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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炜

　　

　　周六，我值班。9点多，我和小穆正在社区里巡逻，李

大姐骑着电动车冲到我面前，急切地问道：“魏警官，你们

看到我外孙女没有？”

　　没见到啊。我问：“怎么啦？”她说，她闺女原本答应今

天带着孩子出去玩儿的，公司临时通知她加班，外孙女听

说玩不成了，就有些抱怨，谁知这点燃了她闺女的怨气，

俩人吵起来。她外孙女一气之下，夺门而出，到现在还没

找到呢。我忙着问：“她叫什么？多大了？穿什么衣服走

的？”李大姐说了她外孙女的姓名，今年12岁，穿着粉色的

睡衣和拖鞋，应该是跑到附近的小公园来了。几个月前，

发生过类似的事，孩子就是跑进了公园，在一个角落里

哭，她找到后把孩子拉回家里去的。我说，那我们就往东

找，你往西找。

　　我和小穆往东走。小公园里人挺多，孩子也不少，十

多岁的孩子好像更多，我们只能记着孩子的衣着特征，瞪

大眼睛，仔细找寻。12岁的女孩子赌气跑出来，会遇到什

么事呢？一般人可能不太当回事，但干公安久了，负面的

事情接触得多，就更多了些担心。

　　“那片花草挺高的，能藏住人。”小穆指着一片高高的

油菜花说。我们俩扒拉开花草走进去。嫩黄的花粉，沾染

了两腿，但花草中没人。看到有棵粗壮的树木，怀疑后面

能藏人，我们也过去看看，还有凉亭、山石……但，都没

有。我忽然想到，小孩子会不会藏厕所里呢？我们两个大

男人，当然不好进女厕所去找人。跟我一起值班的户籍警

小余是位女同志，我就回去跟她说明情况。她马上就带着

辅警小刘出来加入搜寻。

　　但是，找遍了附近的大小公园，孩子还是无影无踪。

时间越长越容易出危险啊。我们赶紧跟所领导汇报此事。

所领导很重视，马上派出了支援警力。

　　“公园都没找到，她会不会没去公园？”李大姐

说，院里可能藏人的地方她都找过了。民警决定查看

小区门口的监控录像。吵架是在7点左右，一直看到9

点 ，孩 子 的 身 影 并 未 出 现 在 监 控 中。她 难 道 没 出

小区？

　　民警查看小区的角角落落，凡是能藏人的地方都

看过了，没有。李大姐又回家，把家里的角角落落———

衣柜里、柜子后、衣架后、窗帘里——— 还是没有。民警还

走访了居民，结果依然是，没人看到过孩子。一个活生

生的孩子，竟能凭空消失了不成？民警当然不信。既然

孩子没出小区，那就剩了唯一的办法：找！

　　这时，李大姐的老伴儿给她打来电话，问她是否拿药

了。她老伴儿有病，常年卧床。今天是该到医院拿药的日

子。李大姐忙着找孩子，早把这事儿抛到了脑后。她急忙

赶回家去，拿社保卡。老伴儿说，后窗外好像有很细的哭

声，断断续续的。后窗外就是公共厕所。李大姐进了厕所，

拉开最里面的一间隔板，她的外孙女，正蹲在里面哭呢，

她一下子瘫软在地。她怎么也想不起来，她早上来厕所找

外孙女时，是否拉过这个隔板。而此时，外孙女离家整整

10个小时了。

　　她给民警们鞠躬：“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们跟着忙

了一天。”民警们舒了口气：“找到就好。”李大姐马上给

我打来电话，说孩子找到了。她还特意叮嘱我，让我谢

谢余警官。我赶紧跟小余说了，小余也长舒了口气：“找

到就好。”

　　我们心里的石头，总算是落了地。

　　

　　（作者单位：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青龙桥派出所）

□ 张红

　　

