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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军 巢程

　　

　　作为交警队的内勤，我参与路面执

勤的时间并不是很多，因此每次执勤我

都倍加珍惜。路面执勤是最接地气的工

作，可以和老百姓零距离接触，切身感受

真实的人情冷暖，何乐而不为呢？而我碰

到的所有交通志愿者中，方大爷、蔡阿

姨、杨大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

的共同点就是责任心很强。虽然他们都

年过半百，但心态依然年轻，又古道热

肠，愿意为社会做点事，让我也感悟到不

少道理。

发挥余热的方大爷

　　方大爷约莫60岁左右，个头1米65左

右，显然不是我印象中的西北大汉，不过

人蛮随和。闲聊中得知方大爷有一个儿

子在常州创业定居，因此移居过来。一来

儿子不放心他，毕竟相隔千里担心他老

人家的生活；二来可以帮儿子料理些家

务，接送一下孙子，发挥自身余热。

　　第一次执勤时，我看到方大爷不住

地劝导违法群众非常用心，于是就寒暄

了几句，本想示范指导他一下，主要是面

对违法群众不理解时，我们应该如何面

对。我的大意是不管别人理解不理解，听

与不听，我们一来不让自己染上太多的

负面情绪，二来坚持送上一份自己的善

意。我想，像方大爷这样在工作中始终保

持一个良好乐观的状态既是发挥敬业精

神，也是一种修身养性吧。

　　执勤结束时，方大爷悄悄问我，你是

不是学过禅学，我问他为何这么说？他

说，你和别人说话处事不一样。我心生欣

慰，我的无意之举让他产生了共情，这何

尝不是我与群众相处的意义呢。

　　禅宗经典我没有读过，但我知道禅

学研究的是修身养性的学问，主张众生

平等、与人为善，德为先、仁为本，柔弱胜

刚强，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诸多信条。这

些东西或许随着自己经历的增多也在慢

慢地积累，潜移默化地用在工作和与人

处事上，发现还是大有益处的。

　　后来，我与方大爷无话不谈。再后

来，我们互加了微信，他微名“老骥”，正

所谓微名大义。从他身上，虽看不出老当

益壮、志在千里的气场，但可以真切地感

受到他有一颗古道热肠、不懈追求的心，

作为一个60岁的人，老骥伏枥，初心不

已，还有什么比这更美。

不甘平庸的蔡阿姨

　　听口音，蔡阿姨是常州本地人。一头

卷发，开心时眼睛会心一笑，眯成一条

线，虽然不是很时尚，但是穿着精干，乍

一看，还真显年轻。一次执勤当中，见她

对我竖起了大拇指，当时竟有点莫名，原

来因为路口突然停电，我正站在十字路

口中央手动指挥来往行人和车辆。

　　这个十字路口是常州市最为复杂的

路口之一，既是南北走向的232省道，又

是东西贯穿常州城区的中吴大道。因此

也安排了较多的人员常年守候。

　　说真的，站在这里执勤，我常想，也

许一个行人因为一句提醒而提高了警

惕，避免了一场事故；一个驾驶员因为一

个手势而放慢了车速，礼让出一份和

谐……

　　执勤完毕，走过去和蔡阿姨闲聊，了

解到她执完勤还要去接孙女上兴趣班、买

菜做饭。我开玩笑地问她：您这么敬业不

累吗？“也谈不上什么敬业。”她笑笑说，人

活着就是要有点精神、有点情怀，这是一

种力量。人可以平凡，但不能平庸。

　　我相信那一刻，她说话是真诚的。真

心是可以感受得到的，那种乐观进取的

精神、不甘平庸的情怀在我们之间流动，

那一刻，我看着她也颇为亲近。

　　人常说，生活中不缺乏美，缺的是一

双发现美的眼睛。当你用一个欣赏的眼

光去看待周边的人和事，一切都有了阳

光、都有了色彩、都有了温度。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如能多些接纳

和欣赏，对方会因为我们的欣赏而自信，

会将这份自信、善良和温暖保持并发扬

起来，送给更多的人。实际上，我们不仅

是发现了美和善，我们也在创造着美和

善，成为一个内心丰盈、对外奉献的人。

爱管闲事的杨大妈

　　她是位身材微胖、年龄略大些的老

大妈，至今也没人知道她是哪里人，但确

定不是常州人。杨大妈来常州19年，但她

