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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建生

　　

　　绿影朦朦，径入碧云，农舍在一片翠微中若

隐若现。

　　这是我们曾经帮扶过的一个小村庄，地处

鄂西沙地双垭岭。村庄背靠马鞍山，山外有山，

绵延起伏。悠悠山谷，住着十几户人家，被绿荫

掩藏。十年后再次来到这里，眼睛不免发亮。

　　山路芳菲，满眼是碧绿的植被。树阴浓密，

墨绿中掺杂着新绿，层层叠叠，郁郁葱葱。路边

野草野花一片灿烂，装满“嗡嗡”的欢快声，为自

家那个“蜜罐儿”，蜂儿们不亦乐乎地奔忙。野地

里生长着许多的可以食用的野菜，翠绿的野蒜

和韭菜、红宝石般的甜桑、肥胖的豆荚……还有

鲜嫩的刺苔，撕开淡红的皮，里面的茎秆甜脆可

口。走过野径，全身裹满山野的气息。

　　海拔1400米的山村，典型的二高山气候。此

时夏日初长，田间地头，生机盎然。玉米苗精神

抖擞，正在使劲拔节，叶杆儿油光发亮，全力孕

育金灿灿的玉米棒；辣椒苗不再是单枝，开始发

叉打苞，每个白色花朵都拎着一个针尖儿大小

的绿椒，喜盈盈地挂满枝条；金豆长满真叶，

吐着丝卷儿沿着竹杆攀爬，编织孕育豆荚的

绿色网络，无尽的绿帘如梦如幻……鲜嫩的

蔬菜，得到山外的青睐，绿色产业，成为山村

的名片。

　　雨后天晴，高山风光格外旖旎，天蓝山青，

没有一点杂质。斑鸠“咕咕”低沉的声音从山林

中传出，更衬得山野寂静而深远。山谷是最好的

回音壁，狗吠抑或鸡鸣，还有牛羊的叫声，都借

助山谷宽阔强劲的肺活量，收录和传播山里特

有的信息。一大片野喇叭花似瀑布从山崖边溢

出，迎着阳光释放出朵朵蓝色的旋律。

　　这是一年之中高山最美好的季节，鸟儿嘴

上仿佛抹了一层蜜，啾啾的鸣唱显得十分甜。一

只土画眉突然从枝头飞向高空，抒情般展示优

美的舞姿，悠地一下又落入树林中。几只红嘴蓝

鹊在树林中飞来飞去，蓝白相间的尾羽十分醒

目。还有一种拇指般大小的雀儿，全身的羽毛似

乎用金丝编织，小巧玲珑，十分可爱，鸣唱如同

琴丝弹奏，声音极具穿透力。我上前想看个究

竟，但茂密的灌木林遮住了它们的身影。这些山

野中的精灵，可望而不可即。

　　紫红色蔷薇，开满花架，让农家院子显得洁

净喜庆。中午时分，尽管阳光炽烈，但院子里空

气很凉爽。身边的大黄狗眯着眼睛，卧在地上打

着瞌睡，耳朵本能地不时抽动，驱赶蚊虫。我也

躺在椅子上闭着眼睛享受这个季节的温馨，任

由山风的按摩，听树叶轻轻地絮语，还有昆虫急

速飞过的声音，留下“嗡”的一声在耳边萦绕，那

声音分明有一种惬意。下蛋的母鸡，咯咯地叫

着，急促而悠长。各种声音混合成交响，叩击着

心灵，也只有在乡村才能听到。

　　从农家院子出来，沿着山路漫步，竹林掩

藏着的百年老屋还在。屋边生长着古核桃树

林，枝叶依然茂盛葳蕤，生机盎然。阳光穿过枝

叶的空隙，渲染着这片树林的辉煌。老屋，古

树，还有石碑石阶，让村落有了些许的历史韵

味，把悠悠时光溶入清澈的溪水里，见证着村

庄的变迁。

　　黄昏时节，太阳缓缓下落，远处的山坡上走

着收工的农人，夕辉涂在人和牛的身上，就像背

着一团火，从山腰墨一般的洇下。

　　听说检察院的人来了，乡亲们都围了上来，

在院坝里拉起家常，你一言我一语，有说不完的

话。印象中过去木讷的模样，如今都变成一张张

笑脸，就像成熟的红高粱，红灿灿的，情绪饱满。

　　夜宿山村，推窗看，没有城市的万家灯火，

只有星星点点的光亮，显得寂静。月亮出来了，

勾一个山的轮廓，裁几片树的剪影，送来夜莺

几声。晚风细细地折叠月光，送来庄稼地淡淡

的清香。风铃般的声音，把乡情糅进那明媚的

月色里……

　　

（作者单位：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检察院）

漫画/高岳

□ 刘道平

