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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晴

　　

　　“没想到检察官还保护古树呢。”早晨，乘坐地铁

时，听见身边两位阿姨谈论“检察官”，立即敏感起

来，抬头扫了一眼，发现她们正聚精会神地看车厢内

播放的短视频，此刻正在播放我们检察院制作的“常

检在线”最新一期“公益诉讼保护”专题，我内心不由

一阵窃喜。

　　2020年8月，为了扩大常州检察机关在本地知名度

和影响力，经领导研究决定，打算与本地电视台合作制

作一档关于常州检察的专栏节目，通过以案释法，让广

大百姓增强法律意识，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常检在线”是一档普法节目，通过主持人、检察

官和嘉宾三人，聚焦常州市检察机关办理的典型案

例进行深度剖析，聊案情、聊检察官办案经过，让老

百姓通过案件更好地了解检察工作和办案理念。

　　我清晰记得当时第一期制作的节目“真假爸爸”，

是根据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一起真实案例

改编的。作为第一期节目，我们一致认为案例要“吸

睛”，得一炮打响。真假父亲、花钱给“小三”买房、兄弟

俩与“小三”串通造假劳资纠纷……该案中相关的元素

都是容易抓住老百姓眼球的话题，但曲折的故事并不

是重点，重点是隐藏在故事背后的法律知识。

　　为了让观众更好地理解案件，我们制作了短片、

人物关系图表，在节目中穿插介绍，让观众在观看节

目的同时了解何为虚假诉讼、检察机关是如何打击

此类行为、遇到虚假诉讼后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首

播当日，就有7万余人次观看。网友纷纷留言：“检察

官打击虚假诉讼，好样的！”“当事人串通一气，骗原

配，太恶劣！”“希望检察官多多介绍这样的案例，多

多举办这样的直播。”

　　网友的热情留言提振了我们的信心，“常检在

线”又以养老诈骗、长江保护、杜绝酒驾等为主题陆

续播出12档访谈节目，在全程参与选题策划、案例筛

选、问题设计、效果呈现等方案过程中，也迅速提升

了我对“四大检察”“十大业务”的认知。

　　在节目制作过程中，我和检察官共同探讨问题

设计、研究法律条款、修改台词，用实物、图表、短视

频、PPT等多种形式全面展现案情。记得在制作“长

江保护”节目中，我们还专门向渔政部门借来了扣押

的渔网、电箱等电鱼工具，让观众更直观地了解这些

工具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因为上下班会乘坐地铁，我发现很多乘客对地

铁中播放的视频很感兴趣，时常会看到不少乘客驻

足在地铁的车载屏幕前，饶有兴致地看着视频。若是

“常检在线”节目能投放在地铁、公交上进行播放，一

定能会产生更大的宣传效应。

　　想到就做。我立即向领导汇报，但问题又来了，地

铁上无法播放长达30分钟的访谈节目，这该如何是好。

经过多次讨论，“常检在线”节目形式进行改版，改为由

检察干警做主播，播报案例新闻、机制亮点、优秀人物

等，将时长压缩至9分钟，每期播出3条短新闻，更适合

在客流量大、观看时间短的地铁、公交车中投放。

　　为了让主题更突出，让受众对检察工作有更深

刻的印象，我们结合检察重点和节日，适时制作轻罪

治理、公益诉讼保护、4·26知识产权司法保护、6·1未

成年人保护等专栏8期24条新闻，在常州地铁、公交滚

动播出，实现了“常检在线”全覆盖。

　　如今，与“常检在线”结缘已有4年，我相信，通过

我们的努力，检察好声音一定能飞入寻常百姓家。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检察院)

　　漫画/高岳

□ 杜永清

　　

　　上周末，做完手术不久、身体还十分虚弱行走不便的妻子出院，

在铁路工作人员的一路关爱与帮助下，顺利地从西安回到了虢镇

的家。

　　周六，当我为妻子购买了从西安站到虢镇站的车票，并预约重点

旅客轮椅服务时，内心其实充满了忐忑。我不知道这样的特殊需求能

否得到及时、妥善地处理，毕竟铁路运输繁忙，乘客众多。然而，令我惊

喜的是，很快西安站和虢镇站就打来电话确认轮椅服务事宜，他们关

切的语气和认真负责的态度，让我在焦虑中感受到了一丝安心。

　　周日下午，当我们抵达西安站时，工作人员的热情就像一股清凉

的风，瞬间吹散了我们心头的纠结。他们推来轮椅引导我们来到重点

旅客候车室，让妻子能够在安静舒适的环境中休息。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小心翼翼，每一句话语都充满了关怀，仿佛我们