总说自己是个新常州人，感触最深的是

常州是个足够包容的城市。我常想，如果

自己都不把自己这样看待，那她必定不

会有归属感。

　　她对来往的行人总要劝导一下，偶

有愠色，但会转瞬雨霁天晴。可是有一

次，我看她劝一个老大爷不要逆向行驶，

老大爷头也不回，一下就离开了她的“管

辖范围”。她也只能无奈摇头，当我走过

去想宽慰她时，杨大妈说：“已经劝好多

次了，就是不听。”口气里有点无奈，但她

依然没有放弃，坚持做自己。“我这人爱

管闲事，我不说，那是我该做的没有做，

我说了，他没有改正，我也心安理得、问

心无愧，对吧。”

　　我不由得为她竖起了大拇指——— 为

她的耐心和负责、为她的执着和坚持、为

她的爱管闲事点赞。

　　她略有腼腆，表示是分内的事，“说

总比不说好，也许有一天他会听的。”我

听了她的话也深受教育，这需要多高的

修养啊！看得出，杨大妈并没有上太多

学，但个人修养一点也不差。后来，我们

在执勤中就相互协同，她管不了的我就

上去做工作。近一个月之后，这个路口井

然有序多了。

　　一次执勤后，杨大妈略带肯定地说：

“你是民警吧？”我只“嗯”了一声。的确，

我是民警，民警就应该有民警的样子。事

无大小，举手投足间都可以如一滴水般

折射出阳光。所谓“平时能看得出来，关

键时刻能站得出来，危急时刻能豁得出

来。”我只想，只要用情用心做一件事，别

人是真的看得出来的。

　　我常想，其实，我也是从她那里得到

了启发，一位老人尚且如此，身着制服，

更应有一份责任。让我重新认识了怎么

得到别人的认可与尊重。

　　作为人民警察，我们来自人民也服

务于人民，人民就是我们最大的工作基

础，紧密联系群众、时刻关注民生实事、

用心用情和群众交往，定可以拉近心与

心的距离，警民携手共创和谐社会。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

漫画/高岳

志愿者二三事

□ 杨蔚堃

　　

　　“咦？姚某？这个当事人的名字怎么这么

眼熟？”我一边努力回忆，一边在办案系统中

检索……几秒后……果然！一件两年前办理

的房屋买卖纠纷再次跃然呈现———

　　姚某与李某、罗某在2017年签订《房屋转

让协议》，约定姚某以总价57万元将涉案房屋

转让给李某、罗某，当日付10万元，之后每年

付10万元，4年付清，款项付清后，姚某协助李

某、罗某办理房屋产权证，费用由李某、罗某

承担。当日，李某、罗某支付了10万元后接收

了房屋，又于2019年、2020年分别支付了6万元

和10万元，之后再未付款。姚某于2021年向李

某、罗某发出《解除〈房屋转让协议〉的函》，后

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转让协议已解除，并要求

李某、罗某返还房屋。在诉讼过程中，李某、罗

某抗辩已与姚某口头变更付款方式并申请证

人作证，李某、罗某当庭也表示愿意一次性支

付余款，基于此，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目的

尚可实现，遂驳回了姚某诉讼请求。姚某不

服，提起上诉，我是二审的承办法官，同样认

可一审的意见，便维持了原判。二审中，姚某

取得了涉案房屋不动产权证书。

　　两年多过去了，没想到这个纠纷还没

解决。

　　2023年姚某再以李某、罗某于生效判决

后仍未支付余款为由请求解除合同，而李某、

罗某提起了反诉，请求办理过户。一审法院再

次以姚某无证据证明李某、罗某存在主观故

意不支付房款为由驳回了姚某的诉请，同时，

亦以李某、罗某尚未支付尾款为由驳回了反

诉请求。双方均不服，再次上诉，好巧不巧，这

个案子又分给了我。不变的是僵局，变的是双

方当事人更为激动的对立情绪，庭审后，双方

均拒绝调解。

　　“一套房子，两场官司，四次庭审，这案子

要判大概率还是维持，那这纠纷就没完没了，

最让人不安的是李某还曾威胁过姚某，派出

所还出了警，这事儿有民转刑的风险呀。这次

必须得把这件事儿解决掉。”我心里这么琢磨

着，于是赶紧联系做调解工作。调解当天，我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晰利弊、给出建议，双

