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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诗人作品展

百年秋祭

灵应牌坊前，曼舞霓裳羽衣
唢呐声与粤曲悠然入耳
百年盛景，在佛山祖庙重现

供天的火烛燃得很旺
一直延伸到大宋江山
看历史翻腾烟云
听岁月慷慨悲歌
一条长路，父老乡亲从没走散

九茶九酒，顶礼敬给朗朗上苍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祝福心上那座圣地，永驻吉祥

湖涌水乡

湖涌村，一湖碧水
拨动春天的琴弦
水乡的眼睛
被潋滟珠光一一点亮

我绮丽的南粤大地
曾为你唱过无数的歌
挽着轻悄涌荡的音符
成熟的季节是多么迷人

杜鹃衔来一片粉红
微微香气醉了水乡

观佛山工艺

谁能说出那些精美的艺术品？
砖雕、陶塑、剪纸、木版年画……
谁能说出它们深藏的价值？
与历史同辉，与时间共荣

要多么灵秀的手
才能创造如此动人的杰作
穿越古晋，穿越汉唐
彪炳辉煌于盛世人间

我由此读懂了
1600多年不衰的佛山史

（作者单位：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
民检察院）

佛山手记（组诗）

梁德荣

国家检察官学院沙河校区生态越来
越好，吸引了大批鸟儿来这里栖息繁衍，
一排排大树是候鸟飞飞停停的驿站，在
博明讲堂边的清源湖上，几只天鹅悠悠
游水。估计人间的美景，让它们天堂也
不想去了。

进校园时就听这里的老师讲，大院
里有两位天使，除了“幸福天鹅”外还有
一只调皮的狐狸——只是不知道什么
时候出现。小家伙行踪一向诡秘，白天
不怎么出现。一次，班级微信群里有人
晒出这只明星狐狸的几张照片：身材细
长，小头，脸尖尖的，一副聪明伶俐的样
子。图片刚发上来大家就炸锅了：“咋
像个小狼狗”“乖巧得像只小猫”“狐狸
原来是这个样子”……

听这里的人说，每学期学员入校

时 ，小 狐 狸 都 会 出 来 跟 大 家 见 一 面 。
有 同 学 给 它 拍 视 频 发 给 自 己 的 孩 子
看，小朋友隔着屏幕，看到千里之外的
父母可以和小动物毗邻相伴，兴奋得
不得了，每天吵着要看狐狸。

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这只狐狸还
会跟学友开玩笑。有一次，一位学员
早上在学院一个亭子里锻炼，把手机
搁在条椅上。狐狸施施然出现，突然
出其不意叼起手机就跑。主人发现手
机被盗，赶紧去追，就这样一前一后，
一人一狐在林子里兜了两圈。手机主
人跑累了，停下来直喘气。狐狸又悠
悠回转，把手机放在地上，摇摇尾巴走
了。手机主人事后想想，觉得这出“恶
作剧”还挺有趣，小狐狸蛮可爱的。我
想，这应该是学院里潜移默化的环境

影响，动物久居其中也有了一种人文
默契的灵性。

一只狐狸的存在，让人看到人与
动物和谐相处的美好。现在狐狸不怕
人 ，是 因 为 人 对 动 物 的 态 度 改 变 了 。
以前是贪恋狐狸皮毛的价值，捕猎成
风。现在是动物保护深入人心，换来
人与动物的更高亲密度。也许，在学
院这个特定法治环境里，不光人与人
的关系，人与动物的关系，还有动物与
动物的关系都得到改善。

小狐狸经常是这样的画风：在太阳
下微微眯着双眼，享受自然的温暖。树
林和狐狸融为一体，狐狸像是把整个院
子当成自己的部落，从不东躲西藏，整
日优雅地享受着。这小狐狸频繁出没、
游逛，被拍成视频成为学院的“网红”，

不少学友惊呼“金狐”。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狐狸狡猾。成

语、俗语、民间故事中不乏那种狡猾的
写照。其实这种狡猾是一种生存智慧，
是应对人类侵犯的自然抗体——否则
难免杀身之祸。现在生态好了，环境好
了，动物保护成为众人的自律自觉，狐
狸就像明星一样被大家围着宠着。狐
狸也感觉到这种善意，愿意摆出各种姿
势配合出镜，拖着长长的大尾巴来来去
去，一副享受的样子。这是生态环境变
好的生动事例。

又一批学长乘车离开校园，望着
狐狸追着车跑的情景，我的眼眶有点
湿润……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
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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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潇春雨似天宇深处飘落的泪
滴，淋湿了我们的衣服，也淋湿了我们
的心。

