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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永华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

减……”一个雨季的清晨，我不愿荒废周末的美好时光，如往常一样到单位充电学习。独自

走在人行道上，耳边优美动听的歌声令我陶醉，思绪在歌声里畅游，体会着雨季的感动。

　　收拾完办公桌，我泡上一杯清茶，顺着茶香飘荡的方向，不经意间瞥向窗外，蒙蒙

细雨中我陷入了遐思。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从年少孩童到知天命之年，人生之路坎坷崎岖，但所到之处

却也不乏鲜花和掌声。从走出校园、步入军营、转入警营，屈指一算，参加工作已经有

32个年头。

　　在部队时，当过战士、班长、文书、军校学员、排长、干事，转业公安机关工作以后，

当过宣传科长、办公室主任、副大队长。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从未离开过文字工作，从

未忘记过儿时的梦想。

　　记得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语文课有了作文这门课程。人生中的第一篇作文，至今

我仍然刻骨铭心。看到“我的理想”这个题目，我工整地写下了：“作家”两个字。从此，

我对读书、对文学、对写作便有了一种说不出的喜爱和执著，理想就像一颗果子挂在

枝头，在阳光下释放着果香，想当作家的梦想开始在脑海里疯长。

　　读书成为我业余生活中的一件乐事，一有空闲时间，我便如饥似渴地捧起书本，

汲取营养。逛书摊、淘旧书，成为我最大的爱好。

　　多少年来，我舍弃过数不清的旧物，却从未舍弃过一本我最钟爱的书籍。参军路

上的行李箱、奔赴军校的背包、从部队转业时的托运箱，装得最多的就是书籍。到现

在，办公室和家里的书柜里摆满了各式各类书籍、报刊、读书笔记、剪报本……

　　知识储备在平日，灵感爆发终有时。长期以书为伴，我尽情地在知识的海洋中畅

游。参军第二年，我萌生了投稿的念头。当时，怕别人笑话，偷偷地向报社寄出了第一

篇稿件，看着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字里行间散发着油墨的馨香，我变得自信和坚强。

