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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红
　　
　　“昨天一共接了9起警，都是纠纷类警情……”一大
早，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镜湖分局荆方派出所值班民
警庞传远正在向所长汇报工作。荆方派出所辖区是乡
村，这些年治安情况比较好，很少发生刑事和治安案
件，这一天也不例外。
　　两人正说着，“哐当”一声，接警大厅的门开了。紧
接着，一个哭腔随着初夏的微风传来：“民警同志，我家
两头牛不见了！”
　　庞传远和所长探头一看，一名老汉快步跑到了报
警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牛咋不见了？”庞传远和所长不约而同地问道。
　　“我养了20头耕牛。昨晚清点还是对的，今天早上
发现少了两头，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肯定被人偷了
呀。”老汉哭着说。
　　“别急别急……”所长话音未落，老汉急得直跺脚：
“两头牛值4万多块钱哪！我养着也有感情了。”

　　“放心，我们一定尽力找到牛！”所长安慰老汉之
后，一边详细问了他家的住址、牛栏位置和丢牛时间，
一边调取他家附近视频监控寻找耕牛的身影。
　　一番检索，画面中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
当日凌晨一时许，两头耕牛带着缰绳离开牛栏，朝着村
外“快乐”地奔跑，并没有人赶牛。
　　看样子，耕牛并不是被“偷”了，而是“离家出走”了。
　　可是，牛在哪儿呢？
　　“赶紧找牛！”所长立即安排庞传远带队展开“寻牛行动”。
　　派出所辖区地处偏远，青弋江穿过乡村。庞传远和
民警辅警分头在田间、江边、大埂、荒地寻找，还有的沿
着村庄挨家挨户询问，提醒村民们有牛的信息赶紧向
派出所报告。
　　不知不觉夜幕降临。乡间小道错综复杂，泥泞不
堪，荒地里荆棘丛生，只有远处几盏路灯在黑暗中摇
曳，寻牛的难度不言而喻。
　　“咱们先回所，明天接着找。”庞传远指挥大家返回
了派出所。

　　一连3天，毫无所获，派出所也没有收到关于耕牛
的消息。而牛主人每天到派出所打听，急得嘴上都起了
火泡。庞传远比他更急，他知道，耕牛就是村民的“亲
人”，不仅价值不菲，而且很有感情。
　　“耕牛会不会被人捡到而卖给屠宰场呢？”庞传远
忽然灵光一现，闪出这个念头。
　　所长听到汇报，同意这个观点。庞传远立马给辖区屠宰
厂挨个打电话询问。得知“最近没有人卖耕牛”后，叮嘱老板
一旦有人卖耕牛，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而他继续寻牛。
　　焦急而漫长的一周后，庞传远接到了一家屠宰场
老板电话：“庞警官，刚才有人询问卖耕牛的事儿呢。”
　　“谁要卖牛？叫什么名字？在哪个村？我马上去！”庞
传远警觉起来，一连3个问号甩了过去。
　　得知情况后，庞传远驾车直奔报警老汉家，带着他
火速来到“卖牛”人家。果然，在这家后院的大棚里面发
现了两头耕牛。经证实，正是老汉丢失的“宝贝”。
　　“可找到你们了。”抚摸着“老伙伴”，老汉喜极而
泣。原来，两天前，两头耕牛跑进这户人家。户主等了两

天见没人认
领，以为是“无主”的牛，便打算卖给屠宰厂。
　　庞传远批评教育对方后，将牛还给了老汉。老汉抹
了抹感动的眼泪，拉着庞传远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看着老汉牵着两头耕牛乐颠颠地回家，庞传远的
心中既欣慰又感慨——— 都说“有困难找警察”。是的，老
百姓遇到困难，将全部的希望都放在警察身上。而身为
人民警察，就是要为群众做事实，解难题，不辜负百姓
对我们的信任，坚守自己的初心与使命。