在杨柳关烈士墓园，我们肃立默
哀，向坟冢里的无名英烈深深鞠躬……

英烈们已长眠 91年的杨柳关横亘
于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开江县和重庆
市开州区的交界处。西魏时期，西流县

（今重庆市开州区三汇口乡）县令为了
防御开江、宣汉的盗匪，在此建关设
卡，并在卡门两侧的石碑上刻下“兵备
三千铁甲，地连二百雄关”的对联。一
名文绉绉的县令敢写下如此霸气的对
联，可见此地的险要。而吸引我们的，
是沿途那些不同时代的兵站和城墙战
壕的残垣断壁，它们隔着时空诉说着
一段段金戈铁马的往事，后来者不用
想象就能感触到烽火狼烟的凶险……

1.
1933 年 11 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徐向前指挥红 33 军和红四军，与围攻
川陕苏区的国民党军队王陵基部近
10万人在杨柳关一线拼杀 20余天。

战后，宣汉县杨柳村游击队员何
绍礼和杨柳村村民将牺牲的 1000 多
名红军将士呈三角形状掩埋在号棚
梁、大坟塘和茶园坡。此后，杨柳村百
姓每年清明都悄悄去坟场祭拜。新中
国建立后，何绍礼一直默默守护着这
三块坟场，还带着他的儿子何其祥、孙
子何明松等人定期清除坟地的荆棘杂
草，给坟头添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何绍礼年事已高，他担任杨柳村党支
部书记的儿子何其祥接过守护红军坟
场的任务。九十年代，继任村支书的
何明松也继任了红军坟场守护员。

何绍礼祖孙三代数十年义务守护
英 烈 坟 墓 的 事 迹 在 当 地 广 为 传 颂 。
2018 年，达州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在宣
汉县上峡镇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非常感
动，同时也认为守护如此多的英烈坟
墓不能仅靠个人。时逢 2018 年正式
实施的英雄烈士保护法以特别法授权
的方式赋予了检察机关提起英烈保护
公益诉讼的重要职能。红军陵墓遗址
保护从线索移送、审查到立案、取证、
制发检察建议，一系列工作在达州市
人大、达州市检察院、宣汉县检察院、
宣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有序开展。

当何明松带着宣汉县检察院第五
检察部主任杨洋等检察官挥着柴刀在
荆棘丛中砍出一条路进入墓区时，大
家被坟场的情景惊住了：一个个土包
遍布山坡，土包上有的放着一块石头，
有的放着两块，也有三块的，而更多土
包上没有石头。

何明松告诉检察官，那是乡亲们
当年掩埋英烈时留下的记号：土包上
放一块石头的是排长，放两块石头的
是连长，放三块石头的是营长，没有石
块的土包埋着普通战士。

听了何明松的介绍，检察官们不
由黯然神伤。大家七嘴八舌地问：“杨
柳关阻击战究竟牺牲了多少红军？”

“知道他们的名字吗？”“他们牺牲时多
大年龄？”“他们都是哪里的人？”

何明松苦笑，无奈地摇头——他
也想搞清这些问题，但岁月流逝，参加
过杨柳关阻击战救治伤员的村民们或
已作古，或已老去难言……

2.
检察官明白，要复原那段历史，给

英烈们一个说法得靠自己。宣汉县检
察院向宣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发出检
察建议，督促其拨款对烈士墓进行管
理、修缮，还将杨柳关阻击战战壕遗址
未得到有效保护的公益诉讼线索移送
重庆市开州区检察院，并与该院组建
联合调查组对杨柳关阻击战遗址进行
多次调查。

调查很有收获：1933 年在杨柳村
当甲长的孟树局曾告诉他的儿子孟炳
全：“红军和敌人开战那天，红军请我
帮他们找人抬伤员和掩埋遗体。”

孟树局记得：“葬在茶园坡等三个
墓区的 1000 多人是牺牲在一碗水、号
棚梁、狮子包等阵地上的。而在去山
下唐家院子和宣汉南坝红军医院路上
牺牲的伤员都葬在了刺姑河边。”

孟炳全回忆：“父亲提及此事时泪
流满面，连说造孽呀，牺牲的 1000多名
红军将士很多都是十七八岁的娃娃。”

