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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军红

　　

　　老刘退休整整五年了。他退休之前，一直在基层派出所工作。

　　老刘退休的时候，孙子正在上学前班。一晃，小孙子都上小学

三年级啦。平时，老刘的主要任务就是接送孙子上下学。

　　前年，老刘在省城工作的女儿结婚生子后，老伴儿就去省城给

女儿帮忙带孩子去了。这样一来，老刘除了接送孙子，也就成了“孤

家寡人”。

　　老刘喜欢舞文弄墨，除了接送孙子上下学外，就是写写毛笔

字，画画画。要么就去公园里，和老哥们下下象棋，日子也算过得悠

闲滋润。毕竟他和老伴退休后，都有退休金，儿子、儿媳也在机关单

位工作，家庭生活过得也算“小资”。

　　再说回来，老刘的孙子上的小学是全市规模最大的一所小学，

学生相当多。这所小学地处闹市区，每天小学生们上下学时，家长

们驾驶着汽车、摩托车，骑着电动车、自行车等各种交通工具，接送

孩子。为了疏导交通，维护秩序，保障人身安全，现场执勤的交警天

天连紧张带忙碌，忙得不亦乐乎。

　　去年春天，老刘接送孙子上学时，在学校门口看着拥堵的交

通，比集市、商场还多的人群，他头脑中灵光一闪，涌出一个念头。

反正自己退休了，也没有什么紧要的事情可做，接送孙子时，何不

顺便当个交通志愿者，协助交警疏导疏导交通，看护孩子们，不是

挺好嘛。这样的话，自己的生活不是过得更充实么。

　　老刘产生这个想法后，第一时间告诉了老伴儿。电话里，老伴儿埋

怨老刘，你这么大岁数了，身体还是第一位的，你省省心吧。再者说，你

上了一辈子班，也该享享福了，不要再瞎折腾了。老刘可不这样想。

　　这么多年来，老刘有什么大事小情的，都会和老伴儿商量。但

是，每次商量归商量，老刘说了的事情，最终还都是依了他，由他

做主。

　　这不，老刘决定充当交通志愿者，穿上了没有肩章、领花、警

号、胸徽的警服，从交警队领来红色袖标，正式上岗护学了。老刘去

交警队领袖标时，队领导还一再问：“刘师傅啊，你老身体怎么样，

能顶下来不。”老刘笑着回应：“没事啊，每年咱局里组织退休民警

体检，我各项指标正常着哩，你尽管放心。”

　　话说老刘从去年上岗至今，已经过去一年多了。这一年来，春

夏秋冬，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阴天飘雪，老刘就像在派出所工作

时那样，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岗上的年轻交警说：“刘师傅，你真

是好样的。太感谢您了，你给我们年轻民警树了榜样。”

　　每天放学时，从学校大门口涌出的数不清的小脑袋们，一边向

老刘招手，一边呼啦啦地喊着“爷爷好！爷爷好！”此时，忙碌着的老

刘不停地答应着，还嘱咐着孩子们：“慢点儿慢点儿，不要挤倒了！”

这时的老刘，心里比吃了蜜还要甜。感觉自己都这岁数了，还能做

一个对社会、对他人有用的人，真是舒畅。

　　老刘在护学岗上时间一长，也就和学校门口的保安大叔熟络

起来。值班的保安还经常约老刘到门卫室里坐坐，喝口水。还一个

劲儿地夸老刘是个好人，是个热心人，应该登上好人榜。老刘心里

想，好人榜不好人榜无所谓，到了我这岁数，活出自我，活出精彩就

是最好。不是有句话么，最美不过夕阳红。

　　

　　（作者单位：河北省定州市公安局）

□ 张红

　　

　　夏季的夜晚，都市的街头热闹起来，而打架

纠纷、酒后驾驶、报警求助的警情也随之增多。

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镜湖分局特巡警大队始终

把“安全”这根弦儿绷得紧紧的。夜巡夜查，为夏

夜的平安留下一道道美好“警”色。

嘿，民警仿佛从天而降

　　“咋啦？喝点酒就耍横啊？”

