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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红

　　

　　“磊磊，我年纪大了，下次见你还不知道什么

时候呢……”盛夏的夜晚，安徽芜湖火车站西广

场，古稀老人童阿姨湿了眼眶，拉着民警毕磊的手

依依不舍地说道。

　　毕磊是芜湖市公安局镜湖分局滨江派出所民

警，他跟童阿姨的缘分还得从2018年一件小事儿

说起。

　　那是一个初冬的下午，毕磊处理完一起社区

警情返回派出所。刚走进接警大厅的门，一位老人

从大厅往外走，嘴里念叨着：“哎哟，这事儿真难办

啊，我跑了好多趟了……”出于职业习惯，毕磊注

意到老人的神情有些焦虑。

　　“阿姨，您遇到什么难事儿了？”毕磊主动

问道。

　　原来，老人姓童，年近七旬，安徽省宣城市人。

几十年前，老人在宣城市驻芜湖市一家单位上班，

退休后返回原籍生活。最近，老人要查询原始工作

档案，但原单位已经撤销，人员变动。老人宣城、芜

湖两地跑了十几趟，一直没有办成。这天，她抱着

试试看的念头来到滨江派出所，仍然很失望。于

是，老人准备返回宣城。

　　这样啊。

　　毕磊知道，由于城市规划及种种原因，当年很

多宣城市单位撤销，机构人员变动。要查询、开具

原始档案等相关证明难度的确很大。但既然被自

己遇到了，就要尽力解决。

　　“您别急，我来想办法。”毕磊一边安慰老人，

一边搀扶她返回大厅坐下。

　　室外，寒风凛冽。室内，温暖如春。

　　毕磊给童阿姨递上一杯热茶，向她提了一些建

议。阿姨返回宣城后，毕磊多次与宣城市某单位的工

作人员对接沟通，最终解决了老人心头“难事儿”。

　　毕磊觉得，这本是工作中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

儿。没想到，童阿姨却记下了，并且一记就是5年。

　　这天中午，毕磊忽然接到老人的电话：“磊磊，

我今天下午要去芜湖，想见见你可以吗？”

　　“行啊，我去车站接您。”

　　下午，毕磊请假开车去火车站接童阿姨。老人

虽然身体不如从前，但仍然开朗而健谈。在车上，俩

人聊了不少，最多的还是老人念念不忘毕磊对她的

好：磊磊，你真是一名好警察，心地善良、尊老爱幼，

认真负责。你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给了我温暖……

　　不知不觉夜幕降临。毕磊要请阿姨吃个便饭，

但她摆摆手：“我知道你很忙，能陪我这么长时间

已经很满足很感谢了。”

　　临别时，童阿姨和毕磊拍了一张合影照片留

作纪念，又拉着毕磊的手说着：“磊磊，我年纪大

了，下次见你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如果我再

来芜湖给你打电话，你能见我吗？”

　　“当然，您无论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只要我

有空，一定会来到您身边。”毕磊坚定地点点头。

　　阿姨下车了。路灯下，她的眼角溢出泪水，她

用手抹了抹眼角，朝毕磊摆摆手，示意他开车。

　　毕磊目送童阿姨走进火车站。老人一步三回

头，毕磊默默地看着她，直到她走进车站候车大厅

才开车离开。

　　世间最美是重逢！

　　人的一生总会遇到许多的人和事。有些会随

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忘，而有些会在心里扎根一辈

子。毕磊默默想着：阿姨，谢谢您！您的惦念、目光

和微笑，是我坚定做好为民服务的动力！

　　

　　(作者单位：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镜湖分局）

漫画/高岳

□　胡惠策

　　

　　“小魏，准备一下，一会儿去兴泰小区。”

　　“是回访郝大爷吗？”

　　带上走访回执和慰问品，这天一大

早，我和民警小魏开动警车出发了。

　　到了郝大爷的住处，70多岁的郝大爷

热情地招呼我们进了屋子。

　　“郝大爷，最近您身体挺好的？”

　　“我身体好得很！以前总给你们添麻

烦，要是没有你们的保护，现在我还不知

道在哪儿呢！”