　　

　　8年前，我调入位于沙龙路二段1118号的重庆

市万州区人民法院。步入法院，高墙森严，色调灰

暗，被风雨和时光洗涤的年代感分外强烈。如今，

法院面貌焕然一新，“品”字型布局的建筑，现代、

简洁、清爽，清新脱俗。没有了高墙，亲民、开放、绿

色、有品的理念瞬间呈现，同时也展现出新时代的

法院品质、法官品德、品行端正、品位高尚的新要

求、新风尚。

　　法院正门旁伫立着一座长12米、重20余吨的

门牌石，那是上级法院修建时切割下来的一块原

石，专门送给我们，寄予了厚德载物的希望。

　　走进正门，两座叠瀑映入眼中，池中水平如

镜，寓意法平如水，取义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法，刑也。平之如

水，从水。”潺潺的、起伏跌宕的流水，终归于水池的平静，恰似当事

人入院时波澜起伏的情绪，在法官情理法的耐心消融下终归于平

静。池中龟纹石堆砌的假山，取自于本地，形态各具，颇有特色，寓

意执法如山。

　　沿瀑间拾级而上，进入“品”字的上“口”——— 主楼，大厅正中墙

壁上镌刻着“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那正是每一个法院人的价值追求。“品”字下端左右两“口”里，

分别布局了刑事审判和家事审判文化专区。刑事审判文化专区，以

“亲人盼你回家”为主题，以365天为元素，着重对犯罪嫌疑人教育

感化，促成其认罪悔罪、认真改造，重新做人，早日回家。家事审判

文化专区，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家事文化为主题，以“合·和”

为主线，以家风展陈馆和家事审判为载体，“同心圆”家事审判台、

“钟声传”未成年人审判台、“心相连”家事调解室、“一生一世”和

“我们都要好好的”文化墙，以及“种子那么小，最易随风飘；世界那

么大，归宿只有家”的蒲公英驿站家事解纷品牌，处处皆是家庭的

氛围、法官的温情。

　　主楼有玻璃廊桥将“品”字三“口”相连。走在廊桥上，既清明敞

亮，又如履薄冰。然后进入法实园，这样的园子在院内有5座，分别

是法强园、法梦园、法清园、法正园和法实园，寓意把我国建设成为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的伟大梦想，需要法官清明

公正地努力去一起实现。其间，30余个法治场景，文化属性浓厚，处

处体现景在文中，文在景里。穿过“法官隧道”，走过“法官心路”，登

上“法治之梯”，“上下求索”“法治天空”“四石清出”、公正亭尽收眼

底，这是一个制高点，展现了审判机关维护公平正义的最高境界。

驻足“葡意人生”“路心驿站”“莲莲有鱼”“清莲如水”，辅之以竹、

莲、梅等品格高贵之植物，时时触发一个人对人生的思考，促成塑

造清廉人生品质。“法琴似水”景点的打造、“四情四融”家事工作法

的应用，无不彰显法官的铁骨柔情。回首“来时廊桥”，看看来时的

路，进入的是一个书法书画展示区，陈列当地书法、书画家的精品

力作，是职工的书法书画练习、润笔点，也是修身养性处。旁边是万

州区图书馆法院分馆，也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命名的“职工书屋”，每

周的“万小说”读书会在这里定期举办。朗朗的读书声，传出的是被

命名为“全国精神文明单位”法院的“法治之声”。

　　这便是法晖沙龙，沙龙路上的法徽，闪耀在沙龙路上的法治

之光。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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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艳芳