方的强硬态度终于开始慢慢松动，初步达成

由李某夫妇补偿姚某7万元，办理不动产权证

和办理过户的费用均由李某夫妇负担。但因

涉案房屋是工抵房，双方对于办理房本的税

费各执一词，调解又陷入了僵局。我打听到了

开发商的联系方式，询问了相关情况，与姚某

所述大体一致，于是我又给李、罗两人做工

作。就这样，我来来回回又做了好几次的背对

背调解，双方最终将补偿过户等费用议定为

15万元，并约定当年6月5日办理过户手续。在

起草调解协议时，双方又因为曾经的恩怨发

生了争吵，我赶紧努力安抚，并决定亲自“盯

着”双方当事人去办证。

　　过户当天，手续办得很顺利。站在办证大

厅，我暗自松了口气。最后，我把双方招呼到

一起，说：“你们曾经都是朋友，今天化干戈为

玉帛，我为你们高兴。冤家宜解不宜结，大家

握个手，以后还是朋友。”姚某和李某、罗某都

有所动容，最终握手言和。我和助理离开之

前，李某握着我的手说：“我嘴笨，不会说话，

杨法官，真的谢谢你！”姚某等在大厅门口，出

门时，拍了拍我的肩说：“辛苦了！真心感谢，

真想请你们吃个饭……”我笑着谢绝，朝他们

挥挥手，和助理回院里继续工作。

　　过户当天是芒种，蒙蒙细雨下了一整天，

看着窗外，我真希望我们的每一次努力也能

像这雨水一般，滋润法律在当事人心中播下

的法治、和谐的种子。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

级人民法院）

芒种喜事

□ 范建生

　　

　　恩施古城有1400多年的历史。南

宋淳祐三年，筑施州城，至清乾隆年

间，扩建恩施城，到抗日战争时期，

湖北省政府迁至恩施，形成鄂西南

重镇。古老的城墙城楼，显示出历史

的厚重，文昌祠、六角亭、洗马池、书

院、三义宫等古建筑，历尽沧桑，依

然透出古城昔日作为施南府的高贵

与尊严。

　　花讯在清江岸一字铺开，樱花大

道千株盛开的樱花，向人们传递着浓

浓的春意。湛蓝的天空白云如絮，千

姿百态的春梦舒卷起舞。一条红色的

步道从绿荫中蜿蜒铺开，路两边是一

株株的樱花，像芊芊少女举着一排排花篮，

迎接人们步入春天的殿堂。走在“红地毯”

