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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效国

　　

　　岁在甲辰，乾宇清朗，华夏瑞彩纷扬。最高

人民法院秉正以行，循新时代法治之真谛，怀为

人民服务之宗旨，崇公正效率之主题，践审判执

行之使命，人民司法建设昂首阔步前行，可谓蹄

疾走日月，步稳度关山。顾盼一岁司法程途，全

国法院亦同此势，结判有序，皆展新颜，各呈

佳绩。

　 时时刻刻，怀公允之心，察民生冷暖；执审

讼锐剑，裁断是非；操执行坚盾，护佑良善；持调

解锁钥，巧释心结。每案悉付心血，期百姓皆沐

公平；每行咸遵正道，冀正义辉耀九州。

　　观其刑事之判，宽严相济，刚正不阿。秉持

总体安全之道，务使治罪与治理协同，襄成安

全和发展交映。大案要案，精研详察；无枉无

纵，法纪昭明。严厉打击电诈，精准惩治醉驾，

奋勉整饬食安，皆为苍生求平安。扫黑除恶常

态化，务驱阴霾；惩腐反贪无禁区，以肃朝纲。

怙恶不悛者，必严科重典，彰显律法威严，恰似

雷霆万钧，令奸邪丧胆；微过悔悟者，则宽宥轻

罚，开启自新之门，仿若春风化雨，引迷途知

返。律罚之严厉，如寒霜示警；情理之宽厚，若

暖阳融冰。

　　至于民事之断，情法交融，析理入微。依法

践职，多策并行，着意公平竞争之序，力促高质

量发展骛远，驱策新质生产力前行。力息纷止

争，化惠风润育；调判相辅，怀仁心解意。婚姻家宅纷扰，护持和睦

港湾；财货纠纷调处，昭显权益保障。知产审裁，护创新者之益，壮

创造力之焰。侵权案牍，循法理以偿；契约讼争，依诚信而决。“如我

在诉”，办好民心所向之“小案”；久久为功，解决群众身边之“难

事”，于细微之处见真情，于点滴之间显公允，以司法之温度，暖民

心之寒凉，筑社稷之安宁。

　　且看行政之审，督监公权，权衡允当。促政令依法施行，规范权

力边界；保民权无损无虞，守护百姓安康。官民讼争，详审明察；法

理权衡，据理昭彰。细究行政臧否，匡正权力趋向；卫持合法权益，

扶树正义纪纲。中立无偏，监审有据；以审判兴法治，凭公正树威

名；助政府善治有为，促治理效能跃升。

　　党委统御，法院尽责，秉“枫桥”之义，聚各方之力，力促争端宁

息，防范极端行径，求取案结心平，人和政通。融入综治大局，化制

度优势为治理效能，力促善策落地，厚植执政之基，保国家长治久

安，护百姓岁月静好。

　　又及审管之务，新之维艰，实之弥贵。院庭长严阅细核，保审判

质效兼优。援法答之网，集众智之渊薮；启案例之库，汇精判之萃

编。网罗贤识，答疑解惑于“指键”；遴选典型，助力法官之明断。精

简考绩之标准，弃繁苛之缛节；务崇实事求是之质效，力祛形式

主义之弊累，使法官聚精于深研，会神于断案。巡回法庭延展，深

入闾阎坊间，就地解纷纾难，正理速达彰明。兴筑数字法院，科技

赋力增能；一网互联互通，信息共融共享。智辅审判精准，诉讼便

民畅达。

　　今时欣逢法院盛事连连。环资审判，十载芳华，谨遵“两山”理

念，精审各类案件，守护生态福祉，力促绿色发展，勤事美丽中国。

海事法院首立，已届四十周年，明断远洋权益纠葛，护航巨轮驰骋，

保护海洋利权，促推“海丝”发展，高扬中华司法之风帆，彰显公理

伟力于海疆。少年法庭，亦是四十不惑，专注未成年人审判，以法之

温情、教之力量，护佑少年权益，校正失足方向，力治校园霸凌，惩

恶以儆效尤，援手助力归航，尤显司法担当。今首启脱薄新程，对百

余薄弱法院，各施良策，力除积弱，日夜精进。此四职事，盖皆规依

本业，撒播良种，默默执耒耘田，孜孜引泉沃壤，日积月累，渐蔚然

如林，终以蓬勃之象成一方气候。

　　法辉熠熠，德风绵绵，征程漫漫，初心昭昭。绘此华章，瞻斯盛

年，期新岁更展宏图，法耀永照邦畿。守公平正义之根本，助民族复

兴之宏业，凭审判工作之现代化，支撑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之壮举，

赓续鸿篇，永铸辉煌。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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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军