　　

　　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时，一家人在村室有说

有笑。

　　亲兄弟和好，恩怨纠葛烟消云散。

　　这个结果太圆满了，连我自己都觉得意外。

　　开庭前，当事人各说各的理，被告还胡搅蛮缠，事实

究竟如何竟一时不好查清。下午来开庭的时候，我心里

还没底。

　　这是一起共有财产纠纷案件，被告是大哥，原告是

三弟。他们还有一个兄弟两个姐姐。开庭时，兄弟姊妹5

人和他们的母亲都来了。

　　2023年，当事人的父亲因交通事故去世。经法院调

解，保险公司向当事人一家支付赔偿金23万元，该笔款

项由被告领取。办理完父亲的身后事，被告没有给其他

兄弟姐妹分配剩余的赔偿金。原告不满，多次向大哥追

要，后来闹到村委会，村委会也调解不成。原告一怒之下

将大哥诉至法院，要求依法分割赔偿金。

　　赔偿金的分割事关这一家所有人的切身利益，除了

原被告，其他的兄弟姊妹和他们的母亲应该作为第三人

参加诉讼。

　　向被告送达传票时，被告的态度很强硬，不愿意应

诉，不接受调解。他还故意说保险公司给的赔偿金不够，

少给3万元，想把水搅浑。

　　和村委会沟通后，我们决定在该村村室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既方便当事人一家参与诉讼，也便于村干部旁

听庭审，配合调解。

　　“法官，俺爹出事后一直是我忙前忙后，去交警队、

去保险公司、去法院，我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要不是

我，可能一分钱都要不回来。我拿到赔偿金后，已经通过

村委会主任给了俺娘6万元，剩下的钱都该归我所有。俺

兄弟俺姐没有出力，不该分钱。俩姐已经出嫁，嫁出去的

闺女泼出去的水，本来就不应该分给她们。”庭审中，被

告席上的大哥理直气壮地说。

　　“我们不认可这个分法！给俺爹办事时，保险公司只

给了3万元，俺弟兄仨都垫了一万多。大哥作为长子，协

调这个事是他的义务，他不管就是不孝。他代表俺们

几个要回来的赔偿金应该平均分配，他没有权力不

分，也不该多得。”一看大哥想独吞赔偿金，两个兄弟

不愿意了。

　　“平时俺爹都是俺姊妹俩照顾的，对爹娘，俺俩比他

们兄弟仨的贡献更大，俺们应该多分。”两姐妹嘴上说咋

处理都行，实际上也想多分。

　　老太太则表示坚决不分，钱都应该给自己，以后自

己过，不让儿女养活了。说着说着，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开

始又哭又闹。

　　当事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气氛一度剑拔弩张。

　　赔偿金还是要分的。

　　“钱分了，谁养活俺娘？”被告不服气地问。

　　“作为子女，谁都有赡养老人的义务。老太太需要钱

时，你们都得给老太太出钱。”要分割赔偿金，得先疏通

被告的“心结”，让他心服口服。

　　“赡养老人是子女应尽的义务。你们要各自履行赡

养义务，让老母亲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这些话，也是说给老太太的其他子女的。

　　庭审结束后，我趁热打铁，及时组织调解，与书记

员、村干部一起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摆事实讲道理，辨

法析理，依法提出公平、合理的分配方案。最终原被告达

成协议，23万元赔偿金，除去办理丧事的费用（三兄弟垫

付款分别退还）和给老太太的6万元，余款姐弟5人平均

分配，当庭履行。

　　当事人全家对协议一致赞同。

　　从庭前准备，到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上签字，这次

巡回审判将近5个小时。与判决相比，调解需要花费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然，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