上，人人都成了这场盛会的贵宾。“樱花一路

盛妆开，好似嫦娥款款来。萌动春心情意盛，

仙姿妩媚笑红腮。”樱花的每一朵花的花瓣

都是浅粉中透着纯白，中间的花蕊是纯洁得

没有一丝杂质的白色。这样美丽纯洁的花

朵，不逊雪之白，不输梅之香，它丝毫不在意

自己所处位置是高还是低，生存的土地是肥

沃还是贫瘠，只待春风一声呼唤，全都尽情

地绽放，以微小的光芒渲染着古城的美丽。

漫步青青的河边，睁开眼睛，就看见清澈的

自己，闭上眼睛，就看见自己微醺的倒影。

　　一朵花孵化出一份故乡的情怀。我并

不是古城人，那年，父母把童年的我从武

汉带到恩施，居住在老城墙下。老城的学

校里，响起我和同学朗朗的读书声。青石

板铺成的老街，长满蒿草的城墙，蚊香树

上的蝉鸣，城门洞的娃娃书摊，都在我心

中沉淀出浓浓的古城情怀。我在古城生活

了50年，弹指一挥间，再回老屋，物是人

非，那口老井中晃动着月亮，模糊了我年

少的脸颊，仿佛仍能照出母亲年富力强的

身影……

　　母亲把恩施当作第二故乡，积极参与恩

施建设。记得每年母亲和她的姐妹们都会参

加清江河畔的植树造林活动。红江桥修建的

时候，母亲挑石头挑土，用毛巾擦拭汗水，参

加义务劳动。在街道，母亲把爱献给孤

寡老人。长大后，我也像母亲一样，投

入到建设美丽恩施的热潮中，成为古

城里的一名检察官，

　　一朵花，记录一份时代的变迁。

50多年过去，目睹了古城天翻地覆的

变化。摇摇欲坠的木桥被现代斜拉

桥取代，坑坑洼洼的马路变成了宽

敞整洁的公路，荒郊野岭变成了美

丽的公园广场 ，古城今非昔比。如

今，恩施已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旅

游城市。

　　变化最大的，莫过于交通的改善。

站在五峰山上眺望，古城新城风光尽

收眼底。沪渝高速公路、宜万铁路如一

条条巨龙从城郊穿过，奔向崇山峻岭、

奔向远方。“两路”结束了恩施无高速公路和

铁路的历史，使恩施快速融入全国经济社会

发展大格局。

　　山门被打开，涌入十万春风来，染绿

山川大地，为古城注入了勃勃生机。我要

告诉在天国的母亲，古城变得连我也认不

得了，回老家的路近了，生活变得更加幸

福了。

　　在我遥望的视线里，古城曾一度隐去，

漫天飞舞的雪花，又诗意般地把我带回裱满

旧报纸、贴满年画的老房子里。老屋门窗斑

驳陈旧，我依稀想起母亲扎着围裙在新年里

忙碌的身影，炉火映照着母亲与大婶大嫂的

脸，青瓦上弥漫着热腾腾的蒸气，远处不时

传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和人们的欢声笑语。

那是充满年味的古城，大红灯笼、除夕之夜

的炉火，以及关帝庙的香火，温暖了古城的

整个冬季。

　　早晨起来，只见一朵窗花贴在窗户上，

红红的，格外醒目和喜庆，那是母亲连夜

剪的。

　　花开古城，浅浅匀红，密密匝匝，牵出深

深的情怀，读出幽幽的绿意，感悟一个花开

忘忧、岁月静好的全新春天。一枝花笑吟吟

地探了过来，原来故乡就住在一朵花里，那

花儿未必开在原来的地方。

　　

　　（作者单位：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检察院）

□ 牟伦祥

　　

　　每天晚上7点雷打不

动与外孙女视频聊天。儿

童节那天，我问她想要什

么礼物。外孙女歪着脑袋

想了想 ，感觉什么都不

缺，她摇了摇头，然后躲

过她妈的视线，悄悄对我

说：“你叫妈妈那天不要

给我布置作业。”

　　外孙女8岁，小学二年

级，班长。她在学校听话、

懂事、学习自觉，对人有礼

貌，七七八八奖状一大堆，

是一个典型的好学生，老

师经常在家长群表扬她。所以，对

外孙女提出这样的请求，我感到

十分诧异。

　　不可否认，外孙女是在蜜罐

中长大的，每年春节、儿童节礼

物成堆，几个收纳箱都装不下，

有的还未拆封就被扔掉。在她这

个年龄段该拥有的如“小天才”