　　

　　“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

嘱我跌倒不应放弃……”看着孙晓光（化名）自信地

一展歌喉，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龙虎塘

派出所副所长戌春的脸上满是欣慰的笑容。

　　春节前，戌春和他的“青鸟志愿服务队”忙里偷

闲举办了一场小型“春晚”。说是“春晚”，就是组织

“青鸟志愿服务队”的成员找一家饭店聚聚。

　　“去年这个时候，晓光还是个叛逆少年，现在已

经有了明确的目标和坚定的梦想，变化太大了。”戌

春说，对于孙晓光，他是真心当自家孩子来帮扶的。

和其他“问题少年”不同，孙晓光不仅学习成绩优

异，拥有自己的梦想，经过一个暑期的改造，他还确

定了自己的小目标——— 考入常州市北郊高中。

　　戌春略带遗憾地说，成为孙晓光的“警察爸爸”

时，孙晓光已经办理了休学手续。按照相关规定，学

生休学后必须满一年才能申请返校上课。为此，戌

春没少操心。去年8月，他每天都要往返学校和市局

机关多趟，协调各方竭尽所能争取为孙晓光复学。

在公安机关、教育部门以及社会爱心人士的努力

下，孙晓光最终返回课堂。

　　孙晓光的爸爸曾经是一名导游，疫情期间，旅

行团没有生意，孙爸爸只好重新找了一份保安工

作。然而微薄的收入并不足以家庭开销，加上其嗜

酒如命、性情暴躁，原本就有家暴行为，导致和妻子

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最终以离婚收场。

　　“打跑了老婆，又打儿子，甚至连他老妈都打。”