　　“谁怕谁啊？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都不知道

东西南北了……”

　　夜晚，露天大排档传来一阵争吵声。两个相

邻的餐桌边，几名青年男子涨红着脸怒目圆睁，

有的手指对方嘴里骂骂咧咧，有的握着啤酒瓶

随时要扔出去，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都停下！”

　　“别打架！”

　　“有话好好说……”忽然，伴随一声声劝阻，

几名警服背后标着“镜湖巡警”的巡逻警察仿佛

从天而降，顷刻间将两拨人拉开。

　　“咋回事？想打架啊？打赢坐牢、打输住院。

大家都是成年人，这点道理懂吧！互相理解包容

一下不就得了。”带队的特巡警大队民警崔思禹

按住吵得最凶的小青年，严肃中不失幽默。其他

民辅警一边劝着两拨人，一边做着“控制人”的

准备。

　　“其实，也没多大事儿。”一看这架势，原本

吵得挺凶的小青年声音顿时降了八度。其他人

也纷纷收起了啤酒瓶，附和着“就是就是，我们

没有打架……”

　　“没有打架就好。天这么热，容易上火。大家

都是来休闲放松的，千万不能把小事儿弄大了，

对谁都不好。”崔思禹松开了手。确定一场可能

打架事件被及时遏制，这才松了一口气。

　　“嘿，真棒！”此刻，周围爆发出热烈的掌

声——— 看热闹的人们不禁鼓起掌来，纷纷向民

警致敬。

唉，还是没能蒙混过关

　　“你喝酒了吗？来，吹一下。”

　　“啊……啊……”

　　面对眼前盘问的民警和交警，司机支支

吾吾。

　　夏夜，酒后驾驶、醉酒驾驶时有发生。特巡

警大队联合镜湖交警大队建立的“交特巡融合”

机制派上了用场。每天夜晚，民警和交警组成若

干个小组，分别在辖区重要路口、酒店停车场设

卡，开展“酒驾整治行动”。

　　这天凌晨1时许，特巡警大队民警佘祥翔和

交警二中队队长刘学带队在一个路口设卡。

　　“请停车，请接受检查！”一辆私家车驶近，

刘学示意对方停车接受检查。佘祥翔带领特警

队员呈最小单元站姿。

　　私家车缓缓停下。驾驶员摇下车窗，满脸

堆笑：“哎哟，交警辛苦了，半夜三更还在路上

执勤啊。”

　　“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刘学直截了当地

要求对方。

　　对方掏出驾驶证、行驶证递给刘学，仍然套

近乎：“我兄弟也是交警……”

　　“你喝酒了？”一股酒味飘向刘学。刘学打断

对方，立马拿起吹气式酒精检测仪要求对方接

受检测。驾驶员愣了片刻，伸头看了看特警队

员，再面对刘学坚定的神情，无奈地吹了起来。

数值结果显示：195mg/100mL。得儿，送医院进行

血液检测……

　　“唉，我以为这个时间点不会遇到交警盘

查，没想到，还是没能蒙混过关。”驾驶员沮丧又

无奈。

赞，关键时刻民警给力

　　“警察同志，有人摔倒了……”

　　深夜，特巡警大队08警组的民警周刚和战

友驾车巡逻途中，忽然有群众拦车报警求助。

　　“人在哪里？”周刚和战友立马停车问道。

　　“在前面。”对方手指前方。大伙儿顺着望去，

果然，不远处几个人围成一圈，有人向警车招手。

　　周刚和战友立马上前查看并了解情况。人

群中，一名男青年坐在地上，满脸是血，幸好神

志清醒。

　　“怎么回事？伤着哪儿了？”周刚问道。

　　男青年一手捂着额头，一手指了指身边的

大石头。原来，男青年跟朋友在此处游玩时，下

台阶时，一不小心摔到路边石头上，额头上被碰

出一条长约五厘米的伤口，正在流血。

　　周刚立马从警车上取出急救包，为男青年

临时简单消毒包扎。

　　“快，送医院！”周刚和战友把男青年扶上警

车，一路疾驶到达医院后，周刚协助男青年的朋

友把他送进急诊室。

　　消毒、缝合伤口、各项检查、缴费……医

生诊断，男青年有轻微脑震荡，需要住院观

察。周刚和男青年的朋友忙前忙后，直到把男

青年安置好之后，才放心地离开，继续踏上巡

逻之途。

　　斑斓的夜景格外绚烂，美丽的都市如此安

宁。夜幕下，一道道“警”色奔跑着、忙碌着、辛苦

着，用心用爱用职责守护着一方平安！

　　

