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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红

　　

　　“小程，今天你过生日，来，吃一碗生日

面。”这天早上，一夜值班的派出所民警程虎啸

刚走进厨房门，丁大厨就将一碗香气扑鼻的鸡

蛋面端到他面前。

　　“谢谢大厨，这碗面暖胃又暖心……”辛苦

疲惫的程虎啸被这碗面暖到了，心情如阳光般

灿烂。

　　这样的场景，在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镜湖

分局滨江派出所厨房经常出现。这位大厨叫丁

跃武，提起他，可是派出所的灵魂人物。

　　丁大厨已经年过五旬，年轻时就有一个

“警营梦”，但一直没有如愿。12年前，一个偶然

机会，大厨走进警营当了一名厨师。当时他并

没有多想，只想着圆自己的“警营梦”。这一干

就是12年。

　　民以食为天。派出所每天有60多位民辅警

就餐，习惯不同，口味各异。一开始可难倒了厨

艺不精的丁大厨。于是，丁大厨琢磨着怎样让

大伙儿吃好喝好，首先要提高自己的厨艺。跟

人学、上网查……丁大厨忙活开了，还别说，靠

着悟性他很快就掌握了烹饪技巧，也学会了做

特色美食。随后，他开始了解每个人口味，尽量

满足大伙儿，营造出“家”的味道。

　　一次端午节的中午，大伙儿走进食堂，有

人随口说了句：“今天要是有粽子吃就好了。”

话音未落，丁大厨笑吟吟地端出一大锅粽子：

“来来来，大伙儿吃吧，看看味道怎么样？”

　　“大厨，你可真行哎，这么忙还为我们包

粽子……”

　　看着大伙儿惊喜之际争先恐后地品尝着

粽子，丁大厨尽管忙了大半夜，但心里却是甜

甜的。

　　派出所不同于其他单位，事儿多又杂，民

辅警处置警务、执勤、外出办案没个准点儿，一

日三餐难以固定时间，有时候靠方便面和点外

卖凑合。丁大厨看在眼里，心疼这些兄弟姐妹，

自己想方设法改善伙食，给大伙儿准备美味佳

肴。遇到外出执勤不能回所吃饭，丁大厨就骑

着电动车送饭到执勤点位上。

　　冬季的一天中午，民辅警正在食堂吃饭，

忽然接到指令：辖区二街发生一起飞车抢夺

案。几位民辅警放下吃了一半的饭，转眼间便

冲上了警车。

　　“他们回来饭菜还不凉透了啊！”丁大厨看

在眼里，疼在心里，特意把饭菜放进电饭锅保

温。一直等到夜幕降临几位民辅警才回来。吃

着热乎饭，暖在心头间。后来，丁大厨向所领导

提出申请——— 购买保温箱。这下解决了大伙儿

吃冷饭的难题。

　　每天早上不到6点，丁大厨会准时到达他的

战场。随着一阵锅碗瓢盆交响曲，一天的厨房

大战拉开了帷幕——— 挑选菜肴、清洗搭配、红

烧焖煮、清洁卫生……这是丁大厨每天的工作

场景，一日三餐，一直忙到晚上9点多。

　　所长担心丁大厨一个人忙

不过来，要给他配个

搭档，他却乐呵呵

的手一挥：“不用，

我能行。”

　　一年四季，风

雨无阻，丁大厨竟

然从未请过假，周

末、节假日都在岗

在位。

　　今年春节前，所长特意给丁大厨放5天假。

　　“哎，大厨怎么来了？”大年初一的早上，大

伙儿又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和热气腾腾的

饭菜。

　　“我要是休息，你们怎么能吃上热乎饭

啊！”朴实的丁大厨憨厚地笑着说。想着大伙儿

吃不上热饭热菜，丁大厨打消在家过年计划，

给了兄弟姐妹们一个大大的惊喜和温暖。

　　斗转星移，岁月流逝。丁大厨一直在默默

地付出。其实，他有几次外出“发展”机会。曾经

有酒店以高于派出所三倍的工资聘请丁大厨。

但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虽然他们给的工资

比派出所高，但我热爱警营，跟大家也有感情。

人嘛，也不能全是为了钱……”

　　那天中午，教导员笑吟吟地招呼他：“大

厨，等会儿你忙完了去会议室一下。”

