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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红

　　

　　“小伙子，你的人生路还很长，希望你以后不要这

么容易冲动，平平安安的。”那天下午，滔滔江边，头发

花白的民警王强不顾湿透的警服，一边大口喘着气，

一边开导着被救的小青年。

　　小青年泣不成声：“谢谢您救了我。今后我会珍惜

生命的……”

　　想起几分钟前惊险一幕，王强既后怕又欣慰。

　　王强是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镜湖分局东门派出

所的社区民警，今年55岁的他因身体原因提前打了退

休报告。虽然他知道这几天报告就要批下来了，但他

仍然坚持上班。用他的话说就是“站好最后一班岗”。

只是没想到，退休当天他跳江救起一名轻生小青年。

　　那天下午2点左右，派出所接到110指令：辖区中江

桥上有人要跳江轻生。

　　“快！去现场！”正在派出所值班的王强和辅警盛

孟林疾步冲上警车，很快到达中江桥上。

　　桥上停着一辆电动车。报警的群众见到民警，急

切地指着桥下说：“人在那里！”

　　王强顺指望去，只见一名小青年站在江边哭泣，左

手拿着玻璃碎片割右手腕，脚下台阶上已是一摊鲜血。

　　人命关天！王强不顾一切地带着盛孟林冲到桥下。

　　“不要靠近我，让我去死！”小青年看到民警朝自

己跑来，情绪更加激动。

　　“别冲动啊！有什么话跟我说，相信我，我肯定帮

你解决！”王强知道，这个时刻最关键的是要稳住对

方。于是，他用温和的语言对小青年说道。同时通知

120、芜湖蓝天救援队赶来紧急救援。

　　王强慢慢靠近小青年，伸手拉住了他的左胳膊。

然而小青年挣脱王强的手，“噗通”一声跳入江中。

　　“哎哟！”王强被小青年落水的冲劲拽进了滔滔江水

中。刹那间，江水没过两人头顶，脚下根本触不到底。王强

一时无法将胡乱挣扎的小青年拽上岸，接连呛了几口浑

浊的江水。幸好他会游泳，此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

松手”。就这样，江水中，王强紧紧拉住小青年的胳膊。

　　眼看两人被水冲着距离岸边越来越远。危急时刻，

岸边的盛孟林从地上捡起一截树枝递给王强：“抓住！”

　　王强一手抓住树枝，一手拽着小青年向岸边游

动。盛孟林和热心群众使劲儿拽，大家齐心协力，终于

把小青年救上了岸。

　　王强大口喘着气，顾不上浑身湿透就开始向小青

年了解情况。

　　原来，小青年是一名外卖员。当日下午，他与同行

因送餐问题发生争吵，一气之下骑车撞向对方，导致

对方腿部受伤。对方要求小青年赔偿1000元，但他来自

农村，打工不久的他拿不出1000元。而对方不依不饶，

小青年冲动之下打算轻生。

　　得知情况后，王强答应会妥善处理这事儿。也许

是王强跟自己父亲年龄差不多，也许是王强的真情劝

说打动了小青年。面对王强开导，小青年意识到自己

冲动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含着泪向王强说：“谢谢您

警察叔叔，我再也不会做傻事了。”

　　此时，120急救车、芜湖蓝天救援队赶到现场。王

强协助医务人员把小青年送到医院进行检查治疗，并

与其亲友联系……

　　安顿好了小青年，王强回家换下湿透的警服后返

回派出所。

　　“老王，好样的！”王强刚走进派出所，所长便迎了

上来，激动地说道。

　　退休之前舍己救人！王强的事迹被传开后，分局

领导、派出所同事纷纷向他表示祝贺，分局还特意为

他请功。而王强脸上露出骄傲而欣慰的笑容，这次成

功救人，为自己的从警生涯画上一个圆满句号，用行

动诠释一名公安民警的初心与情怀。

　　

　　（作者单位：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镜湖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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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法人

　　