　　看到郝大爷的变化，我们也深有感

触。当初那个对民警劝阻完全听不进的老

人，现在已然成了小区安全宣传员。

　　郝大爷退休后不习惯一下子闲下来

的生活，便在老宅的院子里种了一些蔬

菜。老宅就在小区对面，跨越铁路线的另

一侧。

　　刚开垦时，铁路桥下的河道干枯，郝

大爷还可以穿过河道去对面的老宅。后来

河道经过整治，有水了，老人不愿意绕行

1000多米外的涵洞，依旧选择横穿线路去

耕作。从此，郝大爷就与负责这一片线路

的民警们打上了交道。

　　第一次是火车司机报警，我和同事赶

到现场，在郝大爷的老宅院子里找到了

他。“大爷，刚才是您横穿铁路线路了吧，

您 的 行 为 可 是 违 反 了 铁 路 法 相 关 规

定……”我开门见山，“您这样做，第一是

影响铁路行车安全，第二也是对您本人的

安全不负责……”

　　“道理我都懂，可是绕行得多走20分

钟……我的安全，我自己能做主！”

　　我与郝大爷的第一次交流并不成功，

但我明白，对群众要用心做思想工作，心

气顺了，工作就好办了。这之后，我和小魏

多次到老人家中，帮老人干点活，和老人

聊聊天，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绕行

太远。

　　我决定带着小魏每天在列车通行的

重点时间段进行巡逻防护，郝大爷仿佛和

我们玩起了捉迷藏，专门避开我们的巡逻

时间出门。

　　去年秋季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来到

铁路大桥巡逻，看到郝大爷正在铁路护肩

上行走。此时一个火车头将要通过，我赶

紧飞奔过去将郝大爷拉到路边。等火车头

驶过，我说：“您看，刚才多危险！幸好车头

的速度还不是太快，不然后果不堪设

想……”一番劝说后，我又拿出手机将曾

经发生的铁路交通事故的视频和图片给

郝大爷看。这一次郝大爷没有争辩，而是

默默走到院子里，拔掉了种植的大葱、南

瓜等。我也没再多说话，只是在一旁帮郝

大爷搬运着那些菜……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再未见过郝

大爷。直到去年年底，我和小魏到沿线社

区回访时，小魏在熟悉的铁路路段又看到

了郝大爷的身影。

　　郝大爷主动迎了过来，说：“秋天的那

次经历，我后来越想越害怕，就寻思着来

路边帮忙做做安全宣传，反正我闲着也是

闲着……”我们被郝大爷的举动感动了。

　　

（作者单位：太原铁路公安局太原公安处）

回访

□　梁德荣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

是那么鲜活

一群群优秀的检察官

在执著前行中动人地微笑

有多少挥洒的汗水

为人生旅途增添绚丽色彩

有多少心血的流畅

为人生恢宏打下深厚根基

脚踏实地，一如既往

谨遵教诲，坚持理想

抒写人生的华美大章

赤子的心

在满园秀色中飘香

中国司法前进的道路上

一代又一代后来者展翅翱翔

　　

（作者单位：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风姿

□　何 俊

　　

秋天在哪里

在抖瑟的黄叶上

在圆月的清光中

在银镰的歌声里

秋天在哪里

在香甜的瓜果园里

在成熟者的来信里

在丰盈和年富力强里

风儿吹皱湖水

给你脸上添了几道皱纹

银霜跳上树枝

给你鬓角露了几根白发

而我却听到了

你跳动着的生命脉搏

纵然是冰天雪地

你也会大踏步向冬的领地走去

故乡

你是我心中镌刻痕迹最深的水乡风景画

浓浓的乡愁就是画中最美丽的花蕊

最亲切的莫过于那一缕缕乡音

最依恋的是那一份份乡情

最难忘的是妈妈站在村口遥望的身影

那故乡的风轻柔地抚动树枝

桃花散落 暗香飘荡村庄的每个角落

雄鸡高唱 打破故乡安静的晨曦

村庄被一层层的雾气笼罩

黑色的烟囱冒着晕圈

炊烟的味道弥漫在故乡的沟港湖泊

于是又见乡亲们劳碌的身影

哦，故乡

一个我脑海里依恋的地名

一首我胸口温暖的歌

一段我心灵深处抹不去的荣耀

在我剪不断的乡愁里

故乡永远是我的最爱

　　

　　（作者单位：湖南省安乡县人民法院）

秋天在哪里

□　蔡同伟

　　