（作者单位：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镜湖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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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牛 □ 张永明
　　
　　7月的江南，暑气与湿气交
织，却挡不住公证服务下沉基层
的脚步。7月11日清晨，无锡市梁
溪公证处的公证员周纯与戈玲踏
着雨丝，带着沉甸甸的设备包来
到太湖之滨的雪浪街道壬港社
区——— 这里是她们此次“公证下
乡”的目的地。
　　社区服务中心的走廊里，几
位银发老人家早已端坐等候。看
到公证员的身影，村民们陆续围
拢过来，每个人心里都揣着各自
的疑问，眼神里满是迫切想得到
答案的期盼。
　　“我想做遗产继承，要怎么做
公证呢？”“我的孩子都在国外，想
问问继承的问题。”……周纯和戈
玲一边麻利地架设临时办公点，
一边耐心回应着村民的咨询。
　　不到10分钟，一个简单的公
证便民服务点就“开门服务”了。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笔记本电脑、
便携式打印机整齐排列，网线和
备用墨盒细心收纳，桌子上摆放
着《简明办事指南》等宣传折页。
“村里不少上了年纪的老人，这些
图文并茂的手册他们看得明白。”
戈玲边分发材料边说。
　　壬港社区作为一个典型的城
乡接合部村庄，农村股权继承、遗
产继承、合同协议、劳动保障等成
了公证服务的重点关注区域。“对于现场办理公证业
务的居民，我们会及时梳理材料清单，进行一次性告
知，并主动调查核实，这样就能将出证时间缩短2至3
倍。”周纯坦言，下乡服务看似简单，实则需要加倍的
耐心。
　　“过去觉得公证离咱农民很远，现在公证员到家
门口了，才知道这白纸黑字的公证书能帮咱解决大
问题。”刚办完股权继承公证的村民李老伯拿着回执
单，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
　　今年，梁溪公证处已深入7个涉农社区，办理股
权继承公证100余件，开展法律宣讲12场。每一次下
乡，都是一次法治理念的传播；每一份公证书，都承
载着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
　　暮色渐浓时，周纯和戈玲收拾好设备，踩着晚霞
返程。车窗外，太湖波光粼粼，正如法治建设的长河，
每一滴汇入其中的服务汗水，都在滋养着基层治理
的土壤。“能让乡亲们在家门口感受到法律的温度，
再累也值得。”周纯的话道出了无数基层法律服务者
的心声。
　　在乡村振兴的蓝图上，公证服务正以“润物细无
声”的方式，将法治基因植入乡土，让公平正义的阳
光照亮每个村落。
　　

（作者单位：江苏省无锡市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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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培用
　　
　　这是一块有温度的石头。
　　在故乡老屋西侧的小溪旁，有一块洗衣石，母亲
用这块石头洗了20年衣服。
　　这是一块很古老的石头，四四方方，长时间的揉
搓、捶打，已令其微凹，表面光滑细腻、干净整洁。母
亲就在这块洗衣石上，洗着爷爷奶奶的土布衣服，洗
着爸爸的汗衫，还有哥哥和我的小衣裳。被单、枕巾、
门帘，一件件具有乡村朴素品质的衣物，在那根木质
棒槌的加持下，在洗衣石上不知洗去了多少岁月的
灰尘。
　　小时候我贪玩，每天都要和村里的小伙伴疯
跑。母亲唤我的声音伴着炊烟响起，我才一身土一
身汗地走回家，母亲从没有责怪过我。而是帮我脱
下脏衣服，饭后到溪边的洗衣石上捶打洗净。即使
洗得次数多了，衣服已发白掉色，但我们的衣服
上、被褥上没有汗味，没有污渍，干净、整洁，总有
淡淡的阳光味道。上了小学，母亲总是让我穿上干
净的衣服去学校。下田回来得晚，母亲在夏日里不
顾蚊虫叮咬，借着月光去溪边洗衣，母亲偶尔抬起
手臂擦擦额角的汗。从开春小溪化冰到入冬冻结，
母亲和小溪里流动的水似乎有了约定。溪水缓慢
流动，鱼儿俏皮地游弋，水面映照天空的蓝天白
云。在母亲的汗水和坚韧里，我慢慢长大，学会了
自己洗衣服，学会了节俭，勤劳。
　　再后来我外出工作，不能每天都守在母亲身边
了。看见异乡的小溪，我的心便飞回故乡，我便想起
母亲。看见有小溪从村口流过，我便要伫立片刻，仿
佛在凝视中，要看清这是故乡还是他乡。
　　母亲不会用洗衣机，新买的洗衣机立在墙角，即
使我们一直督促母亲用洗衣机洗衣，可母亲习惯了，
总觉得洗衣机的滚筒没有洗衣石上手洗的彻底、
干净。
　　母亲生病卧床的一段时间，她的衣服都是用洗
衣机洗。母亲感叹，看来时代的变化谁也挡不住，自
己真的老了。穿上我们给她洗过的衣服，母亲说养儿
防老，小的时候我给你们洗衣服，这回我老了，轮到
你们给我洗衣服了。
　　母亲不在了。多年以后，我再一次来到老屋西侧
小溪旁，只能久久地凝视。洗衣石已没人再用了，母
亲的声音、单调而疏落的棒槌声，依然在耳边回响，
那样的清晰，又是那样的遥远。
　　洗衣石静卧溪边，溪水静静流淌，仿佛是母亲多
皱的脸，仿佛是母亲望见儿归的笑纹……
　　

