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社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 109号 邮编：100144 传真：（010）86423503 86423653 总编室：（010）86423352 出版发行部：（010）86423399 订阅发行：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每份 1.00元 全年 398元 印刷：工人日报社（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号）

4 绿海·风景
编辑/龙平川 校对/郝涛涛
联系电话/（010）86423477

2024年 7月 21日 星期日
电子信箱：lhfk7@vip.163.com

公益树

一粒公益种子
埋进心灵的土壤
春光吻向了大地
它，开始了萌发

生命的绿叶
沐浴着恒久的光芒
尽管风吹雨打
始终向美而生
以一种姿态
彰显永不凋零的志向

公益林

山外有山
树后是树
一棵棵白杨
长成山坳里的公益林

山外人从春天里赶来
去欣赏桃红梨白的烂漫
无人经意
白杨的冠冕
也悄然长出了旒缀
那垂挂的褐色绒毛
也是福报的花朵

七月流火
白杨树冠葳蕤生荫
游山的人身居树下
祛除燥热、乘荫纳凉
当一阵山雨袭来
白杨华盖如伞
遮风挡雨

拥有益心为公的胸怀
春天无意争芳
夏日为人纾困
它，蔓根向下
固守着土壤防流失
它，枝叶永远向阳生长
滤化空气，清尘焕新

不信，您听——
那风，从白杨叶掌的哗哗声中吹来
正向未来致敬

公益志

十四行的短诗
写过了四季
依然没有写完

又复一年
倾尽了心血
还是未完待续

直至生命的夕阳垂落
公益依然驻心
不渝如山，也如海

（作者单位：河北省临西县人民
检察院）

公益（组诗）

马士江

坐在窗前看书，不知不觉已是傍晚。
太阳已经落下，远处吕梁山上的

天空成了橘红色，成了豆青色，成了淡
墨色，延绵的山脉一点一点浸没在了
夜色中。山下的灯光亮了，那是同处
晋中盆地上的另一座城市。起身开
窗，夏天的风吹了进来，温暖却不燥
热，不禁想起了《诗经》中的那句诗：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
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让人
想起故乡的傍晚，想起那些年晚风吹
过的夏天。

那时候的夏天是酸酸甜甜的。记
不清哪年哪月开始，村子里的打麦场
边上建起了蜜饯厂，说是厂，现在想想
不过是个大点的作坊。从夏天开始，
厂子里就忙碌了起来，做杏干、蜜枣、
红薯干，整个山村被一层甜蜜的气味
包裹起来，久久不能散去。年轻时候
的母亲每天都要到厂子里打工，一天
可以赚 5 元钱。夕阳西下，放学回家，
我会把家里的朱红色椅子从堂屋里拖

出来当书桌。坐在小凳子上写作业，
太阳的余晖映得朝南的墙壁闪闪发
亮，院子里的青杠树在南风里发出哗
啦啦的响声，山喜鹊、麻雀、黄鹂鸟在
枝头跳跃着，婉转的歌声伴着黄牛的
哞哞声成了一曲交响乐。

过不了多久，顶着一头汗水的母
亲就会回到家里，匆忙地烧火做饭，柴
草在炉灶里燃烧后化作了一缕缕淡淡
的轻烟，盘旋着冲到了天上。少不更
事的我不在意母亲是否辛苦，眼睛被
桌子上的几块杏干或者红薯干吸引。
金黄色的杏干是酸甜的，深红色的红
薯干则是坚韧而又甘甜，含在嘴里很
久才会变软。现在在超市里，红薯干
或者杏干仍然琳琅满目，却再也找不
回少年时的味道。

那时候的夏天是吵吵闹闹的。“儿
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写
完作业，时间还早，平整的打麦场就成
了孩子们的天堂。高高的麦垛是天然
的大滑梯，爬到垛顶上再滑下去，松软
干净的麦秸自会稳稳地接住每一个孩
子。再大点的孩子就可以骑自行车
了，那时候是清一色的二八大杠自行
车，受电影《平原游击队》的影响，不少
孩子都学会了双手撒开车把却能娴熟
地在人群中穿梭自如……

有时候，傍晚正好赶上一场大雨，
孩子们就相约着到树下找知了猴，那
是蝉的幼虫。知了猴的洞一般在稍微
平整的泥土地上，有拇指般粗细，虽然
洞口的那层土很薄，但是再大的雨似
乎也只能冲开一个小小的口子，并不

