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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周末》记者 郑超

　　

　　“遇到问题，就打‘ 12345’”已成为广大市民的

共识。每当热线电话接通时，电话的另一端又有着

怎样的故事？

　　近日，“接诉即办”主题纪录电影《您的声音》面

向全国公映。影片以北京“12345”市民热线为背景，

讲述了“接诉即办”机制何以倾听市民声音，受理市

民诉求。

　　影片上映后，总导演徐洁勤收到过这样的反

馈：影院中，《您的声音》的观影氛围和其他影片不

太一样，很多观众看到一系列“曾发生在自己身上

或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儿”时，忍不住议论纷纷。

“至少听了几百通的电话录音”

　　接受采访时，徐洁勤告诉记者，在接手项目时，

她就知道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社会题材。“复杂”

“真实”“倾听”是这位导演在谈到影片创作感受时，

常常提及的词汇。

　　影片自2024年3月开始筹备，历时10个月完成制

作，创作团队走访40余个相关单位，前期采访了百

余名工作人员。拍摄涉及北京市9个区120余个场

景。在调研过程中，徐洁勤了解到，城市里的方方面

面背后都有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包括那些看似简

单的小事，比如，城市街边的路灯背后就有一个复

杂的管理体系，若要移动一个路灯的位置，根据其

位置不同，可能会涉及城管委、规自委、住建委、交

通委、街道，还有相关企业等10多家单位。

　　筛选素材过程中，一共听了多少小时的录音，

徐洁勤已经记不清了，但“至少听了几百通的电话

录音”。很长一段时间里，徐洁勤都沉浸在这些真实

对话里。

　　大部分北京“12345”市民热线电话，是带着急

切的诉求来的。但其中也有一些电话，并没有核心

诉求。徐洁勤记得有一段特别长的电话录音，是一

通老人的来电。漫长的通话中，老人一直在抱怨，但

他其实并没有什么诉求要解决，慢慢听下来会觉

得，老人就是想跟人聊聊，或者说，他只是希望自己

在倾诉时，在电话的另一端有人陪伴。

　　很多社区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一名社工曾向徐

洁勤提到，辖区里的一名老人总是反映“有外星人

监视他们”，后来变成让社工必须每天上门去看他。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位老人也是“渴望陪伴”。

没有“演员”，也没有“预设台词”

　　拍摄纪录片的核心在于找到合适的人物和故

事。在大量受访者中挑选“素人演员”，并让他们在

面对镜头时表现自然，也是徐洁勤团队在幕后要做

的工作。

　　“通过深入沟通和筛选，我们才找到了这些能

够支撑整部纪录片的人物。”徐洁勤说。

　　影片中的年轻话务员王梓莹，是徐洁勤团队在

与几十位话务员交流后才选定的人选。初次与王梓

莹交流时，徐洁勤就觉得她“非常真实，毫不掩饰自

己的情绪”。拍摄时，徐洁勤曾担心王梓莹在镜头前

会表现得不自然，但她很快发现，王梓莹进入工作

状态后，所有精力都在接电话上，根本顾不上拍摄

她的镜头。

　　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末梢，也是“接诉即办”工作

的一线前沿。影片中，有居民将负责的社区工作者

比作“抹布”，又将政策比作“洗涤灵”，这样脱口而

出的金句让人会心一笑。

　　影片上映后，很多观众认为片中的“演员们”演

得好。“实际上，这部电影里没有‘演员’，也没有预先

设计的台词。”徐洁勤解释说，“一切都是基于现实生

活的真实呈现。”而老百姓在特定情境下自然流露的

心声，也构成了这部纪录片独特的魅力。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热线”