（作者单位：辽宁省盘锦市城管执法队）

温暖的石头

□ 黄喜祖
　　
　　晨曦微露，山抹微云。偕同三五位
爱好徒步登山的朋友，前往文人墨客
称可以“枕海听涛”的闽南东山岛最高
峰苏峰山，做一名“攀登者”。据说，这
里是植物的王国、氧气的馆藏、清醒的
殿堂……
　　唱着不同节令调门的山，是它与时
光迁延的合拍。但绿，却是这方山体的底
蕴。刚进山道，正在商议如何规划行走线
路之际，便与一阵急雨不期而遇，一位朋
友说道：“勿需惊慌，当你‘就在此山中’，
与一场及时雨遭遇之时，大可不必懊悔，
这雨一定来得豪爽去得干脆，因为这是
‘湿础人沾汗际，蒸林蝉烈号时’的季节
里，海岛型气候给你的是一个温馨的提
醒。可以说是这座海岛夏日里送给你的
洗礼，或者是醍醐灌顶。”
　　沿着“健走中国”步行道的登山石
阶向苏峰山顶峰上行，一会儿便被淹没
于绿海之中，尽如那绿波之间的“游
鱼”，“逆流”而上。一路山中逶迤上行，
一路赏花与聆听百鸟齐歌，还有扇动着
翼翅的蝴蝶与蜜蜂，在花朵中停落与穿
梭，把整个山中之路，扮演得明艳一片
喧闹无比，令人着迷，又深受其惠。雨珠
敲打石阶的那一滴滴甘霖，像是自然的
使者，正在逐一清点季节变换的痕迹。
而我们这群“攀登者”在绿浪中跋涉，登
山杖拨开的不仅是横生的藤蔓，还有喧
嚣生活的层层迷雾。
　　人心似山，包罗万象；人眼如框，一
叶障目。此时，正在四处张望的我，看到
在一处向外突起的崖壁间，一株墨绿色
的草，迎着辉光，撑开茂盛叶子，吮吸着
阳光。不过从我的角度看去，感觉有点
悬，看似摇曳多姿，其实几近摧折。
　　“那是常见于山中的普通野生花
草，民间称之为石兰。”一位友人见我对
一棵小草看得如此专注，特地凑过来讲
解，它的根虽然是肉质类根系，却能够

顺着石头的缝隙，紧紧地将石头抱住，
让自己的身躯依仗着石头，顽强生长；
而石头下面一定有肥沃的土壤，那些被
时光熬煮而成肥料的腐败树木、叶子，
化为它生长的原料；石兰生长的地方一
定是向阳潮湿温润的，这就是植物野性
天然之大本事。
　　友人的一番解说，虽然解除了我的
疑虑，但它那随风飘舞的身姿，确实让
人有些揪心，一旦这风再猛烈些，岂不
是难逃连根拔起……
　　“一岁一枯荣而已。再说，石兰所处
的位置，向阳，背风，别为它忧心忡忡
了。”友人说。
　　人生哪来非凡大幕，小草未必卑
微。顺着友人的话意，我不禁如此想来，
就像夏衍先生在《种子的力》一文中所
道：没有一个人把小草叫做大力士，但
是它的力量的确谁都比不上。这种力是
看不见的生命力。只要生命存在，这种
力就要显现。
　　这株野生花草，值得我等佩服，尽
管仅是孱弱的身子，也依然尽力争取获
得春晖，赢得生命的盎然与傲然。我们
与这株野草何其相似：它用柔软的根系
雕刻坚硬的山体，我们用执着的步履丈
量生命的维度。
　　雨不知何时停了，云雾中漏下一线
天光，正巧落在石兰的叶尖，仿佛给这
看似卑微的生命加冕。
　　人行山中眼眶窄，目睹风物渐清
醒。或许这就是山行的真谛：有人试图
征服高度，有人在丈量内心，而我们都
在微风细雨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心境
宁谧之处……
　　回首向来林深处，风雨过后山更
幽。在人生的这一山行道中，不正像我
等山中行那样的过程吗？先被“浇”醒，
而受“唤”醒，再被“清”醒。再回首峰回
路转的苏峰山，我不禁如此细细品味。
　　