戌春说，派出所对这个男人劝诫过多次，但每次都

收效甚微。无奈之下，孙晓光的奶奶搬出来租房住，

而孙晓光也选择和奶奶相依为命。初二时，孙晓光

见奶奶靠打零工养家太辛苦，便动起了歪脑筋，在

一个夜晚，利用所学物理知识偷走了一辆电动车。

有时还伙同他人打砸电动车充电桩和商场娃娃机，

盗取里面的硬币，久而久之就成了“问题孩子”。

　　在青鸟志愿服务队，和孙晓光有着相似经历的

孩子先后有27名。大多数都是因为家庭、学校、社区

以及网约房等敏感场所层层失守，才导致了“孙晓

光们”被困“八角笼中”的现实困境。

　　“面对‘迷途羔羊’，要有霹雳手段，更需怀慈悲

心肠。”龙虎塘派出所所长陈祥说，他们决定将派出

所结对帮扶的“问题学生”，借助青鸟志愿服务队关

怀“改造”，切断涉案未成年学生不良社会关系，重

构良好生长环境，帮助他们逐渐回归家庭和学校。

　　在常州做电商的刘昊骏是青鸟志愿服务队的

一名骨干。“我白天发货，到了下午和晚上便协助戌

警官组织孩子们搞一些公益活动。”刘昊骏说，起初

只有孙晓光他们几个孩子参加志愿服务，后来在孙

晓光的影响下，来了十几个初中生参与他们的活

动，半年过去了，这十几个初中生再也没有犯案。

　　陈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即便是一对一

死盯着看守也难保这些孩子不犯案，而依靠青鸟志

愿服务队，他们实现了十多个孩子全年“零发案”。

　　然而，这个成绩戌春和他的青鸟志愿者们并不

感到满足，在他们看来，“零发案”只是基础，只能算

及格，要想取得满分，必须得帮助这些孩子回归家

庭、学校和社会。很快，专门收纳“问题孩子”的青鸟

志愿服务队九分队成立，刘昊骏担任队长。

　　“说实话，一开始加入九分队，我心里是有些抵

触的，但进队后发现，大家从不把我当成‘坏小孩’，

警察、志愿者不仅没有戴有色眼镜看我，还对我十

分照顾，为我举办生日会，关心我的生活和健康，渐

渐地，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孙晓光回忆起自

己第一次当志愿者，跟着队长刘昊骏去抓扰民流浪

狗的经历，虽然只是配合，但让他体会到了从未有

过的成就感。

　　“每个

孩子都有一把

心锁，找到开锁的

钥匙 ，需要耐心和真

心。”戌春说，同时必须和以

前的朋友圈断联。为此，戌春特地带他

们去了一趟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

　　“整个暑假，我们几乎每天都有活动。”刘昊骏

说。在青鸟志愿服务队的组织下，这些孩子参与文

明城市创建活动，和青鸟志愿者一起抓捕收容流浪

犬，开展徒步巡逻，清理街面上色情诈骗小广告；到

夜市发放反诈宣传单，开展反诈宣讲；到敬老院，帮

老人洗脚、剪指甲、打扫卫生，从而一点一点改变他

们的生活习惯，净化他们的朋友圈。

　　“我们每个月还会组织这帮孩子搞几次团

建，给他们过生日，有时候甚至买菜让他们自己

烧，在互助互爱中让他们感受集体的温暖。”戌春

说，碰到有趣的警情，比如摘马蜂窝什么的，他也

会带孩子们一起参与。和这些孩子打交道其实就是

玩，通过各种有趣好玩的事情，以及志愿者们无私

奉献、热心公益的正能量来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

慢慢引导他们重新认识生活认识学习。

　　一年多来，戌春带他们一起做公益搞活动，完

成各项任务，没有一人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孙晓

光 还 给

警方提供

了 破 案 线

索，两次获得

见义勇为奖励。

　　“在青鸟的九个分

队里，九分队志愿者年龄最

小，其他老队员习惯叫他们‘小青鸟’

‘青二代’。”龙虎塘派出所辅警张丹凤介绍。很多

“小青鸟”是第二次参加青鸟年会，对于他们来说，

年会已成为最重要的节日，等于提前过年。

　　今年的年会主题是“共创辉煌、携手同行”，一

共有10个节目，包含两个抽奖环节。“小青鸟”们忙

前忙后，抢着帮忙做一些杂务。“‘青鸟’是我们的

家，大家都很珍惜在这里的日子，珍惜每一次参加

活动的机会。”孙晓光从戌春手里接过优秀志愿者

证书，有些调皮地说：“今天心情特别好，年夜饭肯

定要多吃点了。”

　　在“青鸟”九分队氛围的影响下，十几名“问题

孩子”彻底告别了过去。如今的“小青鸟”已然成为

戌春和刘昊骏的好帮手，相互配合十分默契。“现

在，我在群里一发布任务，他们会积极认领，比如寻

找被盗车辆、反诈宣传等，九分队已经有多人受到

见义勇为奖励。”戌春说。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

漫画/高岳

别样的新春年会

□ 杨祖友

　　