　　后来，我从部队转业到公安机关工作，无论岗位如何变换，习惯和爱好从未改变，

心中最初的理想一直在召唤着我、激励着我。30多年来，我先后在《人民日报》《人民公

安报》《人生与伴侣》等报刊发表诗歌、散文、通讯报道作品2000多篇，50多篇获奖，我

也光荣地加入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山东省作家协会、聊城市作家协会。

　　透过码排得整齐的书报柜，我仿佛看见久违的阳光铺满了大地，院子里的水洼上

泛起七彩光芒，粼粼波光中映出斑斓的色彩，我看见那个踌躇满志的翩翩少年正逆光

向我走来。

　　（作者单位：山东省莘县交警大队）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 策马入林

　　按：7月上中旬，笔者到新疆调研，从乌鲁木齐到伊犁、阿克苏、喀什，从城市到乡村，

走访政法机关、社区、街市，与政法干警、社会志愿者、各族群众互动交流，真切感受到大

美新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各项事业欣欣向荣可喜景象，特别是耳闻目睹政

法战线同仁不怕牺牲、担当作为，心潮澎湃，感佩有加，遂吟就五言韵句两则。

五星照西北，新疆有大美。

调研好地方，同仁说体会。

青萍须察末，病患要治未。

研判关切点，逐个回应之。

削平信息差，消除空窗期。

必须长记性，才能长本领。

案例常复盘，成败捋分明。

实事要办好，实话要说好。

压力不传导，风险必传导。

案要三效果，民有四权利。

共商常态化，共建公信力。

文化润我疆，增强认同感。

交流与交融，突出共同性。

人心最政治，民安大于天。

恤民需暖心，御敌敢亮剑。

纸上谈兵易，沙场点兵难。

战时少流血，平时多流汗。

政法英烈谱，巍巍比天山。

不惧血与火，打赢持久战。

共襄大法治，共享大平安。

伊犁颂

万年伊犁河，千里走滔滔。

天地赐沃野，苍生献丰饶。

塞外绿江南，西域大湿岛。

惠远将军府，平安桥头堡。

甜美石榴籽，浪漫丝路谣。

做好自己事，发展是高招。

文明不可逆，时尚很美妙。

乘枫破大浪，矛调和事姥。

护苗蓝丝带，天平解愁扰。

凶顽窥神器，犁庭穴必扫。

光明照花城，香满天山道。

君作歌一阕，才情上九霄。

　　　注注释释

　　　　11、、““三三效效果果””指指政政治治效效果果、、法法治治效效果果、、社社会会效效果果相相统统一一，，““四四权权利利””指指

知知情情权权、、参参与与权权、、表表达达权权、、监监督督权权。。

    22、、乘乘““枫枫””破破大大浪浪的的““枫枫””指指““枫枫桥桥经经验验””，，““和和事事‘‘姥姥’’””的的““姥姥””指指当当地地

德德高高望望重重的的矛矛盾盾调调解解女女性性志志愿愿者者。。

    33、、““蓝蓝丝丝带带””指指当当地地检检察察机机关关维维护护未未成成年年人人合合法法权权益益的的工工作作品品牌牌。。

新疆调研记（外一首）

□ 李玉海

　　

　　在小兴安岭的森林里

　　有一个山清水秀风光旖旎

　　溪流清澈缠绵细腻

　　声名远播的小镇——— 美溪

　　你看，满山的翠绿尽收眼底

　　令人耳目一新焕发着朝气

　　优质的木材曾运往各地

　　为国奉献出不朽的功绩

　　你瞧，欢腾的汤旺河一泻千里

　　将美溪的发展变化记在心底

　　见证了红松伟岸的雄姿

　　领略了大自然神奇的魅力

　　神龟岭充满着神秘的灵气

　　佑护人们康健没有病疾

　　漂流击水乐此不疲

　　令人心情愉悦神采奕奕

　　绽放的杜鹃花海芬芳奇异

　　璀璨绮丽清香扑鼻

　　蝶绕蜂舞相互偎依

　　显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百灵枝头吟唱画眉啁啾

　　鸳鸯绻缱蜻蜓嬉戏

　　到处泛起的丝丝绿意

　　疏密树叶遮挡了炙烤的烈日

　　清澈的河水难忘的美溪

　　为何使人这样的心旷神怡

　　为何让人这样的意乱情迷

　　因为这里有你亲切的气息

　　神奇的负氧离子

　　有着提神醒脑的药理

　　走进群山环绕的密林里

　　会听到松涛发来欢迎的致辞

　　五花山层林尽染的景致

　　蕴含了美溪人民的深情厚意

　　粗犷豪爽敦厚仁义

　　待人唯诚始终如一

　　来到美溪，就会让你激动不已

　　感受美溪，就会给你留下美好回忆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伊春市伊美区

人民法院）

□ 邱毅

　　