高高地挂在

村中的电线杆上

嗓门洪亮的大喇叭

多少年一直很风光

它是村干部的传声筒

是宣传教育的主战场

每当大喇叭开腔

村干部的声音便传扬四方

有时传达上级的政策

有时公布村里的规章

有时插播通知广告

有时发表即兴宣讲……

土里土气的乡音

河水一样涌淌

村里村外的大情小事

乡亲了如指掌

逢年过节

还能把经典歌曲戏剧欣赏

接地气的大喇叭

源源输送出精神食粮

营养着乡亲的思想

哺育出乡村新风尚

如今乡村虽已联通互联网

大喇叭依然留守在岗

一如既往奉献

传播信息的能量

它是乡村的文化符号

是寄托着乡愁的音响

　

  (作者单位：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东山街道

司法所)

□　刘卫国

　　

　　“英明”一词出自《抱朴子•嘉遯》，解释为卓越

而有见识，英明的决策，指在做事情的时候可以理

性地思考问题，提出最合理的处理方法。

　　但我说的“英明”却是一个人，一个曾好几天

不刮胡子的“英明”。

　　英明全名薛英明，最早认识，还是他在西安铁

路公安分处咸阳车站派出所任所长，当时他是全

国第一批优秀人民警察，咸阳站派出所是全国优

秀派出所，加之阳平关车站派出所优秀民警王礼

寿，于是在单位内部便有了“三学”活动：派出所学

习咸阳所、干部学习薛英明、民警学习王礼寿。

　　在咸阳车站派出所采访过薛英明一次，但真

正认识薛英明还是他从咸阳站派出所调到公安处

刑侦科任科长，虽是平级调动，但让我真正认识到

了薛英明“优秀警察”的本质。

　　那是在1996年，陇海铁路华山车站某仓库发

生一起5万枚雷管被盗案，被上级列为一个月之内

四大必破案之一，我正好从派出所调到宣传部门，

便随警作战，一线采访。

　　专案组组长就是刑侦科长薛英明。初见，薛科

长精精神神，可是没几天，俨然变成个黑脸“老头”，

细看原来是脸上长满了胡子。专案组的伙计们都说：

“薛科长，把胡子刮了吧，胡子拉碴有损科长形象。”

　　“没事，我的胡子我知道，我不给它‘面子’，它

就要从我的脸面钻出来。天生长的，警察也是人。”

　　“得是（是不是）？”我问。

　　“是的。”薛英明嘿嘿一笑。

　　其实后来我才知道，薛英明是急于上案子，没

带刮胡刀，在案发地，也没有商业网点，别说买刮

胡刀了，专案组吃饭也是“打游击”，住宿条件更不

用提了。

　　“伙计们，案子不破，我是不刮胡子！”在案发

第六天的专案分析会结束后，薛英明一句话逗得

大家哈哈笑。

　　华山雷管被盗案，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就

像山峦沟壑中的一团团云、一层层雾，看不清望不

透。东方欲晓，坐在审讯室的薛英明细细翻阅着卷

宗，终于发现端倪。于是，按照专案组部署，专案组

民警东至河南、西至甘肃、北至山西、南至湖北，半

个来月，犯罪嫌疑人悉数归案。

　　我印象很深，案件告破的凌晨，薛英明站在租

住的民房二楼对着冉冉升起的太阳，拿出对讲机：

报告领导，报告领导：雷管案告破！雷管案告破！请

领导放心！请领导放心！

　　其实大家包括薛英明在内都知道，对讲机在

这个山村是没有信号的，薛英明高兴，大家也高

兴，这么大的案子破了，发泄一下，很正常。

　　除了看守犯罪嫌疑人的，累了几天的伙计们

倒头睡着了。满地烟头，薛英明看不过去，拿起扫

把就扫了起来。犯罪嫌疑人竟把有点邋遢的薛英

明当成小旅馆打杂的，“老汉叔，发个纸烟。”

　　薛英明愣了一下，马上反应过来：“额（我）不

抽烟，去给你找一哈（下）。”

　　其实为了案子的薛英明最近烟瘾很大，之所

以“玩”这出，有他的用意。

　　转了一圈，薛英明又回到临时羁押室，递给犯

罪嫌疑人一根烟。

　　“老汉叔，你是好人。”犯罪嫌疑人恭维。

　　“混饭吃，年龄大了，打个杂。”薛英明附和。

　　“这回额把事整哈咧（捅娄子）？”

　　“我只是这打扫卫生的，你啥事跟额没关系。”

薛英明依然附和道。

　　“老汉叔，能不能给我整点吃的，饿很。”

　　“没问题。”

