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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的我，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参加
工作，记忆中的国庆节都是放假一天。为了
确认此事，我又专门给老爸打电话问他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是不是这样，得到了他的明确
回答：“每年‘五一’‘十一’各放假一天，春节
5天，全年共休 7天。”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工作阅历的丰富，我
对国庆节的理解基本上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学生时期，那时的国庆节只
是周日之外的一个休息日，老师每次都要留
作业。第二阶段是 1991年参加工作后，国庆
节仍然只是一个休息日的概念。直到 1995
年 5月 1日，国家开始执行双休日制度之后，
国庆节就有了三天放假时间。在此过程中，
国家建设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双休日带来的休闲惬意逐渐改变了国民
的生活节奏。第三阶段是一个新认识过程，
从过去的懵懂无知到深刻领会。

1999年 9月，国务院改革出台新的法定
休假制度，每年国庆节、春节和“五一”法定
节日加上倒休，全国每次放假 7天。此后，每
到国庆，从首都到乡镇，到处都飘扬着鲜艳
的五星红旗，居委会、村委会、大街小巷中的
商铺，甚至有的居民住宅门前也会挂起一面
五星红旗。正是这种爱国情怀的尽情展露，
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奋进不止。

第一次长假，由于国庆节和中秋节相
连，总共放假 8天，这让几乎所有的上班族
都欢呼雀跃，有旅游计划的早就买好了机票
和车票，没有旅游的都计划在家好好休息。
我计划在家过节，开头几天确实很轻松愉
快，每天很晚起床，然后和妻子带着儿子回
父母家吃饭、逛街等等，三天后就感觉无事
可干了。后来几天，有些茫然起来，甚至更盼
望早点上班，有些事做才好。到了上班那天，
早早起来准备，到了单位，才觉得恢复正常。

2012年国庆节，全国高速公路首次实
行节假日小型车免费政策，家用车节假日旅
行第一次成为高峰热点，多地高速公路第一
次出现大堵车现象。之后十多年间，私家车
大量普及，自驾游在国家全面发展的态势下
应运而生且发展迅猛。2023年国庆节，我终
于迎来了人生第一次自驾游。早在 7月初，
就与妻子详细研究了几次，比较飞机、火车
费用和各种可能旅游路线后，决定趁“十一”
放长假加上休假时间，驾驶自家的“全顺”面
包车来一次自驾游，一是领略祖国的大好河
山，二是顺路看望在上海工作的儿子。

决定后立即开展车辆的保养工作，轮
胎、机油全部换新，减震弹簧也更换为加强
型，之后开始车辆内部改造，将后座拆下重
新铺装实木地板和改装的棕榈床垫。前后两
月有余，又经过两次短途实验，然后带好煤
气、灶具和锅碗瓢盆，于“十一”当天准时驶
上高速公路。

东北枫叶正红，一路向南，渐行渐绿，车
过山海关便满眼都是绿色，妻子在车上很高
兴，像小孩子一样大呼小叫，一会儿这红了，
一会儿那绿了，全路的兴奋。

第一次驾车过黄河，山东滨州黄河大桥
的雄伟，让人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黄河大合
唱》的豪迈。过江苏南通长江大桥，临近桥中，
超高的拉索桥台需要把脸贴在方向盘上才
能仰视全貌。超长的大桥一眼望不到边。超宽
的桥面，超多的车辆，让我和妻子惊叹连连。

顺利到达上海历时三天，其间吃住全在
车上，不交高速过路费，算下来节省900多元。
虽然旅途有些疲惫，但一次节省这么多钱，心
情还是非常愉快的。沿途服务区遇到很多自
驾游的，目的地广西、云南和海南居多。大多
数都计划来年三四月返程，驾驶车辆以 SUV
居多，约占五成左右，房车和面包车三成左
右，轿车两成左右。我的“全顺”宽敞明亮，驾驶
体验好，油耗低，综合百公里油耗6.5左右，加
之是二手车，自然显得性价比更高。