手表、自行车、滑板车等一样不

差，她应该感到幸福和满足了。

但未必，因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

的认知。

　　外孙女上学放学我接送过

几次，沉重的书包压得我的肩头

生疼。除了学校上课之外，外孙

女周末要去舞蹈班、书法班、奥

数班、中提琴班，读小学就如此

内卷，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

试图说服女儿，别给孩子太大的

压力。女儿说，不行呀，你不往前

冲，别人就跑前面去了，孩子怎

能输在起跑线？

　　确切地说，现在的孩子物质

东西不匮乏，而时间没有了。回想

我的少年时代，玩的时间有一大

把，物质却稀罕。我上小学时，家

里穷，铅笔削到只剩一寸还得用，

实在不行了找刀子剖开木杆取出

铅芯，夹在两张竹片中用麻

绳捆牢继续写。小学四年级

时，看到很多同学都在用圆

珠笔做作业，我羡慕得要死。

隔壁姑祖父是退休工人，有

一年六一儿童节，他决定送

我一支圆珠笔，前提是陪他

到七八公里外的卫生院抓

中药。

　　清早出发，爬坡而上，

我无暇欣赏沿途美丽的风

景，只想早点到达目的地，

得到心仪已久的圆珠笔。中

午11点抓完中药后，姑祖父

领我到供销社，一问营业

员，对方回答：“不巧，圆珠

笔卖完了，只有圆珠笔芯要不

要？”姑祖父征询我的意见。我肯

定地答道：“要，要，要！”姑祖父

花0 . 1 1元钱给我买了一支圆珠

笔芯。

　　回到学校后，我在同学面前

高兴了好长一段时间，因为用圆

珠笔芯依然可以写字，自豪感油

然而生。这是我唯一收到的儿童

节礼物，至今记忆犹新。

　　贪玩是孩子的本性，外孙女

在学校和家里表现判若两人。她

回家做作业磨磨蹭蹭、讨价还价，

烦恼时甚至大发脾气。这也怪不

了她，我有时晚饭前视频，她在写

作业；晚饭后视频，她又在温习功

课。学习，学习，一切围绕学习转，

学习剥夺了孩子自由，磨灭了孩

子本性，我们何时才能放过孩

子呢？

　　我决定和女儿谈一谈，给外

孙女放一天假，让她在蓝天白云

下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玩一天吧！

因为，外孙女这个请求一点也不

过分。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

院第二分院）

□ 黄喜祖

　　

　　红樱桃、美人蕉、玫瑰花，一地锦绣，四处芬芳；凤凰木、

大榕树、垂杨柳，满眼明艳，一派张扬；小木屋、红灯笼、四方

阁，茗香浮动，诗赋歌谣……

　　我不禁陶醉，陶醉在这山野之间的明艳与盎然，还有那

“采菊东篱下”之超然。此时，一棵高高屹立在山峁上的榕

树，吸引了我的眼球，那是一棵树吗？

　　调焦、光圈、定格、按下拍摄键……一幅摄人心魄的画

面便呈现在我的眼前。这哪里是榕树的根，分明是镌刻在突

兀崖壁上偌大一片的甲骨文！

　　你看，那个“人”字，最为显眼，由上纵贯而下，笔力雄

浑，一气呵成，苍劲有力，真如张弓搭箭，狩猎森林的硬汉；

而依附在旁边的“从”字，如影随形，活灵活现，巧夺天工；再

观中间的那条“龙”，震撼得你抬头仰望：高昂的龙头，蜿蜒

的龙身，铁钩的龙爪，霸气的龙尾，把一条“飞龙在天”，直冲

霄汉的阳刚之气，展示得活灵活现；再往左移看，一群垦荒

的男男女女，弓着背、举着斧、挥着锄，还隐隐约约有几只鸟

儿，在梢头探望……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我与仓颉拉近，仿佛穿越到了古

远的“凤凰衔书台”。

　　与榕树偶遇，再与树根邂逅。此时，茹毛饮血、钻木取

火、刀耕火种的先民，用石锛针喙打磨，使用铁器刻画，采取

朱砂描摹的一笔一画精良笔墨，在我的眼前一直曼妙飞舞，

讲述着“结绳记事”与“占卜吉凶”的过往和曾经。尤其是盘

庚的龟甲上，刻下了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更有那

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那些求神问

卜，以求得知吉凶祸福决定行止的那种虔诚。

　　“沉迷其中，有啥慧眼独到？”此时，参加“书香润韶华，

阅读启新程”的福建省东山县人民检察院的一位年轻检察

官，看我一直沉浸在手机的画面，探头来看，一句问询，将我

拉回了现实。

　　“哟，‘读书日’新收获，研读到一册‘甲骨文’！”一看榕

树根，检察官颇具慧眼，深有同感，拍手赞叹。

　　“此树根，让我们的‘读书日’，更彰显出意义的深远。不

知这榕树是否学过社会学或者心理学？它以根的幻化，再现

了华夏文化的深邃与博大。”一众检察官一番细观，纷纷如

此感叹。

　　我再次贴近抚摸那盘错遒劲的树根，想到，榕树以根的

形象点拨你我：让文明永续传承，生机与活力再燃。

　　每一棵树木，都有它给人不经意的启迪。也许，这是榕

树写给人间的一篇带着古意文字与思想意义的通讯吧？端

详着榕树根之构图，我再次如是不由自主地喃喃。

　　读书日，大开眼界，打开思维。牢记：华夏文明，坚守初

心，“司法为民”检察魂。

　　