　　昌平法院，我们的单位，位于北京市昌平区西环路62号。在僻静的后院，档案楼和

宿舍楼之间，生长着5棵与楼房试比高的香椿树。

　　如此整齐，肯定是人栽的！如此高大，肯定是有年头了！然而问了多位“老法院”，

没有人答出是谁、何时种的，只是朦胧记得，1984年，法院从政府街搬过来时，香椿树

就应该在。这样算下来，至少也有40年了，虽然不曾被人关注，但并不影响它们韧性生

长。成长中，它们见证了昌平法院的发展变化，自己也成了昌平法院的历史。

　　香椿树原产我国，作为本土乔木，分布于全国各地。根系发达，适应性强，耐寒、耐

干旱、耐瘠薄、耐盐碱，很少感染虫害。香椿树的萌蘖性强，栽下的是一棵，几年后周边

会生出一簇簇。它和石榴、萱草、桂树等，被看成是多子多福、家族兴旺的象征，“椿萱

并茂”的吉祥语就缘于此。怪不得，在高大挺拔的香椿树之间，还有一棵铁锨把粗的小

树，由根系拱土而出，正向阳生长。

　　香椿属木本，民间称为“树上的蔬菜”。国人食用香椿久已成习，有2000余年历史。

从汉代遍布大江南北，到唐代作为皇家贡礼，再到明清，香椿则闻名海内外。

　　北京巷陌间一直保留着食香椿的传统。过去的平房院子里，多种有香椿树，不仅

得到一片荫凉，还能让邻里间相互饱饱口福。

　　香椿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美食，也就是“谷雨”前后那么几天。老话说，“雨前椿芽

嫩无比，雨后椿芽生木体”。采食早春嫩芽，紫中带红，营养丰富，除含有蛋白质和碳水

化合物外，还含有钙、磷、铁、钾、锌多种微量元素及胡萝卜素，具有健脾开胃、增进食

欲的药用功效。香椿中还含有多种挥发性物质，有丁香气味的石竹烯、茴香气味的榄

香烯等，吃在嘴里脆嫩新鲜，香味醇浓，味美爽口，齿颊俱芬。

　　在昌平法院，干警们期待着每年4月中下旬“吃椿”。每到这个节骨眼，法警大队的

小伙子们手持长竹竿，竿头绑有钩子，一系列富有经验的操作，从枝丫上掐下嫩芽，待

盘旋着缓缓落地，拾起并放入篮中，沁人心脾的清香在手中传递，在空气中弥散开来。

些许工夫，小伙子们带着幸福的喜悦，将满满的“收获”交到院机关食堂。接下来，轮到

食堂的大师傅们显身手了，自信满满的状态中足见功夫了得。香椿芽在他们手里，凉

拌热炒，可鲜食，可腌制，魔术般变成多道美食。

　　凉拌吃可保留香椿原味，将香椿焯水后切碎，和其他食材拌食即可。有凉拌香椿

芽、香椿拌黄豆，尤其是香椿拌豆腐，撒上盐再点些香油，青白相间，香椿的纤维和豆

腐的滑嫩在嘴里冲撞、融合，色味俱佳。还有一种老北京的经典吃法，将焯好的香椿切

碎，放入炸酱面中作菜码儿，唇齿留香，特提味。

　　热炒吃稍显复杂，需要将切碎的香椿二次烹饪。有香椿炒鸡蛋，香椿中的谷氨酸

和鸡蛋中的核苷酸，会在热火烘炒下，让两种食材的味道充分散溢，一股醇香感。还有

“炸香椿鱼”，“香椿鱼”并非鱼，是把香椿裹上特制面糊放入油锅里炸，脱掉水分的香

椿变得异常轻盈，膨胀起来形如小鱼，故得此名。炸过的香椿叶脆如蝉翼，轻轻一咬，

一米外都能听见“咔哧”声，蘸点椒盐，能香人一跟头。

　　自给自足的美食端上了餐桌，干警们在午餐中大快朵颐，香椿“嚼之竟日香齿

牙”，如饮醇酒，其味无穷，久而弥笃。幸福感在不知不觉间流露，感激香椿树的奉献，

感谢前人的栽种，感恩大自然的馈赠。

　　春去冬来，香椿叶落，一年一度的香椿珍馐早已告一段落，然而对“吃椿”的欲罢

不能，成为记忆中的味道，让人不禁期待着下一个“谷雨”到来。

　　人生中美好的东西有如这香椿树芽，随着立冬漫忆昌平法院的香椿树，也是一种

思念吧！宿舍楼、档案楼，家园、时光，宜居环境、宜业法院，或许更是一种纪念吧！

　（作者单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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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新存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的