是他们最亲近的家人。

　　检票时间到了，工作人员熟练地推着轮椅送我们穿过站台登上

列车，并与列车长认真交接，我急忙取出手机抓拍到了这一幕。

　　列车在铁轨上飞驰，城际动车组列车座椅舒适，看到妻子脸上安

稳舒适的神情，我感到十分温暖和安心。

　　当列车停靠在虢镇站时，透过车窗，我看到了早已等候在站台的

工作人员，她身旁的轮椅仿佛是一份无声的承诺，直到我们与等候的

家人交接。

　　在这趟旅程中我患病的妻子没有受到一点颠簸，她的身体虽然

虚弱，但内心却被满满的关爱所填满。一路上，铁路工作人员用他们

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服务、什么是“人民铁路为人民”的

宗旨。

　　他们或许只是在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但对于我们来说，他们的

每一个微笑、每一次援手，都是这个夏日里最珍贵的礼物。他们用自

己的汗水和付出，为特殊旅客搭建了一条充满爱的通道，让我们在困

难的时刻，没有了后顾之忧。

　　这次特殊的经历让我深刻地感受到，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仍

然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默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用真心和爱心为他

人带来便利和温暖。他们不计较个人的辛苦，只为了让每一位旅客都

能平安、顺利地抵达目的地。我通过12306向这些铁路工作人员表达了

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感谢。是他们，让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总

有一些人在默默地付出，总有一些温暖在不经意间传递。他们的言行，

不仅仅是一种工作的表现，更是一种人性的光辉、一种社会的正能量。

　　希望这样的温情能够在每一个角落延续，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

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自己的援手。每当我回忆起这段经历，心

中都会涌起一股暖流，我也会把这段经历告诉给亲朋好友。

　　作为一名检察官，这股暖流将激励我，在检察工作中认真办好每

一个案件，让人民群众体会到可感受、能体验、得实惠的司法温度。在

生活中，去关爱他人，传递温暖，让这份爱永远流淌下去。

　　（作者单位：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人民检察院）

我与“常检在线”

□ 潘生富

　　

　　认识王军是去年5月的一天。

　　村头一处农家小院有些老旧的平房里，进来一

名40多岁的民警，壮实的身板带着一股阳光的气

息。当他看到被病魔困在炕上的任婆婆，脸上的笑

容立刻被共情冻结，他那职业硬汉的眼神瞬间柔

软，口吻也由阳刚变得轻柔，仿佛要轻轻地抚平命

运给任婆婆留下的伤痕，他怜惜地低语：“母亲节那

天，我值班，今天补过个迟到的母亲节吧……”