　　（作者单位：福建省东山县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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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振东

  110

  三个数字组合在一起

  它不是普通的号码

  是我国的报警服务台

  每天24小时受理群众

  报警、求助和投诉

  110

  是有危难找警察的

  庄严承诺

  是守护一方平安的

  神圣使命

  是铁肩担正义的

  赤胆忠心

  是衣食住行里的

  真情服务

  是社会保障的

  生命线

  更是人民警察的

  象征

  110

  一天24小时

  一年365天

  天天守护着

  你我他的

  安宁

　　

　　（作者单位：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

“110”赞

□ 张红

　　

　　当屡教不改的扒手遇到了执着的警

察，那会是个怎样的情景？一天傍晚，安

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一家网吧。扒手邹某

正在上网，冷不丁被几名便衣民警按住。

　　“别动！警察！”民警们厉声喝道。

　　“你们真厉害，我躲都躲不掉。这么

执着地找我干嘛？”邹某诧异而沮丧。

　　“你扒窃时也很‘执着’啊，我们能不

执着吗？盯你整整3天呢。”民警幽默地怼

了回去。

　　这名民警叫韦然，是芜湖市公安局

镜湖分局犯罪侦查大队民警。

　　几天前的下午，分局东门派出所接

到报警，辖区一家花店现金被盗。韦然立

即联合东门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经了

解，案发当时，店主在店内睡着了，等她

醒来发现自己放在货架上的钱包不翼而

飞。钱包里有900余元现金、一张1000元

超市购物卡和她的身份证。

　　“把视频监控调出来！”韦然当即调

取店内视频监控。一番检索，很快发现了

情况——— 当日中午12时28分，一名男子

在门口张望了几下，看到店主熟睡，轻轻

走进店内寻找“目标”。不一会发现了钱

包，立马伸手去拿。谁知，钱包被货物压

着，抽不动。男子心虚地向熟睡的店主看

了看，退了回来。但很快又返回，继续偷

钱包，但仍然没有“成功”。男子迟疑了一

会，再次退出、返回，竟然反复6次，整个

过程持续5分钟，直到将钱包扒窃得手才

转身离开。

　　“这小子够执着的。”韦然看着视频中男子整个行窃过

程，不禁有点好笑。

　　接下来，韦然对嫌疑男子进行侦查、比对，最终锁定这

是个“老扒手”，叫邹某。随即对其展开摸排布控。然而，邹某

十分狡猾，行踪不定。韦然带队对他进行抓捕，这人却像人

间蒸发失去踪迹。

　　抓不到窃贼，激发了韦然的执着劲儿。他暗下决心，一

定要抓住这个老贼。于是，他穷尽一切手段——— 走访摸排、

蹲守布控、发动群众举报……整整3天，韦然就惦记着这

事儿。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三天傍晚，终于传来消息：邹某在

一家网吧出现。

　　“快！”韦然兴奋极了，带队迅速赶到。

　　幽暗的网吧机位上坐满了人。韦然安排两个人在门口

把守，以防邹某狗急跳墙逃脱，自己带着两人进入。找到邹

某时，他正在聚精会神地上网打游戏，全然没有注意身后的

情况。

　　“别动！警察！”韦然趁对方不注意，一把将其按倒。

　　接下来的审查倒挺顺利。“老江湖”的邹某明白，狡辩、

抵抗都毫无意义，干脆来了个竹筒倒豆子，不仅交代盗窃店

主钱包的犯罪事实，而且还交代了其他3起盗窃案件。

　　韦然问起：“你作案后跑到哪里去了？”

　　邹某叹了一口气：“我知道你们不会放过我，跑到乡下

躲了几天。哪知道你们这么执着……”

　　

　　（作者单位：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镜湖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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