　　“装”就“装”到底。弄来一包方便面，犯罪嫌疑

人就和薛英明东拉西扯“谝”开了，薛英明最终还

是绕到了案子上。

　　做贼心虚，犯罪嫌疑人觉得薛英明这个老汉

叔可交，好像看到一根救命的稻草，无意中漏出了

实话：“说实话，看到山底下有个仓库门，里面肯定

有值钱的东西，我便叫了3个伙计。进去之后，看整

箱整箱的，肯定值钱，谁知趁看守工换班之际偷出

来后一看：竟然是炸药（雷管），感觉把事弄大了，

于是我们便把它就地埋了。”

　　“埋到阿达咧（埋到哪里了）？”薛英明问。

　　“就在仓库门外大约100米公路左边的一棵树

下，当时树下正好有一个坑。”

　　专案组其他民警立即行动，指认现场，固定证

据后，雷管送回仓库，一枚不少。

　　犯罪嫌疑人押解回西安。

　　回到西安的薛英明第一时间刮了胡子，有损

警察形象不说，薛英明自己也难受。

　　到看守所提审犯罪嫌疑人，刮了胡子的薛英

明，面部白白净净，穿着警服凛然，犯罪嫌疑人傻

眼了：“你这老汉叔……哎，我认栽。”

　　犯罪嫌疑人未料到，原来“老汉叔”是警察。

　　

　　（作者单位：西安铁路公安处）

胡子科长

□　王军 孙佳

　　

　　孟河派出所最近改造，使用了几十年的食堂也随之翻新。在收

拾杂物时，靠近食堂北墙的柜子上，零零散散摆放的快餐盒引起了

大家的注意。

　　快餐盒呈半透明状，内部分成两大三小共五个隔层，方便将不

同种类的食物分装开，再配上一个圆形打包碗，一双一次性木筷，

一柄塑料汤匙，就组成了快餐“四件套”。食堂的师傅说，这些快餐

盒还是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刚发生时买的。为了尽快切断疫情

传播渠道，大家开始实行分餐制，每到中午11点、11点半、12点这3

个时间段，各岗位的成员就会派出一位代表，去食堂领回用快餐盒

盛好的饭菜，统一在办公室就餐。

　　后来，辖区设立了多个交通卡口，执勤的同志们一站岗就是12

小时，没办法回食堂就餐。也是这些快餐盒，承担起了给站岗的同

志们送饭的重任，让大家团结一心奋战至疫情结束。再后来，疫情

结束，快餐盒也结束了自己的使命，被搁置在橱柜的角落里。

　　也有人说，似乎是老王处置那起群众落水警情的下午，从外面

带回的快餐盒。那是岁末年初的寒冬。那天是老王值班，中午11点

多的时候，接到一起群众落水的报警。老王赶到现场，了解到是小

李酒后在河边醒酒，哪料青苔湿滑，加上又下小雨，一不小心就跌

到了河中。老王到达现场时，小李虽然意识清醒，但肉眼可见脸部

发白，嘴唇发紫，说话声也不住地打战，显然是冻到了极点。

　　老王三步并作两步赶上前去，在确认小李暂无大碍后，立即着

手施救。岸边碎石布满青苔，雨后更显湿滑，简单拉扯很难将小李

救出水潭。老王在仔细观察周围地势后，迅速改变救援方案，让小

李将救生绳的一头紧紧系在自己腰上，另一头系在附近的粗树干

上，和同事们一起使劲，成功将小李拉上了岸。

　　老王给小李擦拭干净身上的水渍污泥，把他带到单位，领入空

调房，递上热水。看小李冻得直哆嗦，老王又自掏腰包买来一套干

净的衣服让小李换上。等救护车把小李接走作进一步检查时，已经

过去了两个多小时。

　　警处完了，可老王却有些悻悻然——— 食堂的饭菜早被吃完，连

锅碗瓢盆都洗得干干净净。老王无奈，只好去隔壁超市买了泡面充

饥。这时候接到所领导电话，让老王带一批快餐盒回所。

　　于是，当天下午食堂的杂物架上就多了这些快餐盒。每到饭点

前半小时，食堂阿姨就会耐心询问每个岗位警力的就餐情况，接

警、提审、抓捕、维稳……碰上手头有紧活赶不上饭点的同志，只要

提前说一声，阿姨就会把热腾腾的饭菜盛进快餐盒，放入保温箱。

不管多晚，只要大家得空了，就能坐下来吃口热乎的饭菜。这种感

觉，不仅仅是吃饱肚子的幸福，更是一种家一样的温暖。

　　这些小小的快餐盒，就像派出所里的人，看似微不足道，却依

旧坚守岗位，在需要自己的时候，义无反顾地奉献自己的一切，为

了群众的福祉共同奋进。

　　