（作者单位：福建省东山县人民检察院）

只在此山中

□ 何俊
　　
　　有一起案件已经过去很久了，可是
在我心中却依然记忆清晰。
　　2017年3月3日，我被调到安乡县人
民法院执行局。
　　上班的第二天，一件执行案揪痛了
我的心：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履行道路
交通事故民事赔偿38万元。死者卢春花
年龄51岁，虽然她有一儿一女均已成
年，但父母体弱多病还需要赡养。但肇
事方向才槐身患肺癌，无钱医治，家境
十分困难，所驾机动车没有投保交强
险。这38万的赔偿款对向才槐来说无疑
是一笔天文数字。
　　怎么办？我望着申请执行人可怜巴
巴的一家，镇定有力地说：“请相信我，
我会办好这起案件的！”
　　不久，在我的主持下，组织双方当
事人进行第一次调解，死者的丈夫吴言
强等请求法院判决的38万元分文不少。
向才槐扑通一声跪在地下说：“俺没有
钱。俺罪不可赦，俺愿意把牢底坐
穿……”第一次调解就这样无果而终。
第二天，卢春花的亲友10多人齐集县法
院门口，扬言不执行到位就要在安乡大
桥上喊冤堵桥，要到向才槐家拆屋挖地
三尺……我心急如焚，苦口婆心地和死
者的亲属进行沟通。我发现死者的女儿
怀有身孕，一方面劝她不要过于悲伤和
激动，一方面给他讲解她母亲自己也有
过错，另外被执行人家庭实在是贫困。
我劝导他们在38万元基础上能不能让
让步，让对方看到希望，才会主动去筹
借资金。通过我耐心细致的劝导，他们

打消了其他的念头，愿意接受第二次
调解。
　　在调解之前，我几次约向才槐，反
复说明拒不执行法院生效的判决是要
负刑事责任的，赔偿是民事责任，坐牢
后仍然要担民事赔偿责任。只有积极主
动承担民事赔偿后，得到死者亲属的谅
解，才有可能减轻赔偿金额。向才槐恍
然大悟，表示接受我的建议，并主动找
亲友借钱，尽最大能力赔偿死者亲属的
损失，争取案结事了。
　　不出一周，开始第二次调解。
　　我邀请了当事人双方的村委会主
任，双方各派三个代表参加。根据双方
发表的意见，在法院年终解决4万元左
右司法救助金基础上，我提出了25万元
的调解建议。在双方基层组织领导的劝
导下，各方权衡利弊，最后达成协议：由
向才槐赔偿卢春花一方各项损失25万
元。在签订本协议当日付10万元，第二
个月内付5万元，剩下10万元在一年内
付清。双方当即签字，本案终于调解
结案。
　　如今，昔日同事及朋友与我一碰
面，总是聊起我所做的这些“亲民”话
题。他们都为我所做的“善事”感到高
兴，同时羡慕我生活在“当事人的圈子
里”，甘当“和事佬”。不仅维护了法律的
公平正义，而且在老百姓危难之处竭尽
全力地为他们排忧解难，在调解中时
时、事事、处处依法为民。面对此景，我
虽然倍感欣慰和满足，但在我心中越来
越觉得肩上的责任重大。
　　
（作者单位：湖南省安乡县人民法院）

记忆

□ 徐小飞
　　
　　在区法院执行局，有一个叫陈元谦的执
行法官远近闻明——— 不仅因为他案子办的
好，还因为他爱“口快”。
　　陈元谦心直口快，说着说着嘴里就没把
门的。有的人说，陈元谦的名字起反了，他一
点都不谦虚谨慎。也有的人说，他这种人不
适合做法官，早晚都得给自己惹麻烦。
　　今年2月，陈元谦承办张娜申请执行李
明给付抚养费纠纷的案件。根据法院生效判
决，李明每个月要给付张娜抚养费800元，但
李明以自己收入低为由拒绝履行，已拖欠三
个月的抚养费共计2400元。张娜系未成年
人，其母亲刘小丽作为监护人替她向县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李明百般推诿，后来干脆
玩起“躲猫猫”，对陈元谦的来信不回、来电不
接，导致抚养费迟迟执行不到位。不明真相的
刘小丽以为陈元谦执行不作为，多次带着张