（作者单位：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镜湖分局）

漫画/高岳

□ 杨占厂

　 

　　我记事后的启蒙老师是我的外婆。我们没有课

本，教材就是庄稼与草木。

　 夏天的时候，刚学会走路的我常常牵着外婆的衣

襟走向田野，走向庄稼地。路上，狗尾巴草的露珠打湿

了我们的土布鞋，一粒粒苍耳粘上我们的粗衣衫。我

和外婆都不烦不恼，反而觉得有趣。一路上，牛筋草、

灰灰菜、蛇床子这些从外婆嘴里念出来的、名字散发

着土气的植物，在无边地生长着，一直铺陈到看不见

的远方。路的两边都是树，外婆同样一一告知它们的

名字，其中以洋槐和泡桐居多。洋槐的树干粗糙布满

瘢痕疙瘩，像乡下的中年壮汉。泡桐的树干光滑细嫩，

用指甲轻轻一划就有汁液渗出，如美人泪。它们挺拔，

错落有致，像卫兵夹道欢迎我们。不过，比起卫兵，它

们不够严肃。它们会在风中沙沙地窃窃私语，谈到兴

起时还握手相庆。除了路边，房屋的周围也都是树。农

村里，除了房子、路、河塘、人，其他地方都属于植物。

　　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植物就是庄稼了。稼这个字

直白明了，反映了我们祖先最朴素的构字初衷。它由

一个“禾”和一个“家”组成。有了禾才能撑起一个家。

反过来，没有一个家是可以没有禾的。

　 外婆用她皲裂粗糙的手指沿途点数着，告诉我每

一种庄稼的名字、花与果的形状颜色以及它们的区别

用途。尽管我基本上都听不懂，但我知道它们的共同

点：养活了人们。这个人们要做广义的解释，包括了眼

前的我和外婆一家，也包括了这个村、这个乡、这个县

乃至这个国家的所有人，还包括了我们从远古走来的

祖祖辈辈。这一初始印象让我后来在读到那些美好的

田园诗歌时都会想起：原来，孔子、陶渊明、孟浩然、王

维，他们站到田野上抒发诗情时，看到的植物，应该和

我年幼时见识的都是一样的吧。只不过，那时候的草

木有着古典美感的名字，譬如蒹葭、芣苡、彼岸花、曼

陀罗；那时候的庄稼有着简洁爽快的名字，譬如稻、

黍、稷、麦、菽、粟……

　 外婆跟我说，草木跟人一样，也是一代一代传承

下来的。在大地上还没有人的时候，就早有了草木。是

草木养了人。后来我知道，草木并没有选择非要养人，

它也养着鸟兽。在养活人类之前很多很多年，它们中

间一种叫做蕨的成员，就养活了迄今以来体形最大的

陆地动物：恐龙。而人呢，或者说所有的动物，哪怕是

最凶猛的野兽，却必须选择草木来养活自己。食物链

的最底端，一定是归属为某种草木。

　 这么想来，草木是多么的了不起，它们才是大地

真正的主宰者。它们掌握着生存的密码，掌握着人类

所有的秘密。 
　 既然如此，人就要感恩草木，善待草木，更不要和

草木肆无忌惮地争斗。在绵延的草木面前，人得低下

头，谦卑，敬畏。你好好对它们，它们就加倍地对你好。

就像那庄稼地里，你花出的每一分力气，甩下的每一

粒汗珠，它们都会牢牢记在心里，等到秋收时以果实

的大小多少算一个明白账。

　 外婆还让我向草木学习。可要学习的草木实在是

太多了，几乎每一种都有它们的优点。外婆只好大而

化之，甚至有时候自相矛盾。她说，要学稻穗，越成熟

越弯腰；要学大树，不断向上，这样才有更多的阳光雨

露；要学小草，贴紧地面。大风刮倒的，永远是大树，而

不是小草……

　　那到底应该学大树还是学小草？我问。

  外婆扑哧一笑。

　　