　　这名民警就是王军。

　　任婆婆是渡口镇的农民，9岁那年下肢瘫痪，就

再也站不起来了，靠政府低保度日。母亲节前夕，县

里的暖心志愿者协会准备慰问贫困母亲，征集慰问

对象，村镇干部就把她推送上来，王军认领下了看

望任婆婆的事情。

　　王军将携带的牛奶、大米、夏凉被、床单、拖

鞋、毛巾等慰问品堆满了炕沿。坐在炕上的任婆婆

紧紧拉着王军的手，久久不愿松开。年届六旬的任

婆婆的印象中，自己好像没有收到过什么礼物，现

在有国家的人来慰问自己，任婆婆嘴一咧就笑了。

在场的人都会心地笑了，欢乐的笑声飞出农家小

屋。任婆婆的老伴说：“她好久都没有这样开心地

笑了。”爱就像一缕金色阳光，在农家的小屋里

荡漾。

　　与王军攀谈中，他说看到任婆婆的笑脸，觉得

自己付出的一切都值了！他的憨厚善良一下子征服

我的心，就主动和他加了微信。从微信里可以看到，

残障的贫困母亲、鳏寡孤独的老人、留守的少年儿

童，都是他牵挂的人。

　　进了腊月，人们都开始忙年，理发店坐满了排

队等候的人，轮休那天，王军在暖心志愿者群里发

了个邀请：去敬老院理发的冒个泡。

　　县里的几家敬老院、养老院都在城郊的农村，

老人们理发不太方便，王军想帮老人们理发，可是

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2018年，王军参加了磴口县

暖心志愿者协会，联系到了会理发的5名志愿者，把

自己的小车作为志愿服务的交通工具，经常呼朋唤

友前往。

　　除了理发，王军和志愿者们中秋节送过月饼、

大年三十包过饺子……他把宝贵的轮休日都变成

了益民日、爱民日。

　　是什么让王军对志愿者行动乐此不疲呢？我带

着这个问题来到了他所在的单位，一探究竟。

　　王军所在的内蒙古磴口县公安局看守所是一

个挂满了区、市、县三级荣誉证书和奖牌的优秀集

体，所里的领导号召民警“我为群众办实事”，王军

就上了心，把当好志愿者当成密切警民关系的途

径。他坚持不懈地做好事受到了单位和社会的关

注，所里给他上了荣誉榜；局里评选他为优秀共产

党员；县文明办评选他为岗位学雷锋标兵。副所长

沙日娜把他的事迹撰文发到局公众号，立刻就有人

点赞：磴口好人、警营暖男、道德模范！

　　生活没有辜负默默奉献的志愿红，你只管善

良，美好都在路上。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磴口县公安局）

□ 杨金坤

　　麦秸垛是乡村的标志，是乡村独有的风景。在树

木和村庄的包围中，星罗棋布地排列着。远远望去，宛

如落入人间的神明，在炊烟升起的地方，守护着村庄。

　　每年麦收以后，麦子前脚走进家里，一根又一

根麦秸，抱团成垛，像温顺的小狗一样，坦然地依偎

着村落，守护着家门。如果说丰收的麦子给了我们

物质上的温饱，那麦秸垛就给了我们精神上的温

暖，一种光的火焰、一种充满祥和和安宁的守候。

　　对麦秸垛最为敬畏的人，莫过于父母了，在他

们面前，草垛是那样神圣、庄严。父亲认为一个麦秸

垛的好坏大小，不仅标志着当年收成的丰欠盈余，

关联着老人们脸上笑容，也影响着儿女的婚姻去

向。母亲认为麦秸垛的大小、形状，能反映一户人家

勤劳的程度和生活的层次。持家有方的人家，麦秸

垛码得整整齐齐、有棱有角、有条有理，麦秸垛的顶部

覆盖得严严实实，四周的地面清理得清清爽爽、干干

净净。再大的风雨也摧不倒、淋不透，遇到连绵的阴雨

天，家里照样烧着干爽的麦秸生火做饭。

　　麦秸垛的位置要选在地势高处，以免底部遇水

腐烂。父亲先铺一层麦秸打底，然后均匀地向上码

放，一层层地拨平踩实。打好底后，母亲把麦秸往上

摞，父亲层层往外放，到一定高度时，父亲把麦秸往

上垛，母亲再逐渐回收。为了防止雨水让麦秸垛受

潮而沤烂，顶上还要厚厚抹上一层麦秸泥。老远望

去，麦秸垛就像一座高高的粮仓，在夕阳照射下，闪

耀着金色的光芒。

　　有麦秸垛围着的村庄是温暖的、安闲的。麦秸

是庄户人家生火做饭的燃料。烧麦秸，烙出的饼馍

吃起来既香又软。往往是，家里没有柴火烙馍了，母

亲就会大着嗓门吆喝：去场里拽点麦秸来！

　　麦秸垛是畜禽的天堂。村里骡马牛羊多，鸡鸭

猫狗也多，有的是自行溜达到场里，边拱边吃，有的

是主人牵到这儿，拍一下它们脑袋，径自走了，将它

们托付给麦秸垛。鸡鸭结伴来凑热闹，优雅的鸭子

慢悠悠，急性子的母鸡咕咕地叫着飞奔着，扒拉扒

拉，刨几刨，东叼西啄，觅草籽、觅虫子、觅被风遗忘

或被主妇之手遗漏的麦粒。

　　有麦秸垛掩映的童年是饱满的、诗意的。有月

亮的晚上，呼朋引伴聚到打麦场，玩打仗、捉迷藏，

麦秸垛是天然的屏障。折麦秸为矛，披麦秸为甲，冲

锋陷阵，攻城略地，百玩不厌。

　　对于父母来说，麦秸垛是他们的粮食、炊烟，是

他们生命中的温暖。对于在村中长大、生活在城市

的我来说，是孕育我生命的襁褓和血脉、是我成长

的根系、是我最后的精神归宿。

　　我始终认为，我是故乡的一根麦秸，被风吹到

了陌生的都市，我在寻找着我的麦秸垛。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检察院）

我在异乡

觉得月不够明

总是怀念

家乡那个月亮

无论屋前屋后

撒下一抹银霜

无论田园山岭

照得一片光亮

此时此刻

总盼着能见到

家乡那个月亮

因为它在我心中

永远最圆最亮

小岛那个月亮

也不会很明亮

尽管有个日月潭

还是淡淡的光

你若不信

回故乡看看

月亮就是不一样

能看到吴刚嫦娥

能闻到桂花飘香

一定更圆

一定更亮

你会感到

一股暖流涌心上

　　