　　“好嘞！”丁大厨应着。忙完手中活儿，他走

进会议室。

　　“哗哗哗……”一阵热烈掌声将丁大厨整

得有点蒙：咋回事儿？还未等他反应过来，教导

员笑着将一本荣誉证书郑重地放在他手上，打

开一看：丁跃武同志，荣获2023年度最佳大厨。

　　那一刻，丁大厨好不激动，更是满脸自豪。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12年里，派出所领

导和民警换了一茬又一茬，但丁大厨始终坚

守着岗位。他以所为家，爱着警营。灶台是他

的战场，锅碗瓢盆是他的武器。他用辛勤的付

出奏响一曲奉献之歌，他是当之无愧的警营

暖心大厨！

　　

（作者单位：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镜湖分局）

漫画/高岳

□ 金文浩

　　

　　电视剧《沉默的真相》改编自紫金陈的

小说《长夜难明》，剧中的警察、检察官、律

师、法医，以及他们背后默默支持的亲人

们，他们的故事如同一道道光束，穿透了层

层迷雾，照亮了正义的道路。10年的坚持，

他们如同行走在刀尖上的舞者，每一步都

充满了危险，但他们从未退缩，哪怕是以生

命为代价。这部剧每一个角色都那么鲜活，

他们的痛苦、挣扎、坚持和牺牲，都让我感

到震撼。我曾无数次想要提笔为这部剧写

下我的感受，却总是犹豫不决，担心薄薄的

纸页无法承载那份厚重的情感。但最终，我

还是决定尝试。因为我知道，每一个故事都

值得被讲述、每一份坚持都值得被铭记。

　　长夜难明——— 正义的代价。这部作品

的序幕由一位满腔热血的支教老师侯贵平

拉开，他为了捍卫受害的未成年女学生，揭

露黑恶势力的罪行，不幸在发现关键证据

后惨遭陷害，被诬陷为强奸犯并“畏罪自

杀”。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极大不公，更是

对正义的无情践踏。为了给侯贵平沉冤昭

雪，检察官江阳、警官朱伟、法医陈明章等

正义之士踏上了一条荆棘密布、内心挣扎

的征途。江阳，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检察

官，曾拥有令人羡慕的爱情生活。然而，在

追求真相的道路上，他遭遇了黑恶势力的

无情打击：证据被销毁，线索被切断，甚至

被诬陷入狱。出狱后，他的生活一落千丈，

从昔日的检察官沦落为修手机的匠人，失

去了事业、爱情、名誉和家庭。最终，他甚至

不惜牺牲生命，以自己的死亡来昭示真理。

朱伟，这位曾经备受尊敬的刑警队长，因深

入调查这起案件，最终沦落为街头的流浪

者，无家可归。他的遭遇让人心痛，但更让

人心痛的是，他的坚持和牺牲并没有立即

换来正义的伸张。陈明章，眼看着自己所作

的尸检报告结论被篡改，但却无能为力，最

后也是辞职下海，离开了从事多年的法医

职业……正义的实现似乎遥不可及，黑夜

仿佛没有尽头，深邃而漫长。

　　舍身燃灯——— 正义的火种。长夜难明，

所幸有人燃灯奔走、导求光明。侯贵平、江

阳、朱伟、陈明章、张超等人本非生于黑暗，

而是在阳光之下成长，拥有着光明的未来

和无限的可能性。然而，当他们目睹了不公

与冤屈，目睹了那些被黑暗吞噬的无辜者，

他们的内心便燃起了一股不可扑灭的火

焰。这股火焰驱使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于

黑暗之中，他们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道

路，一条充满未知和危险的道路。他们成为

那漫长黑夜中的一盏孤灯，试图驱散黑暗，

照亮永夜。或许有人会质疑，这样的付出是

否值得？江阳以他的经历给出了深刻的回

答：“真正的价值，在于生命终结时，能否无

怨无悔。尽管我历经排挤与打压，甚至面临

家破人亡的绝境，但我从未有过放弃的念

头。当我完成了我的使命，我将不留遗憾。”