（作者单位：江苏省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 胡惠策

　　

　　流火的暑天，骄阳似火，烈日的炙烤让人感到燥

热不安、不想动弹。“平分天四序，最苦是炎蒸。”三伏

天，一年最热的时节，可却有人在如火如荼地训练着。

　　“尽管天很热，但越热越要练！‘夏练三伏’不能光是

喊在嘴上，更要落到实践中。”在民警训练基地的操场

上，特警支队赵教官一脸严肃地“训诫”每一位“学员”。

　　这批“学员”中，年龄最大的53岁，最小的也有30

岁，都在公安队伍摸爬滚打二十多年或是十几年了，

这次是从工作岗位上重新回归学员身份集中开展警

务实战训练，为的是检验提升阶段练兵成效，迎接实

战大练兵考核。

　　小魏是“学员”中特殊的一个。由于长期夜班，生

活饮食不规律，小魏的体重严重超标，对他的工作和

个人健康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到训练基地集训时，

93公斤的体重已经是他最低的数值了。大练兵以来，

虽然给自己定下了严格的训练作息计划，小魏总是坚

持不了几天就懈怠了。其实他特殊的身材，在集中训

练报到当天，就已经被赵教官盯上了。

　　上午是体能训练，2000米跑步。赵教官在队伍前面

慷慨激昂地大声喊着口令。天气炎热，站在红色的塑

胶跑道上，小魏都能感觉脸上密密麻麻的汗珠从毛孔

慢慢地渗出，凝聚成黄豆般的大小，沿着脸颊滑落在

跑道上，流下印记，但又很快消逝。

　　五圈过后，其他“学员”都较轻松地跑了下来，一

边拉伸一边放松，剩下被套跑了一圈多的小魏喘着粗

气也停下了脚步。

　　“39号，不要停，继续跑起来！”赵教官快步跑

过来。

　　“怎么，嫌累了？ 这才两千米，那五公里、十公里

的考验还在后头呢。”

　　“赵教官，我实在跑不动了，能不能缓缓？”

　　“如果这就是战场，也能缓吗？”

　　“你知道跑道的尽头是什么？”面对赵教官的发

问，小魏一时间不知道如何作答。

　　“是全新的你！那个崭新的你，就在终点！我不希

望你让他在那里白等。”

　　“立正！向前看！跑步——— 走！”赵教官响亮的口号

传到耳际。

　　小魏无奈地甩开双臂，步履艰难地向前移动。

　　“小魏，加油！你一定行的！”操场尽头战友们的呐

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汇成了一片激励人心的海洋。

　　小魏强撑着沉重的身躯，艰难地跑向了终点。

　　第一堂体能训练课，小魏就落在了队伍后面，他

很是不甘心，可面对现实，他又有几分无奈。他担忧因

为自己而影响了全队的训练进度，因此情绪非常

低落。

　　小魏的一举一动逃不过赵教官犀利的眼神。在训

练休息之余，赵教官走到了小魏身边。

　　“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警察从来不吝惜

自己的汗水，但每一滴汗水都要为战斗力而流。打败

你的可能不是强大的对手，而是你自己。对于警察而

言，流淌的汗水是最好的‘洗面奶’，可以洗去‘娇气’，

使意志更顽强、本领更过硬……”

