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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诗人作品展

马背上的检徽

我发自内心动情
为检察官写一首诗
给那片蔚蓝留下一份滚烫

驾无人机巡视
俯瞰每一株草 一粒沙 一滴水
脚步踏遍苍茫
触摸远方和孤独 以及广袤
把所有细微
都浓缩成被洗濯过的光芒

马背上的检徽
闪亮在牧民凝望的目光

走在辽阔的草原
那出于青的蓝 怎能不铭心

沙地公园

这里曾是一片
被无度损毁的草地
满目沙坑，已不见昔日温馨黛绿

检察建议是一封
代表着检察监督的铿锵文书
多部门联手 回填 整合 培植
一座靓丽的沙地公园
在清晨和傍晚
扬起小镇明媚的额头

舒心地听见 有脆生生一粒鸟鸣
裹在检察蓝的背景里

公益守护人

聘请你——
我们站在“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
同尽志愿公益守护人职责
守护一块草原 一片森林 一条河流

非法采摘沙葱 挖掘中草药 捕猎野生动物
污染河流淖尔 毁坏草原植被 非法采沙挖石
生成一个个敏锐的信息 亮起警示

土生土长的一方人
热爱北疆多姿多彩的生态家园
在茫茫草原“公益守护人驿站”
虽然不再燃起烽火
但是随处都有警惕的眼睛

百灵鸟，检察官代你发声

2017年乌珠穆沁草原的冬天
4484只百灵鸟静静地
死于撒下的毒秕谷 死于贪婪

雪原为那些舞蹈和歌唱的美丽
祭上空灵 紧闭的圆润的喙 不再欢快

检察官 以公益诉讼的名义
站在法庭代表你发声
洗濯你每一片沉寂而漂亮的羽毛
让凤头 紫翼 短嘴 长趾百灵……
衔着自由飞翔

以铭心的蓝 让天空更深邃

守护乌拉盖

乌拉盖 是一片
未曾被开垦过的天边草原
乌拉盖河 是一条
未曾断流过的苍渺水系

乌拉盖管理区有一群检察人
以“天眼看、地面巡”“铁塔视联”
河长制 草长制 运用数字检察
把公益诉讼检察视角融入万家农牧

战风雪 不畏寒霜
走荒滩 不辞辛劳

每一个乌拉盖检察人眼睛里
都生长着绿色杭盖
每一个乌拉盖检察人身体里
都流动着一条澄澈的河

阳光正好

绿茵如甸 阳光正好
萨如拉嘎查（村）的牧民
围坐成半圆
女检察官格日勒身着半袖制服
头顶天空的蔚蓝
衬托着纯净的检察蓝

“公益诉讼守护人”钢嘎特木尔说
以前只听说过检察机关
现在能够和检察官一起为家乡志愿服务
法律书籍与宣传册、图片
与一碗奶茶融合着最人文的释义
那是对光的信仰 敢于梦想
天蓝 地绿
成就共同的美好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西乌珠穆
沁旗人民检察院）

草 原（组诗）

苏和迎着湿润的晨风，我跑上北江
大堤。一边是宽阔浩荡的北江，一边
是在黎明中缓缓醒来的涌边路。

我眼前的北江，是西南水闸到
三水大桥的一段，大约有五公里。水
势平缓，江水泰然自若地横流在正
一点点升起的朝阳之下，从大堤望
下去，像从天边流下来的碧波闪烁
的 密 径 。水 岸 边 ，集 靠 着 几 十 艘 渔
船，有勤快的渔民，将他们的渔猎所
获，早早地从大堤下搬上来，再从大
堤上移到涌边路，等待附近居民前
来购买。其中有一个黝黑的疍家汉
子，我在他那里买过好几次鱼。他没
有微信，不懂微信支付这些早已流
行的东西。我只能在每次出门跑步
时，在短裤口袋里放入一些零钱。跑
步结束后，再从他那里换回一些活
蹦乱跳的鱼虾。

我从小喜欢水，很小的时候就
自己学会了游水。水有别样的柔性
和耐力，总显得那么亲切和自然，好
接近，也好相处。自从从部队转业到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这个水网密布
的肥熟之地，就不想离开这里了。