身处黑暗，他们呕心沥血，小心翼翼地躲在

黑暗中等待机会，他们比任何人都渴望

“光”的到来，等不到“光”的他们于是以己

为引，舍身燃灯，让自己成为黑夜中的一束

光，为了照亮他人，亦是为了照亮自己。面

对黑暗，是选择迎战、进取和斗争，抑或是

逃避、退缩和妥协，看到这里的你，有自己

的答案了吗？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把衡量

价值的尺，而我的尺，早已坚定地指向了

前者。因为我相信，即使在最深沉的黑暗

中，也有希望的微光在闪烁。那些选择勇

敢面对的人，他们的故事将激励着后来

者，他们的精神将成为指引我们前行的

灯塔。

　　黎明终至——— 正义的实现，这是《沉默

的真相》中最为动人的篇章。经过10年的漫

长斗争，案件终于告破。这10年，不仅是时

间的流逝，更是江阳和他的战友们生命中

最宝贵的年华。他们一次次找到关键线索，

又一次次被幕后的黑暗势力切断希望，但

他们从未放弃，始终坚持正义的信念。这10

年，江阳等人一次次找到关键线索，可又一

次次被幕后黑手掐断线索，燃起的希望反

复被浇落幻灭，但在他们的坚持下，最终揭

露了黑恶势力的犯罪事实，洗清了侯贵平

的不白冤屈，使真相大白于天下，让期盼已

久的黎明得以到来。江阳这个名字，寓意深

远，预示着阳光即将到来。

　　在现实中，有许多像江阳一样的人物，

他们默默无闻，但却用自己的坚持和牺牲，

为正义的实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古往今

来，如此的人物事迹数不胜数，正是有“江

阳”们的坚韧与坚持，暗夜再黑亦有光亮指

引，长夜再漫也将黎明终至，曙光照耀，致

敬“江阳”，致敬为正义献身的人们。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

□ 黎耀成

　　

又是金风牵衣袖

层层稻浪起伏田畴

机声轰隆隆

堆起座座金色的山丘

又是玉露润金秋

累累硕果挂满枝头

笑语声声脆

举起杯杯香甜的美酒

都说最美是丰收

田园飘彩带，乡村胜画轴

新朋老友喜相聚

佳话在翻新，赋诗又一首

都说最美是丰收

喜悦写脸上，家家更富有

金山银山一起抱

希望在放飞，欢歌满神州

　　

（作者单位：湖北省黄梅县司法局）

□ 黄鑫迪

　　

　　“之前咋说都不愿意，为啥现在又上赶着要来当小紫的监护人了？不行，我得再

打电话问问。”放下小紫二姑的电话，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检察院未检检察官

郭光明心里犯起了嘀咕，随即拨通了郾城区民政局工作人员的电话。

　　13岁的小紫是一起监护人侵害被监护人刑事案件的当事人。母亲离世后，她一

直跟随父亲生活。案发后处于事实无人监护状态，小紫的心理受到了极大创伤，整

天神情恍惚、郁郁寡欢。检察机关受理案件后，办案检察官郭光明详细了解相关情

况认为，在依据事实和证据办好案件的同时，必须尽快为小紫解决好提供经济资

助、开展心理介入、确定新的监护人等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帮助她过上正常

生活。

　　为避免对小紫可能造成的二次伤害，郭光明尽量不与其正面接触，在所有的法

律程序即将走完时，才第一次约见了她。或许因为曾遭受长达4年多的侵害，她那恐

惧和怯怯的眼神，让郭光明打心眼里心疼她，也更坚定了要为小紫找一个合适监护

人的决心。

　　郭光明带领办案团队开始了详细走访调查，了解到能做小紫监护人的，只有她

同母异父的姐姐小红以及两个姑姑。姐姐小红比她大十多岁，已经成家，也是她最

依赖的亲人，应该是做她监护人的最佳人选。哪知郭光明向小红提出这个想法后，

小红说“我也心疼俺妹，我也想当她的监护人，但是我家条件一般，孩子又太小，我

也是有心无力啊。”