则必成。

　　

　　（作者单位：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

对簿公堂的亲兄弟和好了

□ 郑永涛

　　

　　刺槐因枝条上长刺而得名，又叫洋槐、刺儿槐，是一

种豆科落叶乔木。因刺槐适应性强，生长速度快，木材坚

硬，非常实用，所以在北方广泛种植。在乡间，房前屋后，

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刺槐的身影，在我们郑村尤其的多。

我家院子里，原来也有一棵十几米高的刺槐。关于刺槐，

最美好的记忆是槐花开放的时节。

　　小时候，每到村里大大小小的刺槐开花，一嘟噜一

嘟噜洁白晶莹的槐花垂挂在翠绿的槐叶间，颜色格外素

雅，耐看。一树树的槐花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将整个院

子、街巷、村庄悄悄包围，使乡人们终日沉浸在幽幽的暗

香中。而那十几天的花期，也就成了故乡一年里最诗意

的日子。行走在村中，一串串的香雪成了最亮眼的风景，

一阵阵的花香就是最迷人的味道。最诗意的，是有月的

夜里。走在小小的村庄里，月光温柔，槐花微亮。如水的

月光，轻轻的脚步声，淡淡的槐花香，相互浸染，彼此交

融，让人不知不觉就沉醉其中，进入一种沉迷的状态。那

种初夏的美景和味道，是独属于故乡的，独属于故乡

人的。

　　槐花除了可供观赏，更是一道独具特色的乡野美

食。每到槐花开放的时节，乡人们便会采来做成美食来

吃。槐花的吃法有很多，如槐花馒头、槐花苦累、槐花

炒鸡蛋、槐花窝头、槐花包子、槐花饺子、槐花饼、槐花

煎饼、槐花粥等。做法不同，风味各异，但都有着槐花

香香甜甜的独有美味。做槐花馒头时，需先将槐花去

梗洗净并沥干水分。将槐花倒入面粉中，再加入化开

了酵母粉的温水和成面团。面团发酵好后，揉面排气，

再揪成剂子揉成馒头，放入蒸锅稍醒片刻，上汽后蒸

20多分钟即熟。刚出锅的槐花馒头，雪白暄软，香气扑

鼻。咬一口品嚼，面粉的麦香烘托着槐花的香甜，口

鼻生香，沁人心脾，回味无穷。这香香甜甜的槐花馒

头，是初夏的味道、是故乡的味道、是母亲的味道、是

童年的味道……

　　不能不提的，还有槐花炒鸡蛋这道菜。槐花炒鸡蛋

跟许多鸡蛋炒菜一样，将去梗洗净的槐花沥干水分，然

后加到打散的鸡蛋液中，再加入适量食盐搅拌均匀，倒

入烧好的油锅中炒至焦黄即可出锅。也可将槐花炒至半

熟或在开水中焯烫片刻后，再放入鸡蛋液中拌匀烹炒，

味道稍有差异。一盘槐花炒鸡蛋端上餐桌，黄绿相间，蛋

中抱花，花中蕴香，外焦里嫩，鲜香美味。这是初夏时节，

乡间最鲜、最嫩、最香、最美味的一道菜了。

　　槐花这种可食用且美味的花，在饥荒年代可帮了老

百姓的大忙，救了不少人的命，填充了数不清的人饥饿

的肚子，是很接地气的一种时令凡花。我小的时候，虽已

不是食不果腹的年代，但毕竟能节省一些粮食蔬菜，并

且美味可口，因而人们都不会错过美味的槐花。采槐花

时，需将镰刀绑在竿子上，然后举起竿子用镰刀削下槐

枝，然后再捡枝撸下槐花。如果身手不错，还可上到刺槐

树上采下一嘟噜一嘟噜的槐花扔下来。我就曾不止一次

上到刺槐树上采槐花。刺槐树的树皮比较粗糙，因而会

把手和身子磨疼。但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最头疼的是刺