　　周末在所里值班，午后，我洗干净玻璃

杯，轻捏一撮茉莉花茶置入杯中，灌入滚烫

的沸水，茶叶在水中上下翻飞，继而缓缓沉

底，热气升腾中，茉莉花香四溢，待水温稍

降，吹散表面的浮沫，呷上一口，清香游荡

于唇齿之间，顿觉提神醒脑，这炎热的午

后，身体与精神都舒展开来。

　　生为淮河儿女，性情既有北方的粗犷

豪迈，也带了些南方的柔情婉约，从饮食习

惯到饮茶方式都是如此，不像北方大碗豪

饮，也不似南方小口细品，茶具并不讲究，

素色陶瓷杯抑或是玻璃杯是最常见的选

择，饮茶种类也是依季节而变，春季的绿

茶，夏季的花茶，秋冬时也会来上一杯红茶

驱散湿冷的寒意。

　　人近中年，很多人以茶为伴，它比白

水多了几分苦香，却也如白水般清爽解

渴。皖北人喝茶是一种习惯，不必茶具在

案，每一步流程走下来精致讲究，却实实

在在是一种生活，无论在家闲坐，还是朋

客来访，杯子里捏上一撮，倒入沸水，茶

香飘散中，闲暇之余抿上一口便可消磨

一下午的时光。

　　不仅如此，茶还是公安工作的最佳伴

侣，既可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安稳心绪，也可

在熬夜办案时提神醒脑，既可放松身心，也

可专注精神，这不起眼的一杯清茶里，映照

出了公安工作的琐碎与辛苦，所以取得的

荣誉和成绩背后，也应有它的一份功劳。

　　中国人的口味似乎是循序渐进的，到

一个阶段自动解锁下一篇章。儿时对甜味

的迷恋，在历经岁月锤炼后，慢慢对生活有

了进一步的认识，渐渐开始喜欢茶中淡淡

苦涩里的那份清香，这也像是生活本来的

样子。如今，所里同事都是人手一个茶杯，

无论是开会还是临时出差，喝茶终究是离

不开了，这一捏一放一注之间，既是饮茶人

的普通日常，也是工作背后的默默支撑。

　　我正望着这杯淡黄色的茶汤想得出

神，一同值班的潘哥提着刚烧开的热水壶

走了过来，“要不要加水？”我闻声赶紧端起

杯子喝了一口，又把杯子放在桌上，潘哥把

热水缓缓注入杯中，“谢谢。”我笑道，心里

感慨这最为平常的帮忙之间，既是同事间

的情感交流，也是中国茶文化，植根于百姓

心中相互帮助的最朴素的温暖。

　　

　　（作者单位：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淮舜

分局新毕派出所）

灵动清新
是美溪

茶

□ 郭军红

　　