之后我们按计划去了浙江杭州、湖州和
江苏宜兴、南京等地，前后历时 15天。虽然
这次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旅行，但在途中认
识了好多车友，了解到全国很多地区对自驾
游的支持和相关服务措施，更加坚定了今后
自驾游的信心和决心。还在返程途中，我就
与妻子商量好下一回要到小学课本中的“桂
林山水甲天下”去看看。

今年 4月按时休假，利用清明节和“五
一”全国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政策，自驾游
广西、广东、福建和浙江等地。旧地重游，跨
黄河、过长江，环八百里洞庭，心中照旧升起
万丈豪情。桂林山水、南澳岛风光、潮汕文化
处处春意盎然。厦门胡里山炮台早已不见当
年的战火硝烟，周围鲜花环绕、绿树成荫，游
客们在 280毫米口径大炮面前聆听导游讲
述它的前世今生，深切感受到祖国的沧桑巨
变。宿营地里，车友们除了讨论沿途各地的
行车感受和沿途风光，更多的是开始筹划

“十一”的出行计划……
9月 23日，周一，上班路上，我忽然觉得

滨江路上与以往有些不同。仔细一看，发现
灯杆上的灯箱不知何时全部换成了鲜艳的
五星红旗——哦，又一年国庆节快到了。

（作者单位：通化铁路运输检察院）

“十一”出行记
李英

我的记忆跟制服有关，也跟 40 年
前的国庆节有关。

我参加工作那年，恢复重建后的
检察机关第一次有了统一制服。那是

“84 式”第一套检察制服，夏装为米黄
色，其他三季均为豆绿色，并配有镶着
金边的红肩章和戴国徽的大盖帽，看
上去像军装，很威严。可当时，我和另 4
名同时入职的新干警，因半年试用期
未满，并没有如愿领到制服。看到同事
们穿着制服，走起路来虎虎生威的样
子，我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
拥有一身新制服呀。

在当时的我看来，制服不仅是一
种身份的象征，更是检察机关走向成
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因为，只有穿上了
制服，才称得上是一名真正意义上的
检察人；检察机关也只有拥有属于自
己的制服，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
走向成熟。可在此之前，重建不久的检
察机关百废待兴，一切从零开始，除配
置较少的司法警察外，检察干警并没
有属于自己的制服。

检察机关的司法警察隶属于警察
序列，当时的制服跟公安机关的警服
一样，但属于检察制服的一部分。警服
分夏、冬两季，夏装为白色上衣、藏蓝
色裤子，并配有红领章、大盖帽。这也
是我们现在从老电影或电视剧中看到
的那个时代的经典警服标配。

1984 年国庆节，单位隆重举行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5 周年大会，

要求大家着制服参加，我们 5 名新干
警因为没有制服，只得临时从办公室
借夏季警服来“武装自己”。会后，我们
和 5 名法警、38 名“老干警”一起，留下
了原湖北省大冶县人民检察院重建以
来第一张身着制服的“全家福”；我所
在的起诉科也照了一张合影。这两张

“全家福”至今仍珍藏在我的相册里。
第二年，顺利通过试用期的我们

终于拥有了梦寐以求的检察制服。当
年“五一”，我特地穿着制服回家乡，并
到照相馆和一名要好同学一起照了一
张合影。这并非是自己显摆，而只是
想借此告慰两年前病故的父亲——作
为长子，我不仅如父亲生前所愿吃上
了“国家饭”，还成了一名光荣的检察干
警。这是父亲生前想都不敢想的事。

我伫立在自己为父亲所画的遗像
前，默默告诉父亲这一切，并向九泉之
下的父亲郑重承诺：“您一生倾注心血
最多的儿子，一定不辜负您病故前 33天
留下的遗嘱，不会这山望着那山高，而
要脚踏实地，走好脚下的每一步，过好
生命中的每一天；一定不辜负这身笔挺
的检察制服和头顶上那锃亮的国徽。”

我 们 几 个 年 轻 干 警 都 喜 欢 穿 制
服，且无论是出庭公诉、到看守所提
审、下乡调查取证，还是开会、参加活
动，乃至在日常生活中，总是爱不释
身。单位一位炊事员师傅常跟我们开
玩笑说：“你们几个，制服一穿上了身，
就舍不得脱了，连睡觉也要穿着。”这
话虽言过其实，但我们对制服的钟爱，
由此可见一斑。