　　“咦，老爸，您怎么来了？不是说不用您送我

吗？”那是高考的第一天，在芜湖市第三中学考

点，一位考生意外见到自己当警察的爸爸，惊喜

不已。

　　这位考生叫周德贤，他的父亲叫周道骏，是

芜湖市公安局镜湖分局赭麓派出所民警。

　　“儿子，老爸在这里执勤。你正常发挥就好，老

爸相信你，祝你高考顺利。”周道骏一边拍拍儿子

肩膀，一边温和地叮嘱儿子。

　　看着这个帅帅的小伙子，父亲的思绪回到了

从前。

　　2004年春，儿子呱呱坠地。当时的周道骏在芜

湖市公安局巡警支队，看着襁褓里的婴儿，初为人

父的他流下喜悦而幸福的泪水。

　　2005年8月，周道骏调到赭麓派出所成为一名

社区民警，一干就是18年。平凡的工作和生活中，

周道骏始终保持着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家风，对儿

子要求很严。儿子没有让他失望，从小受到父亲的

影响，正直率真，学习优秀，独立性很强，尤其是对

警察有着别样的情怀。

　　转眼儿子就长大了。

　　“老爸，我想考公安学校，将来像您一样当警

察。”高考之前，儿子突然对周道骏说了这么一

句话。

　　周道骏心里一怔，心里五味杂陈。他知道，当

警察是儿子的梦想。但他也明白，警察是个特殊职

业，忙忙碌碌是常态，而且时刻面临风险甚至流血

牺牲。哪一个父母不希望孩子平平安安？

　　看着父亲复杂的表情，懂事的儿子笑着对

他说：“老爸你不用担心，好男儿就要有担当和

责任。我既然喜欢警察这个职业，就做好了心理

准备。”

　　那一刻，周道骏释然了。儿子成年了，有着自

己的理想与选择，周道骏决定尊重儿子。

　　高考在即，派出所安排周道骏休假照顾陪伴

儿子。但他看到所里警力少，尤其是高考安保，任

务格外繁重，同事们都在忙碌着。于是，他没有休

假，主动向所长请求在三中考点执勤。因儿子的考

点在三中。他担心儿子看到自己会受影响，特意没

跟儿子说，心里默默祝福着儿子高考顺利。

　　高考第一天上午，周道骏早早来到考点。

　　当儿子看到老爸后，懂事的他明白老爸的

心思，平静地对周道骏说：“老爸放心，我知道

该怎么做。”

　　“行啊儿子！”周道骏故作镇静，其实心里还是

免不了紧张，担心儿子遇到难题，担心儿子发挥失

常。但他没有流露复杂的表情，给儿子的是鼓励的

微笑。

　　18年来，周道骏每年都在护航高考的路上，他

把最美的青春献给了警察蓝。18年中，他尽自己所

能守护着一批批学生平安出入考场。今天，在执勤

的考点，他目送着自己的儿子走进考场。

　　看着儿子的背影和坚实的脚步，憧憬着儿子

将来子承父业成为一名警察，他在心里默默地祝

福：儿子好样的，老爸为你加油！

　　

（作者单位：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镜湖分局）

漫画/高岳

□ 冯筱筠

　　