　　车所，名叫车江。他是我们派出所的副所

长。具体说是我们这个警组的带班副所长，也

是我的直接领导。

　　自从车所从市局机关调到我们清北派出

所工作，我就一直跟着他。

　　车所是一名军队转业干部。据说当年他转

业到我们局工作是因为市局领导看上他能写

材料。

　　原先车所在市局工作的部门是指挥中心。

指挥中心是什么部门，那可是市局的神经中

枢。在这个部门工作，没有两把刷子，还真干不

了或者干不好。车所在指挥中心工作时，主要

是写大型材料，还经常把一些反映民警工作生

活的事情写成各类稿件，推送到国家级、省级

的新闻媒体上刊发。

　　2009年春天的时候，车所从市局指挥中心

调到了我们清北派出所任副所长。当时我很不

理解，便问他在市局机关工作好好的，咋想到

基层派出所这个又辛苦又紧张的地方来？他的

回答是，人生是用来奋斗的，自己从部队一回

来就在机关工作，没有基层一线历练的经历，

总好像缺少点什么。为了不给自己从警生涯留

下遗憾，所以他才主动要求到基层派出所工

作的。

　　在派出所和车所一起工作时间长了，他给

我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原则性特强，凡事讲究

正规。比如一听到警铃声响，在我们年轻民警

还没反应过来时，他已经从电脑上点击了警情

接收。值班出警时，不管任何时候，都是警容严

整，单警装备随身佩戴。就连市局的领导们都

说，车所这人很规范，自身要求很严。

　　记得有一次出警，因为警情紧急，我和刚

子没有佩戴单警装备就上了警车。车所立马黑

着脸，让我俩回备勤室佩戴。

事后，他告诉我们，出警佩戴

单警装备，不仅仅是出警要

求，也是对我们民警自身安

全负责，这都是从经验教训

中总结出来的，马虎不得。我

们警组的弟兄们经常说，别

看车所年近半百，可是学习

新知识，接受新事物的能力，

比我们年轻人一点儿都不逊色。

　　记得刚刚实行网上办案时，车所从信息录

入、受案立案到证材上传等等一套程序，比我

们年轻民警学得还快，用得还熟练。特别是打

印笔录，汉字录入速度，那叫一个快，而且还是

用五笔字型录入法。虽有年代感，却不得不令

我们佩服。

　　在基层派出所所有工作中，处理案件是一

项非常重要、非常严谨的工作。车所常常给我

们讲，我们执法办案必须慎之又慎，细之又细。

　　前年农历腊月的时候，某在建工地的工人

郭某与小老板侯某因结算工资发生了矛盾，侯

某将郭某推倒在地，致使郭某摔至轻伤。

　　事情发生后，车所带领民警进行了立案调

查。当事双方的朋友出面给他俩就民事赔偿进

行调解。起初，侯某梗着脖子不认可，称是郭某

有错在先，况且自己只是把郭某推倒了，没有

动手再打对方，一直不同意就民事赔偿部分予

以调解。

　　鉴于此事事出有因，车所先后多次找到侯

某，从人情世故、法律法规规定的角度进行耐

心细致、不厌其烦的讲解。最终在车所苦口婆

心的劝导下，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了和解

谅解，使侯某得到了法院的从轻判决。

　　事后，侯某出于感激非要请车所吃饭。车

所对侯某说，饭就免了，年轻人记着以后遇事

要冷静，三思而后行就是了。

　　车所这个人，还有一点就是遇事爱琢磨。

譬如他会忙里偷闲，找来一些我们派出所经常

办理的刑事案件方面的刑事判决书。然后和警

组的弟兄们一起，逐字逐句逐段地学习分析研

究。他说，咱们学习判决书的目的，主要是看法

官在类似案件的判例中，都采用了我们公安机

关的哪些证据，诉讼参与人都怎么讲的。我们

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可以有哪些借鉴，避免调查

取证时丢三落四，还要补充完善证据重复

工作。

　　如果你认为车所这个人是只让马儿跑，不

让马儿吃草的人，你就错了。他除了带着我们

工作外，还时不时地抽时间，带着兄弟们撮一

顿。当然，他掏腰包的时候居多。用他的话说，

我是老大哥，挣得比你们多，应该是我请你

们呦。

　　由于工作原因，车所调离我们派出所已经

一年有余了。不过，我们这些弟兄们还是挺想

念他的，想念我们一起共同战斗生活的点点滴

滴。没事的时候，我们也会时常给他微信视频

聊天问候问候，他也会在我们曾经的微信群里

和我们热乎乎地聊上一会儿。

　　

　　（作者单位：河北省定州市公安局）

漫画/高岳

□ 李铎

　　

　　“奶奶，您这次尝尝我这个西瓜怎么样！”

　　“甜！王法官，真甜！”

　　40℃高温天，屋内传来众人的笑声，真诚

且热烈。

　　李奶奶今年86岁了，她的爱人桑爷爷生前

爱仗义执言、打抱不平，曾是社区“资历最深”