　　赵教官对小魏讲了许多，特别是讲到自己“草根

逆袭”的故事，让小魏心中原本熄灭的斗志再次点燃。

此后，加练、补差、强化，成了贯穿小魏整个集训期间

的关键词。

　　那段时间，小魏常常中午休息时，一个人来到操

场，无数次地顶着烈日，加练跑步，尽管衣服汗透了一

遍又一遍，但他没有放弃，坚持着、聚精会神地自我训

练着……

　　在一周后的全体“学员”测试中，小魏的体能过

关。“短板”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提升，是他不敢想象的，

尽管成绩没达优，但他已经非常满意自己的表现了。

小魏很感谢一起参训鼓励自己的战友们，特别是感谢

一心扑在实战训练中的赵教官。

　　正如赵教官所说，夏练三伏，不易，但练的是体

能、技能，练得更是意志。磨炼能使强者站得更挺，走

得更稳，产生更强的斗志，作为警察，就要时刻准备

着，担负起捍卫政治安全、全力维护社会安定、切实保

障人民安宁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三伏已过，练无停歇。

　　

　　（作者单位：太原铁路公安局太原公安处）

□ 何俊

　　

　　一别就是好多年，老师，我时常想起您：想起那偏僻而

遥远的村庄，想起那爬满青藤而墙壁裂口的学校，想起您在

讲台前娓娓道来的情景，想起您那杆刻着一个“勤”字的教

鞭，想起静夜您窗前映出的身影，想起您设计的一道道试

题，想起您追捕的一个个答案……

　　亲爱的老师，学生病了，您冒雨去探望；下雨了，您把

伞送给学生；村里修路出行受阻，您把孩子们一个个背过

独木桥……

　　老师，我时常想起您。就像一只迷路的小鸟，站在村校

门口一棵树的枝丫上，迷惘地四处张望。

　　在老师的心中，学生是春天一朵朵永不凋谢的花朵；学

生是夏天一团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学生是秋天一处处瓜红

果熟的景色；学生是冬天一幅幅雪白静美的图画。

　　多少个不眠的夜晚，您苦思冥想着该怎样把知识全部

教给孩子们，又该怎样用白色的犁铧耕耘孩子们那一块丰

厚的土地。

　　在风和日丽的季节里，学生们是一轮早晨八九点钟的

太阳，升起在您对他们未来无尽的遐想。

　　在金色的旋律中，您收割儿歌、收割喜悦、收割埋藏在

孩子们心中的秘密；多少无助和迷茫，多少期盼和幻想，多

少汗水和拼搏，在校园里长出了飞翔的翅膀……

　　听，铃声在校园里又响起来了。

　　您并没有因为收割而忘记播种，一首首收获之歌，便是

对您人生价值体现的即兴之作。

　　

　　 （作者单位：湖南省安乡县人民法院）

□ 范建生

　　