　　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6周年之际，战友

们隆重组织“重温军旅岁月•共叙转友情怀”联谊

会，共同庆祝我们曾经的节日。

　　亲爱的战友们，今年组织联谊会，意义非凡、

意义重大。一个是实属不易。疫情三年阻隔了大家

畅联、畅饮、畅想，可以说是久别重逢实属不易；另

一个是难能可贵。掐指算来，大家转业有些年头

了，值得纪念、回味和庆祝。

　　联谊会是一次重温军旅、坚定信念的感恩。要

感谢军转这个特殊身份。无论陆军海军空军，还是

战略支援武警等各军兵种，我们都是同年转业、同

批培训、同在一个群，让我们相遇相识相知，从而

让我们成为一个特殊的团队。这一切，都源于机缘

巧合促使、时间长河验证、战友情深义重、群主群

员共融。我们要感谢拥有这个团队，更要珍惜这个

团队的荣誉！要感念军旅这段峥嵘岁月。当年，我

们青春年少意气风发，经过10年20年的军旅锤炼，

从而磨砺成形、塑形成钢。你看：坚毅印在我们的

脸上，担当刻在我们的心上，血性融进了我们的血

脉。这一切，都离不开组织的培养、领导的培育、战

友的陪护、家人的陪伴。我们要感念这段岁月，更

要永远铭记这段峥嵘岁月！要感恩脚下这片金色

土地。

　　联谊会是一次交心交流、释放情怀的汇报。弹

指一挥间，特别是三年疫情的影响，聚会见面少之

又少，信息交流时有时无。这些年，我们都表现出

了“退役不褪色，转业不转志”的精神斗志，从没忘

记自己曾是一名军人。这些年，我们以新兵的姿态

主动融入、归零的心态务本求新、奔跑的状态行稳

致远、初心的本态修身养性。这些年，我们刻苦学

习、努力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成为各行业各

单位的中坚骨干、中流砥柱。这些年，我们乘风破

浪、勇往直前，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了自我

调整、体现了自我价值、展现了自我风采，涌现出

了许多受表彰奖励的优秀战友。

　　联谊会是一次积蓄力量、整装待发的祝愿。作

家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书中讲到，“日子不是

过的以前，应该朝前看。”在此，希望活出自我。阅

读麦家的《人生海海》，上校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

人生如宽广的大海一般复杂多变，生活再苦也应

该面对，就像上校有血有肉地活着，在生活中坚持

自己的英雄主义，活成一个自己想成为的人，简

单、纯粹的人。尽孝趁早。“穿上军装尽忠，脱下军

装尽孝。”我们要把先前的愧疚和遗憾抓紧弥补回

来，努力做到要回归家庭、多陪伴家人、常吃家常

饭、睡到自然醒……保重身体。大家都明白：人生

上半场拼的是事业与家庭，比“上升”，下半场拼的

是平安与健康，比“下降”。今后我们要比健康长

寿、比平安着陆、比幸福快乐，真心希望大家身体

健康、平安快乐！

　　

（作者单位：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委政法委）

　　不管是老李还是老杨

　　哪里出现纷争

　　就会看到他们身影

　　足迹踏遍田间地头

　　穿梭在大街小巷

　　

　　无私奉献不计报酬

　　赢得居民信赖

　　百姓眼里“和事佬”

　　群众心中“定盘星”

　　案结事了感情不伤

　　调解纠纷面对面

　　胸前那枚人民调解徽章

　　饱含着责任担当

　　

　　筑起“第一道防线”

　　构架“干群暖心桥”

　　调解千家事

　　温暖万户心

　　群众口碑

　　就是最高的褒奖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孙吴县委政法委）

□ 郭军红

　　

　　夏至过后，时至仲夏，昼长夜短，天亮得早。4点多钟天已

擦亮。

　　我正在单位值班，听到燕子在办公楼前，叽叽啾啾，或婉

转，或急促，还夹杂着燕窝里刚孵化出不久的乳燕嘁嘁喳喳的

尖细叫声。

　　此时，我迅速起床，穿好衣服，开始了晨练。

　　说起这燕窝，在我到现在的单位工作以来就已有了，具体

存在了多久，不得而知。而且这燕窝不止一个，而是两个。分别

坐落在办公楼前台阶上方，顶棚两侧吊灯座的边缘。

　　每次我出入办公楼，抬头观望燕窝，就会想，燕子们用它

们的唾液与细碎微小的草茎和在一起，用嘴巴衔来，一点点、

一层层地摞起来，最终搭成自己的“家”，得多长时间啊！是3

天？还是5天……

　　燕子搭窝筑巢，就像我们人类盖房建楼一样，房屋建好，

还需装修。对于燕子们来讲，它们建好自己的家，还要再衔来

细嫩柔软的杂草、羽毛、碎布等杂物，铺在窝里。不仅让自己住

得舒适温暖，还要在窝里生儿育女，繁衍后代。

　　说起燕子，一直是人类喜爱的鸟儿之一。它们和喜鹊一

样，是喜气洋洋的象征。记得小时候，父辈们就常常说：“喜鹊

登枝喳喳叫，燕子做窝家来到。”家里住上燕子，被誉为好事来

临的兆头。

　　燕子每天消耗大量的时间精力，在田野、林间，捕捉害虫，

是最灵活的雀类之一。它们主要是以蚊蝇、昆虫为主食。燕子

和大雁以及其他的一些鸟类一样，是候鸟。在深秋季节里，它

们会带着自己的家族，穿越千山万水，飞向南方，寻找自己另

一个家。

　　为了生存，在飞翔的时候，每只燕子都要跟上自己的爸爸妈

妈兄弟姐妹的脚步，身体羸弱，生病无力的燕子，肯定也会中途

掉队甚至死亡。这是大自然的规律，优胜劣汰，谁也无法改变。不

过，更让人惊奇的是，哪怕再远的路途，再复杂的环境，待到来年

开春的时候，它们依然能够靠着自己惊人的记忆力，再次返回北

方自己旧年建起的家。据生物学家统计，燕子南去北归回巢比例

接近一半，头年的幼燕回巢比例为六分之一。这和我们人类自生

的“穷家难舍，亲情依旧”是不是有着异曲同工之感。

　　每次看到办公楼前的燕窝，我会想起小时候，在我家老宅

中屋的檩条处，也有一个燕窝。尽管打扫燕子掉落在地上的粪

便有些麻烦，父母却告诉我们姐弟，家里住着燕子是好事，家

里住燕喜自来，不要淘气去打扰它们，更不要毁坏它们的窝，

否则它们以后就不来咱家了。我也会跟父母说，自己在学校

里，老师教我们唱“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这里

的春天最美丽。”父母就笑笑，对我说：“对啊！对啊。”