　　从众多素材中，徐洁勤最终筛选出胡同停车治

理、老楼加装电梯、话务员成长、街道书记工作、“接

诉即办”立法、外国记者调研、应急抢险等7个主要故

事，从中展现不同群体在城市治理中的角色和贡献。

　　现实中，更多的故事每天都在北京“12345”市

民服务热线的话务大厅上演。数据显示，在北京

“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话务大厅，1750多名话务员

平均每天每人都要接听80通至100通市民来电，话

务大厅单日的接听量可达6.5万通。

　　世界超大型城市中有多少与“12345”类似的城

市热线？为了在国际视野做比对研究，带着上述问

题，徐洁勤去请教过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相

关专家。

　　据专家介绍，世界范围内不少大城市都有市民

热线，但这些热线都做不到“接诉即办”。专家认为，

“12345”热线能够在一座拥有2000多万常住人口的

超大型城市中做到“打一通电话就能有一套相应的

解决机制”这样的完整闭环，在世界上几乎是独树

一帜的。在世界很多地方，大城市治理都是值得关

注的复杂社会问题，而我国的“12345”热线则提供

了一个非常具体且可行的“中国方案”。

　　徐洁勤把“12345”热线比作现代城市的“情绪

舒压阀”。她指出，北京作为超大型城市，其社会治

理的复杂性不言而喻，而“接诉即办”机制能够快速

响应市民诉求，打破老百姓与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

信息壁垒，实现有效沟通，从而推动问题的解决。

这些真实故事让观众动容

　　从胡同停车治理的艰难协调，到老旧小区加装

电梯的一波三折，再到应急抢险时的争分夺秒……

影片里讲述的故事全都来自真实人物和真实经历。

　　影片中，“老楼加装电梯”的故事让许多观众动

容。在中关村街道知春里西社区，年轻社工沈佳捷

忙前跑后，多次上门协调，为居民和街道、城管委、

住建等部门搭建了沟通桥梁。

　　知春里西社区建于20世纪80年代，老年居民

多，加装电梯需求迫切，因没有电梯，一些年迈的老

人常常好多天下不了楼。2020年，社区加装电梯计

划启动。其余楼门都装上了，但8号楼因两户住户不

同意，导致两个楼门的电梯一直未能安装。工程搁

置后，沈佳捷发现，8号楼居民对于装梯的诉求依然

呼声很高，甚至成了许多人的一块“心病”。

　　2022年，沈佳捷和社区书记开始组织议事协

调会。起初，只有住在3层到6层的“中高层”住户来

参会。沈佳捷开始挨户拜访1层、2层的居民，把他

们也请到协调会现场。

　　“装电梯，一是安全问题，二是噪声问题，我

不同意。”“是不是要对我们这些低层住户有补

偿？”“装的话，地基和墙体安全我都要打个问

号。”会上，不少住户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从2022年秋天到2023年，十几场电梯协调会

先后召开。从最开始只有居民参与，到城管委、

电梯安装公司加入共同讨论，再到住建委相关

部门前来调研，沈佳捷和其他社区工作人员从

未缺席，“我们心里始终憋着一股劲，即使再

难也要把这项工作推进下去”。渐渐地，低层

住户开始“松口”了。

　　2023年9月，《北京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

电梯操作指引（试行）》发布实施，社区迅速

响应，组织居民进行新一轮的确认，并针

对不同楼层居民的新诉求进行了重新协

调和沟通，最终优化修改了施工方案。

　　2024年10月，8号楼电梯开始动工，搁

置了近4年的加装电梯工作终于重启。

据报道，这个故事还有“后续”——— 2025

年春节，知春里西社区8号楼居民用上

了新电梯。

　　在社交媒体上，很多网友在观

影后评价道，这个电影“拍得真

实、有起伏、有人性”。在众多留言

中，徐洁勤也注意到网友的吐

槽：“大家看完电影，会不会有

事没事都去拨打‘ 12345’，让

基层一线社工压力更大？”

徐洁勤对此并不担心，帖

子下面，一条高赞回复

道出了她的心声：“看

到工作人员这么辛

苦，谁看完电影还

会随便去拨打这

个热线呢？”

一部电影，揭开“12345”热线背后的故事
□ 苗伟

　　