容易被发现。寻到了洞口，小心地用
树枝挑开洞口还未垮塌的土层，知了
猴的眼睛在黑乎乎的洞口里闪闪发
亮。当树枝伸进去的时候，这些小东
西用两只钳子抓住了树枝，轻轻用力，
顺着树枝就被拔了出来。抓到的知了
猴挂在蚊帐里，第二天就成了黑色的
蝉，也许是早产的缘故，它们大多不会
飞也不会叫，但也正是这些蝉，乡下孩
子的夏天也就圆满了。

离家岁月久，这几年在夏天回家
探亲，即使遇上下雨，也不再能找到知
了猴了，不知道那么多的蝉去了哪里。

那时候的夏天是星空璀璨的。吃
完晚饭，仿佛约好了一样，家家户户都
会到屋顶上纳凉。被风吹得干干净净
的屋顶上还留着夏日余温，铺上一张凉

席，躺在上面就能看到带子一样的银
河，勺子一般的北斗七星，还有腰间有
三颗星连在一起的猎户座。“三星朝南，
就要过年”，想象着过年时能吃到肉馅
饺子和加了排骨的大锅菜，岁月也就美
好了起来。有时候蚊虫多，大家就点着
早年用蒿草编好的火绳，点点火光与天
上的星星呼应着，蒿草的特殊香味让蚊
子远远地躲了起来。

听老人们讲古，说起村子正对着
的马山上有一块石碑，上面写满了古
方；说起村南的杨树林里有一座石屋，
石屋里有一座石槽；说起有一年村里
大旱，山峪里的水库中爬出了一只百
斤重的甲鱼，等人们回过神来的时候，
早已不见了踪影；说起东汉的刘秀曾
经藏在一个水井里，井口落着的白鸽
让他躲过了一劫，这个地方就是离我
们不远的白鸽井村……

说起这些，这座小小的村庄在这
一个个小小的故事中变得神圣起来，
朦胧起来，如同得到庇护一般，每一个
人都甜甜地睡去。

（作者单位：山西省平遥县人民检
察院）

晚风吹过的夏天
庞瑞波

烈 日 灼 目 ，林 荫 卷 风 。 午 后 二
时，宽阔干净的街道上鲜有行人，车
辆也少，整个城市都静了下来。

这里是位于天山北麓、准噶尔盆
地西南缘的边陲小城——新疆奎屯，
占地面积不足我原先所在的江苏省淮
安市的十分之一，在居人口约20万人。

奎屯 ，取自蒙古语中“寒冷 ”之
意。只是时值夏天，正是北疆在祖国
的山河图上绘就浓墨画卷的最美季
节。在援疆初始的这一周里，我没有
感受到一丝寒意，反倒被新疆人民一
浪接一浪的热情持续地感染着。

1.
从南京到奎屯，需要先乘坐五个小

时的飞机抵达乌鲁木齐，随后乘坐两个
多小时的高铁或者汽车前往奎屯。七
个多小时的旅程虽然枯燥，但在进入新
疆时，一切变得令人振奋起来。

从飞机上俯瞰地面，看到天山山
脉皑皑白雪，连绵不绝；多彩丹霞，沟
壑纵横。你会不由自主地惊叹于自
然那多一分则刻意、少一分则缺憾的
鬼斧神工，钦服于人们在恶劣环境中
如雪域白莲般绽放的盎然生机。江
南之锦绣，新疆之壮美，那是两种截
然不同的意境和感触。

此次江苏省检察院共派出 30 名
对口援助干部，分别前往西藏、青海、
新 疆 等 地 ，对 口 奎 屯 的 则 有 5 名 干
警。我们步履不停，虽历经七个多小
时、跨越了 3800 多公里方抵达目的
地，但奎屯市海拔不高，城市基建很
好，比起援藏援青的伙伴，我们的“旅
途”算是非常轻松的了。

落地后，大家的感慨就没有停止
过。在新疆，交通要道四通八达，道
路两旁商铺林立，而就在我们宿舍的
旁边，农贸市场上早市的货物琳琅满
目，晚市的烧烤香飘十里，比内地还
要朝气蓬勃，新疆“落后”的刻板印象
荡然无存。