我钟爱制服，因为我是在“十一”
那天穿上的制服。我钟爱制服，更用它
来约束自己的日常言行。制服穿在身
上，亦如党徽、检徽佩戴于胸前，公开

向人亮明自己的身份，时刻提醒自己，
牢记自己的身份，严于律己，所言所行
都要与身上的制服相匹配，而不能给
制服、给检察机关抹黑。

制服穿在身上，同样是一种沉甸甸
的责任。它时刻告诫我，不能把自己混同
于普通百姓，在关键时刻得挺身而出。我
穿着检察制服外出办案时，曾两次因出
面劝止“车匪路霸”的强行拉客行为，挨
过“车匪路霸”的拳头，但我并未因此有
所畏惧。直到现在，我依然喜欢“爱管闲
事”，不管穿没穿制服，经常制止一些闯
红灯、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

40 年来，检察制服已经过多次更
新换代，即在“84 式”后，又相继推出过

“88 式 ”“91 式 ”“2000 式 ”和 现 在 的
“2009 式”。每一次换装，都有着不同的
象征意义。“88 式”将此前的夏装由米
黄色变成豆绿色，更凸显了其威慑力。

“91 式”在保持原制服式样、颜色、佩戴
不变的基础上，新增设由五星、宝剑、松
叶组成的“双金剑”领花，以突出检察机
关半军事化和代表国家强制力的特征。

“2000 式”不仅在制服颜色上由过去的
豆绿色变成了春、秋、冬装的藏蓝色和

夏装的灰色，还增加了单独的冬装，而
且由用盾牌、5 颗五角星、长城、橄榄枝
组成的检徽取代此前的大盖帽、肩章和
领花，女干警还有裙装。至此，检察官在
着装上实现了从“武官”角色向“文官”
角色的转变；同样也标志着检察执法理
念的转变，即更强调人性化执法。现行
的检察制服是“2009 式”，即夏装用浅
蓝色短袖衬衫配深蓝色领带取代“2000
式”的灰色短袖衬衫，不失庄重感的同
时，更彰显青春活力。

检察制服的变化，彰显着法治理
念的变化，彰显着国家法治现代化的
进程。

我见证了重建后的检察机关一步
步发展壮大，亲眼目睹了检察制服从
无到有和历次换装。我深爱检察机关，
深爱这身检察制服。每当重大节日尤
其是国庆节，我曾用自己手中的画笔，
在单位墙报上一次次描绘身着检察制
服的检察官刊头画；我曾在各级各类
报刊，热情讴歌《“豆绿色”的风采》《铜
都“利剑”》《一心要做“包青天”》《做一
棵挺拔的松》；我曾从心灵深处唱出一
首深情的歌《忠诚献祖国》，并请人谱
曲，至今镌刻在单位一尊题为“忠诚”
的雕塑上，成为大冶检察文化之魂。

如今，虽临近退休，但我对检察机
关的爱未变，对检察制服的情未减，并
直至永远。

（作者单位：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检
察院）

国庆与制服
刘家云

那是藏在茫茫太行山深处的一个
极不起眼的小山村，天高云淡，春种秋
收，村外的柿叶绿了又红了，河里的芦
花开了又谢了，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
过着，一年又一年。因为孩子上学，年轻
人都已经搬到了镇里、城里，村庄里只
剩下几位耄耋老人和放羊为生的牧羊
人，人烟愈发稀少，村子也就格外幽静。
出了村往北走数里是一处土崖，离地两
米多高有一孔几乎就要完全坍塌的窑
洞，攀爬上去并不容易。