的志愿者。几年前的一个傍晚，小区里出现一

个醉汉无故寻衅滋事，桑爷爷不顾危险上前劝

阻。失控的醉汉转而对桑爷爷进行殴打，桑爷

爷伤势过重，半年后因多器官衰竭不幸离世。

李奶奶伤心欲绝，从此一病不起。

　　尽管法院追究了醉汉的刑事责任，另案还

判令醉汉赔偿李奶奶及家人78万余元。但醉汉

身陷囹圄，身无分文，5年里李奶奶没有拿到一

分钱的赔偿款。海淀民政局曾经给予李奶奶一

家见义勇为奖励金及抚恤金6.3万元。但给桑爷

爷治病的那半年几乎掏空了这并不富裕的家

庭，李奶奶心脏手术只能一拖再拖。子女有心

孝顺，无奈能力有限，没有办法为母亲提供更

好的养老条件。李奶奶的生活陷入绝境。在多

次执行未果后，2023年6月中旬，李奶奶向海淀

法院正式提出了司法救助申请。

　　面对这样一个特殊事由的案件，法官王志

勇表示：“英雄流血，不能再让英雄的家人受困

流泪。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收到申请的第三

天，顶着如火的骄阳，王志勇审判团队来到李

奶奶家走访调查情况，确认李奶奶自身确实符

合司法救助的基本条件。于是，王志勇决定现

场办案，当场为李奶奶办理司法救助申请手

续。李奶奶说：“我怎么也想不到，申请后第三

天就有法官上门办案。”法官积极、热忱的态

度，让李奶奶看到了希望。

　　王志勇坐在床边，询问并记录着救助内

容。李奶奶从病榻坐起，紧紧握住他的手，不停

地为他扇扇子解暑，怎么劝也不停。

　　手续办完了，李奶奶却仍然拉着王志勇的

手不放，说什么也不让走。王志勇一时犹豫，难

道还有什么事情没有调查清楚？原来，李奶奶

为他们切好了西瓜。王志勇反复跟老人解释着

办案要求，法院有纪律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

可李奶奶却很固执：“你们不吃，我就坚决不松

手！”李奶奶的儿子说：“法官您就吃一块吧，否

则老太太心里不踏实。”

　　实在拗不过老人，王志勇一行“被迫”吃了

老人的西瓜。瓜甜，鱼水情更甜！李奶奶强撑病

体把法官送到门外。这时已经下午5点多了，门

外依然骄阳似火，但群众的这片真情却比6月

的骄阳更火热。

　　现场调查完成后，王志勇又走访了民政部

门与社会保障部门。经过严格的审查、审批程

序，最终决定对李奶奶救助12.7万元。

　　6月30日，王志勇再一次来到李奶奶家中，

不仅带来了司法救助决定书，还带来了两个大

西瓜。“奶奶，上次我吃了您的西瓜，咱们‘礼尚

往来’，这次您尝尝我的怎么样？”

　　

　　（作者单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 常兆

　　

　　我的曾祖父是个忠厚、憨实的庄稼汉。他

性格耿直，与人为善，一生不多言语。

　　父亲曾告诉我，曾祖父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情——— 种田。

　　自我记事时，曾祖父已因身体年迈不能下

田干活，但他终日闲不住，没事就叼着旱烟袋

在田间转悠，谁家的庄稼该除草，该施肥，他都

会挨个儿上门通知。

　　夏忙季节，天还没亮，他就早早地起床赶

到麦场上，找个角落一个人坐着，望着儿孙们

干活，时不时上前指点一番。

　　曾祖父的勤劳与本分影响了他儿孙辈们，

他苦难的人生经历与古道热肠的品行，也一直

激励着我。

　　曾祖父7岁丧母，9岁丧父，兄弟两人由堂

嫂养育成人。苦难的岁月锻造了他坚忍的性

格。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像家中那头老黄牛

般，任劳任怨，终日忙碌。

　　人高马大的曾祖父一身力气，干活实

在，时不时还为干不完活的人帮个手，在生

产队里颇有人气，大家也亲切地称呼他为

“火车头”。直到曾祖父晚年，祖父偶尔经过

镇里的其他村庄，遇到和曾祖父同时代的

老人，尽管不记得曾祖父的名字，但只要说

起“火车头”绰号，却都会竖起大拇指，言语

中尽是称赞。

　　村庄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也时常谈论起曾

祖父当年的“神勇”，我的父辈们也常以曾祖父

“光荣”事迹而自豪。长年累月，祖父、父辈们也

像曾祖父一样，勤劳、实在，务农的在家专心务

农，庄稼地里的活计样样精通。经商的在外本

分经营，诚信待人，童叟不欺。

　　我们曾孙辈们也是孝顺守法，与人为善，

每到过年都跑去围着他磕头拜年，问长问短。

叔叔、婶婶都争着要他去和他们一起生活，但

为了不给叔叔、婶婶们添麻烦，他坚持要和祖

父、祖母一起生活。

　　曾祖父虽然不识一个字，却用几十年如一

日的言行，潜移默化中凝聚成整个家族的家

风。如今，家族中的男女老少依旧秉承着勤劳、

本分、谦和、古道热肠、与人为善的遗风认真做

事，踏实为人。

　　