群山怀抱中，流淌着一条名为澄江的河流。

它蜿蜒穿过大兴、高岭、安阳三镇，南北方

向延伸，宛如一条精致的丝带镶嵌在这片

土地上。河岸两侧的阡陌纵横，风光旖旎，

仿佛是大自然亲手绘制的画卷。

　　澄江是一条神奇的河流。在澄江源头，

隐藏着一个叫“九顿”的地下河天窗。清澈

透明的水从天窗中涌出，如同生命的清泉

般涌动。而在澄江的中上游主河道，水流平

缓，宁静如镜。在这片清澈见底的流水之

下，生长着一种独特的植物——— 海菜花，也

称为“富贵菜”。每年的5月至10月，宛如水中

精灵的海菜花装点着河流，使澄江河赢得

了“会开花的河”之美誉。

　　当我第一次见到澄江河上的海菜花

时，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清澈见

底的河水下，海菜花丝带状的茎叶在水底

摇曳生姿，宛如沐浴的仙女在洗她那碧绿

的长发。浮出水面的浅黄色花朵在阳光下

随波起舞。远远望去，澄江河上的海菜花星

星点点，宛如静夜中的梦幻星空，又如一颗

颗明珠镶嵌在河床上。

　　海菜花是一种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

根深植于水底的淤泥中，其花瓣洁白纯

净，花蕊点缀着一抹鹅黄，茎叶而细长，能

在4米深的水中茁壮生长。它们对生长环

境极为挑剔，只在清澈透明的水域中绽

放，被誉为水质的“试金石”，也被称为

“环保菜”。在澄江河中，海菜花的盛开不

仅是视觉上的盛宴，更是水质优良的有力

证明。

　　曾经，海菜花的分布广泛，但随着人类

活动的影响分布范围逐渐缩减，现已成为

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野生水生植物，

并被收录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

红色名录》中。幸运的是，在都安瑶族自治

县，由于地下河资源丰富，清澈的河水为海

菜花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使得澄江河

成为一条常年盛开的河流。因海菜花的点

缀，都安澄江成为一个独特的景点。每年海

菜花盛开的季节，游客们纷纷前来，只为一

睹海菜花的美丽。他们在河岸间穿梭，用相

机记录下这壮丽的景象，将这份美好带

回家。

　　海菜花的盛开，不仅美化了澄江河，也

为都安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随着海菜

花知名度的提升，都安瑶族自治县积极开

发了多样的旅游线路，如民族风情体验游、

地下河天窗休闲游等，这些旅游项目吸引

了更广泛的游客群体，同时也为当地居民

带来了实际的经济利益。在澄江河周边，餐

饮业蓬勃发展，尤其是以当地特色米粉和

其他美食为主的店铺生意兴隆。民宿业

也迅速发展，从最初的几家增长到现在

的20多家，节假日时甚至能接待6万名游

客。海菜花的盛开，成为都安旅游的闪亮

名片。

　　海菜花的故事，是乡村振兴与生态文

明建设相结合的典范。在追求经济发展的

同时，都安瑶族自治县十分重视生态环境

的保护。地方政府采取了积极措施，加强对

沿岸环境的整治，倡导游客文明赏花，确保

澄江河的生态环境得到妥善保护。随着生

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都安的海

菜花不仅将继续盛开，还将为整个地区的

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海菜花的保护，不仅

是对一种珍稀植物的拯救，更是对当地生

态环境和文化遗产的珍视。

　　在澄江河上，海菜花以其独特的生态

之美，成为“会开花的河”的象征。它们不仅

为这片土地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也为当地

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注入了新的动力。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条会开花的河能够继