　　听完小红的话，郭光明陷入了沉思，按照监护权顺序，小紫的两个姑姑，成为下

一个考虑对象。可她的大姑远嫁到外地，虽然愿意收养小紫，但根据相关规定，异地

收养的话，小紫将无法获取救助资金。二姑嫁在当地，离她家也不远，可以考虑成为

小紫的监护人。

　　但当郭光明第一次联系上小紫的二姑时，却遭到了明确拒绝：“我家里也很困

难，还有个跟小紫同岁的男孩，身体还有病，没有经济能力抚养小紫。”小紫该何去

何从？整个办案团队陷入了沉思，从小紫健康成长的角度考虑，由女性长辈照顾，更

有利于她的心理恢复和环境适应。郭光明一次又一次拨通小紫二姑的电话，并邀请

当地乡政府、司法所工作人员协助做其思想工作，最终，二姑同意抚养。郭光明和同

事终于松了一口气，可是压在心里的一块大石头刚放下，二姑就反悔了。但是却在

几天后又主动打电话说同意，这让郭光明心生疑窦。

　　虽然她们有亲缘关系，但二姑家的实际情况和她的反复态度，让郭光明始终不

能放心将其确定为小紫的监护人。于是，他和同事又开始了第二次走访调查。有村

民质疑说：“孩子二姑夫妇常年在外地打工，就算同意抚养小紫，也不能很好地照

顾，之所以又愿意抚养她，会不会是因为得知政府可以每月定期支付小紫1450元抚

养生活补助费呢？”

　　为尽快妥善解决小紫的监护人问题，郾城区检察院向区民政局依法制发检

察建议，建议民政部门向区法院起诉撤销小紫父亲监护人资格，并应区民政局

申请，依法支持起诉，法院很快作出判决，指定由区民政局作为监护人，由市社

会福利院承担抚养小紫的职责。与此同时，郾城区检察院与民政部门开展了联

合应急救助，一边安排心理咨询师上门为小紫开展心理辅导，一边解决小紫的

监护人问题。

　　如何才能给小紫找一个合适的监护人呢？“由福利院照顾，可以让小紫脱离现

在的生活环境，应该会更利于孩子的成长。”郾城区民政局工作人员的一番话提醒

了郭光明，让他彻底放弃了让小紫二姑作为监护人的想法，重新考虑小紫的去处。

　　于是，郭光明再次联系了小紫的姐姐小红，请她帮忙征求小紫的个人意愿。经

小紫同意后，郭光明决定陪小紫一起实地考察了解社会福利院的生活情况。

　　经现场考察，郭光明发现福利院生活条件和对小孩的各方面照顾都很好，但在

房间安排上是多人间，而其他小孩大多较小，小紫已是初中生，需要安静的学习环

境，于是又向社会福利院建议为小紫安排单独房间，方便她的生活、学习。考察后，

小紫同意去社会福利院生活。

　　看到孩子终于有着落了，郭光明长舒了一口气，但继续保障小紫权益的工

作并没有停下。郾城区检察院联合社工组织安排专业人员定期为小紫提供心理

疏导、情绪引导，联合教育部门开展学业救助，将其列入受助名单，享受国家资

助政策，联合民政、妇联等单位组建关爱帮扶小组，持续跟踪关注她的生活、成

长情况。

　　“不去看看，我还是不放心。”国庆节前夕，郭光明和同事带着精心挑选的换季

服装和图书来到福利院探望小紫，看到她逐渐走出阴霾，学习成绩也稳步提升，郭

光明终于放心了：“看来，这次的监护人真的找对了。”

　　

　　（作者单位：河南省漯河市人民检察院）

□ 常兆

　　