　　在我的记忆深处，山西省朔州市平

鲁区，这片被劲风深情眷恋的土地，每一

寸山川、每一道旷野，都蕴藏着岁月沉淀

的故事。它们随着四季的更迭，如同一首

悠扬的民谣，娓娓道来。而漫山遍野肆意

生长的酸刺（学名沙棘），无疑是我童年

记忆里那抹最鲜艳、最温暖的色彩，串联

起无数纯真无邪的过往。

　　平鲁的环境并不温柔，这里常年劲

风呼啸，土地在漫长岁月里被雕琢得干

涸又贫瘠，许多娇弱的植物都难以在此

扎根，可酸刺却展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

的顽强生命力。哪怕是在被寒冬抽干水

分、被风沙反复打磨的石缝中，酸刺也能

倔强地挤出一条生路。它的根系如同坚

韧的铁索，向着四面八方疯狂蔓延，在坚

硬的土地里艰难摸索，深入到地下十几

米处，紧紧抓住每一丝可能的养分与水

源，哪怕只有一捧贫瘠的沙土、一丝微薄

的湿气，它也能凭借这顽强的根系，稳稳

扎根，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展开一场旷日

持久的较量。

　　当第一缕春风拂过，平鲁的山川还

残留着冬日冷峻的气息。刚刚历经西伯

利亚寒流洗礼，沉寂了一整个冬天的酸

刺枝上，开始小心翼翼地探出嫩绿的幼

芽。那狭长的叶片边缘带着细微的锯齿，

两两相互依偎，在纤细的嫩枝上努力地

向上生长。嫩枝上覆盖着一层薄如蝉翼

的茸毛，在春日暖阳的轻抚下，闪烁着柔和而迷人的光芒，满是

生命初始时那份纯真与美好，让人忍不住心生欢喜。

　　随着春日渐暖，山间的积雪慢慢消融，化作潺潺的溪流，奏响

了生命的乐章。酸刺也在这温暖的旋律中生长得愈发蓬勃。它的枝

条逐渐变得粗壮有力，尖锐的利刺如同尖锐的矛头悄然冒出，像是

给自己披上了一层坚不可摧的铠甲，时刻抵御着外界的侵袭。

　　春末，是酸刺最浪漫的时节，花期翩然而至。那些小巧玲珑

的花朵，像是一群迫不及待展示自己的舞者，在叶子完全舒展之

前便抢先绽放。酸刺花分雌雄，各有各的姿态。雄花洒脱不羁，没

有花梗的束缚，花萼一分为二，四枚雄蕊从中俏皮地探出脑袋，

短短的花丝骄傲地顶着夺目的黄花药，在阳光下闪烁着金色的

光芒；雌花则带着几分娇羞，花梗虽短，却也难掩其温婉之态，花

萼如囊，顶端两齿微裂，细长的花柱宛如美人的发丝，柱头也是

两裂，在微风中轻轻颤动，惹人怜爱。微风拂过，花朵轻轻摇曳，

散发出的淡淡甜香，悠悠地飘散在空气中，引得蜜蜂纷纷而来，

它们在花丛间忙碌穿梭，奏响了一曲甜蜜的劳动之歌。

　　蜜蜂浑身毛茸茸的，腹部黄黑相间的条纹犹如精心绘制的

图案，在阳光的映照下，透明的翅膀闪烁着五彩斑斓的光芒，宛

如灵动的小精灵在花丛间翩翩起舞。它们熟练地钻进花蕊采蜜，

不多时，后腿便沾满金黄的花粉，那股认真专注劲儿，让人看了

忍俊不禁。小时候，我常蹲在一旁，满心好奇，眼睛一眨不眨地盯

着，总琢磨着酸刺花里是不是藏着神奇的蜜露，才让这些小生灵

如此着迷，为了那一口甜蜜，不知疲倦地忙碌着。

　　花期过后，酸刺便开始默默孕育果实。整个夏天，酸刺果都

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慢慢生长，起初只是小小的、青涩的模样，

藏在枝叶间并不起眼。

　　直到深秋，才到酸刺果成熟的季节。秋风像是一位神奇的画

师，轻轻一挥笔，酸刺果便被染上了绚丽的色彩。它们一串串挂

在枝头，金黄、火红、橙黄，色彩各异，仿佛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

将世间最明艳的色彩都赋予了它们。此时的酸刺果，褪去了曾经

的青涩，变得饱满多汁，酸甜可口。

　　在这丰收的时节，树林里格外热闹，不仅有我们这些孩子的