杨洋和同事还查清，牺牲在杨柳
关的英烈并非全都无名。孟树局等人

证实，杨柳村刚参加红军的何老八、吴
南城是在一碗水战死的，被家人抬回
去安葬；罗打匠受伤后没能随部队撤
走，被还乡团杀害。

在杨柳关附近采访时，我们偶然
看到一个村民拍的抖音：一位佩戴军
功章的老军人由儿孙搀扶着在墓园里
失声痛哭，但面对的全是无名烈士的
墓碑，找不到战友的老人只好一步三
回头地失望而归。

宣汉县检察院干警杨云新记得外
婆曾告诉他：“你两个舅公是 1933年 11
月2日那天扔下农活跑到宣汉西门广场
去找王维舟参军的，你要好好找一找！”

找来找去，杨云新只找到红 33 军
成立第二天就兵发杨柳关投入激烈战
斗的线索。杨柳关 1000多名英烈的墓
园修建后，杨云新再次前去寻找。“我
在三处墓园来来回回逐一凝视每座坟
茔，猜想哪两座属于我的舅公。”杨云
新没能找到舅公的名字，只好用文学
想象安慰自己：“无名烈士的花名册已
被上苍复制在天地之间，永不消逝。”

作为办案检察官，杨洋不想接受这
样的安慰：1000多个年轻的生命岂能以

“无名”的方式与到杨柳关寻找他们的
亲人和慕名而来的瞻仰者们相见？

杨洋想最后一搏，找到英烈们的
花名册，尽管他知道实现这一目标很
难。“即使寻找花名册失败也应告诉那
些到杨柳关寻找亲人和祭奠瞻仰的
人，这些英烈是怎么‘无名’的。”他说。

于是，杨洋带队再次走访知情者，
查阅党史、军史和县志，发现川东游击
军在宣汉改编为红 33 军时，原本只有
三个支队的游击队一下变成三个师，
人数由 5000 人猛增至 2 万多人。爆发
式的扩军使部队管理人员极度缺乏，
连师、团两级也只是明确了师、团长，
政委都空缺着。这种情况下，各营、各
连缺文书也很正常了。再加上，红 33
军虽有两万之众，但要在那些身穿长
衫、头包帕子的人中找个识字的人却
堪比登天。因此，那些无名烈士只能
以集体的名义呈现，他们的音容笑貌
只能留给我们在想象中缅怀。

3.
这是一段有据可查的历史。
徐向前曾应王维舟请求从红四军

调了一些读过几天私塾的人去红 33
军当文书，但很多文书一到岗就在战
场上牺牲了。一天，担架队的吴耀华
到一碗水阵地抢救伤员，见到一个个
子特别高的战士，就好奇地问他是哪
里人。高个子说“俺是东北人”。另一
个战士笑问吴耀华：“同志哥，他如果
受伤，你抬得动吗？”

当时，一碗水正久攻不下，冲锋的
战士们一批批倒在阵地前。吴耀华发
现“东北人”和那个喊他“同志哥”的战
士向指挥攻山的副团长说了些什么，
然后就各抱一捆炸药包向山上匍匐前
进。到达山顶，“同志哥”把导火索一
拉准备把炸药包掷向敌人暗堡，却被
一枪打倒，炸药把“同志哥”炸得粉身
碎骨。大家正扼腕痛惜，只见“东北
人”一声怒吼，抱着炸药包扑向暗堡。
随着轰隆一声巨响，战士们山呼海啸
着冲上了一碗水。

安葬时，吴耀华发现牺牲的这两
个人身上都有一份被炸毁的花名册和
武器登记表。原来，他俩就是刚从红
四军调到红 33军的文书。

也许今天会有人叹息：没炸到敌

人反把自己炸死，太没价值。杨洋却
认为，抱着炸药包扑向敌人暗堡时，

“同志哥”和“东北人”也许根本没想过
什么价值。

家住重庆市开州区三河口的钱昌
友是听着“同志哥”和“东北人”的故事
长大的。很小，他就决心要当“东北人”

“同志哥”那样的军人。后来，他真的当
了兵。不久，珍宝岛发生战事，他毫无
畏惧上了前线。连长问他为什么不怕，
他便说起这个故事：“同志哥”和“东北
人”不怕牺牲的精神一直在鼓舞着他。

烈士宝贵的精神是可以传承的。
钱昌友把红军的故事讲给儿子听，他儿
子也当兵为国家守卫边防。如今，钱昌
友又把“同志哥”的故事讲给刚上小学
的孙子听，讲给孙子的同学们听——总
共 800 多人次的小学生在钱昌友那里
受到了红军精神的洗礼。“把红军精神
深深根植在社会的土壤里，今后国家
需要时，就有无数‘同志哥’和‘东北
人’挺身而出。”他说。