午后两点，对江苏来说，已经是
进入午休后的工作状态了，但在奎
屯，才刚刚开始吃午饭。这里的工作
时间是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下午四
点到晚上七点半。因此，我们到奎屯
后，当务之急就是要倒时差。

刚来的几天里，早上六七点生物
钟就将人叫醒了，外面的太阳晃得人
睁不开眼睛。七点起身去早市买早
点，店铺压根就还没开门。中午十二
点肚子饿得咕咕叫，挨到下午两点开
饭，却已经失去胃口。晚上十点天还
敞亮着，但身体却通过接连的哈欠提
醒，该躺下休息了。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
深渊，不知地之厚也。站在奎屯的街
道上，遥望远处的巍峨雪山，仰视近
处的平地高楼，方知人之渺小，人之

伟大。

2.
在援疆出发的前两日，我接到正

式通知：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检
察院第七师分院。

七师？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陌生
的称呼。

从乌鲁木齐下飞机后，乘坐汽车
前往奎屯市的路上，我们援疆一行人
向接机的同志问得最多的，就是：“兵
团到底是什么？”“兵团内部是怎么设
置的？”……听完他们的介绍，我们还
是有些似懂非懂。

在当天召开的援疆干部欢迎会
上，七师检察分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龙慧提到，希望我们将江苏先进的工
作经验带到新疆，将这里的兵团精神
带回江苏。

什么是兵团精神？网络搜索虽
然 告 诉 了 我 这 16 个 字 的 答 案 ——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
拓进取”，但并没有告诉我其背后蕴
含的深刻内涵。

一场“七师检察大讲堂”——像
是专门为了我们援疆同行者准备的
一期授课，由车排子垦区检察院党组
书记、副检察长樊雄永为七师检察机
关的干警讲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发展历史：从响应祖国号召积极奔赴
新疆，到落地生根、鞠躬尽瘁；从风餐
露宿、驻兵垦田，到盈车嘉穗、安邦定
国；从历经坎坷、百废待兴，到踔厉奋
发、牢记使命。

结合新中国史和兵团建设史，我
终于理解了什么是兵团精神——那
是创业之初的筚路蓝缕，是苦难之中

的坚守不渝，是挫折之下的韬光养
晦，是重生之后的赓续前行。今天，
即便是地理、经济条件受限，兵团人
依旧当仁不让地以气贯长虹的势头
奋楫争先。

在七师的这半个多月时间里，我
逐渐习惯了撑着江苏的“生物钟”，迎
接新疆的日升日落；了解了当地人时
常笑言“睡地堡子，吃大包子”的艰难
往事；适应了干燥的气候和强烈的紫
外线给生活带来的一些不便；体会到
除了办案以外，每个人身上都要多一
份沉重的责任。

七师检察机关尽最大努力给我
们提供了最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也
为我们提供了难得宝贵的学习和成
长平台。“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从未有过民事检察工作经历的我，在
最初的慌张和迷茫之后，像当年初到
新疆的兵团一样，从头开始，到处虚
心请教、借阅资料，努力协助七师检
察分院民事检察部门检察官办好每
一起民事监督案件。

随着对七师了解的进一步加深，
我的归属感也进一步增强。新疆的
各项基础设施虽然落后于我们较为
发达的沿海地区，但是新疆的兵团精
神刻在七师每一个人的心中，鼓舞着
新一代的检察人。

正如《陋室铭》所述：“斯是陋室，
惟吾德馨。”我相信，在七师这样的

“陋室”中，凭借兵团精神，也能开出
坚韧的“检察之花”。

更何况，孔子云：“何陋之有？”

3.
年少时总会怀有一人一剑走天

涯、锄奸惩恶辨忠奸的江湖梦，对未知
而神秘的“远方”充满着好奇和渴望。

那时候，向往李太白“事了拂衣
去，深藏身与名”的信马由缰，欣赏苏
东坡“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
无晴”的淡泊致远，唯独读不懂孟东
野的优柔寡断：“慈乌不远飞，孝子念
先归。而我独何事，四时心有违。江
海恋空积，波涛信来稀。长为路傍
食，著尽家中衣。”

所谓的“父母在，不远游”，是因
为过去的交通、通信不便利，医疗水平
落后，于是“远行”未必能有归期，所以
相见时难别亦难。但是在今天，一句
问候几乎可以即时传达到全世界的
任何一个角落，一个贴身的拥抱可以
在 数 日 内 跨 越 千 万 里 实 现 。 那 么
3800公里和 38公里又有什么区别呢？