欢声笑语，还多了一群特殊的食客——— 小鸟。那些小鸟身形灵

动，羽毛五彩斑斓，叽叽喳喳地穿梭在酸刺丛中。它们轻盈地落

在枝头，用尖尖的小嘴小心翼翼地啄食着酸刺果。每啄一下，小

脑袋便快速抬起，欢快地抖动着身子，细细品尝着这大自然的馈

赠，时不时还发出清脆的叫声，像是在为这美味欢呼。

　　放学路上，只要瞥见它们，我们这群孩子便像被施了定身咒，

挪不动脚步。我总会忍不住摘下一颗，迫不及待放进嘴里，刹那间，

那独特的酸甜滋味在口腔中散开，酸得清爽，甜得醇厚，两种味道

完美交融，瞬间激活了每一个味觉细胞，让人陶醉其中。奇妙的是，

这味道恰似生活中的起起落落，有苦有甜，共同构成了生活的丰富

与多彩，也让我在品尝酸刺果的过程中，渐渐领悟到生活的真谛。

　　一到周末，阳光洒满大地，我和小伙伴们便如欢快的小鹿，

背着大筐，手持镰刀，一路欢歌笑语，朝着黑驼山的沟岔飞奔而

去。一钻进茂密的酸刺丛，就像闯进了一个神秘而奇妙的童话世

界。我们在里头嬉笑打闹，你追我赶，全然不顾酸刺又尖又密的

刺，像是一群无畏的小勇士。稍不留神，刺就会扎进皮肤，疼得我

们“嘶嘶”吸气，可在这充满欢乐的氛围中，这点疼痛根本不值一

提，我们只是咧咧嘴，便又继续投入到这场快乐的冒险中。有时

候跑得太急，衣服被酸刺勾得歪歪斜斜，像极了滑稽的小丑，我

们相视一笑，眼中满是童趣，然后小心翼翼地解开，拍拍身上的

尘土，继续在酸刺丛中穿梭。

　　割酸刺时，我紧紧握住镰刀，眼睛紧紧盯着酸刺枝的根部，

深吸一口气，用力一拉，伴随着“沙沙”的声响，带着果实的枝条

应声而落，像是奏响了一曲丰收的乐章。但这镰刀并不好掌控，

有一回我用力过猛，锋利的镰刀贴着脚边划过，差点砍到自己的

脚，现在想来仍心有余悸。

　　劳作累了，我们便席地而坐，迫不及待地品尝这大自然慷慨的馈

赠。随手摘下一把酸刺果放入口中，那丰富而美妙的酸甜滋味再次在

味蕾上欢快地跳跃、交织，奏响了一曲美妙的味觉交响乐。每一口都

是舌尖上的一场奇妙旅行，带着我们领略大自然的神奇与美好。

　　割完酸刺，我们便围坐在一起，耐心地把果里的籽打出来。

一颗颗饱满的酸刺籽，在我们手中汇聚，那是我们心中的“希望

种子”，承载着我们对未来的期待与梦想。晒干后拿到集市上卖，

换来的钱虽不多，对于那时的我们而言，却是一笔“巨款”。因为

这些钱能交学费。每一颗酸刺籽，都凝聚着我们的汗水与努力，

承载着我们对学习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它们就像一颗颗闪耀

的星星，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如今，我早已离开老家，岁月的流转让我与酸刺丛渐行渐

远，很少再有机会割酸刺、吃酸刺果。但那段和小伙伴们在酸刺

丛中嬉笑玩耍的时光，永远留在记忆深处，成为童年最珍贵的回

忆。它像一根无形却坚韧的线，将我与故乡紧紧相连，无论岁月

如何流转，无论我身在何方，那份眷恋与思念，始终萦绕心头，从

未消散，反而在时光的沉淀下，愈发浓郁醇厚。

　　酸刺凭借着顽强的生命力，在恶劣的环境中繁衍生长，它不

仅是故乡的一道风景，更是一种精神象征，教会我在人生的风雨

中坚守与奋进，让我无论面对怎样的艰难，都能像它一样，勇敢

地扎根、生长，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作者单位：山西省司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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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智明

　　