　　（作者单位：广东省

信宜市委政法委）

□ 胡惠策

　　

　　清晨，视线尽头一线光亮，天空幽蓝着即将打

开幕布，绵延的大山相互依偎着还在酣睡，曲折蜿

蜒的黄河像一条白带逶迤在山川沟壑中。孟门车站

派出所所长徐鹏和民警韩壹朝早早开启巡查模式，

因为铁路线路途经山区，隧洞、桥梁多，沿线村民的

安全宣传成为线路防范的重中之重。

　　当他们巡查到瓦日铁路线K142公里处铁路桥

下，发现一名拄着双拐的老人艰难地在通往值勤岗

亭的山路上行走。

　　“天这么早，他这是要干嘛去呢？”韩壹朝说。

　　“估计是山里附近的村民，咱们过去看看。”徐

鹏下了警车，招呼韩壹朝。

　　蜿蜒崎岖的山间小路遍布树枝荆棘，两人沿着

山路一步步朝老人方向走去。

　　“大爷，我们是铁路民警，您要去哪儿？”快接近

老人时，徐鹏大声向老人喊话。

　　老人没理会，只顾着向上爬行，韩壹朝迈着矫

健步伐，赶在了老人面前。

　　老人看到他们后，情绪有点激动，焦急地比画着手

势，口中咿咿呀呀说不出话来，还指着自己的耳朵一直

摇头。徐鹏和韩壹朝这才知道他是一名聋哑人，便立

刻通过肢体语言回应，老人一直重复做喝水动作，但是

给老人倒水却不喝，这可让他俩犯了难，眼前的老人很

明显需要帮助，但是怎么和一名聋哑老人沟通呢？

　　徐鹏随后联系了就近岗亭的巡防队员，经辨

认，老人是港村居民李某，77岁，从小就又聋又哑，

膝下无子女，常年独居，有一个侄子在县城打工。由

于沟通不便，徐鹏便决定先送老人回家，同时联系

港村村委会主任转告老人侄子。

　　山路看似近实则远，已在眼前的房屋，徐鹏一行

三人花了大概30分钟才驱车到达山脚下。两间青瓦土

砖屋坐落在半山腰，屋前一大片树林。老人下车后拄

着双拐径直往屋里走去，随后徐鹏二人也跟着进入

屋内。

　　“家徒四壁”是徐鹏走进这个家时的第一感觉，

看起来老人的生活还是相当拮据的。进了东屋，徐

鹏拉亮黝黄的灯泡，才看清这个房子，屋顶吊着的

干柴挂满了蜘蛛网，散落一床的衣物散发着异味，

在靠床的拐角，放着一个大水桶，老人在水桶处停

下向韩壹朝示意，韩壹朝掀开桶盖发现水桶中的水

所剩无几，这时才理解了老人为什么一直做喝水的

手势，由于老人常年独居，腿脚不便，所以老人想找

附近的人帮他挑水。徐鹏在兼作厨房和库房的房间

里发现根本没有储备的粮食。

　　考虑到老人孤独生活，居住也不方便，徐鹏和

韩壹朝商量后，分头下山去给老人挑水和购买了

米、面、油等日常生活用品。

　　看着他们做的这一切，老人拄着拐棍红着眼眶，

一只手拉着徐鹏的手，一只手使劲地竖着大拇指。

　　就在徐鹏二人稍作休息准备离开的时候，村主

任与老人的侄子李小山也赶了过来，在与叔叔手语

交流了之后，李小山子得知他们为老人购买了生活

用品，还帮老人挑满了水后激动万分。

　　“父亲走得早，从小就是叔叔把我带大的，所以

感情非常深，由于在县城打工，一般一周回来一次

看他，但这次因为工地上活多，快半个月没回来了，

非常感谢你们的热情帮助！”李小山对叔叔的照顾

不周表达了歉意，表示会照顾好老人的。

　　下山的路上，徐鹏想了很多，艰难的叔侄情，犹如

这绵延不断的大山互相依靠感人至深。而铁路民警的

线路巡查、回访宣传、安全检查等等这些每日单调枯

燥的工作，不就是为了保障铁路运输畅通和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吗，沿线老百姓把这样一份希望寄托于我

