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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明銮
　　
　　我没有想到，一次失态竟挽救了一段婚姻。
　　那天，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我的心也仿佛被浇透了。
　　进了办公室，专职调解员老何说有个离婚案件很棘
手，男女双方都是二婚，让我也加入调解团队。
　　这对夫妻在去办理离婚手续的路上，女方觉得自己吃亏
了，要拿点钱补偿；于是，男的动粗，女的报警。老何把两夫妻
分开来分别谈话。我一直在边上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
　　男方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不时爬上桌子。女的则

不停地哭，明显不想离婚。
　　夫妻不和，孩子顽劣，这样的成长环境，日后难免让孩
子走上歪路。触景生情，我想着如何给这对想离婚的夫妻
找点说辞。
　　民警和老何劝解了好长时间。男的抱怨女的脾气不
好，女的抱怨男的花心，双方各不相让。我看火候差不多
了，于是“上场”：“你们想离婚，一拍两散很简单，但是你们
有没有想过对孩子造成的伤害，有没有想过孩子的未来？”
　　一直嬉皮笑脸的男方脸色马上变得凝重，女的也不
哭了。

　　“我也离过婚，知道离婚的痛苦，更知道离婚对孩子
的影响太大了。从小学到中学，我对女儿要求非常严格，
希望孩子有出息，不走歪路。但是因为不完整的家庭，孩
子心里有伤也有怨。我曾经砸过孩子的手机。但是，我的
严厉让女儿更为叛逆。我知道女儿的心灵需要滋润和抚
慰，但是现在的生活节奏，我有多少时间能花在孩子身上
呢。后妈对她再好也弥补不了亲妈的角色。在一个家庭
中，父母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完整健康的家庭，才会有
益于孩子的身心。”
　　我顿了顿，想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接着说，“身为单
亲家长，我付出得比别人多很多，我经常做噩梦担心孩子
被人带坏，因为我见过太多单亲家庭孩子违法犯罪的现
象……”说到激动的地方，我哽咽了，眼泪不自觉地流了
下来。
　　民警和老何在边上看着我，有点愣神了。闹离婚的夫
妻也陷入沉思。
　　“如果你们实在过不下去了，早点办理离婚手续，商量
一下怎么抚养和教育孩子，不管孩子归谁抚养，请记住孩
子有出息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们还有感情，多考虑孩子的
成长，不要瞎折腾。”我说到自己心口隐隐作痛，闭着眼，好
一会才回过神。
　　“老叶同志今天动了真情，你们听了有何想法？”老何
抓住时机地接过话茬。
　　“我们先回去，冷静一段时间。”夫妻俩说。
　　过了几天，老何打电话给男方。男方表示不离婚了。我
站在老何边上，还听到了女方的笑声，听着甚是欣慰。老何
还没来得及挂电话，就笑着对我说：“老叶，你立大功了！”
　　老何后来遇到几次棘手的离婚案，也叫我去客串一
下，效果都不错。
　　

　　（作者单位：浙江省临海市公安局杜桥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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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海旭
　　
　　在我的北方老家，人们把馒头、烙饼等干粮类食品，统
称为饽饽。我是在农村长大的70后，虽然没有尝过上辈人
挨饿的滋味，童年却也有着物资匮乏的深刻记忆。
　　记得小时候，下午经常会跑到爷爷奶奶家要饽饽吃，
眼巴巴地望着奶奶摘下篮子，从里面拿一块饽饽递给我，
总是高兴地接过来，吃得很香！把玉米饼子从中间掰成两
片，涂抹上一点盐和香油，或者夹点红糖，就已经是挺好吃
的东西了！
　　那时候，在北方农村，人们主要是以玉米面为主，只有
逢年过节或者家里来了重要客人，才会吃小麦磨成的面
粉，老家人称为白面。农村老百姓梦寐以求的好日子，就是
一天三顿都能吃上白面饽饽！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家人天天吃白面、顿顿吃细粮早
已变成了现实，孩子们也再不会因为一个白面馒头、一块
白面饼而欣喜了，但是小时候那白面饽饽的魅力，我却总
也忘不了。
　　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吃饭时，父亲经常提醒我：坐得
离饭桌近点，不要掉饽饽渣！对于我吃饭时不小心掉在
地上的饽饽渣，他总是用手捡起来，吹一吹尘土再吃掉。
那时候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都饲养着猪、鸡等家畜家
禽，如果有吃剩下的东西，都会用来喂猪喂鸡，即使洗碗
刷锅的水，也会拌着米糠野菜，给家畜家禽吃，从不浪费
半点粮食。
　　如今生活在都市中，饮食之丰盛，同童年比起来，可以
说有天壤之别。家中的剩饭剩菜，有时只能倒掉，实在可
惜！因为即使勉强吃完或者把剩饭剩菜留着吃，对身体健
康也有害。生活中，杜绝浪费的最好办法，就是吃多少买多
少、吃多少做多少。因此，我常提醒妻子，做饭做菜数量要
少点，够吃就行，哪怕欠着点，也尽量别剩下。每次做饭，我