杨洋则认为，办理杨柳关英烈墓园
公益诉讼案是自己人生的“代表作”。
通过办案，一段尘封几十年的历史和千
余名英烈的墓地以相对完美的方式呈
现于世，每年近 10万瞻仰者慕名而来。
红色血脉的传承为宣汉树立了最闪亮
的坐标，百万宣汉儿女在县委、县政府
领导下，传承红军精神，将大巴山深处
的国家级贫困县建成国家“百强县”。

宣汉已巨变，魂兮归来，巴山人民
永不忘记！

（作者单位：四川省达州市人民检
察院、宣汉县人民检察院）

闪亮的坐标
谢朝平 蔡涛

我是一颗小小的流星
时常穿梭于寂寥的夜空
我知道每一次出行
都会触碰到那一张张密织的气层
但为了亮化那条美丽的街市
即使焚身于短暂的一瞬
我也愿意把一个个炙热的惊叹
给那些夜行的人们留下惊醒

我是一颗小小的流星
时常穿梭于寂寥的夜空
我知道每一次燃放
定会成为天街上一次次匆匆的过客
但为了拥抱那个美丽的愿景
即使不能映亮深蓝的天幕
我也愿意化作一次次片刻的璀璨
给那些夜行的人们披上安宁

我是一颗小小的流星
时常穿梭于寂寥的夜空
我知道还有那么多合掌的期冀
因而，我总是努力地——
把一双双沉甸甸的脚步
化作一枚枚陨石
让那坚硬的内核去验证对正义的承诺

（作者单位：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
民检察院）

流星
宫树升

从检之初，我在机关档案室协助
整理档案，具体负责编写页码、填写目
录、书写卷皮和装订成册。

整理档案的工作是枯燥而乏味
的，每天的工作时间几乎都在抄抄写
写中度过。也许是长时间的简单重复
性工作有点无聊，我们几个年轻人便
开始留意材料底稿的字体。我们发
现，在将要归档的文件资料中，拟稿人
的字都写得很一般，有的甚至还不如
我们几个刚进院的毛头小伙儿，心里
不禁有些沾沾自喜。

这天上班后，我又从管理员那里
领取了厚厚一摞材料，开始一天的编
页码、写目录工作。中间休息，我随手
拿起一叠材料，不经意地翻阅，突然感
到眼前一亮：在这一堆文稿中，有一份
十来页的工作报告起草稿，竟是用毛
笔书写的，就连领导修改、签发也是用
毛笔。那书写在拟文稿纸上的行楷
字，笔锋流畅、苍劲有力，无拘无束、自
成一体，每一个字都仿佛在张扬着书
写者的个性。

也许是第一次看到如此漂亮的毛

笔字，我忍不住再次捧起那份文稿，又
从头至尾细读一遍。确切地说，是用
崇拜的眼光慢慢欣赏。

在随后的档案整理中，我们又陆
续看到不少毛笔行楷字体起草的文
稿，甚至在诉讼案卷中还有不少长达
20 多页的阅卷笔录，同样也是用毛笔
写的行楷字体。看到那一份份厚厚
的阅卷笔录，我再一次为漂亮的行楷
字折服。进院之初觉得自己还将就能
看的钢笔字，与这些沉睡在档案柜里
的行楷字相比，根本没法看了。欣赏
之余，我不由得为曾经的暗自窃喜而
汗颜。

在后来近两个月的档案整理中，
我接触了大量文档资料，其中有很多
是用毛笔撰写的材料。既有请示报告

和工作总结，也有阅卷笔录和法律文
书，这真让我大开眼界。漂亮的字很
容易吸引人的眼球，让人忍不住想多
欣赏几遍。那些毛笔字不仅都有深厚
的书法功底，而且也都有各自不同的
书写风格。也许是出于一种好奇，我
很想知道这些既相似又迥异的墨宝，
到底是哪些高人留下的。听档案管理
员介绍后，我才知道档案中那些飘逸
洒脱、行云流水般的软笔字，有的是院
领导亲自草拟的，有的则出自办案干
警之手。

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当时检察院
刚恢复重建不久，在陆续进院的人员
中，既有选调的干部职工，也有安置的
退役军人，其文化水平跟今天相比普
遍不高，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人有大中