续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世界的目光，成为

生态文明建设的典范。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

自治县公安局）

□ 王永军

　　

　　当那战火纷飞的画面在大银幕上徐徐

展开，当志愿军战士们英勇无畏的身姿映

入眼帘，我的内心被深深地震撼了。一部聚

焦抗美援朝铁原阻击战的电影《志愿军：存

亡之战》，宛如一把神秘的钥匙，轻轻打开

了那段尘封已久却永远熠熠生辉的历史

大门。

　　我的父亲，是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

老战士。而我，也曾有过20年的戎马生涯，

松骨峰战役的大名早有耳闻。作为志愿军

的后代，我们这两代“最可爱的人”，面对这

部影片，心中涌动着旁人难以体会的深刻

感触。

　　影片中的铁原阻击战，简直就是一场

血与火的炼狱之战。战场上硝烟弥漫，仿佛

一张巨大的灰色幕布，将整个天地都笼罩

其中。枪炮声震耳欲聋，如同汹涌的雷鸣，

不断冲击着人们的耳膜。志愿军战士们在装

备远远落后于敌人的情况下，却坚定地坚守

着阵地，没有丝毫的退缩。他们的眼神中透着

一种令人敬畏的坚定，那是对祖国、对人民深

深的忠诚与热爱所铸就的钢铁意志。每一个

冲锋陷阵的身影，每一次壮烈牺牲的瞬间，都

像是一把锋利的刻刀，深深地刻在我心上，让

我热血沸腾，同时又悲痛万分。

　　在那残酷的战争漩涡里，志愿军战士

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敌人凶猛的火力，还

有饥饿、寒冷和极度的疲惫。可是，他们没

有丝毫的畏惧。“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

革裹尸还。”这句诗便是他们最真实的写

照。他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心中唯有一

个坚定的信念——— 保家卫国。这些战士们，

有的还只是稚气未脱的少年啊，他们本应

在校园里快乐地读书识字，本应在父母温

暖的怀抱里撒娇嬉闹，然而战争的阴云无

情地笼罩了他们的青春。但他们却毅然决

然地扛起枪，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那未知

而又无比残酷的战场。

　　我不禁想起了父亲给我讲述的他在朝

鲜战场上的经历。那时候，条件极其艰苦，

他们在冰天雪地中行军作战。食物极度匮

乏，没有足够的食物，就靠挖野菜、吃炒面来

勉强充饥；没有保暖的衣物，战士们就相互依

偎取暖。可是，就是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他

们依旧保持着高昂的斗志。父亲说，当看到身

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时，悲痛之余，心中更多

的是一种对胜利的渴望和对祖国的挚爱。而

我自己的从军经历，也让我深刻地体会到

了军人的使命与担当。那身军装，不仅仅是

一种荣誉的象征，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时刻提醒着自己要保卫祖国和人民。

　　电影里的画面不断地切换着，我看到

志愿军战士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

坚不可摧的防线。他们巧妙地利用地形，一

次次机智地打退敌人的进攻。即使敌人的

炮弹将阵地炸得千疮百孔，即使他们的人

数在不断地减少，但是那面飘扬的战旗始

终屹立不倒。这让我不禁想起了王昌龄的

那句诗：“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

山。”志愿军战士们就是保卫国家的钢铁长

城。他们用生命谱写的壮丽史诗，正是中华

民族不屈精神的完美体现。

　　回首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看到

的是志愿军战士们的英勇无畏，是他们为

了和平所作出的巨大牺牲。而如今，我们生

活在和平的年代，享受着繁荣与发展带来

的丰硕成果。这一切都是先辈们用鲜血和

生命换来的。我们怎么能够忘记那段历史

呢？更不能忘记那些英雄们。

　　《志愿军：存亡之战》从开场到落幕，我

的心情始终难以平静。那一幕幕震撼人心

的画面，一场场惨烈的战斗，那些可歌可泣

的英雄事迹，将会永远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成为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我由衷地希