乐天派的我在忙着适应新的工
作和生活环境时，没有想过父母也在
为我牵肠挂肚，甚至整夜辗转反侧，
不能入眠。

从幼时的蹒跚学步，到少时的挑
灯夜读，再到如今的千里援疆，当我
的脚步越迈越大、越走越急，忘了回
头看一眼时，身后的人却是越走越
慢、渐行渐远。

然而，大多的不安源自未知。
2022 年，我曾去徐州挂职交流几

个月，当时父母并没有特别担心过。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了解到奎屯

将举办一场半程马拉松赛事。“不如
我们全家来奎屯跑一次马拉松吧！”
原来还在犹豫要不要来新疆的爸妈，
听后开心地收拾起了行李，在部队的
弟弟还特地请了年假。

在持续了近半月的高温酷暑后，

马拉松当日却是天公作美，厚重的云
层将刺眼的日光遮蔽得严严实实，远
处的雪山持续送来习习凉风，是个适
宜跑步的绝佳天气。绕城一周的跑
步路线，让外地的参赛者更加直观地
看到这个城市的真实风貌。

“这边的人长得都跟我们那边差
不多啊！”

“因为奎屯属于北疆，所以汉族
人要多一些。”

“这是商场啊，还有很多小吃街
呢。”

“奎屯和淮安一样，都在南北分
界的交会点上，也都爱美食，哈哈。”

“刚刚那个饭店老板是维吾尔族
吗？她人真好！”

…………
对 于 为 什 么 热 爱 长 跑 、坚 持 长

跑，他们说，没有人一开始就有十足
的耐力，中途也会产生无数次放弃的
念头，但当你真的坚持下来抵达终点
时，你就感觉不到累了，只剩下满满
的自豪和成就感。

人生何尝不是一场长跑。选择
成为检察官，既是圆自己儿时匡扶正
义的梦想，也注定一路布满荆棘面对
挑战。此时我们更不该忘记，热爱可
抵岁月漫长。

任何语言上的解释和安慰，都抵
不过一次亲历。在送别家人的路上，
我问道：“回去后你们还会想我吗？”

妈妈嘻嘻笑道：“不想啦，看过就
放心啦！”

我一瞬间无言了，突然心里有点
不得劲：“偶尔还是想想吧。”

（作者单位：江苏省淮安经济技
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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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干渴。鸟被迫
放弃了鸣叫
黎明结队赶往山那边
寻找清冽山泉
阳光火辣辣地剥削
泉水日渐拮据

这个寂静的早晨
我很幸福。喝着
一百零八米深的地下水
据说属于纯天然
倒一杯给鸟。鸟不肯
鄙夷地看我
像看剥削山泉的阳光

秋老虎

秋老虎来得堂堂正正
季节此刻是它的
炙烤是温度也是态度
父亲无数次伸出臂膀
用古铜色做见证

田野的玉米大豆高粱
是秋老虎喜欢的猎物
毫无顾忌地追逐
停住，是丰收一望无际
却发现无处下口

（作者单位：辽宁省凌源市人民
检察院）

找水喝的鸟（外一首）

陆宝华

检察诗人作品展
投稿邮箱：lhfk7@vip.163.com

在中原地带，面条是大多数人午
饭必吃的主食，以至于人们饭后见面
相互问候，内容大多一致：吃了吗？
吃过了。吃啥？面条。可见，面条作
为一种食物，滋养生命，功不可没。

我 对 面 条 有 着 深 深 的 情 愫 。 爱
吃，自不必说，相关的一些记忆如同
氤氲的云雾，时常弥漫心间挥之不
去，令我感慨系之。

前几天，我去乡下看望我的姥娘
（外婆），她虽然已经 105 岁高龄，思
绪和言语仍很清晰。说话之间，她再
次向我讲起一小碗面条救了我姥爷生
命的往事。

“小，发黄水逃荒回来后，我和
你姥爷啥也没有，搭个茅草庵住里
面，白天到村外开荒种地。一天中
午，天气很热，我煮好一些野菜等你
姥爷回来吃饭，左等右等不见他的踪
影，我就去地里找他。到地方一看，
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怎么喊也不答
应。没办法，我叫来几位邻居把他抬
回家。邻居说，还有心跳，应该是饿
晕了。开荒种地是力气活，天天吃野
菜，饭食跟不上，大热天，搁谁也受
不了。赶紧给他弄点好东西吃吃吧，
兴许能救回来。”她说的发黄水，指