这孔窑洞是何人所建？没人说得
清，在村子里青石碾上晒太阳的老人眯
着眼睛使劲地想了又想，还是想不起
来。他们只是听老一辈人说，当年日本
鬼子来扫荡的时候，村里人逃命时钻进
去过。这孔窑洞这几年有人进去吗？没
有。两米多高的土崖，就算想要避雨，人
也不容易上去。天长日久，几粒酸枣落
在洞口发了芽，细长的酸枣枝又变成了
碗口粗的酸枣树，伴着一茬接一茬的茅
草叶和不时掉落的黄土，整个洞口也几
乎被掩埋了起来。除了经过崖下喧闹的
羊群，除了偶尔落在洞口的山喜鹊，这
孔窑洞总是寂静的，于是也就渐渐地被
人遗忘了。

突然有一天，县民政局前来调查一
批在本县失踪战士的情况，乡民政所配
合。他们当年是战死沙场了还是负伤转
移了？当年的战役频繁，战斗报告上并
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是给出了当年战场
的大概范围。如果说牺牲了，总该有一
些痕迹吧，可是调查人员走遍了左右的
村庄，向每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打听，然
而了无消息。总不能凭空消失了吧？

当调查员再次找到小山村的老人们
帮忙回忆的时候，终于有人想起了这孔
窑洞，也许这里能找到蛛丝马迹。一众人
来到了窑洞下，抬头望去，杂草早已遮掩
住了洞口，不仔细看甚至都看不到洞口。
带队的领导说既然来了总是要上去看
看，于是一个接着一个，踩着用锄头刚打
下的脚窝，踉踉跄跄爬了上去。清理掉半
人高的杂草，砍断酸枣枝，寂静多年的窑
洞又一次喧闹起来，随后又陷入一片沉
寂，所有人都静默了。

那天下午的阳光很好，漆黑多年的
窑洞也被照得亮亮堂堂，然而窑洞并不
是空无一物，而是整整齐齐摆着几十具
遗骸！几十年过去，尸骨上的军装早已
经被风化成了一根又一根布条，但是人
们仿佛还能看到他们生龙活虎的模样，
这孔窑洞里还能听到战场上的军号声，
还能闻到战场上的硝烟。那时的他们和
我们一样都是二三十岁最好的年华，绝
大多数没有成家，父母故去后很少再有
人寻找他们的下落。如同窑洞外的积
雪，融化以后便了无痕迹。那天下午应
该是有风的，而且风很大，因为所有进
窑洞的人脸上都挂满了泪水。第二天，
县里来了人，所有的遗骸都被收殓安置
在了棺木中，移到了革命烈士纪念馆，
这些英灵最终得以安息。

“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
忘记，不会忘记我。”开始做公益诉讼检
察工作以后，我每次到革命烈士陵园走
访，到革命遗址调查，都会想起这个故
事，《祖国不会忘记》的旋律始终在我脑
海里回荡。盛世中国，我们伟大祖国现
在的辉煌是由多少籍籍无名的先烈们
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还有多少无名英
雄们等着我们去寻找，去保护，去告慰，
这是我们检察机关保护英烈专项工作
的职责所在，更是我们工作的价值所
在、意义所在。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我们要做的会
更多。

（作者单位：山西省平遥县人民检察院）

无名窑洞
庞瑞波

每当翻看日历时，我总会禁不住地
数一下还有多少天是国庆节。这不是因
为期待国庆节假期，而是从小到大的习
惯。打我记事开始，家中一年里面最热
闹的三个节日就是春节、中秋节和国庆
节。过这三个节日时，全家人会聚在一
起，大人们忙着准备饭菜，贪吃的小孩
们在一旁觊觎着还未上桌的丰盛美食，
尤其是国庆节聚会，虽然没有鞭炮声，
没有月饼，但最为热闹。我不知道国庆
节家庭聚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知
道这规矩是我家“倔老头”定下的。

“倔老头”总是一副瘦高的模样，冬
天一身中山装，夏天是泛黄的白衬衣加
灰色裤子和黑布鞋。他说起话来嗓音嘹
亮，尤其是说到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
老头甚至能兴奋地说上一宿。他有时很
随和，有时很倔，一旦倔起来，九头牛也
拉不回来。“倔老头”是一名老党员、一
个老战士，他是我的爷爷。这篇随笔就
说说关于我家的“倔老头”和“国庆宴”
的故事吧。