槐树的枝条上有刺，因而采槐花时需要格外小心。有好

几次，我不是扎破了手，就是划伤了脸，没少见血。但即

便如此，我每次还是乐此不疲。我在树上小心地采下一

嘟噜一嘟噜槐花扔到地上，母亲手提竹篮弯腰撸着槐

花。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无比美好的画面，是难以忘怀的

往事。

　　我对槐花的偏爱，缘于它的品格。槐花没有妖艳的

颜色，没有浓郁的花香，朴素、高洁，谦卑、内敛，不喧嚣、

不张扬，像一位雅士，潜隐人间，行走于世。而槐花的食

用价值、药用价值、食疗价值，以及槐木的使用价值，又

体现着刺槐的奉献精神，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

　　如今，离开故乡已20多年了。身处异乡，每每到了槐

花开放的时节，心中的乡愁总要平添几分。那时故乡的

槐花，伴着母亲的味道，吃进了口中、吃进了肚里，也吃

进了心底、吃进了记忆、吃进了灵魂。岁月流逝，人事变

迁，槐花，渐渐成了心中的一个念想，成了乡愁的一个寄

托。只是，这念想倒是容易成真，但这乡愁恐怕是永不得

消解了。

　　那氤氲在槐花香中的故乡、在远方、在心中，在

梦里……

　　

（作者单位：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消防救援大队）

故乡槐花香

□ 孙培用

　　

　 海角
　　接受日复一日地日升，月落，鸥鸣，流动，欣喜，虔诚。内心的安静，伤痕

的平复，泪珠的滴落，灵魂的舞蹈。

　　到这里，人间的执念，越来越深刻了。

　　路，就这样被望断了。距离太远太远了，于是便没有了距离。

　　寂寞的时候，缠绵的情意折叠为岩石，高高矗立。远远的。我的目光在岩

边撞击，一串又一串期盼。浪花分开，瞬间又聚合在一起。海平面很快就淹没

了海，你的眼睛再也抓不住一滴海水了。

　　经得起千年万载的寂寥，经得起日久天长的浸润。

　　色块和线条，消失和重建。每一滴水珠都在倾诉，每一朵浪花都在宣泄。

　　雨，变成你的泪，淋湿了风。往事，被浪揉碎。

　　没有距离的时候，反而是距离太远了。

　　海角，石头有一种力量，正在给我们每个人上课：去爱吧，真诚地爱这个

世界，并被这个世界真诚地爱着！

　　天涯
　　该怎么表述？比远方更远，语言失去意义，天涯，用无法诠释的间隔，包

含着内涵丰富的思想和行为，要你发挥最浪漫的想象。

　　对浩渺、神秘、寥廓进行诠释。幻化的风景，带来太多的渴望。

　　所有所有的，都褪去颜色。带不走如烟的轻怨。

　　和蓝天白云缩短了距离。你想引吭高歌，并且决不会寂寞。

　　一边等待迟到的脚步，一边感受岁月的风雨，一边聆听爱的誓言。

　　远方已远，那就向更远处。该有一双翅膀了。

　　那是谁的孤单背影？那是谁的一声叹息？我们默默注视着年华转身离去。

　　苍茫的时光之中，我不过是一棵草芥用荣枯证明时间。

　　阳光如箭，一切都明晰，一切被洞穿。

　　再远的距离，也远不过我的一场梦。

　　寻找和发现，不是被时间掩埋变成秘密，就是被时间偷走变成回忆。我

和你之间，就只隔着咫尺的天涯。

　　和天涯的距离，就是一场梦的距离。

　　寄一片迟到的相思，给帆。

      　　（作者单位：辽宁省盘锦市城管执法局）

□ 徐文亭

　　