的是 1938 年国民党军队扒开黄河淹
没黄淮大地。

“小，逃荒刚回来，哪有啥好东
西吃？咱没有，邻居家也没有呀！我
急头抓脑地挨家求借，最后只借得一
小把好面 （小麦面）。我把这一小把
好面和和，擀成面条，煮熟后放上盐
和几片荆芥叶，掰开你姥爷的嘴喂
下。过了很长时间，你姥爷才缓过
来。实在是万幸呀，一小碗面条救了
一条命。”

实际上，由于我幼年时期很长一
段时间是在姥爷姥娘身边度过，这个
故事，姥娘很早以前就给我讲过且多
有重复，面条救人命的事在我的脑海
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如今，生活条
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想吃面
条，随时就有，做法更是花样百出。
人们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在追求美
食上永无止境。偶尔到饭店吃饭，看

着菜单上林林总总的面条种类，眼花
缭乱的同时，总能想起自己生活困难
时期的窘境。

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年夏天，
连续下了几天雨，家里柴火都淋湿
了，生火做饭颇费周折，加上食物匮
乏，缺米少面，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
做、可吃，通常情况下，一天只做一
顿饭。早晨起来，看到母亲躺在床上
无精打采，有气无力，我心里一阵难
受，没吃早饭便去上学了。可能因为
淋雨的缘故，中午放学回来，我开始
发高烧。母亲怜惜地抚摸着我的额
头，说给我做点好的补补身子，吃完
饭躺床上休息，别去上学了。

母亲在屋里搜罗了很长时间，最
后在面缸底刮出半碗豆杂面。母亲问
我想吃什么，我说想吃面条。

母亲擀面条，我强打精神，抱来
湿漉漉的柴火生火烧锅。往锅里舀水

的时候，我劝母亲多添两瓢水。母亲
说水多了做出来面条会很稀。我说，
没关系，多喝点面汤有好处。

汤多面少。母亲特意把稠的捞给
我，让我趁热吃。望着一脸菜色瘦弱
的母亲，我执意把我碗里的面条分给
她一半，我俩同时吃。她若不吃，我
也不吃。母亲拗不过我，吃下少许面
条，喝了两碗面条汤。渐渐地，她的
神情开始活泛起来。

我下午去上学，仍发着高烧，头
脑晕乎乎的，但想到母亲也吃了热汤
热面，她心里肯定会好受些，她身体
也会舒服些，我的病便好了大半。在
教室里朗读课文，我的声音比旁边的
同学高出很多。

多年过去，习惯成自然，面条成
为我日常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主食。我
所吃的面条很素——把番茄切碎，放
锅里爆炒，然后添水煮汤，待到汤色

泛红，放入手擀面条，面条煮熟，撒
上一些荆芥叶，搅拌均匀，一锅色香
味俱全的面条常常让我垂涎欲滴，食
欲大增。美美地吃上一碗，浑身冒
汗，通体舒畅。

每次回老家看望母亲，我总会刷
锅择菜，和面生火，给母亲做碗热乎
乎的面条吃。母亲笑着说我：“你总
是忘不了面条呀！”我对母亲说：“别
说我，就是省里的领导，来到咱县，
也想吃碗面条。”

有一次，我们检察院办一起重大
案件，河南省检察院特意派几位检察
官来我们院指导办案。到了午饭时
间，问他们想吃什么。他们淡然一笑，
其中一位对我说：“能不能给我们每人
做一碗绿豆面条吃吃？”我问：“还想吃
什么？”他们纷纷摆手：“就这就中，就
这就中。”做饭的师傅给他们每人做了
两碗绿豆面条，我正猜想他们肯定吃
不完，谁料想，他们竟来了个“光碗行
动”，还一个劲地朝我竖大拇指：“味美
可口，人间佳肴。”

同行是一种缘分，爱吃面条，也
是一种缘分吧。

（作者单位：河南省太康县人民
检察院）

面条二三事
郑亮

我的美丽乡愁

非虚构作品展

疆行之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