(作者单位：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检察院)

□ 张天乐

　　

　　在这栋已经40多年“工龄”的老家属楼里，

零星地居住着几户人家，都是单位离退休多年

的老年人，生活习惯基本上还是保留着多年以

前的老样子。

　　3楼的张阿姨已经80多岁了，40年来就一

直住在这里。前几年，她经常骑着自行车去周

围的城镇赶集，买了粮油蔬菜这类物品，就驮

回来自己搬上楼去，身板还是相当硬朗的。每

天的步行里程甚至超过一般的年轻人，在院子

里散步也不用拐杖，有时候还会顺手捡拾起路

边的废纸，送进垃圾桶里。眼瞅着她上下楼梯，

几乎都不用拉着扶手，这时候夹道欢迎她的就

是院子里的猫群，散步时就会跟随在她的左

右，前呼后拥，活蹦乱跳，很有情趣的。

　　张姨喜欢养猫，最早是在家里喂养的，后

来几年繁殖多了，就让猫群住在楼道的拐角

处，有的猫被送给了另外的人家，当作宠物去

养了，还有的猫留下来，它们白天在院子里闲

逛玩耍，晚上就会回到楼道的小窝里，有的猫

会按时回来等候老人的喂食，而有的猫就在外

边抓了老鼠或者虫子解馋，乐不思蜀了。

　　在院子的花园里，人们总会发现，当张姨

坐在石凳上的时候，一只白猫就会坐上她的膝

盖，舒服睡觉了，还有几只花猫在附近自由漫

步，或者在草丛里追逐游戏，或者练习爬树的

本领，或者在广场上懒散地打滚晒着太阳……

　　近两年，张姨年事已高，很少下楼了，但总

是站在窗前，拉开玻璃窗，伸出头来，探望楼下

的一切，看见熟人就要打声招呼。听见她说话

的声音，就会有几只猫闻声聚集过来，围拢在

楼下，仰望三楼的窗口，对着它们的主人喵喵

叫着。有的猫还跳跃着撒欢，这时，楼上就会丢

下来一些碎馒头和饼干之类的零食，伴随着喂

猫的同时，还会传来老人爽朗的笑声。

　　几个月前，也就是冬季最寒冷的那几天，

张姨静悄悄地走了。按照当地的习俗，举办了

丧礼之后，大家就离开了。远看三楼的那间住

房，窗口再也没有了老人的身影，而楼下的猫

却还在时不时仰望着，等候着。

　　随着时间慢慢过去，老人的猫群逐渐散

去，或许是流浪于江湖，或许是另寻家园，但是

有两只白猫一直逗留在老家属楼的周围，有人

说，这是一对母女，是张姨最喜欢的猫，出行总

是前后相随，现在这俩白猫依旧形影不离，漫

步中也显得心情沉痛，叫声里也没有高音的

呼啸。

　　院子里行人不多，猫也是没有任何的顾

忌，随时都用它自己的行为表达出思绪。有时

候，人们看到两只猫爬到汽车的顶部，目不转

睛盯着窗口的位置，期望老人还能打开窗户，

探出笑脸来。有时候，猫见到周围的熟人路过，

也会凑过来喵喵地叫，或许是在问：你知道主

人在哪里？有时候，人们遇到两只猫安静地蹲

卧在老人的家门口，即使有人经过这里，也不

肯躲闪和让路，纹丝不动。两只老猫虔诚的神

态，温柔的举动，着实令人感动，的确令人

伤情。

　　

　　（作者单位：陕西省新周戒毒所）

瓜甜情更重

家教无言

老人与猫

爱琢磨的车所

  图为7月9日，作者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公安局英阿

亚提派出所，与长期参与矛盾纠纷化解的“爱心妈妈团”志愿者

交流。 马丽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