　　家母不习惯在城

里住，年关将近，老

人该如何过年，我

得回去安排安排。

那是一个雨天，下

车后我步行了一

段山路，到家时，一

双球鞋早已湿透。

母亲揭开一个古铜

色的箱子，翻了一会，

找出一双新布鞋来，说：

“本打算春节带给你，正好

你回来了，现在就把它换上吧，

看合不合脚。”我把脚往鞋里一套，

一股暖流从脚心向周身散发开来。儿时，母

亲为我们做年鞋时的情景，如泉水般地汩汩

涌上心头。

　　记得小时候每到过年，母亲都要为我们做

一双新鞋。也许是应新年新气象，图个吉利的

意思吧。那时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都比较低，

母亲把亲自做的新鞋作为过年时送给孩子们

最为隆重的礼物。对孩子们来说，新年最大的

企盼也就是能有一双新鞋穿。时令刚进入腊

月，看到同伴家已开始张罗做新鞋的事了，我

就催促母亲。其实我的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

为做年鞋的事早在入秋时就已经开始了。

　　母亲做年鞋的整个流程至今我还记得一

清二楚。首先她教我们在门板上刷一层层面

糊，然后由她将一块块零头碎脑的布片一层

层整整齐齐地粘到门板上，数天后，门板上的

布就结成了一整块硬硬的“壳”。母亲按我们

脚板的大小，将“壳”剪裁成一个个鞋底样子。

再就是要开始纳鞋底了。在我印象中，纳鞋底

是最麻烦、最费工的活计。为了不耽误过年时

孩子们能有新鞋穿，母亲总是把鞋底带在身

上，因为她息工时要纳，串门唠嗑时要纳，连

走路时也要纳。总之，为纳鞋底，点滴时间她

都用上了，有时还要加夜班。一觉醒来，看到

堂屋里还亮着煤油灯的灯光，只见母亲手臂

的影子在昏黄的墙壁上不停地画着一道弧

线，听着“呼呼”的拉扯麻线声，不觉心中为之

一热，眼眶也湿润起来，心中暗暗地下着决

心，长大后定报母恩。

　　鞋底纳好，鞋帮缝上，只剩下最后一道程

序了——— 定型。那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技术，

定型胶往布上一喷，问题瞬间搞定。那时候用

的都是大小不同、形状迥异的木制楦子。楦子

往鞋里一撑，几天后，一双有棱有角、像模像样

的新鞋就做好了。待到年饭吃过，父母亲才把

新鞋交到每个孩子手中，从母亲手里接过新鞋

的那刻，感到特兴奋、特温暖、特神圣。

　　这么多年过去，我已在外工作多年，也没

少买鞋穿，自己也不缺鞋。可母亲每年春节都

不忘给我做一双新布鞋。从内心来说，我怎么

好麻烦老母亲给自己做鞋，可我从未劝阻过

母亲的这种行为，每次收到鞋后，我都会用一

块布把它包起来珍藏好。春节母亲来家时，我

都要郑重地穿上它。因为布鞋里珍藏母亲的

一颗滚烫的心，布鞋寄托着母亲对子女永远

也无法割舍的牵挂，这种人间大爱是拿再多

的金钱也买不到的啊！

　　（作者单位：安徽省巢湖市公安局）

漫画/高岳

母亲为我做
年鞋 □ 李海培

　　