习惯先看看冰箱里有没有剩下的食物，如果有，就尽量先
把剩下的加热吃完，因为实在不想浪费！
　　我曾读过一篇文章，讲的是几名中国人在德国餐馆就
餐，因为剩下饭菜而被罚款的事，工作人员严肃地告诫他
们：“需要吃多少，就点多少！钱是你自己的，但资源是全社
会的，世界上有很多人还缺少资源，你们不能够也没有理
由浪费！”一席话让他们心服口服。
　　也曾记得有一年游览普陀山，寺庙饭堂墙上几行字让
我印象非常深刻：“粒粒常思农夫苦”“惜福”……

　　是啊！在过去的困难年代，多少人都盼着吃上一顿饱
饭啊！而如今我们生活在华夏大地，饮食无忧，每顿都能够
吃上可口的饭菜，甚至每天变着花样吃，这是多么大的福
分啊！
　　“一茶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
艰。”粮食、饮水等是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更是人们赖以
维持生命的基本保障。从一定意义上讲，珍惜粮食，杜绝浪
费既是敬畏自然、敬畏别人劳动成果的体现，也是在珍惜
自己的福分！
　　不知为什么，看到没有吃完、准备倒掉的食物，我时常
想起小时候那令人眼馋的白面饽饽，便暗自提醒自己：得
惜福！不能浪费！
　　

　　（作者单位：上海金融法院）

□ 王金梁
　　
　　没有人能说得清，它是什么时候长在这
里的，也没有人能预测到，它会不会像别的树
一样，在春夏秋冬的某个时辰突然干枯，最终
隐入烟尘，从我们的记忆深处消失殆尽。
　　一棵柏树，它就长在我们通往外界必经
的路上，每当我们上学放学、出门办事都要经
过它。在大家熟视无睹、往返辗转的岁月里，
谁也没有提起过它，更不用说谁对它有过丝
毫的关心，哪怕是一瞥流连的目光。
　　从家到学校大约有十里路，它就伫立在离
学校三里开外的一座小山坡上。山坡的阴面有
一片低矮的灌木丛，间或夹杂着一些杜鹃树，到
了春天，便会开满洁白的花朵，花蕊虽小，但奇
香无比，伴随阵阵微风，飘洒在空旷的田野中，
为每一个离家远行的父老乡亲带去丝丝温馨。
　　我的家乡多山，且大多是光秃秃的石山，
座座高耸入云，气势磅礴。有人戏言“抬头看
山，帽子都会掉下来”。此话虽是一句玩笑，但
足见山势之陡峭，常常让人望而却步。每一座
山形态迥异、怪石嶙峋，都有一个形象逼真的
名字，有翠峰山、拉尕山、虎头山、将军山等。
一座座高山怀抱着一座座小山，就像父亲怀
抱着他的孩子们，行走在苍茫浩渺的尘世间。
萦绕在半山腰的云雾变幻莫测、飘忽不定，与
山、林、水绘成一幅幅迷人的画卷。
　　而我所在的那个村庄，整个山坡呈缓慢
上升态势，像是一张硕大的脚板，从天空伸展
到河水潺潺奔流的河沟里。山坡低处均为沙
石结构地质，方圆十里，除了这棵柏树，稀稀
拉拉地长着一些青草。那棵柏树站在低矮的
草丛中间，显得格外高大，抬眼望去，像一个
孤独的老人从远古走来，孤零零地站在路边，
任凭岁月的风霜匆匆掠过。山坡最高处均为
黄土层，长着草、树，种着庄稼，也住着人。我
家就住在这百来户人家的村子里，和大多数
庄户人家一样，过着面朝黄土背靠天的日子。
　　这棵柏树长到一人多高时，两根略带弯
曲的枝杈开始向左右两边生长，但总体还是
向上生长，像一个倒立的“人”，算是不成“材”
的那种，镶嵌在养育我的这片故土之中，成为
我们日夜相伴的亲密伙伴。不管是白天黑夜，
风霜雨雪，它始终站在那里。烈日下，它给我
们以阴凉；风雨中，它给我们以遮挡，从来没
有过丝毫的吝啬与怠慢。
　　很多年过去了，我从外地返回故乡，特意
徒步重走山路就为看它一眼，远远望去，那棵
柏树还站在山峁上。久别重逢的喜悦提起了
我的精神，沿着山路步履坚定地向它走去，待
我靠近它时，却发现它已干枯，光秃秃地站在
原地，看上去枯萎已有多年，一股无以言表的
悲凄不禁从心头涌起。我靠着它站了很长时
间，看着落了一地的枯树叶，仿佛看见一幕幕
往事从树上跌落，直到天色暗下，才依依不舍
地离开，往家的方向走去。
　　故乡的明月照亮了我曾经走过无数次的
山间小路。我从这条路走出去，又从这条路走回
来，空气中再一次弥漫着青草和泥土的芬芳。
　　
　　（作者单位：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中级
人民法院）