们，可以想象在他们的心中我们该有多重，而我们有

什么理由不去承担起这份应有的使命和责任？

　　想到这，徐鹏挺了挺身板，脚步也变得轻快了，

望向前方不知何时太阳已升至半空，铺满了整个山

谷沟壑，洒在巡查的铁路线上。

　　

　　（作者单位：太原铁路公安局太原公安处）

大山里的“巡查故事”

轮椅接力

□ 牟伦祥

　　

　　1987年，我21岁，在乡政府任民政干事。

　　这年8月，酷热难当，早上太阳一露脸，地面就像着了火。某天下

午3点，有村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乡政府：“公路坳坳有一个外地女

子受伤了，正大声呻吟……”

　　乡长一听，让我立马骑上自行车赶往事发地。

　　碎石公路是乡政府通往外界唯一的道路，平常鲜有车辆通行。户

外，热浪扑面，我蹬着自行车费力前行，汗水横流。

　　现场一堆人围住伤者，有的为她遮阴，有的给她喂水，有的问她

住址。“让一下！”我分开人群。只见伤者40来岁，衣着破烂，正坐在地

上大声呻吟，她右小腿有道一尺多长伤口，流出的血已凝固。我问她

基本情况，一口外地方言，根本听不懂。

　　救人要紧。我急忙问周围群众：“哪两个去做个担架来，往区卫生

院抬，乡政府给报酬。”那时没有手机，无法请示乡长，我自作主张。群

众对政府非常信任，很快有两个30多岁的民工用竹子做了一副简易

担架，抬着伤者往区卫生院赶。

　　现场距区卫生院4公里，此时的阳光像一把利剑，正无情地刺向

大地。我们赶到区卫生院时，全都汗流浃背。

　　卫生院领导听我介绍情况后，立即组织医生对伤者进行检查，发

现伤者右脚粉碎性骨折，腹部有伤。医生复位骨折、对包扎伤口后，建

议将伤者转到县人民医院救治，因为卫生院没有条件确诊内伤。

　　时间已是晚上7点，要去也只能是第二天了。我没料到事情这么

复杂。两个民工也表示要回家，甚至不要报酬。我说好说歹，总算把他

俩留了下来。当晚，我自掏腰包给伤者、民工买饭，然后坐在卫生院病

房里，在汗水、蚊子的陪伴下，熬到天明。

　　第二天一早，趁红日还未爬上山，我赶到通往县城的公路边拦客

车，民工则借用医院担架，抬着伤者紧随在后。好不容易拦下客车后，

座位已满，只好把伤者安放在过道上，我们在过道两端站着。那时的

公交车没有空调，人多货多，臭烘烘的，车窗外时不时卷进一股尘埃，

让人灰头土脸、心烦意乱。一路上，伤者呻吟不止，每当车子颠簸一

下，更是嚎叫不绝，我只好低声安慰。有乘客忍不住了，以为伤者是我

的亲属，说着风凉话。两个民工见状打抱不平，对那乘客说，这是我们

乡政府的干部，与伤者非亲非故，都是做好事的。听罢，刚才喋喋不休

的乘客不再言语了。

　　客车缓慢行驶着，经山梁、穿河谷、过轮渡，终于到达目的地。我

们下车后几经周转，到县人民医院已是11点了。因事发突然，我既没

开具单位介绍信，又没带多余的钱，伤者入不了医院。我反复交涉，收

效甚微。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我想到了县民政局范局长曾讲过遇到这

种事情该如何处置。于是，我让两位民工在医院门口看守伤者，自己

火急火燎赶往民政局。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直接找到范局长办公室，讲清事情来龙去脉