娜来执行局找他要求加大强制执行力度。
　　陈元谦安抚刘小丽母女：“你们放心，即
使李明躲到天涯海角，我也给你们找到他，把
抚养费执行回来。”刘小丽不太相信：“陈法官，
我们实在等不起，张娜的学费、生活费都需要
钱啊！今天你得给我个明确的期限，否则我们
母女今天就不走了。”陈谦也有点急了：“给我
10天时间，我一定帮你们把钱要回来。”
　　“10天？行吗？要不回来怎么办？”刘小丽
半信半疑。
　　“要不回来，这笔抚养费我来出。”陈元
谦脱口而出，说得很坚决。刘小丽闻听此言，
这才带着张娜离开了执行局。
　　回到办公室，陈元谦的助理调侃他：“陈
哥，您这又开启‘快口’模式了，现在李明下
落不明，能不能找到他还真不太好说。即使
真找到他了，他没钱履行义务，到时候刘小
丽母女真向您要钱怎么办？”
　　陈元谦嘿嘿一笑，也觉得自己当时有点
冲动：“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只是觉得刘小

丽母女又那么可怜，就一时口快对她们那么
说了。”想着那笔抚养费好几千块钱呢，陈元
谦心里也有点着急。可世上哪有后悔药啊。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陈元谦带着助理利用晚
上加班的时间去李明家蹲点。
　　苦心人，天不负。陈元谦的努力没有白
费，在第五个晚上，他终于将摸黑回家换衣服
的李明堵在家里。迫于强大的执行压力，李明
也只能将拖欠的抚养费悉数交纳完毕。至此，
陈元谦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真正落地了。
　　当然，陈元谦“口快”的毛病也没少给他
惹麻烦。有一次，他就自掏腰包，给当事人垫
付了1000元钱，到现在还没要回来，为此事
他没少落妻子埋怨，说他败家。但是，在每年
年底的人民群众满意度调查中，陈元谦的得
分在整个执行局中都遥遥领先。
　　哦，差点忘了说，刘小丽母女事后给陈
元谦送来了一面大大的锦旗。
　　

（作者单位：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

法官也“口快”

□ 何文斌 冯靖凯
　　
　　前不久，椒江区两名国家电网工作人员
杨某和工友在施工时听到一阵微弱又急促
的叫声，循着声音的方向探寻，他们发现4只
不慎从巢穴中掉落的猫头鹰幼崽。出于对野
生动物的关爱与保护意识，两人迅速采取行
动，小心翼翼地将幼崽安置在纸箱中。
　　考虑到幼崽需要专业救助，看护近4个
小时后，他们赶到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车
站派出所值班室，向民警寻求专业帮助。值
班所领导曹金城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对杨
某和工友的善举给予了高度赞扬：“你们的
行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公民的责任与担当，
为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平衡贡献了重要
力量，为你们点赞！”

　　为确保猫头鹰幼崽得到专业妥善的照
料，曹金城第一时间联系食药环（森林警察）
大队和台州湾野生动物园，确定救助接收等
事项。等待期间，民警们化身“临时保育员”，
仔细查看幼崽状态，为它们布置安静舒适的
环境，避免让它们受到过度惊扰。很快，台州
湾野生动物园的工作人员赶到派出所。民警
与工作人员进行了细致交接，详细说明幼崽
发现经过与当前状况。
　　经初步检查，4只幼崽暂无明显外伤，但
因意外掉落，显得虚弱又紧张。工作人员表
示，他们将会把幼崽带回动物园，进行精心
照料与专业饲养，待它们具备独立生存和飞
行能力后，再放归大自然。
　　一直以来，椒江警方始终将野生动物保
护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强化生态警务建

设，积极动员群众参与野生动物保护行动。
此次猫头鹰幼崽的成功救助，正是警民同心
护生态的生动缩影，彰显了群众野生动物保
护意识的显著提升，也体现了生态警务建设
取得的扎实成效。
　　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珍贵成员，
保护它们对于维护生态平衡、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至关重要。椒江警方呼吁广大市
民，如发现受伤、落单或需要救助的野生动
物，请不要私自处理，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或
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让专业人员进行科学救
助。让我们携手同行，以实际行动守护这些
灵动的生命，共同描绘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美好画卷。
  （作者单位：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椒江
分局）

猫头鹰幼崽获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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