　　金色的麦浪翻滚，阳光下的乡村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在江苏省常州市天宁

区武城村乡村观护基地，罪错未成年人小胡、小夏等人在基地农耕专家和我的

耐心教导下，开始了收麦育秧的学习。他们学习如何收割麦穗、如何给予稻种

适宜的环境和养分，让它们在土壤中生根发芽，这不仅是对农耕技能的学习，

更是对生命成长过程的深刻体会。

　　曾受社会不良人士影响，小胡和小夏一度误入歧途，被视为问题少年。这

些经历让他们在社会中备受偏见，感到生活缺乏兴趣，无所事事，内心迷茫。

　　“小胡，你看这手中的镰刀，它不仅是收割工具，更是你克服困难、面对生

活挑战的象征。”我一边示范着收割技巧，一边鼓励着。小胡紧握镰刀，认真地

收割着，虽然汗水沿着额头滑落，眼中却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小夏，你感觉到了吗？每一滴汗水，都是你成长的见证。”我指着小夏脸上

的汗珠，微笑着说。小夏抹去汗水，望着手中沉甸甸的麦穗，露出了久违的

笑容。

　　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没有黑板和课本，有的是泥土的芬芳和汗水的

甘甜。小胡和小夏拿起镰刀，投身于金色的麦浪中，收割着希望的硕果。

　　在田间小憩后，我们在农耕专家指导下开始学习插秧。“小胡，小夏，你

们看这些稻种，它们在适当的条件下能够茁壮成长。同样，每个人都有潜在

的力量，只要找到合适的环境和方法，就能够实现自我转变。”我一边教他们

浸泡稻种一边说。小胡和小夏默默地听着，眼中满是思考。

　　“看你们细心地插下每一株秧苗，这不仅是对作物的培育，也是对你们

自己内心世界的耕耘。”指着一排排整齐地秧苗，我说道。

　　“检察官，我们以前总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没有方向。”小胡停下手中的活

坦诚道，小夏随声附和道。

　　“迷茫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可能遇到的问题。重要的是，你们现在

已经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从每一次弯腰插秧，每一次汗水滴落，你们

都在为自己的未来播种希望。”望着两人稚嫩的面庞，我轻声道。

　　一天的劳作让小胡和小夏有些疲惫，但通过身体力行的劳作，两人学会了

细心和耐心、学会了如何面对生活的困难、如何在挑战中寻找成长的机会，也

从中体会到对自然的敬畏。

　　劳作之余，我们围坐在观护基地的图书室里，读《弟子规》、讲案例，从

传统经典作品中学习传统美德、从真实案例中学习理解法律的基本原则和

社会规范，真真切切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该如何影响到他人和社会。

　　变化并非一蹴而就，在法治的阳光下，这些曾经迷茫的种子，已经勇敢地

迈出了成长的第一步，而作为未检检察官的我们将会尽最大努力去帮助他们

迎接阳光和雨露，扫除迷茫，成长成为参天大树。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检察院）

　　诗路高铁，一部美学说明书

　　飘逸，柔美，不可方物，看呢

　　会稽、天姥与天台

　　这一行和那一行是山的风度

　　钱塘、曹娥和剡溪

　　这一节和那一节是水的妖娆

　　高铁之路通着浙东山水的灵性

　　高铁人描写的山重水复

　　故国文化修炼的动感弧线

　　曼妙，舒畅，扣人心弦

　　“镜湖水如月，耶溪女是雪”

　　这山水路线，与唐诗合辙押韵

　　自大禹陵出发，攀登中国文明阶梯

　　依凭秦望山这架大一统的望远镜

　　从那幽远的历史景深中

　　看见东山，还在积蓄智慧与谋略

　　看见兰亭，那把人与自然关系的密钥

　　看见天台，这枚浙江文化胎记上

　　停栖着一只参禅的蜻蜓

　　它在思考古往今来的秘密

　　而高铁，奔腾在意义的洪流之中

　　银龙舞动身躯

　　日月星辰纷纷瞪大了眼睛

　　看这群银河系的魂灵在中国舞蹈

      　　（作者单位：浙江省公安厅）

一颗种子的初心

海角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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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下的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