大堤与长跑，仿佛是天然的佳
配。一个人的时候，既可沉思默想，
神游八极，不受任何外物的打扰，亦
可左看右瞧，将掠过身边的景致一
一收入眼底。而大堤两边长达几公
里的风光景物，也随着时光的推移，
吞吐出特有的人文气息，让人一天
天地感知它的凝重和珍贵。一路跑
过北江大堤的过程中，我常常不自
觉地陷入悠远的思绪。

水，豁达、辽阔、灵性，是三水人
民的生命之源，给了三水无限的生
机和活力。然而，汪洋恣意的水又
是无情的，管束不了的洪水会给人
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就在人与自然
既交融又斗争的漫长过程中，人类
创造出了辉煌的奇迹。昂然矗立在
浩瀚江水前的北江大堤，就是这样
一个人间传奇。

北江大堤是珠三角居民的“生
命之堤”，守护着广州、佛山、清
远 2000 多万人口。它北起清远，经

三水，最后抵达南海，全长 63.34
公里，是广东最壮观最雄伟的一道
防洪屏障，也是国家必保的七大堤
防 之 一 。 而 北 江 大 堤 最 主 要 的 堤
段，就在三水境内。在泛滥的水患
面前，北江大堤任何时候都不容有
失。因为在它的后面，就是富庶的
珠三角腹地，是创造了改革开放经
济奇迹的风水宝地。

奇迹的打造，是历经无数水患
后完成的。水系发达的三水，历史
上 也 曾 饱 受 洪 水 的 侵 扰 。 史 料 记
载，从 1526 年到 1949 年间，就发
生 过 大 型 洪 水 88 次 。 1915 年 、
1949 年两次大洪水，给北江流域周
边居民造成巨大生命财产损失，大
批 三 水 人 流 离 失 所 ， 被 逼 外 出 谋
生，甚至漂流出国。有一首民谣：

“三天无雨车（水车）头响，一场大
雨变汪洋。勤耕苦种三百六，一年
只得三月粮。”就是当时人们面对洪
灾的无奈写照。

大禹治水的故事，激励着人们
的行动。降伏水患，成了历代三水人
的渴望和梦想。经过几百年的奋斗，
北江左岸曾经竖起过 13 条小堤围，
但矮小、凌乱的小堤，一遇大水往往
容 易 决 堤 ，带 来 不 堪 回 首 的 灾 难 。

1957 年，在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努力
下，分散的堤围连接起来，修复芦
苞水闸，增修西南水闸，初步形成
了北江大堤。1970 年，又发动培修
堤围大会战，最高出勤劳动力达 12
万人之多。广州、三水、南海等地
政府和人民群众，以巨大的热情投
入治水的“人民战争”，硬是用肩
膀 挑 出 了 全 新 的 北 江 大 堤 。 2008
年，在几代人的努力下，北江大堤
的 防 洪 能 力 达 到 三 百 年 一 遇 的 水
平，真正成为护卫珠三角的“钢铁
长城”。

跑过北江大堤，宽阔浩瀚的江
景，繁忙来往的船只，在脑海中勾连
出无数与大堤有关的人和事。

北江大堤一路舒展，仿佛伸向
了天际。它旁边的涌边路，一路串联
起诸多民居、公园和古建筑。每次跑
到西南武庙时，我都要仔细看看这
座西南街道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
整的寺庙建筑。武庙正门上“岭海回
澜”四个苍劲大字，往往令人与另一
边浩荡的江水联系起来。江河波澜
壮阔，一往无前绝不回头。岭海回澜
处，激起内心波涛的应该是人类。数
百年前的古建筑，让人遥遥看到了
有关命运的昭示，现代人或许还会

作出更为深刻的解读。
距武庙仅几百米的江岸，有一

处叫“驿西码头”的地方。每次跑过
这里，我都会产生悠远的想象。三水
曾是岭南驿道通行的地方，西南驿
道曾是贯通华南地区和走向北方的
重要驿站。古时候，西南就是广东的
著名商埠，古远的三水，各条河涌里
舟楫纵横，船帆林立，满载着人和物
的舰船通向四面八方。千百年前的
驿 西 码 头 ，曾 经 人 头 涌 动 、人 声 鼎
沸，从远方竞相而来的各种船只，在
这里喧嚣集散。三水古驿道的明珠，
当年是如何璀璨耀眼，如今已难以
想象。现在码头是落寞了，但丝毫掩
盖不了它曾经的灿烂。