专文凭外，更多的是高初中学历。但
就在这些学历文凭并不高的前辈和同
事中，竟然有不为人知的书法高手，而
他们为练就写一手好字的本领，背后的
努力和付出可想而知。

看到差距，便有压力，我也悄然萌
发了练字的念头。从此，我开始喜欢
观察别人写字，但凡看到一些漂亮的
字体，就情不自禁地多瞅几眼，有时还
会用手指比划着模仿一下。尽管后来
依旧用不了毛笔，钢笔字也没有多少
长进，但不可否认的是，平时的习惯性
模仿和练字，不仅养成了自己的书写
习惯和风格，也为我后来当好一名合
格的书记员打下一定基础。

我固执地认为，如果你写的字很
多别人都认不得，甚至会认错，那你在

工作上就是失败的，不合格的。字如
其人，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刚进院的时候，计算机、打印机
这些办公设备还不普及，机关单位制
发的文件材料，大都先手写拟稿、修
改，再逐级送审、签发，最后才能送打
印室打字、印刷，而钢笔和稿纸就是当
时最基本的办公用品。为了让大家练
好写字的基本功，更好地适应办公、办
案工作需要，院领导会经常提醒大家
多练习写字，说一个人的字写得怎么
样，不仅仅是个人的脸面，同时也是单
位的门面。也许领导的话给了大家一
种无形的压力，我后来无意中发现，不
少同事工作之余都开启了练字模式，
而这一切似乎成了那个年代办公楼里
一道别样的风景。

时光如水，往事如风。悄然流淌
的时间长河，注定要抹去许多岁月的
痕迹。而那些沉睡在档案柜中的行楷
书法，却成了我心中挥之不去的美好
记忆。

（作者单位：陕西省镇巴县人民检
察院）

档案中的行楷字
吕晓

杨柳关烈士墓园

“萝卜奶奶是用萝卜换来的。”小
时候，常听村里人这样说。待稍微懂
点事方知 ，萝卜奶奶十七八岁的时
候，家乡连年闹灾荒，庄稼收成全无，
人们或下关东，或外出乞讨，或变卖
家当，只为保住一家老小性命。萝卜
奶奶的爹放出话来：哪怕吃糠咽菜，
谁能保住闺女的性命就把她嫁给谁！

村民张大饼闻知，当天就挑上五
十斤大萝卜去见萝卜奶奶的爹。张大
饼上一年在村东沙岭上种了几亩萝
卜，虽遇大涝，依然收了几千斤。地窖
里放好了，一家人萝卜加榆树皮面煮
糊糊，顿顿混个水饱。就这样，张大饼

用五十斤萝卜把萝卜奶奶娶进家门。
或许是受这个故事的影响，我对

萝卜情有独钟。进菜市场，首先要看
的就是萝卜。常吃，常品，常思，竟然
从这最普通的萝卜身上悟到许多奇妙
和不凡。萝卜是个大家族，白萝卜、红萝
卜、绿萝卜、旱萝卜、心里美、水萝卜……
大如成人手臂，小似诱人的樱桃，各
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口味。有了它
们，人们的餐桌才更丰盛。

萝卜吃法多样。可直接入口，可
腌成咸菜，可炒可炖，可凉拌，可做
汤，可做馅……不仅有果腹之功效，
还可激发人们的味蕾，让日子变得更

有滋有味。如把萝卜切成片或者丝
放至来年春天再食用，其味道更是妙
不可言。

萝卜能给人带来健康。在民间，
许多人都对这样的顺口溜耳熟能详：

“冬吃萝卜夏吃姜，一年四季保安康”
“吃萝卜喝热茶，不烦大夫把药拿”。
其实早在宋代 ，就有诗人这样称赞
它：“嫩白碧绿叶清莹，秉暑凌霜任雨
风。理气宽中消鼓胀，甜如蜜水脆如
菱。”正因如此，古往今来，上至达官
贵人，下至黎民百姓，喜欢食用萝卜
者甚多。据记载，清朝乾隆皇帝就写
过不少有关萝卜的诗赋。其中一首是

这样夸的：“芦菔出金城，蔬中品淡
清。充肠堪以熟，沁齿亦宜生。客舍夸
净练，僧庵种脆琼。富贫原不择，利物
得公平。”不起眼的萝卜，竟然是个

“腕儿”啊！
笔者曾在街头见过这样有趣的

一幕：牛肉丸的大包子二元五角一个
随到随买；三元钱一个的萝卜馅菜团
子，却需排队才能买到。萝卜，真的是
自有魅力，受人喜爱。

行文至此，忽觉食欲萌动。走，上
街买萝卜，晚上就吃它了！

（作者单位：河北省沧州市新华
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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