“国庆宴”正常的节奏是全家人聚
齐后，奶奶和大人们一起做饭，“倔老
头”给孩子们讲故事，其实这些故事就
是他的亲身经历。“我们连趴在河岸
上，用机枪朝对面打，打死了一片片敌
人。上面的命令是守住后面的这个村，
我们不知道打了多长时间，才把敌人
打退……”“爷爷，你们打了一节课的
时间吗？”“一节课怎么够？一节课能打
退的话，老蒋早被打败了，还能让他跑
到台湾？”“老蒋是谁，他去台湾干什么
了，他爸爸妈妈在吗？”“哈哈哈，小家伙

们，想知道的还不少，让爷爷慢慢给你
们讲……”有趣的爷孙对话总被大人们
一阵阵的欢笑声不时打断。

开席后，第一杯酒一定是敬中国
共产党和祖国，爷爷第一句话也肯定
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
新中国就没有我们老百姓的好日子。”
后来我在学校音乐课学习《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时，才知道原来
爷爷说的是这个。第一杯酒过后，大家
开始吃饭聊天，但“倔老头”还是聊天
的核心，总会把话题引到他的年代。大
家开玩笑说：“你打了那么久的仗，有
个战役名字没？”“咋没有？小的战役给
你们说了也不知道，大的有渡江战役、
上甘岭战役。”“让大家看看你的军功
章呗？”“哈哈哈，你这个菜炒得咸了，
下次注意！”不知为什么，关键时刻，

“倔老头”总打马虎眼。
记得我读育红班的时候，国庆节那

天家里照常摆了两张桌子，桌上摆好了
菜，有两个座位空着，座位前的碗筷已
经准备好，“倔老头”执意不让别人坐，
我很是费解。大家端起酒杯的时候我才
知道，原来那两个座位是给爸爸和叔叔
留的。当时爸爸单位所在辖区发生了一
件命案，为此他和几个同事去了四川抓

逃犯；叔叔则在西藏林芝当兵。爷爷在
酒桌上说他和战友为了新中国走过枪
林弹雨，孩子们出个差、在远地方当兵
算受什么苦？干活就要干最累的，“我就
是要把他们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大伯之前就曾在新疆当过兵——这样
才能为国家建功立业。爷爷当时很自
豪，但奶奶在旁边抹着眼泪。

有一年的国庆节，家里来了很多
人。老人们聚在屋里说话，我在屋外的
窗台上趴着往里看。他们有的盘着腿坐
在床上，有的站着，说话时声音很大，说
话的人总会站起来加上一些动作。我看
得入迷，便跑到门口听。“那次我们就十
个人，打了他们最少五六十个人，弄回
来的枪啊子弹啊，太多了！”“这算啥，你
问问老张，1947 年那次咱们打了多少，
哈哈……”“你小子，腿上中弹还是我把
你扛回去的！”“对了，爱唱戏的那个李
小二还在吗，我怎么想不起来了？”“留
在朝鲜了……”老人们高谈阔论，然后
一起唱着入伍时的小曲：“当兵好，当兵
好，当兵能穿大皮袄，十八个扣，一排溜
儿，大米干饭就猪肉……”他们时而大
笑，时而黯然神伤。现在想想，如果能有
视频或照片记录下那时的情景，该有多
好啊！

1999 年国庆节，我上六年级，全家
一起围着电视看国庆阅兵。“倔老头”
从头到尾一直在认真地看，还一直小
声地说：“国家真是强大了，能造出这
些武器，这武器我都没见过。”“爷爷，
这个是导弹，按按钮就能打到几百里
外……”“倔老头”咧着嘴，开心得像个
孩子。2009 年国庆，我已经上大三，国
庆节放假回家，全家像往年一样聚在一
起，其乐融融。2019 年国庆，我和同事
因为依法介入一起拐卖儿童案侦查去
了外地出差，妈妈说那天的“国庆宴”上
有一个座位是空的，座位前摆放好了碗
筷……