如今，作为国产饮料“健力宝”
故乡的三水，早在几年前，全区生产
总值就越过了千亿元关口，是中国
富裕型长寿之乡。勠力同心、护江治
水的故事，也在不断发生，让人感动
和振奋。

依法治水，共护江河，检察机关
从不缺席。于是，我们看到，每一次
汛情发生时，三水区检察院都会第
一时间作出安排部署，组建上百人
的防汛应急队伍；院领导带头走上
北江大堤，检查防汛工作，慰问参与
防汛工作的党员干警；佛山市南海
区检察院与三水区检察院联合签订

《加强佛北战新产业园生态环境保
护公益诉讼协作机制》，共同推进
西江、北江绿色生态岸线修复和美
化绿化，提升园区流域生态环境和
资源司法保护质效；检察机关通过
监督行政部门依法履职，有效整治
北 江 油 金 大 桥 段 积 累 已 久 的 “ 四
乱”问题，滩涂环境得到改善，当地
水环境焕发新面目……

曾经多次站在北江大堤上，俯
视安稳涌流的江水；曾经为写水利
工作者的事迹，采访过日夜巡护在
北江大堤上的普通员工；曾经和检
察院的同事一起，在烈日和风雨中
并肩巡查在堤坝上。苍茫无涯的江
水不息奔流，而人的力量更加撼动
天地。不懈追求文明进步和努力进
取拼搏的人类，确实是能够创造任
何人间奇迹的。

我跑过北江大堤，在壮阔无涯
的宏大江景中，如果可以这样一直
跑下去，我想，这一定是三水送给我
的福分。

（作者单位：广东省佛山市三水
区人民检察院）

壮哉，北江大堤
梁德荣

二楼是个大平台，竖着一根旗
杆和几盆黄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平台突然就多出了几盆花，不仅叶
子多，花也大，离近一看，居然是百
合！娇艳的花儿迎风摇曳，让看见的
人都心情愉悦，赞不绝口。

花是第六检察部阿敏的。她喜欢
养花，家里的阳台上种满了各种各样
的花，但平时工作忙，没时间在家伺
候那些宝贝，索性就搬到办公室来，
既能照料，又能让大家欣赏。听到同
事们的称赞，她心里特别美，时不时
地把家里的月季、芍药剪下来送给同

事们。大家找个没舍得扔的奶茶杯子
或者用完的空塑料盒，插上就是一片
风景。放在电脑前，抬眼就是春天。

后来平台上的花越来越多，不
仅春有花、夏有竹、秋有菊、冬有梅，
连品种也增加不少。大如小碗的茶
花，温婉柔美的茉莉，芳香浓郁的栀
子，还有喷雪花、蜜橘、枇杷，甚至玉
树、芦荟等多肉植物也闪亮登场。自
从知道阿敏是养花专家后，大家纷
纷把自己办公室里奄奄一息的小花
搬到平台上，请阿敏诊治。阿敏也不
负众望，妙手回春，施点肥、除除草，

就让小花起死回生。治好了病，还需
留 院 观 察 ，于 是“独 乐 乐 不 如 众 乐
乐 ”，平 台 就 成 了 花 团 锦 簇 的 小 花
园，一片生机盎然。

哪知好景不长，从二楼路过的
干警们眼见着小花们日渐憔悴，叶
子黄了，花也蔫了，垂头丧气的。一
问，原来是阿敏到安徽省检察院参
加业务竞赛了。一周后，阿敏抱着全
省控申检察业务竞赛标兵的奖牌回
来了，花花们又露出了久违的笑颜。

为 了 让 花 儿 得 到 更 多 人 的 呵
护，阿敏开始带起了徒弟，不仅教养

花，顺路捎带还教起了办案。她说，
做控申检察工作接待群众来访就像
对 待 花 儿 一 样 ，要 和 颜 悦 色 ，有 耐
心，慢慢来，这样花儿才会还你好颜
色，群众才能信任你。他能听你讲道
理，才能配合你解决问题。

第六检察部的检察官助理和书
记员在阿敏的带动下，深入开展救
助困难妇女的“皖风送暖”等专项行
动，制定司法救助案件办理工作办
法 ，一 年 来 受 理 群 众 信 访 事 件 122
件，回复率 100%，刑事申诉案件息
诉率 100%，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
基层、消除在萌芽。