　　“赤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盛夏时节，热浪袭来，迎来

一年中最热的黄金期。

　　故乡的盛夏是从蝉鸣声开始的。蝉就是知了，汉代扬雄

《方言》说：“蝉，楚谓之蜩，宋、卫之间谓之螗蜩，陈、郑之间

谓之螂蜩，秦、晋之间谓之蝉。”在我们这个地方，百姓直接

把蝉叫“吹米子”。老树浓密的树荫里，蝉儿披着如纱的薄

翼，边喝“饮料”边鸣叫，“吱吱”声仿佛从《诗经》中传出来，

依然那么古老和悠扬，铺天盖地奏响盛夏的旋律。蝉声如一

场酣畅淋漓的雨，淋湿了夏天，淋湿了村庄。

　　蝉鸣萦绕的老树，从我记事就和老房子待在这里，差不

多有百年的历史，弯曲的身躯成了虬枝峥嵘的样子，站姿有

点醉，歪歪扭扭站出了村头一片风景，托起一树乡愁。它初

夏开花，盛夏结果，果实细长，有点像蚊香，因此我们又叫它

蚊香树。风一吹，树叶的背面翻了过来，带点浅白，“哗哗”的

好像在笑，仿佛在唱一首蓬勃奔放的生命之歌。

　　山连着山，层峦叠翠。满眼是碧绿的植被，层层叠叠，被

夏天的画笔轻轻一涂，变成一片墨绿，和一抹薄雾汇成缥缈

起伏的绿烟。幽谧中传来如洗的鸟声，编织绿色旋律，如清

泉把心灵洗涤得蓝天般澄澈。

　　这里看起来是偏僻乡野，却充满诗情画韵。山道芳菲，

路边绿茵茵的草地上，生长着毛茸茸的毛狗花、蒲公英、蛐

蛐草，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小野花，红的、黄的、白的、紫的、粉

的，紧贴着地，笑嘻嘻地围成一簇簇、一团团，蝴蝶是会飞的

花朵，闪动着夏日的斑斓。

　　山坡之下是荷塘。荷花出水，仿佛是在一夜之间。层层

荷叶已经遮住了荷塘的水面，亭亭玉立的荷花从碧绿的荷

叶间探出头来，粉红饱满，妩媚了乡村田园。荷塘挨着大片

大片的稻田，蔓延到山脚边。稻田盛产优质大米，包括珍贵

的红米。碧绿的稻浪此起彼伏，一直延伸到山脚下，绿荫中

农舍错落有致，鹭影点点掩映其间。偶尔，有白鹭在稻田上

空翩翩起舞，用一袭雪白编织诗意的天空。

　　蝉声越欢，阳光越强烈。此时骄阳似火，无与伦比地表

达着执掌土地的广袤与旷达。一缕缕、一片片阳光，来回在

绿油油的禾苗上扫描，促使喜温的禾苗分蔸、杨花、抽穗、灌

浆，孕育着金黄风景。每天，太阳就要在稻田里走一趟，像一

支画笔刷动稻田的平面，这是农人最高兴的时候。从秧苗一

抛出，农人就把目光投向了田野，或依在窗前，或站在屋檐

下，或蹲在田垄上，眼神跟着阳光游动。看自家的地，又看别

人的田，看到稻谷旺盛的长势，满脸的欢喜，直到太阳冉冉

的下落。黄昏时分，远远看去，夕阳如火球，将夕辉涂在山坡

农人和牛的身上，就像着了火。农人和牛背着一团火，从山

腰墨一般洇下。

　　漫漫夏季，唯一让人短暂地感受知了声不那么烦躁，就

是在一场大雨过后。刚刚被雨水冲洗过的空气，清爽怡人，

蝉声响起，听起来有一种清新的感觉。

　　蝉声唤醒虫声，虫声唱响黄昏。乡村的夜晚，被虫儿的

声音拉长，比月光更加明媚。每当夜幕降临，田野里一片喧

闹，萤光点点，虫鸣伴着蛙声，奏起人与自然的和谐交响曲，

弥漫在田野，撩起人的无限遐思。

　　树林和草丛中，随处可见虫儿的踪影。噌——— 是一只蚱

蜢弹跳的声音，那轻松的一跃，是它生活方式的表达；绿玉

般透亮的大肚子蝈蝈伏在柔软的花蕊里，漫不经心地摇动

着细长的触须；立在草尖上的牵牛，穿一身铠甲，晃动着两

根如天线般的触须，好像在搜寻着什么；蛐蛐躲在石缝里，

悠闲地弹琴……捉到的蝈蝈，就把它放在麦草笼中，喂它南

瓜花，听“叫咕咕”的欢唱。“一树蝉鸣两三声，引来四五顽童

攻。六尺撵成七八步，九尺翠柳十壳空。”这首诗形象而生动

地描绘出我们的虫趣童年。

　　整个夏天，蝉不知疲倦地鸣叫，高亢、绵长，缓缓地将往

事编织进时光中，穿透了岁月的风尘，唤醒心中沉睡的记

忆。月光下的蝉鸣是那么的明媚和澄澈，让心灵得以小憩。

在如雨的蝉鸣声中，我看见稻谷成熟了，眼前展现“稻花香

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景象，我听见禾被镰刀拥抱时，

发出疼痛而甜蜜的声响……

　　蝉声覆盖了盛夏的乡野，蘸着粉白的月光，清亮亮的，

那份厚重、斑斓、浪漫的情调，足以让人镌刻心底，热爱

一生。

　　

（作者单位：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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