　　居住在乌蒙

山区里的庄户

人 家 ，不 管

家 里 殷 实

还是贫寒，

都要磨破

手板皮养

一头猪来

过年。

　 　 自 家

喂养来过年

的年猪只喂粮

食、米 糠 和 猪

菜，膘肥肉嫩、色泽

养眼，肥肉糯香不腻，

瘦肉味美诱人。

　　杀猪、褪毛、开膛破肚，把肉

剁成块，用适量的花椒、盐巴、茴香、八角等作

料腌上两三天后，从缸里拿出来挂在火炕上

晾干水分，讲究的人家还要把肉再用豆腐水

洗过，洗过豆腐水的肉熏好后肉色橙黄，卖相

好。没洗过的肉熏好后色泽发黑的，像火炭

一样。

　　腊月间，寨子里的每户人家都有一个火塘，

用于烧火取暖。平时上山放牛放羊，在山上砍一

捆柴扛回家，日积月累，门口就堆起一捆捆码得

整整齐齐的柴垛。熏腊肉的话，得多砍一些黄花

柴、松柏之类的柴禾，或者挖几个香樟树疙蔸。

每天早上，用干黄豆梗引燃苞谷棒子，把柴搭在

上面烧，火苗舔着柴禾，劈劈啪啪地燃起来，没

干透的柴禾吐着气泡和袅袅的水分，散发出木

质特有的清香。熏腊肉的火不能太大太猛，太大

了火舌容易烤着腊肉，腊肉上溢出的油就会滴

进火塘里，喳地一声，蹿出一绺火苗。火太小了

熏不透，熏不透的腊肉贮存时会变质或生蛆。所

以，火力要适中，有时还要烧些树叶产生烟，达

到烟熏火燎的效果。

　　看着炕上挂满的肉，我们兄妹馋得忍不住，就

用菜刀片下一砣精巴巴的腿子肉，串在竹签上凑

着火烤熟，吃起来格外地解馋。饿的时候，拿几个

红薯洋芋焐在火塘烫烫的柴灰里，焐上半个小时，

诱人的香味在屋子里弥漫，用火钎扒出来，吹吹拍

拍后，剥去皮就大快朵颐。意犹未尽时，还可以刨

苞谷花，找那种粒小精壮的黄苞谷，褪上几捧丢在

红红的柴灰里，用木筷搅动，一粒粒胀气了的苞谷

籽儿在柴灰里炸开，坐在火塘边烤火的人就迫不

及待用木筷夹、用手拈，吹吹灰放进嘴里咀嚼，那

个香哟，让人难忘。

　　腊肉或香肠连续熏上20多天就好了，此时腊

肉变得肉皮金黄、肥肉淡黄、瘦肉红润，脂肪晶莹

剔透，肉质干爽结实而富有弹性。想吃的时候，用

菜刀切下一块，用开水把烟尘洗刮干净后放进鼎

罐里，放上葱姜、桂皮、陈皮、草果煨上一个小时就

熟了。一家煨肉百家香，腊肉的香味隔几间房子都

闻得到。拈一片在嘴里，肥不腻口、瘦不塞牙、咸淡

适中、唇齿留香，透着宜人的烟火味和草木特有的

爽鲜味，肠胃里久久回旋着一种沉沉醇醇、滋滋润

润的幸福。

　　腊肉炒折耳根、炒嫩豌豆、炒春笋、炒蕨菜、

炒冲菜等美味佳肴是我们乡下人的最爱。

　　腊肉的味道是童年的味道，妈妈的味道。多

少年过去，很难再吃上一口地道的腊肉了。因为

过去的猪只喂苞谷和猪菜，一家人一年只喂一

拨猪，瓢把捏玉（光滑）了猪才长大，猪的肉质

好，纯天然。如今到处养殖的都是饲料猪，一年

养三四拨，肉质和味道就大打折扣，熏出来的腊

肉也没有过去的味道纯正了。

　　

　　（作者单位：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委政

法委）

熏腊肉

□ 黄显格

　　

　　当暖阳穿过薄薄云雾洒满人间大地，燕子衔着春泥飞

在屋檐底下筑巢搭窝的时候，我们一起走进新年。

　　当小河里微波荡漾清澈见底，柳枝垂吊在河堤边舞动

着袅娜身姿的时候，我们一起走进新年。

　　当天空中爆竹声声炸响，缤纷礼花与星辰交相辉映构

成一幅绝美画卷的时候，我们一起走进新年。

　　当马路上车流如织人来人往，大街小巷彩旗飘飘灯笼

高挂的时候，我们一起走进新年。

　　当村头屋顶炊烟袅袅缭绕升起，灶头边腊肉弥漫着醇

厚香味的时候，我们一起走进新年。

　　当乡亲们粮仓盈满，远处田间冬麦苗那抹翠绿嫩叶仍

在寒风中傲然挺立的时候，我们一起走进新年。

　　新年，是一首清新缠绵的诗，诗篇中意境优美的章节，

让人陷入无限的遐想，启人心智，催人奋进。

　　新年，是一支拨人心弦的歌，歌曲中那美妙动听的旋

律，奏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号角。

　　走进新年，让我们为岁月斟满一杯美酒，品味岁月长河

中的沉淀，感受岁月长河中的醇厚和甘甜。

　　走进新年，便是走向了春天，大自然又种下了满目葱茏的

绿色希望，生命中又孕育着一个色彩斑斓的季节。

　　走进新年，让我们用勤劳和汗水去浇灌梦想之花，使梦

想之花在波澜壮阔的新时代中精彩绽放。

　　走进新年，愿我们面若桃花，每一个日子都被幸福包围

着，就像姹紫嫣红的百花园一样处处芳香四溢。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监狱）

走进新年

□ 陈德亮

　　