她们的不懈努力换来了当事人
的笑靥如花，如平台上那五彩花朵
一样绚烂。

（作者单位：安徽省阜阳市颍东
区人民检察院）

花儿的故事
张燕

“你好，周末我带家人去看望了老朋友，
她现在过得很好，谢谢你们！”三月的江南，草
长莺飞，万物复苏，我收到了网友“半缘君”的
感谢短信。而她提到的“老朋友”，其实是位于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的一口清代八角棱井。

那是一个夏天的周日，我浏览微博时
看到网友“半缘君”的一条求助帖，立即被
吸引了注意力：“……她孤独地躺在废墟
中，周边砖块瓦砾堆积成山，随时都可能消
失不见。谁能救救她？”

根据帖文，“半缘君”从小生长在姑苏
区席场弄 39 号，老宅旁就有一口古井。小
时候，大人们洗菜、洗衣服，她与小伙伴就
在古井旁玩耍，其乐融融。在她的记忆中，
不管烈日炎炎，还是寒冬腊月，古井里的水
都取之不尽，可以说古井承载着她童年最
美好的记忆。

2012 年，因为综合改造，“半缘君”一
家搬离了席场弄。2022 年 3 月，“半缘君”重
拾儿时记忆，费尽周折找到古井，却伤感地
发现古井陷入了随时可能消失不见的境
地，于是有感而发，将寻找古井的心路历程
发到网上，希望能引起相关部门关注，让古
井得到相应的保护。

姑苏古城，有着 2500 年的悠久历史，
不同种类的文化遗产多达 4951 处，其中不
可移动文物占 41.6%，数量和密度均位居
全国前茅。古井作为小微型古建筑，属于文

物和文化遗产公益诉讼
保护范畴，但是在城市
发展动迁的过程中，因
为体积小、不可移动等
原因，容易被混淆在建
筑垃圾中遭到损毁。

我察觉到，这条微
博当中，可能隐藏着文
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公
益诉讼线索。第二天，我
通过微博与“半缘君”取
得联系，了解到古井的
大概位置后，马上与两
名同事赶往现场。

正 值 酷 暑 ，“ 半 缘
君”的老家席场弄周围，
大部分房子已被拆除，
堆 积 如 山 的 砖 块 瓦 砾
中，难觅古井的“踪影”。
我和同事分头行动，开
始了“地毯式”搜索。从
烈日当头到夕阳西下，
几个小时过去，依然一
无所获。

“在这里！”当我们
合力翻开一块木板时，
终于有了意外的惊喜。
一块八角棱形石井圈，
静静地躺在碎石和瓦砾
中，灰尘和泥土难掩时
光留下的印记。越过井
圈低头看井里，仍然有
清澈的井水。古井旁边
有一小块介绍牌——席
场弄 39号古井。

我们把木板重新盖上，并做好标记，马
不停蹄赶回院里，通过“苏州市不可移动文
物库”查阅到：席场弄 39 号古井，系武康石
八 角 棱 井 ，外 径 0.64 米 ，内 径 0.36 米 ，高
0.47 米，井台为长方形花岗石，有护边，为
清代地方特色文物，同时也被第三次全国
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收编在册。

保护文物刻不容缓，次日，我们与属地
街道办事处取得联系。原来，2021 年初，街
道曾对古井采取过临时保护措施——清理
了周边的建筑垃圾，并用木板遮挡了井口。
但是此时古井周边又堆起大量的建筑垃
圾，随时可能将古井湮没。施工中稍不注
意，就会对古井造成不可逆的损毁。

经过研判，我们认为古井仍有极高的
毁损风险，于 2022 年 9 月建议属地街道办
事处按照专业指引对古井予以妥善保护。
当月，我们会同属地街道办事处、苏州市文
保所、姑苏区古保委、住建等主管单位，对
古井保护进行现场综合评估。

古井仍有井水，且井圈与古井连为一
体，文保部门认为整体保护更为适宜。的
确，原址保护是文物保护的最佳方案，这口
井也只有在原址保护才能留住居民的生活
记忆。于是，我们建议主管单位充分考虑文
物保护部门专业意见，结合动迁工程施工
现状，制定并完成古井保护可行性方案。