□ 殷选择
　　
　　那天，女孩用自己的手机报警时，哭得很伤心。“警察
阿姨您好！我爸爸打我，可以自杀吗？”女孩的话，让望谟县
公安局王母派出所民警王雨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儿。
　　派出所值班组赶到女孩家时，她已离家出走，电话
处于无法接通状态。王雨看到一个十多岁的男孩也在
“呜呜”地哭，他是报警女孩的弟弟。他说，姐姐生病才做
过手术，下午煮饭晚了，加上自己做了错事，爸爸做工回
来很生气，就把他和姐姐揍了一顿，然后与妈妈去别人
家吃饭去了。
　　王雨马上打电话给孩子的父母，批评他们教育孩子
太粗暴、丢下孩子不管不问，叫他们赶紧去找女孩。随

后，她与战友们迅速转到闹市区的王母新城警务站，通
过视频追查女孩去向。她才刚坐下，那个女孩就来到站
里报警，讲她爸打她，脚好痛。王雨查看了一下女孩的
伤，问题不大。
　　在与女孩正式谈话前，王雨通知女孩的母亲到警务
站，特意提醒女孩的父亲不要来。然后，女孩向王雨讲述
了自己的成长经历，说母亲也曾遭过父亲家暴，爸爸脾
气大得很，她也曾问过妈妈为什么不离婚，妈妈说怕姐
弟俩被分开，会受苦，然后一个人的收入也支撑不起姐
弟俩的生活和学习开支。
　　在警务站，女孩与急匆匆赶来的母亲抱头痛哭。王
雨耐心开导女孩，讲述了自己的学习求知和考警就业经
历，表示自己小时候也被父母打过，那种教育方式欠妥，

鼓励她直面困难并坚持好好读书，以后才有谋生和发展
的资本。王雨又跟女孩的母亲讲，再有这种家暴行为一
定要及时报警，学会保护自己和孩子。
　　末了，女孩表示再也不会有轻生的念头，一定会好
好学习。王雨这才将女孩的父亲喊来警务站，问清缘由，
普法释理，口头告诫其不得再有家暴行为，否则将依法
处理，劝导他收收脾气，对妻子和孩子多一些关心关爱，
要懂得保护他们……
　　这是“00后”社区民警王雨的工作日常。入警以来，
她在老民警的“传帮带”下，对4个村居的场所管理、房屋
管理、矛盾纠纷调解和服务群众等工作已经熟门熟路，
成长为一名社区安全事务“达人”。
　　王雨常去社区居民、患有精神障碍疾病的小苏家中

走访，给他的母亲留了自己手机号。但凡小苏发病，他的母
亲就会第一时间拨通王雨的电话，喊她帮忙协助送医。
　　3月初时逢开学季，王雨先后到十多所中小学和幼
儿园开讲“开学第一课”，与孩子们互动式宣传法治和安
全防范知识。晚上，与战友们分组进入中学，开展违禁品
搜查……
　　从事社区警务工作，王雨觉得自己相较影视剧里看
到的警察形象落差较大，与那些又帅又靓、技艺高强，时
刻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飒爽英姿格格不入，但又觉得自
己接触的都是基层社区最真实的排忧解难，助力和谐稳
定，意义非凡。
　　

　　（作者单位：贵州省黔西南州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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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失态的调解