　　说来真有点儿不可思议，现在早已吃穿不

愁、丰衣足食了，却还总恋着逝去的“年味”，总想

着和孩子们一起过年的点点滴滴……

　　那时孩子们还小，虽说生活条件不高，“年”

却过得有滋有味。一吃过腊八饭，孩子们就不停

地念叨着儿歌，期盼着春节的早日到来：“小孩儿

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

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

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

去赶集；二十八，蒸馍馍；二十九，去打酒一圪扭；

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去磕头。”

　　每到农历腊月二十三，人们便把象征着新年

到来的大红灯笼挂了起来。吃过晚饭，正式的“祭

灶”开始了：我们先把“祭灶糖”供在了灶王爷画

像前，这时，妻子已为“灶王爷”的坐骑备足了“草

料”（比如玉米、小麦、大豆等），然后由我领着两

个儿子烧香磕头，祈祷“灶王爷”能“上天言好事，

下界保平安”。“祭灶”一结束。孩子们吃着又甜又

脆的“祭灶糖”，一蹦三跳地冲出门外找伙伴玩

去了。

　　乡下人过年大都是烧地锅“蒸馍馍”的。我妻

子可是蒸馍的行家能手，她不但能蒸普通馍，还

能蒸出象征着新年吉祥、饱含着某种意义的“蛇”

“刺猬”等各种“动物”的馍，蒸出各式各样、大大

小小的“枣花”，我主要是负责揉面、烧火；女儿领

着两个弟弟干杂活。把馍蒸好后，接着就是煮肉

了，妻子把所有调料用白布包好放进肉锅里，我

便开始烧火煮了起来，此时的孩子们围着锅台说

着笑着谁也不肯离开，就等着肉味从锅里飘出

来，好香啊！待肉煮熟后，看着孩子们像小馋猫似

的吃得津津有味、满嘴流油，我和妻子别提多高

兴了。

　　三十儿上午要贴春联，我家也算是文化之

家了，故春联都是结合自家实际自编自写的。

那一年我因“河南省优秀教师”直接转正，女儿

也被郑州某院校正式录取，长子以优异成绩考

上了辉县市一中，妻子为人善良，家里地里都

管理得井井有条。写春联时，我先说出了上联：

“人恩善好事不断”，妻子稍停一会儿，便对出

了下联：“家平安喜事接连”，还没等俺俩督促，

3个孩子便像商量好似的“喊”出了此联的横

批———“我爱我家”。

　　三十儿晚上有央视春晚，可我家都要在央

视春晚前加上一小时的“家庭春晚”：一首欢快

的《喜洋洋》作为序曲拉开了我家春晚的帷幕，

中间穿插着有关新年的歌曲、小品等。待晚会

结束后，不是合唱《难忘今宵》，就是器乐合奏

豫剧《梨园春》上那段脍炙人口的结束曲；在乐

器方面，我弹电子琴，女儿碰铜铃，两个儿子吹

笛子。记得那年妻子因忙于做菜没顾上准备，

一听音乐响起，便随手敲起了切菜刀。还别说，

虽说这些谈不上什么器乐组合，叫不准什么弦

乐音色，可感觉还是挺新鲜、挺悦耳的，因这种

“独创”，渗透了家庭的温暖，彰显了家庭的

幸福。

　　待到大年初一，孩子们不用喊便早早起“五

更”换新衣，一起点燃了喜迎新春的鞭炮。尽管我

们说不兴磕头了，3个孩子还是整齐地站成一排，

很是恭敬地向辛辛苦苦养育自己的爸妈作揖叩

头。然后吃起新年的第一顿饺子，看谁能吃到包

着硬币的饺子，就说明他来年的福气大。之后拍

着小手唱起了由我作词谱曲，仅在我家流行的歌

曲《过新年，真高兴》……

　　真的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啊！不知不觉多

少年过去了，孩子们也早已成家立业远飞他乡

生活、工作了。物质生活是越来越丰富了，但见

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玩耍的机会更少，难怪妻

子总是感叹着：“哎！要是孩子们一直都恁小该

多好啊！”

　　好留恋逝去的“年味”。

　　

　　（作者单位：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

留恋逝去的“年味”

 新春图 作者 河北省蔚县人民检察院 果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