　　每一次去女子监狱调研，都会走到最醒目的那个角落：满

柜琳琅的锦囊，上面的花鸟虫鱼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给人精

美绝伦的视觉享受，更给人内心深深的震撼。走出监狱大门，

哪怕在回程的车上，大家聊得最多的往往还是关于这锦囊的

话题，甚至在回去后的一段时间里也难免有蓦然回首之念。

　　小小锦囊，何以如此牵动人心？

　　一人一桌，分排而坐，间距有致。每人面前一块不同色调

的绸布，长不盈寸的细小绣针上，穿着发丝般的各色彩线，在

手指灵动的操作下，前后左右协调自如地在绸布上穿梭跳跃，

仿若纤指抚琴，又如蝴蝶穿花，眼花缭乱之际，悄无声息之间，

让人恍然走进了某个艺术殿堂。

　　在这监狱一角，十多名年龄各异、身材有别的女犯，穿着

干净整洁的囚服，面容平静，不管参观者的脚步如何来来往

往，只要不直接对其发问，她们都旁若无人，只是手指带动针

线在翻飞……

　　如果撇开这周围的高墙电网，忘却她们过去的犯罪经历，

忽略她们身上醒目的囚服，仅看那齐耳短发下一双双目不斜

视的明亮眼睛、一根根带着针线飞舞的手指和精细入微的操

作手法，每一个参观或调研者，都会忍不住竖起大拇指，发出赞叹。

　　在这里，女犯刑满时，无一例外会收到监狱特别赠送的小小礼物：一个崭

新的锦囊。还特意嘱咐：她们在回归社会开始新生活的过程中，遇到任何困惑

与难题，都可打开锦囊，获取由主管民警专门为其亲笔书写、世上独此一份的

“妙计”。

　　显然，监狱组织的这一项充满文化传承和诗情画意、融改造与工艺为一体

的劳动，是民警苦心熬制的一副净化心灵、改造罪犯的回春药。

　　有一名曾经的涉毒犯，刑释后半年尚未找到工作，经常有人诱惑她重操旧

业。徘徊摇摆之际，她总觉得对不起民警的教育，于是打开锦囊，看到里面的短

笺顿受感动且醒悟，当即按照“妙计”的指引，给监区民警打来电话寻求帮助。

民警为她提供情绪安抚、给她分析利弊、替她指明出路，还及时协调地方相关

部门给予她政策帮扶，最终不仅成功避免了她二次跌倒，还为她联系到了就业

岗位，使她从此走上了人生正道。

　　这一个小小锦囊，是一份见证罪犯悔罪自新的劳动产品、是一件充满中华

文化韵味的精美工艺品、是一件承载警心祝福随时可以慰藉心灵的难得藏品，

更是一份伴随她们开启崭新生活的具有特殊意义的纪念品。

　　“这是一颗燃烧的警心，将与我的心一起跳动！”

　　“好萌好美的礼物啊，我将一生珍藏。”

　　“我要将它锁起来，希望永远也不打开！”

　　听了有关案例和女犯刑满获赠锦囊时的感言，即便没有身临其境，我也可

以想象，当一个个女犯刑满走出高墙铁窗，从民警手中接过这光彩照人的小小

锦囊时，她们眉间的结该是如何丝丝舒展，脸上的笑该是如何花开灿烂，脚下

的路该是如何缓缓拓宽。

　　但凡多一份关爱，新生路上的她们必将多一份自信与坚强。

　　这一个个产自高墙而又走出高墙，出自罪犯双手最终又回到她们手中的

小小锦囊，恰似一束光，让她们更清晰地看见未来。小小锦囊，是如此沉重而又

如此轻盈，是如此寻常而又如此珍贵，是新时代监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

正创新，是民警用心用情教育改造罪犯的孜孜以求，是监狱民警“蜡炬成灰泪

始干”的滴水藏海。

　　感慨之余，我的脑海再次浮现那些有关锦囊织绣、赠予、珍藏、打开的画

面，仿佛看见：小小锦囊有大美！

　　（作者单位：四川省监狱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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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文斌 鲍盛旭

　　