　　祖父健在的时候，在山洼老宅院子周围

的沟梗和田埂上，栽了许多果树，有樱桃、桃

子、山枣、石榴和柿子。

　　每年中秋节前后，果肉丰满的柿子挤挤

挨挨，压弯了枝头。这时，祖母总会拿出一对

藤筐，到锅屋灶台下，将烧饭用的麦秸草铺

在藤筐里，把摘好的柿子放在里面，或者放

在圆肚的陶土坛子里，再放上几个苹果，一

段时间后，藤筐里的柿子变得红艳艳，老屋

里萦绕着全是果香。

　　“柿子熟啦！”这时候，只要听到祖父这

句吆喝，家中的小崽子们都会簇拥在他身

边，从他手中接过晶莹剔透的柿子，熟练地

摘下柿蒂，放到嘴边，吮吸着甘甜的果汁。

　　皖北的山村，过了中秋，天气一天比一

天凉，秋风也一天天强劲，柿子树上的叶子

被阵阵秋风扫落。不用多少时日，满树只剩

下孤零零的柿子，挨个儿挂立，红得透亮。经

过一个秋天的风霜雨露洗礼，此时的柿子糖

分多、味道最甜。

　　偶有几只嘴馋的山雀时不时地飞落枝

头，蹦来跳去，抢啄甘甜的果肉，惹得正在院

子里缝补的祖母不时起身轰赶。熟透的柿

子，经不起重力诱惑纷纷掉落，像节日里散

落的烟花火焰，在田埂上摔得稀烂，引来鸡

鸭纷纷抢食。

　　霜打柿子分外红。每年的秋末冬初，倘

或不忙，我会收拾点简单的行囊，搭上归乡

的火车，回到久别的家乡，看看亲人和山洼

老宅田埂上的柿子树。

　　彼时，祖母常一个人在院子里晒着暖

阳。对我的归来，她总是欣喜异常，脚步蹒跚

地走到里屋拿出烘熟的柿子让我一饱口福。

　　祖母说，去年冬初，因影响田里的小麦

生长，院子南边田埂上的几棵柿子树已被砍

掉。我瞧着手中红彤彤的柿子，心中叹息，祖

父正是在柿子红了的季节离开了我们。

　　我的曾祖父那一辈是四世同堂，祖父这

一辈也是四世同堂。为此，每当到柿子红的时

候，但凡我返回老宅，总会连枝折下4颗长在

一起的柿子，用红线将柿蒂串连起来，将枝丫

插进细颈瓶里，放在堂屋的中堂上，以此告慰

已逝去的长辈，也为纪念儿时那口鲜甜。

　　

  （作者单位：江苏

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

检察院）

□ 罗本森

　　

　　“又是凉的秋，愁无尽的秋，知否当你远去后牵挂到倦

透……”听着一曲《秋来秋去》使我猛然省悟，又一个秋天来到

了。每年“立秋”一到，表示进入秋季，意味着自然界中万物开始

从繁茂成长趋向萧索成熟。此时，飘零的叶、冷凝的霜、灿然的

菊、火红的柿、金黄的稻……构成一幅“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

红出浅黄”的秋天图画。

　　对秋天，古代文人有不少伤感、迷惘、叹息的诗句，被誉为

“千古言秋之祖”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是屈原《九

歌·湘夫人》中的诗句，凉爽的秋风不断吹来，洞庭湖中水波泛

起，岸上树叶飘落。这是秋水的绝唱，构成了优美而惆怅的意境，

最能唤起人们悲愁情感。战国楚·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

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

归。”寥寥数语，而情景俱现，成为后世文人触景伤怀，寄慨身世

的滥觞。此情此景，不由想起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

是近黄昏”的千古名句，人生暮年，留恋和伤叹，与悲秋有异曲同

工之感。秋天是快进入年的尾声，岁月匆匆，珍惜时光，也许是人

们不可避免的愁绪。

　　面对秋天，文人眼中也很多轻快、昂扬、奋进的吟咏。从唐

代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到宋代苏轼“一年好景君须记，最

是橙黄橘绿时”，都把秋天写得如此美妙，充满生机。唐代诗人李白《秋下荆门》：

“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可见诗人乘船顺江而下，岸边的树木枝叶

凋零，却毫不介意，乐哉悠哉，心情极好。唐代诗人杜牧“停车坐爱枫林晚，枫叶

红于二月花”，诗人通过这一片红色，看到了秋天像春天一样的生命力，使秋天

的山林呈现一种热烈的、生机勃勃的景象，体现出了豪爽向上的精神，给人们启

迪和鼓舞。

　　伟人毛泽东的诗词，写过很多秋天：“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

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西风

烈，长空雁叫霜晨月”“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等都已脍炙人口、深入人心。《采

桑子·重阳》：“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更是写秋

景的佳作，脱尽古人悲秋窠臼。《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

兵怒气冲霄汉。”这首词字浅意深，营造了一个恢宏开阔的艺术境界。诗人从大处着

眼，从人生感悟落笔，摆脱了个人的荣辱得失，站在历史的、哲学的、人类的高度抒

发壮志豪情，一扫凄凉寂寞之感。从内容到意境都突破了传统的影响，开辟了秋天

诗词的新篇章。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不管过去多少岁月，秋叶纷落都依然存在；无论

过去多少时间，秋霜白露也依然是寒冷。我们不管“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也好，

或者“停车坐爱枫林晚，枫叶红于二月花”也罢，对秋季的到来，不必哀伤和叹息，秋

来秋去，四季轮回，即便是严冬酷寒，春天很快就会到来。做到心静如水，人淡如菊，

把愁绪变成生命中旺盛磅礴的力量，珍惜时光，不懈奋斗，在新的长征路上阔步走

向未来。

　　

　　（作者单位：广东省信宜市委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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