惜福

社区民警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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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红
　　
　　转眼又到清明，怀念涌
上心头。
　　张磊，一个铭刻在他生
前战友心中的名字，每当清
明节，往事便一幕幕涌上大
家的心头。
　　忘不掉那个阳光灿烂
的日子——— 2008年8月，一
个普通的夏季，曹爱云和张
磊同一批从警，他们都被分
配到安徽省繁昌县公安局
横山派出所。时间长了，彼
此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同事、
好战友。
　　在曹爱云的印象中，80
后的张磊是个帅气、阳光、开
朗、热情的城市青年，虽然在
农村派出所，出生于警察世
家的他却没有骄娇之气，骨
子里有一种担当与责任，谦
虚、认真、踏实。工作中，张磊
特别爱学习，办事认真、热
情，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
儿。他和战友们经常一起训
练，一起走访，一起执勤。张
磊身上那种严谨勤奋的劲
头让所里的战友们都十分
欣赏。可以说，作为一名新
警，他是进入角色最快的一
个，有很多地方值得大伙儿
学习。
　　忘不掉那个令人痛心的日子——— 2010年7
月18日傍晚，繁昌县繁阳镇横山河沿村发生一
起重大杀人案件。犯罪嫌疑人高罕持刀捅死两
人后逃窜进入横山附近山林藏匿。
　　7月29日，专案组部署警力在高罕可能出
现的地方进行地毯式搜索、蹲守堵截。那天下
午，张磊主动请缨参与抓捕行动，他跟战友们
说：“那家伙跑不掉，今天肯定能抓到他！”谁
知，这句话成了现实，而他却为此付出了宝贵
的生命。
　　那个夏日的夜晚闷热无比，张磊和战友
们不顾连日蹲守的疲劳和暑热的考验，紧盯
路面。22点左右，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影从远处
驶来。
　　“从身形看，好像是高罕！”警觉的张磊发现
后，和战友们立即开始拦截。
　　高罕发现了民警，慌忙加快速度逃跑。张磊
猛追100多米，追上了自行车，一把将高罕拽了
下来。穷凶极恶的高罕抽出一把锋利的短刀，对
着张磊的胸口狠狠扎了下去。顿时，一阵剧痛让
张磊下意识地松开了手。高罕趁机挣脱，拼命
逃窜。
　　一切发生在瞬间！
　　战友飞奔赶到。张磊倒在血泊之中，他强忍
剧痛，爬起来追了31.6米后再次倒下了！英雄的
鲜血染红了31.6米的道路！战友奋起直追，终将
高罕制服。紧接着，增援警力到场，将受伤的张
磊抱上警车，以最快的速度送往医院。
　　在车上，张磊拼尽全力说：“我不能到医院，
还有任务……”谁也想不到，这竟是张磊最后留
给战友的话。浑身是血的张磊在战友的怀里永
远闭上了眼睛，这个年轻而光荣的生命倒在了
追捕凶手的战场。
　　噩耗传来，所有的领导、战友们不敢相信！
证实之后，又禁不住嚎啕大哭！
　　忘不掉那个阴云密布的时刻——— 送别张磊
的那天，繁昌县万人空巷，省公安厅、市公安局
领导以及数万名群众自发来到殡仪馆送行，路
边站满了送别张磊的群众……
　　曹爱云捧着张磊的遗像一步步走向殡仪
馆大厅，心中的疼痛让同事们泪流不止。心里
一遍遍念着：张磊，我们的好战友！我们怀念
你，敬佩你。从你身上，我们读懂了一名人民
警察的正义与担当。正是因为你有着一股正
义感，才能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正是因为你
内心有火一般的激情，才能在热爱的事业中
铸就不朽。
　　2010年8月26日，安徽省政府批准张磊同志
为革命烈士。2011年1月11日，公安部追授张磊
同志“二级英模”称号。
　　如今，张磊生前的照片和遗物被安置在芜
湖市烈士纪念馆。繁昌县公安局特意在内网设
置“英雄张磊专栏”，横山派出所建立“张磊纪念
室”，他的一尊铜像被安置在纪念室中央。每到
清明，来自四面八方的民警、大学生、群众都会
前往悼念、缅怀。
　　岁月流逝整整15年，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英
勇事迹，总会在大家的心中浮现，激励着大家为
钟爱的公安事业踏步向前。
　　
　　（作者单位：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镜湖
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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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红
　　
　　三十八载从警路。砥砺前行，无悔又无惧。
栉风沐雨踏征途，坚守初心固金瓯。
　　长恨春归无觅处。戒园“警”色，一任群芳
妒。普度顽灵祛楚苦，循循善诱正念塑。
　　
　　（作者单位：山西省永济董村强制隔离戒
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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