望更多的人能够走进电影院，去感受那段

波澜壮阔的历史，去领略志愿军战士们的

英雄风采，让志愿军精神永远传承下去。这

种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瑰宝，是我们在任何

时候都不能丢弃的精神支柱。它会让我们

在面对困难时充满勇气，在追求梦想时充

满力量，让我们铭记历史，不忘初心，向着

更加美好的未来奋勇前行。

　　

　　（作者单位：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人民

检察院）

□ 常兆

　　

　　“您好检察官，我们忙着呢，请您另找

一家企业吧！”“今天夏总不在公司，请您改天

再来吧”……一上午，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

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检察护企

专班牵头人郑兴顺吃了一通“闭门羹”。

　　挂了电话，郑兴顺急得直转圈。但企业

的答复在他的意料之中，他深知进企业见

人发传单、摆地摊式普法和灌输式上法治

课，拍几张照片走人，不仅耽误企业生产经

营，也让企业疲于应付。

　　“请检察护企专班成员和各部门联络

员10分钟后，到三楼会议室开会。”郑兴顺

思前想后，迅速拿起手机，在检察护企专班

微信群打入这一行字，准备集思广益。

　　“啊！怎么又开会呀，开会干什么呀，不

是说上午去企业发传单吗……”郑兴顺这

一波操作，在刚入职的几名“00”后群体中引发热议。

　　“耽误大家一点时间，请各位尽情发挥聪明才智，谈谈如

何创新方式方法，提高护企质效……”郑兴顺开门见山地说。

　　“问卷调查，这个可以有！”说干就干！郑兴顺同与会人

员共同拟制了问卷调查表。围绕企业法治需求，郑兴顺组建

“泽检润企”普法团走进企业，开展问卷调查研究60余人次，

收集企业法治需求11条。

　　“希望检察机关创新普法方式，丰富普法内容，提供更

多喜闻乐见、鲜活生动的法治产品。”随着问卷的发放，企业

的实际需求也逐渐展现在郑兴顺眼前。为此，郑兴顺再次召

集检察护企专班成员和各部门联络员商讨对策。

　　“我们可以结合真实案例，以舞台剧表演形式以案释

法，解答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法律问题。”“00”后小徐说，

也可以利用每月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企业家代表走进检

察院，近距离体验普法产品的法治魅力。

　　小徐的想法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编剧组、演员组、后

勤保障组……经过两周的紧张忙碌，以“企业走近检察 法

治走进企业”为主题的检察开放日如期举行。

　　《企业沉浮记》《生产车间里的检察听证》《问需更要问

计》……当天，十余名年轻检察干警自导自演，一个个形式

新颖的普法小短剧赢得企业代表们阵阵掌声。

　　“这种方式很新颖，内容丰富、干货满满，呈现的真实案例

贴近企业现实，能激发兴趣和共鸣。”某纺织企业代表夏某说。

　　“与摆摊发传单不同，这种方式更接地气，其中蕴含的

法律知识更容易被看懂，真不错！”某制造企业代表张某看

完后仍意犹未尽。

　　不仅有形式新颖的普法小短剧,为更好问需于企，精准

护企，该院还选拔13名业务骨干担任检察护企专班成员，在

园区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建设单位设立“检察官工作站”。同

时选聘了11名民营企业家和工商联、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担

任特约检察官助理、人民监督员，让护企更实在、更有力度。

　　

　　（作者单位：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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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里的香椿树

退休当天，他跳江救起轻生者

一条会开花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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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志愿军：存亡之战》有感

春水繁花 周晶晶 河南省安阳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监狱戒毒人民警察书法、绘画、

摄影作品展绘画入选作品

□ 范建生

　　