　　燕窝，是燕子辛勤劳作建成的家，是他们遮风挡雨的栖息

之地。我们的家，也是我们为工作为生活打拼，疲惫之时，安放

心灵的港湾。人类和燕子分别建成的家，给了我们同样的感

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 有家真好！

　　（作者单位：河北省定州市公安局）

□ 牟伦祥

  “当兵后悔两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这是电

影《战狼》中的一句经典台词。我，就是那个后悔一

辈子的人。在我的人生经历中，虽然没有实现当兵

梦，但曾与“兵”结下不解之缘。

  我从小有个军人梦，1984年上高中时无意考上

招聘乡干部，与军营失之交臂。那时征兵工作一年

一次，乡武装部长每年点名要我协助，一是书写宣

传标语，二是撰写政审材料。春去秋来，我已连续3

年欢送新兵奔赴军营。每当看见新兵换上崭新军装

骄傲自豪的眼神时，一次次点燃我心中参军梦想。

  1987年冬，寒霜压地。河北某部队张连长来我

乡接兵，一番接触了解，张连长得知我有参军愿望，

高兴地说，论体形、文化程度、思想素质、身体状况，

你算佼佼者，只要条件合格，我可以优先把你接走。

我热血上涌，以为军人梦立等实现。按在职干部入

伍要求，须经县委组织部同意，结果失望了。看来，

今生今世我注定与军营无缘。

  不久，我担任乡民政干事。民政工作有一项主

要职责就是拥军优属，从此，我与军人家属开始有

了更密切地接触。

  离乡政府不远处住着一位牟姓大娘，年过花

甲，丈夫早亡，女儿出嫁，儿子与我是小学同学，已

在部队服役一年多。因缺劳力，不懂技术，大娘家中

生产凋敝，但她性格要强，多次拒绝村组干部帮助，

生活游走在贫困边缘。大娘儿子给我写信，希望帮

助他母亲。

  要大娘接纳我们的帮助，从哪里入手呢？我和

村组干部商量对策。最后决定由我出面，以我与大

娘是家族本姓、儿子同学的身份拉近彼此距离。这

招真管用，大娘很快把我当她儿子一样看待，有啥

好吃的还给我留着。

  那年5月，布谷催春，我和村组干部偷偷给大娘

家把稻秧插了。秋天来临，我们又替她收回稻谷。大

娘儿子得知后，消除后顾之忧，安心守护边关，在部

队表现良好并荣获个人三等功。

  如果说关心现役军人家属是职责所系，那么解

决退役老军人疾苦我更责无旁贷。因为，发生在退

役老军人身上的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无时不感动

着我。

  1988年农历腊月的一天，一位70多岁的老人慢

慢走进我办公室。他自我介绍姓丁，曾在抗美援朝

期间负过伤，当初复员时担心别人嫌弃自己身带残

疾，要求组织在档案和复员证上不填写负伤病历。

现在旧病复发，关节变形，他询问能否得到国家优

抚补助。

  我先请老人坐下，然后查询档案。得知老人确

实没有伤病记录，可以肯定的是，他回乡后当过十

几年村支书，事事吃苦在前，从未向组织提过额外

要求。目睹老人现状，我决定帮他一把。

  次日，寒风呼号，我翻山到老人家调查。老人让

儿子特地赶到7公里外的集市买回两斤猪肉留我吃

饭，我再三推辞，老人十分生气，我恭敬不如从命。

后通过乡邻、战友证实，老人受伤属实。我实事求是

向民政局打报告，最终批准了老人优抚补助。

  靠着办好一件件实事，我在军属中树立了较好

口碑。当然，我也收到过意见。有年例行召开军属座

谈会，一位老伯突然给我提意见：“牟同志嫌穷看不

起咱农民，给他递烟不是过滤嘴的不接。”我循声望

去，这位老伯不熟，但他沙哑的声音使我想起来了，

那次他来领取儿子当兵的优待金，硬要给我递烟点

火。我说不会抽，没接。那些年，价格稍贵的香烟才

加装过滤嘴，老伯大概误会了，认为是我嫌烟劣。

  听完老伯的话，我红着脸正要回应。乡分管领

导急忙解释：“这个我要澄清，小牟同志从学校出来

参加工作，确实不会抽烟喝酒，不要冤枉他。”大家

听后，啧啧赞叹。后来，不少军属争着给我介绍

对象。

  光阴悄悄游走。1995年，我考进检察机关，离开

乡政府结束了与兵有关的工作，但我仍时刻关注着

“兵”事的方方面面，几十年从未改变。

  时光温润，岁月生香。现在仔细回想起来，人生

的每一段经历都是宝贵的财富！虽然我没有成为军

队中的一员，但与“兵”结缘的这段经历，成为我人

生中的一件幸事，永世不忘！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 刘亚武

　　

