身影匆匆地跑向

病人。松开了对儿子爱的双手，以白衣哺育藏蓝，

让我有勇气在任何危难的时候都能够挺身而出，

不负使命。

　　在工作与生活的历练中，我变得愈发坚强，

感谢母亲，让我对温暖有了识别度，在熙熙攘攘

的人海中，爱的谜底，已深藏在我心中，生根发芽

并茁壮成长。

　　

（作者单位：河南省周口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

至味杨梅

白衣育藏蓝

流过清河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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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丽娟

　　

　　阳春三月，绿叶红花春意盎然。慵懒的午后，法院的

大门刚刚打开，几个熟悉的面孔便出现在诉讼服务大厅

门口，让略有困意的工作人员立刻“紧张”起来。

　　“哎呀，罗嬢嬢您来了呀，走累了吧，我先给您倒杯

水。”一声清脆又熟悉的问候语，让其他人“紧绷的神经”

一下缓和了下来。“科长”脸上堆满笑容，将几位信访人引

入接待室，回头给我们比了一个“OK”的手势。

　　“科长”名叫薛娇，是巫溪法院的一名书记员，她的

“科长”自然没有被下文，是我们“民间组织部”给她封的，

我们属实是对她的膜拜之情无以言表才尊称其为“科

长”，她也欣然接受，并自称“本科”。

　　“科长”自2018年到巫溪法院工作以来，一直负责立案

信访工作，“科长”办公室设在诉讼服务大厅6号窗口，以便

她接待信访人。因我院平安建设工作为立案庭负责，“科长”

还要负责平安建设其他基础性工作，她还因此拍着胸脯很

傲娇地说：“往大了说，本人是平安巫溪的守护者。”

　　从群众工作科到立案庭，熬走了几任负责人，“科长”

成了立案庭的老资格，也积累了相当多的“人脉”。“邹老

辈子”就是“科长”的常客，他因三十几年前所犯的一件刑

事案件被判处有期徒刑，在服刑过程中家中遭遇变故，以

致他妻离子散，年老得空之后便多次信访。

　　因其家庭贫困，老无所依，法院协调相关部门对他进

行了救助，邹老辈子满意极了决定不再信访，签订了《息

诉罢访承诺书》。但是过段时间邹老辈子又想不通了，又

来找“科长”，“科长”说：“你的问题都解决了，还签订了承

诺书，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没想到邹老辈子翻脸不认

人，说承诺书是别人强迫他签的。“科长”生气了，嗔怪道：

“你竟然说出这样没有道理的话，是我们按着你的手签的

吗？那这样，如果你不是自愿的，你把救助金退了，继续来

信访！”邹老辈子“吓到”了，忙堆上笑脸说：“薛妹哦，是我

不对，是我不对，你莫生气！你不是肩膀痛吗，我懂中医，

我给你捏下肩颈。”“科长”不敢当，但抵不住邹老辈子的

热情，非要给她传授了些许疗养常识后才肯离去。

　　但邹老辈子年龄大了，比较健忘，隔三岔五还是会继

续来找“科长”信访，“科长”一如既往地热情接待，一般情

况下稍加开导邹老辈子便满意地离开了。我们都说，邹老

辈子肯定是闲着无聊，专门过来找“科长”打发时间的。

“科长”翻了一个大白眼，说：“一个文明的社会，一定是对

所有公民都抱有温情和善意的社会，既然他们来信访，说

明他们仍旧相信我们，我们一定要善待他们。”

　　我们问“科长”，你每次接访都是几个小时，你跟那些

叔叔嬢嬢聊什么呢？“科长”说：“什么都聊啊，除了案子本

身，山里的蝴蝶、田里的青蛙、海里的鱼，其实我明白只依

靠我自己的能力，不一定能真正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我至

少能做到认真倾听他们诉说困难，让当事人知道我们是

理解他们的，也在努力想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

　　因为真诚，信访人愿意向“科长”敞开心扉，加上多年

的工作经验，“科长”对每一个信访案件都了如指掌，哪些

当事人是想通过信访获得利益，哪些是对法官存在偏见，

哪些是穷尽了法律救济途径才信访，她都心中有数，并登

记造册，为领导接访提供参考。近年来，巫溪法院连续多

年涉诉信访极端事件零发生，“科长”可谓功不可没。

　　“科长”身兼数职，除了信访接待，还兼职12368接线

员、导诉员、立案审查、档案查询等工作，真正做到了诉讼

服务一窗通办，是名副其实的“全岗通”。

　　“科长”为人热情周到、积极乐观，时间长了，单位法

治宣传、文艺汇演、工会活动都会拉上“科长”一起帮忙。“科

长”每天忙得不亦乐乎。除了繁重的工作任务，最近的“科

长”还忙着准备司法考试，她深知要学好法律知识才能更好

地为人民服务。晚霞满天，衬得“科长”愈发可爱，诉讼服务

大厅的墙上，“司法为民”四个字熠熠生辉。

（作者单位：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法院）

“科长”

夏日清香
 作者 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人民检察院 李清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