家里的“国庆宴”是对新中国生日
的祝福，是一个老兵追忆过去、憧憬明
天的一种延续，是良好家风的体现。我
从中学到的是不忘初心，立足平凡岗
位，牢记使命，为国建功立业。

小时候对国庆节家庭聚会充满好
奇，我问父母，他们说国庆节是新中国
的生日，我们要给新中国过生日；我又
问爷爷奶奶，他们说想想过去的苦、尝
尝现在的甜、说说将来的美。后来，家人
在整理爷爷奶奶遗物的时候，发现了奶
奶帮爷爷珍藏的十几枚军功章……
（作者单位：河北省磁县人民检察院）

我家的“倔老头”和“国庆宴”
刘子龙

9 月 23 日，上班路上，路边灯杆上的
灯箱不知何时全部换成了鲜艳的五星红
旗——哦，又一年国庆节快到了。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
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我歌唱
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每当
看到播放《我和我的祖国》的 MV 的时
候，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哼上几句。说起

“我和我的祖国”，我也有一些故事。
我的伯父与祖国。我的伯父出生于

1949年，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只是可惜，
他已不健在……每到国庆节的时候，我
就会想起伯父。他是共和国成长中各个
历史时期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还记得
自己小时候，伯父为了家里十多口人的
生计，起早贪黑去干活。早上天还没有
亮就起床开手扶拖拉机运红砖，天亮后
就回到供销社上班。下午下班后又开手
扶拖拉机运货，直到晚上才回到家。“幸
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只有这样，他才能
供养孩子读书，维持家庭日常生活。随
着改革开放，供销社面临体制改革，伯
父被分配到国营药店上班。伴随着市场
经济不断发展，不再保留国营药店，很
多职工面临着自己创业还是转行发展
的问题。伯父抓住了政府鼓励个体经济
发展的机遇，自己开办药店，家里人都
在药店里帮忙，收入也提高了，伯父的
生活也逐渐改善，在镇里盖了房子。

我的求学经历与祖国。每当学习感
到累、感到迷惘的时候，我都会让自己
听一下《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
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
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国
歌激昂的旋律，充满力量、励志的歌词，
让我深受鼓励，重新找到克服学习困难
的信心和勇气。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初
中升高中考试，为了勉励自己，获得动
力，每天上午、下午参加考试的时候，我
都会让自己听一下国歌，为自己鼓劲加

油。考试那几天，我无数次想起周恩来
总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故事，想起
了含辛茹苦的父母，答题如有神助。中
考成绩公布，我的各科成绩都考出了历
史高分，超出了我的预期，顺利考上了
市重点高中。

我的结婚纪念日与祖国。或许是巧
合，或许是缘分，或许是天意，我与妻子
结婚的日子是在 10月 1日。在普天同庆
祝福祖国的日子里，我也完成了一件人
生大事。那天，我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了
几个字：“与共和国同庆，一生一世。”国
庆节长假，亲戚、朋友、同学不用请假，
都从四面八方来参加婚礼，是一次难得
的同学聚会和亲友团聚！

我的工作与祖国。大学毕业前听别
人说想进入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很
难，都要有关系、找关系才能进得去。听
到这些坊间传言的时候，我的心情顿时
感到失落。但让我庆幸的是，毕业找工作
的时候，国家出台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政
策，招聘越来越规范，事业单位逐步落实

“逢进必考”公开招聘制度。我所在的城
市第一批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我有幸成为第一批公开招聘的
受益者。从笔试、面试、体检等整个流程、
各个环节，我都感受到了“公平、公正、公
开”。我的妻子也是通过事业单位公开招
聘制度进入单位工作，她的同事都说：

“你们这一批人是幸运的，我们单位不知
道多久没有进过新人了！”

如今，我在检察院工作。每天上班，
我都喜欢由单位正门拾级而上，因为正
门上方高悬着国旗和国徽，每天上班抬
头看到国旗和国徽，心中自豪感和使命
感便油然而生。

（作者单位：广东省罗定市人民检
察院）

我和我的祖国
陈乃理

节日 裴振喜摄影作品

1984 年国庆节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