后希望得到帮助。范局长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转业干部，不苟言笑，

他听后对我讲：“你做得很好，马上返回医院，救人要紧，我现在给院

长打电话。”当我回到医院时，伤者已被抬进了急诊室。完善住院手续

后，我们准备回家，这时才发现，当天唯一的一趟班车已经开走了。

　　为省钱，我们决定找一家小旅馆住宿。那时没有身份证，没有介

绍信服务员死活不让住。我翻遍全身，找出伤者入院证明，再说了一

大堆好话服务员才让我们在一个20多人的房间住了一宿。是夜，由于

劳累疲乏，我睡得很沉。

　　回到乡里，我向派出所报案，因当年侦查水平有限，此案侦而未

破。再后来，伤者家属从安徽赶了过来，为民政局送来一封感谢信。

当年底，在全县民政工作总结大会上，范局长对我的行为进行了大

力表扬。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烈日下的救助

□ 何俊 李世俊

　　

　　一到夏天，故乡的珊珀湖水域变窄了。

湖边的浅水区，生出一排排芦苇，一丛丛水

草，织成了条条浓绿的巷道，把原来的一片

汪洋世界隐藏起来。

　　一个周日，住在湖边的泥鳅哥决定带

我去芦苇荡里探奇。

　　芦洲上湿漉漉的，我们挽起裤管，钻进

茫茫苇荡，决定抄后路去接近名叫“老等”

的鸟儿。听说这种鸟捕食有个“守株待兔”

的特点，它总是等着小鱼游来时才不慌不

忙地一啄，啄到就吃，啄不到也不去追赶，

依然在水边翘腿杆儿等待。

　　带露的芦苇浸湿了我们的衣裤，我们

全然不顾，一步一步向前挪着。泥鳅哥在前

面当向导，边走边提醒我注意，水深苇密一

带可能有鸟窝鸟蛋，别碰烂了这些宝贝。

　　在附近沼泽地我们却看到了这样的一

幕：一对苇莺打食时，不小心暴露了行踪。

就在离它们的窝不远处的水面下，躲藏着

一条凶恶的水蟒。蟒蛇发现苇莺儿在这里

飞进飞出，便断定附近苇丛里有一个鸟窝。

有窝就有幼鸟，这是它最爱吃的美味佳肴。

苇莺扑动着翅膀又飞进了苇丛。说时迟，那

时快，这条花蟒一跃而起，向着母苇莺飞去

的方向一个猛冲！随后，只听得一阵扑棱棱

的翅膀扑击声，一公一母两只苇莺飞上了

天。苇莺的窝还在那里，可里面却是空荡荡

的。花蟒肯定大惑不解：母苇莺明明打食归

来喂幼鸟，幼鸟究竟到哪儿去了呢？

　　苇莺防止敌害虽有精明之处，但是它

们在哺育儿女时却往往上当受骗。泥鳅哥

坐在苇岸边向我叙述了它的故事。

　　这个季节，正是苇莺哺育雏鸟的时候，

经过一段时间孵化，儿女们摇晃着小脑瓜

儿纷纷破壳而出了。而其中有个“娃儿”的

模样一点也不像苇莺，它个子特别大，饭碗

大的鸟巢几乎被它占去一半。苇莺妈妈整

天忙碌找食，有时还顾不上自己的肚子，好

不容易觅到几条肥胖的青虫、豆娘飞到窝

边时，窝里的这个大个儿就张大了嘴，一口

抢夺去了。它吃饱喝足，就用身躯撞击小伙

伴，一边把屁股往伙伴身底下伸去，等退到

巢边用大脑袋和双脚顶住巢底，一抬身就

把背上的小伙伴掀到巢外跌死了。巢中发

生的这一切，忙碌的苇莺妈妈一点儿也不

知道。这个干坏事的“娃儿”出生后的十多

天，身上长全了羽毛，能够飞走的时候，才

能看清它的长相同杜鹃鸟一模一样。这是

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这一幕悲剧是杜鹃一手造成的。

它的俗名叫“布谷鸟”，但它自己一不会筑

窝，二不负责哺育儿女。怎么办呢？每当它

要产卵时，就悄悄儿地躲在勤劳的苇莺的

窝巢附近，瞅准机会跳到这窝里产卵，然后

一走了事，让苇莺给它哺育后代。

　　黄昏里，我和泥鳅哥走出湖滩，心中还

在为苇莺妈妈打抱不平哩！

　　

　　（作者单位：湖南省安乡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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苇丛里的秘密

麦秸垛

警营志愿红

□ 梁晶晶

　　

　　一轮玉盘挂天边，民事检察思未闲。

　　法理人情记脑海，公平正义映心田。

　　岂辞吾生多辛苦，但求乡野乐团圆。

　　念兹在兹无悔意，盛世和谐共流年。

　　

　　（ 作者单位：河北省赤城县人民检

察院）

七律·秋夜寄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