　　（作者单位：江苏常州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

快餐盒

□　牟伦祥

　　

　　6岁时，父亲带我到村小报名读小学一年级。学校是大队办的，

没校名、没校址、没教室，我们上课四处打“游击”。

　　第一学期的教室是第6生产队一间装粮食的空屋，只有一个

门，四周土墙，没有窗户，里面光线昏暗。教我们的张老师50开外，

一人教我们语文、算术、音乐、体育等全部课程，报酬是上一天课

生产队记一天工分。那时没有课本，找上一年级同学借，几经转

手，等课本传到我们手上时，已朽烂不堪。张老师将课本内容用毛

笔工整誊抄在一张张大白纸上，贴在黑板上供我们学习。

　　这学期结束，不知什么原因，第6生产队要收回教室，我们没了

栖身之所。队长承诺可以提供地基，让大队修建。支书号召社员出

工出力，很快建好了一间土木结构的教室。

　　新学期开始，我们搬进教室。教室左右墙壁上各开两扇木窗，

房顶安装几处亮瓦，光线充足，空气流通，但泥土地面凸凹不平，

张老师带领我们平整地面，置身其中，嗅着满屋散发出新鲜的泥

土味，大家心里特高兴。由于建房仓促，泥土没有很好养护，不到

两个月，教室一面墙发生倾斜，张老师急忙从家里扛来两根木檩，

将墙壁支撑防止垮塌。

　　这学期，我因学习成绩优异、表现好被评为红小兵（后称少先

队员），张老师带我去公社完小参加佩戴臂章仪式。完小共有8个

班，墙壁由片石砌成，里外石灰粉刷，木楼，三合土地面平平整整。

每间教室宽敞明亮，木格子玻璃窗可自由闭合，课桌整齐划一，摆

放有序。更让我羡慕的是，完小有许多篮球、乒乓球、羽毛球、铁环

等从未见过的体育用品。要是能到这样的学校读书该多好啊！

我想。

　　加入红小兵团队后不久，一天早上我刚跨上教室外坝子，只

见教室前围了一圈人，大家七嘴八舌说着什么。原来，那两根支撑

教室危墙的木檩被人偷了，墙壁摇摇欲坠，支书同张老师商议，教

室不能上课了，学生回家休学。完小放寒假后，支书出面找完小借

了一间教室，供我们继续学习。

　　那年冬天一点不冷，坐在完小教室里，我们感到无比新奇，学

习劲头十足。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寒假快结束了，校长催我们腾教

室。哪里去落脚呢？支书给校长说好话，希望再借一学期，大队保

证把新教室建好。校长答应把比教室小许多的教师办公室借给我

们，同学们感到十分开心和满足。

　　新教室选址就在完小旁，如期竣工。后来张老师不能胜任新

的课程，大队聘请牟老师教我们。牟老师时年19岁，文化程度较高，

有活力，他带领我们搬桌椅、扛板凳，从完小高高兴兴搬进了新

教室。

　　春去秋来，花开花谢。四年级时，大队决定招一个初中班，在

我们教室旁搭建一间偏屋作为教室，檩木搁在我们教室的尖墙

上。谁知9月开学不久，意外发生了，那天下午天气闷热，正在上课

的我们突然听到“轰隆”一声巨响，灰尘一下弥漫开来，初中教室

垮塌了，重伤两人，轻伤20多人，所幸没有师生死亡。这次事故，导

致我们教室也成了危房，只好又“搬家”。

　　我们搬到第16生产队一间空屋读书，教室条件与第6生产队那

间差不多。艰苦的环境，并没有挫伤我们学习积极性，坐在简陋教

室里，依然传出郎朗读书声，像一片春苗在茁壮成长。后经修缮，

直到上五年级我们才重新搬回原来的教室，那时小学是五年制，

在这间朝思暮盼的教室里，我们只读最后一年就毕业了。

　　往事如烟，流逝的光阴无法抹去童年的记忆。回想我的小学

生涯，5年时间竟搬了6次教室，一次又一次的流动，并没有影响我

求知的欲望，相反，它使我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学会了坚韧不

拔，学会了更加珍惜拥有的一切。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流动的教室

 鸣翠    刘大庆摄 

乡村大喇叭

世间最美是重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