2022 年 10 月，古井的综合性保护施工
结束。正值秋高气爽，我和同事再次来到现
场，39 号古井躺在长宽约 1.5 米的铁栏栅
里，周边的建筑垃圾清理一空，地面整洁。
铁栏栅上不仅挂有介绍牌，列清了保护注
意事项，还有“控保单位，严禁损坏”的黄色
提示牌，在拆迁工地现场十分醒目。“半缘
君”心心念念的古井终于化险为夷。

不仅如此，在我们的持续推动下，主管
单位与施工单位建立了信息共享机制，保
证施工人员作业时注意避让；同时将古井
设为文物网格化巡查必经点位，实现常态
化保护，今后改造时，也会把古井列入原址
保护规划。

古井，是苏州的一张文化名片，承载着
一代代苏州人的生活记忆。保护古井，就是
保护古城，保护流动的文脉。2023 年，我院
启动了古井保护专项行动，通过开展公益
调查，联合各属地街道办事处和文保部门
专家，为古井建立身份档案，设立保护标
志；推动古井与文化旅游结合，为古井井圈
拓印，留存珍贵的石刻艺术；牵头开展“古
城水系 360 体检——净井有条”专项行动，
20余口古井获得了“新生”。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古井的故事告一段落，但是我们相信，未
来，还会有更多精彩的故事。

（作者单位：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
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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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的沙粒，丰茂的水草，欢蹦
的鱼虾，笨拙的螃蟹，甩尾的老牛，
打盹的牧童，和缓的水流……

古老的村子，依傍着柔柔河水，
该有多大的福报。

我 的 老 家 山 东 省 临 朐 县 庙 乡
村，就有这无上的福分。

夏雨潇潇的午后，我惊诧于隐
隐传来的河水鸣声。拨开雨帘，循声
而往，穿青杨林石径，但见南湖泄洪
桥，数道浑黄的水瀑奔腾而下，跌起
团 团 水 沫 ，巨 大 的 轰 响 震 我 耳 鼓 。
嚯，好大的河水！

庙乡村南，汩汩着四季清流的
杏花河。老人们说，这条源自巨平山
北麓的河，春日里，常常漂着满河的
杏花。那是因为河水流经高家庄、谷
家沟、宋家沟一带，古时山岭遍植杏
树，村子原称杏花村，村前杏花河就
源于此，古县志白纸黑字记载着。巨
平山俗称牛山、方山。

杏花河流经徐家上庄村北，拥
抱了古龙王庙下昼夜不息的山泉，
水量随之增大。这股漂着杏花的溪
水，紧贴庙乡村南，打一个回旋，拥
着村西，逗一下弥南村，轻吻卜家小
河村，投奔滔滔的弥水而去。

这是条四季涌流的河。因水流
丰沛，流经面积广，灌溉了村庄大部
分的良田，更滋润了村人的心灵。河
润泽，民感恩。庙乡古时就有祭河神
的仪式，袅袅香烟里，声声祈祷里，
祈 愿 风 调 雨 顺 、稼 穑 丰 收 、物 阜 民

安。
一条明澈的河。南河河水明澈，

砂 石 游 鱼 ，悉 收 眼 底 。随 意 扒 开 细
沙，就有泉眼涌水。烈日当头，收割
完麦子来到河边，趴在河滩沙泉上，
来一个“牛饮”，那个清爽，那个痛
快，不可言状。

一条鱼虾欢腾的河。儿时，我曾
跟着子营叔夜里挑灯笼下河滩，循
着河滩里的牛粪，半晚照到 30 多只
毛 蟹 ，大 半 水 桶 啊 ，那 是 何 等 的 惊
喜。公路桥眼西侧，跟着牧牛的子新
叔，改道水流，从墨绿的淹子里，打
捞出半筐白稍子鱼，柳条穿了，燃起
干柴烤鱼香。1958 年，政府将村东南
角的河道闸住，建成青年水库。河北
岸第四生产队的取土场，改种西瓜
甜瓜，绿园瓜果香，勾引得孩子们垂
涎不已。河南岸第五生产队的取土
场，改成烧制砖瓦的窑厂，地块改称