　　金秋日子，随一个检察文化团队到湖北省恩施市白果

乡金龙坝采风。

　　清澈的金龙河噙着大山的灵气，从云雾缭绕的大鱼泉

涓涓流下，被太阳梳洗成秀发金丝般飘逸，铺展一片波光粼

粼，滋润着绿茵茵的田园。

　　山野里摇曳团团姹紫嫣红，这是刺梨子花。花开山坡，

像头上插满花朵的姑娘，窈窕温婉，楚楚动人。刺梨子带刺，

蔷薇科，结的果叫蜂糖果，甜甜的，当地人用它泡酒喝，一口

香甜让人精神振奋。此时正值刺梨子花期，花朵恣意绽放，

娇艳无比，在微风中摇曳着妩媚，让人缱绻。

　　粗壮的麻柳树不甘寂寞，远远地扎成堆弯着腰窥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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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河边一片风景。麻柳树枝头传来悦耳动听的鸟鸣，似被碧

纱过滤了的，灵动了这片树林的秘密。透过麻柳树浓浓的绿

阴，可以看见一群小鸭在碧水中嬉戏觅食，它们扑打着翅

膀，双蹼悠哉，追逐着水纹下的小鱼。

　　独木桥上，已有人走动。几个学生背着书包，从桥上走

过。早晨圆润橙红的太阳伴行着，背景一抹绚烂红晕，氤氲

宛如画中人。走过桥，就可以看见对岸那一排熟悉的吊脚楼

了。吊脚楼依山而建，前面是一坝郁郁葱葱的田园。那绿一

直延伸到河边，延伸到山际，延伸到峰峦，演绎着“绿树村边

合，青山郭外斜”的意境。

　 金龙坝，湖北恩施大山中的一个村庄，古朴、恬淡、清

雅、宁静，蕴藏着一种乡村独有的韵味。吸引人们的不光是旖

旎的风光，还有浓郁的民族风情。三邑寺和三县（利川、咸丰、

恩施）赶场处遗址，以及保存完好的老屋，见证着这里岁月的

沧桑，伸向山外的茶马古道，都是金龙坝不变的诗与远方。

　　微风吹来花香，漫山遍野的刺梨子花托起一段红色岁

月。1932年冬，贺龙元帅率领红军来到金龙坝，发动贫苦群众

打土豪、捉劣绅，在以石院坝为中心的金龙坝、见天坝、两河口

以及盛家坝、利川毛坝、咸丰黑洞等地，发起反压迫的革命运

动。红军在金龙坝驻扎了3个月，为金龙坝抹上了红色一笔。革

命先烈的热血，染红了这片土地，让刺梨子花红得格外鲜艳。

生机盎然的刺梨子花，让我读懂了生命的瑰丽与伟大。

　　炊烟冉冉，劳作的农人归来，被刺梨子花映红的金龙

坝，弥漫着生活的芳香。夕阳西下，天边浮起一片刺梨子花

红，绚丽多彩的光泽让这块土地，还有自己的心境变得丰满

起来。静谧中，传来金龙河流转不息的旋律。 
　　金龙坝的美是值得探索和发现的，来这里采风的还有

外国学者。当天我们意外遇见了来自阿尔卑斯山北麓伊萨

尔河畔的德国年轻学者汉斯，他爱好中国民族文化，尤其是

对土家族文化情有独钟。交谈中，让我惊讶的是，他流利的

汉语中还夹杂着地道的恩施方言，比如他喜欢品尝的折耳

根、渣广椒等。他说，他来恩施已经3年多了，喜欢这片充满

民族风情的土地，喜欢山里的刺梨子花。

　　当天我与他在一户农家共进晚餐，品尝从金龙河里打

捞的野鱼、农家自己种植的蔬菜以及腊肉和苞谷酒。觥筹交

错间，文友们朗诗诵词，唱起了恩施山歌，而汉斯也用奥地

利民歌回应。高昂悠扬的歌声在吊脚楼里回荡，东西方文化

在这里交汇，成为金龙坝的一件趣事。席间，汉斯高兴地说，

他会把金龙坝的故事告诉德国的朋友——— 在中国恩施，有

个叫金龙坝的美丽乡村。

　　

　　（作者单位：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检察院）

刺梨子花映红田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