　　“谢谢，我终于有户口了，可以回老家读书了。”那天，在浙江省

台州市椒江区社会福利院门口，结束长达11年“黑户”生活的小男孩

小钱，在公安、民政、福利院工作人员的护送下，踏上了回老家的路。

　　提起小钱的身世，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警卫大队教导员孔

陈安唏嘘不已。

　　小钱的母亲未婚先孕，未办理结婚证，2013年1月，小钱出生时

也没有出生证明，因此一直背着“黑户”身份。后来，小钱的母亲因

涉嫌犯罪，一直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根本无法顾及给儿子落户的

事情。2021年，小钱母亲因涉嫌犯罪被判11年9个月。收押当天，小

钱母亲抱着小钱痛哭，孔陈安得知小钱的外公刚去世，70多岁的外

婆身体又不好，一直住院，家中再无其他亲人。

　　当时，孔陈安是派出所的副所长，作为该案件的主办民警，他

和民警卢平积极联系当地检察院、民政局等相关部门，暂时将小钱

送到椒江区社会福利院，由福利院代为临时照料。后经协调，小钱

入读福利院附近一家民办小学，大家一起帮助小钱筹钱解决学费、

生活费。

　　此后，孔陈安、卢平把小钱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每年逢年过节，

只要有时间就去福利院看望小钱。但由于种种原因，小钱始终没能

办理户口，这给他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过去4年多时间里，孔陈安

等人一直为此事不懈努力。

　　2024年以来，孔陈安、卢平加大工作力度，协调多个部门，力争

解决小钱的户口问题。在当地民政局工作人员和台州市公安局椒

江分局人口服务管理大队工作人员调查取证后，工作人员依照程

序，完备了所有需要的手续，迅速按程序申报，完成户口录入手续，

并为小钱办理了身份证。

　　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还多次到监狱看望小钱的母亲，并积极联

系小钱母亲户口所在地的相关部门，将小钱户口迁移回其江苏江

阴老家，安置到江阴福利院。

　　“等我长大了，我一定回来看你们，谢谢你们的照顾。”小钱在

回老家前，与照顾他多年的叔叔阿姨一一拥抱告别，表示感谢。

　　（作者单位：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

“黑户”男孩终于回家读书

□ 冯永华

　　

　　如梭的车流从身边疾驰而过，傍晚的车灯划出一条条弧线，点亮

春天乍暖还寒的夜空，我身着荧光服伫立在街道中央的站位，是那么

的渺小，又是那么的亮眼，光荣地承担着“夜空指路灯”的神圣使命。

　　望着眼前这条向着前方无限延伸的新华北路，我不禁思绪

万千。

　　22年前，我脱下心爱的绿色军装，换上了令人羡慕的深蓝警服，才

出保家卫国的绿色方队，又迈进服务路畅民安的公安交警方阵。

　　第一班岗勤，我被分配到新华路与伊园街路口站岗执勤，当时

的路口其实只是一个“丁”字路口，因为当时还没有新华北路，那里

还是一片处于城市角落的田地。

　　社会发展的步伐总是那么令人猝不及防。没过多长时间，新华

路向北的田地被清理干净，形形色色的机械布满眼前这片田地，来

来往往的修路机、拉料车每天不停地穿梭。我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陀

螺，每天不停地转身、不停地变换着指挥手势，保障车辆的安全通

行。每天的工作量比以往增加了一倍以上，晚上回到家总是累得直

不起腰来，倒在沙发上就能睡着。

　　就这样，我在快乐中体味艰辛，在艰辛中品尝快乐。两三个月

时间，注视着一沙一石的凝固，一条崭新的六车道街道建成通车。

后来，这个路口健全了标志标线、安装了红绿灯、增添了监控系统，

再后来，又施划了立体式人行横道斑马线、设置了户外人行道挡雨

棚遮阳棚，交通通行条件越来越好，车流量、人流量也不断加大，每

天经过这个路口追求幸福生活的人们络绎不绝，看着匆忙赶路人

的喜怒哀乐，倾听悦耳的鸣笛划过长空……每天，我都在认真地体

味服务人民的快乐。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我的人生经历不断丰富，肩上的警衔肩

牌更加丰满，工作岗位换了一次又一次，现在这个路口的岗勤人员

也换成了新入警的同事。

　　每当说起新华北路，我总是在内心深处涌起一股莫名的激动，

因为我的警龄伴随着新华北路的新生。每次经过新华北路，总是心

生敬意，因为我是沿着新华北路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不断获得超

乎想象的能量，以及人生路上无限的快乐。

　　弹指间，22年过去，青春不再，已近知天命之年，在不长的时光

长河中，我开始莫名地眷恋起每一次花开花落，也会伤感花自飘零

水自流的无奈。

　　然而，新华北路却犹如一名笑看世事风流、风华正茂的少年，

经历从无到有、从乱到治的交通事业发展，目睹着一幢幢高楼大厦

拔地而起，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因为你而焕发了新生，一辆辆形

形色色的轿车、一个个穿着时尚繁忙奔跑的行人，奔向他们温馨的

家园和幸福的港湾。

　　在一任一任公安交警的默默耕耘下，新华北路的车流人流繁忙

起来，车辆与行人各行其道，交通秩序井然有序，成为县城的交通管理

样板路，就连悬挂在路口上空的红绿灯都闪烁着宁静与和谐的光芒。

　　时光不老，岁月静好。矗立在新华北路路口东南角的那棵梧桐

树直插云霄，头顶上树叶飒飒作响，仿佛在述说着我与新华北路22

年的不解之缘。

　　（作者单位：山东省莘县交警大队）

新华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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