“窑直”。
积水成渊，蛟龙生焉。水库蛟龙

未见，倒是鱼鳖虾蟹成群。邻居传珍
大叔，曾捕到 30 余斤大鲢鱼。子成叔
捉到只河鳖，小脸盆装不下。为把河
水扬送浇灌庙后的大片农田，村里
在道班房南的公路西侧，掘出一大
口井。第二年夏天，来大口井游泳的
孩子们遭逢晒盖的河鳖群，大者似
蒲团，小的如碗口。目瞪口呆的孩子
们一声喊，河鳖们纷纷逃回大口井。
大鳖爬行来不及，锅盖一般立起来
滚着跑。

一条育养丽人的河。在家乡，曾
流传一歌谣：“米面胡同的爆仗，吕
家庙子的姑娘；卜家小河的小伙，杨
家厂人的经商。”庙乡的姑娘俏，是
不争的事实。姑娘们出落得水灵俊
俏 ，早 早 就 托 媒 婆 号 下 ，坐 地 不 出
村，这让四邻八乡的小伙们羡慕嫉
妒恨。老一茬，临河王家的秀英、爱
荣姑；中一茬的珍儿、菊儿、娥儿、玲
姐与娟妹；新一茬丽人，多如春日的
杏 花 桃 花 ，她 们 身 段 婀 娜 ，桃 腮 杏
眼，小伙过目就会失魄丢魂。20 世纪
六七十年代，村上京剧、吕剧连台上
演。子芬、子菊等几位站台柱子的姑
姑，粉面含羞，顾盼神飞，鞠躬谢幕
多次，还是被外村小伙围得走不下
台。米脂婆姨俊，秘方在米脂的小米
酿；庙乡的姑娘俏，秘密在杏河水滋
养。傍河而居，濯头洗面，都在河畔，
那可是杏花水洗桃花面啊！无论什么
名牌洗发液，都不及南河水洗出的秀
发油亮飘逸。丽人河，名不虚传。

一条涵养翰墨的河。因有秀水
滋养，庙乡多文人。明代有文章大
家、书法家、官至执掌山西布政使
司的吕三才，“隆庆七年辛未科进
士，工书，且以书法名”。近代有
立塾授业的焯文爷爷，后有输送到
国内外大学任教的博士、教授。庙
乡人尤爱书法。春节来临，家家户
户贴出的春联，楷草隶篆，都出自
本村的书法家。书界宿将，当属私
塾先生焯文爷爷以及之智、世英诸

长辈，他们师从当地书法大家王寿
章。春秋月华下，杏河沙滩作纸，折
柳为笔，寿章先生书沙传艺授徒，虽
系口口相传，却也熏染了几代人。如
今，成长起 4 位省书协会员，玉军和
玉凯是县书协副主席，玉洲是县硬
笔书协副主席，一门走出三位县书
协副主席，也是罕见的。

一条润泽杏林的河。庙乡的祖
传骨科，蜚声内外，被潍坊市授予

“百年老店”美誉，并收入临朐县
非遗目录。20 世纪初，临河而居的
仁厚长辈喜吉，迎娶美丽的姑娘桂
兰。桂兰诞自杏林世家，悄然携来
祖传正骨秘方。夫妇俩借生产队仓
库陋舍，开正骨院，普惠患者。门
头不显，但声誉鹊起。潺潺杏花水
畔，播下一粒种，收获杏满园。改
革开放的春风里，一家四兄弟，开
了三家正骨医院。如今，仁厚长辈
喜吉与桂兰的后人家族 39 位成员从
事正骨医疗。

夏雨潇潇，风爽怡人。越过洪
水奔涌流泻的铁桥，循河岸逆流而
上，但见汤汤而来的河水，润泽了
蒲 草 ， 梳 理 了 芦 苇 。 柳 林 、 杨 林
里 ， 数 不 清 的 清 亮 小 溪 ， 奔 河 而
来。立足新落成的硕大湖畔广场，
极目东眺，但见华建高端铝材、高
端窗博城、国际会展中心，林林总
总，矗立河岸，宛若奇花异卉，竞相
绽放，洒下满河芬芳。

新世纪里，庙乡的杏花河，沐浴
着“绿满城乡，秀美临朐”的春风瑞
雨，脱去神话般虚幻的装扮，踏实成
一条拥花叠翠、清亮可人、富裕一方
的河。富民河，恒久绵延。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朐县人民
检察院）

杏花河，魅力之河
王乐成

江堤璀璨夜 何阳摄影作品

我的美丽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