　　上小学时，我就喜欢上了合欢树。只是，那时

我们把它叫作绒花树。

　　我母亲是小学教师，当时我们家就住学校里

面，我自然也就在此度过了小学时光。校园里有四

五棵高大的合欢树，不知是谁栽的，我们家搬去

时，就已长得枝繁叶茂，“亭亭如盖矣”。有一棵就

在我家门前，我每天去上课都要从它身边走过。

　　这棵合欢树造型奇特，树干也很粗壮，一个人

两臂合抱才可以抱拢。在离地一米多高处，主干分

成几根枝丫，其中一根异常奇特，它生长的方向，

几乎与地面平行，约有茶杯粗细，就像一个天然的

单杠。孩子们很喜欢这样的树型，因为很容易爬上

去游戏，那根奇特的粗枝自然也就成了孩子们玩

耍的“单杠”。课间或放学后，常有孩子们在“单杠”上运动，

还有些孩子像猴子一样在树枝间上蹿下跳。这棵合欢树就

像一个强壮而慈爱的父亲，宽容地接受着孩子们的各种

“亲近”。记得我当时也用那根粗枝做过引体向上。但有没

有爬到树上玩过？我现在记不得了，真的记不得了。

　　每年到端午节的时候，合欢花开。浓绿的树冠上，镶嵌

着朵朵粉红色的、毛茸茸的花朵，又柔软又可爱，有一种与

众不同的美。仔细观察，合欢花还有一个神奇的地方，早晨

随着太阳升起，它的羽状叶子全部张开，如同孔雀；到了黄

昏和下雨时，就会悄悄闭合。近看，花儿似少女手中一柄轻

盈的折扇；远望，整树花团锦簇，蔚为壮观。满院都充盈着

它清雅的香气，久久不散。这个时节，我们家还会飘出粽

香，心灵手巧的母亲会备好细麻线，到河边摘些粽叶回家，

用糯米、红枣、红豆包成粽子，煮上一大锅，让我们全家快

乐地吃上几天。所以，在我的记忆中，粽香和合欢花香是交

织在一起的，它们一起伴我度过了童年的美好时光。

　　这个季节是合欢树下最热闹的时候。来树下

玩耍的孩子们更多了，有些调皮的孩子爬到树上

玩时，还会“顺手”摘几朵花下来。老师看到就会提

醒学生爱护花木，那些孩子们就嬉笑着一溜烟儿

地跑了……那时母亲对我教育很多、管束很严。她

为我辅导作业，给我讲故事，教我唱儿歌，是我最

称职的“家教”，母亲的善良、知性、坚韧，塑造了我

的人生。

　　待我长大以后，对合欢树的了解就更多了，才

知道它又名百日红，是绿化和庭园点缀的佳树，在

我们淮北种植很多。此外，合欢树的树皮及花有很

好的药用价值。《本经》记载：“主安五脏和心志，令

人欢乐无忧。”

　　合欢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吉祥之花，有“合

欢蠲忿，萱草忘忧”之说，寓意家庭和睦、夫妻恩

爱、邻里团结。合欢树也被称为“相思树”，深受人们喜爱。

唐代李商隐作诗《相思树上》：“相思树上合欢枝，紫凤青鸾

共羽仪。肠断秦台吹管客，日西春尽到来迟。”以合欢花开

有如紫色凤凰和青色鸾鸟翩翩起舞，表达了他和妻子的恩

爱，景美情真，让人动容。现代作家史铁生写过一篇名为

《合欢树》的散文，质朴简洁，在平淡中讲述了母爱的伟大，

表达了他对母亲深深的思念。

　　我一直很喜欢合欢树。无论走到哪里，只要看到合欢

树，都要多看几眼。我住濉河南岸，河边也有好几棵高大的

合欢树，我经常带年幼的双胞胎女儿到河边玩耍，让她们

认识合欢树，教育她们相亲相爱。

　　我每天晨跑时看到合欢树，心中就充满欢喜，浑身也

充满力量。这大概是源于我对童年快乐时光的深刻记忆，

对贤良母亲的深切情感，还有对欢乐生活的美好希望……

　　

　　(作者单位：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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