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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阳下的思念

一半悬挂在银杏树上
一半流淌在我的脸上
此刻，一颗心在游走
朝着远方，那里有最亲的人
眼前，苍松守墓
除了我，青山也热泪盈眶

我想为你写诗

从白雪皑皑写到春意盎然
从初次相遇写到深情相思
写一树一树花香
任由芬芳自由流淌在诗行
写一枕一枕呓语
每次辗转系着最美的回忆
你就像那凌霄花一般
攀缘在我的心里，留下齿痕

我收集所有花的种子
让它们盛放在春天里
从此，我哪儿也不去
就在每一个金秋静静地写诗

如果我在雪天遇见你

如果我在雪中遇见
我们并肩漫步于雪中
静静地凝听落雪的声音
如果我在雪中遇见
我会化身心仪的女子
当擦肩而过时
为你送去炙热的目光
去温暖你的心房

如果我在雪中遇见
我会赠予你一本泰戈尔诗集
在银装素裹的海洋
深情地诵读浪漫的诗行

我的十月天

我手捧一束花香
你轻轻走过，蓦然间落入我的眼眸
如绿柳萧萧在河岸
如暖阳驱除春寒与黑暗

后来，你继续前行
追逐着你的初心
我一如既往地等待
等待未知的花开

缤纷时刻

在这缤纷时刻
教我如何不想你
天空温柔地看着大海
投影在波心
浪潮拍打着礁石
高声回应同样思念

在这深情时刻
教我如何不想你
鸟儿在树梢欢腾
清脆的歌喉
与潺潺溪流声交汇成
有灵魂的曲子

在这动听的时刻
教我如何不想你

往后的日子

谁在浓烈的秋日，醒来
谁在我的诗行中，徜徉
谁在美丽的麦地，奔跑

哦，是我的天使
双手捧着太阳的光芒
带来向日葵的种子
从此，牛奶、苹果、矿泉水
和往后许许多多的日子
都与她有关

时光

注定有无数美好的故事
注定一些风景和一些人
常常在时光里驻足
流连忘返，此情缱绻

曾经定格在青春的梦里
如一树美丽的花儿
一首难忘的老歌
丰盈着过往那一抹遐想

还有当下，还有未来可期
那些炙热的岁月与美好的相遇
如此浓烈，任凭风霜雨雪也化不开

那些人，那些事，那些风景
有的已经很遥远
却又在梦里期待再现
仿佛失去的人还在身边

我的十月天
叶本静

检察诗人作品展
投稿邮箱：lhfk7@vip.163.com

初到花甲村，我就迷路了。直到看
见村委会的红旗，才有了方向。

说到花甲村，恍然听成“花蛤村”，我
的第一印象是和海边的贝壳挂钩：一个
西南内陆的山村，怎么会产“花蛤”呢？直
到后来才明白，原来花甲村的寓意，是因
为村里年过花甲的长寿老人比较多。

这一次 ，我们“油樟林未检工作
室”准备在村里为留守的孩子们讲法治
课。沿着一条 65度的斜坡上去，两边雏
菊盛开，村委会的两层小楼便坐落在眼
前。两排大字让人印象深刻：一个是村
委会墙面上九个大字“我们如此热爱花
甲村”，白色配上英文，简直让我有打卡
拍照的冲动；另一行红色的大字“人大
代表人民选，选好代表为人民”，又将我
从景区的错觉中拉回来。

这里，便是花甲村。
两行大字包含的，便是这个村的全

貌。村支书是位“90后”退伍军人、市人大代
表，花甲村还是人大代表的片区联络站。

“油樟林未检工作室”的检察干警
到村里讲课还是头一回。不久前，区人
大常委会在听取检察院相关工作报告
时，希望检察机关加强对偏远乡镇未成
年人的普法宣传，“打通法治宣传最后
一公里”。经过一番联系，花甲村就成了
我们“送法下乡”的第一站。

花甲村虽地处偏远，但这几年在“童
伴之家”和大学生“三下乡”暑期实践活
动的支持下，暑托班办得有声有色。这一
次到场听课的留守儿童有55人。

“大家好，我是今天给大家授课的
检察官，大家可以叫我李卓姐姐，今天
这门课的主题是‘防范性侵害’。想问问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什么是‘性侵害’
吗？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看看这
样的行为对不对……”

讲课的是我们“油樟林未检工作室”
的老面孔李卓检察官，不过村里没有投
影仪，准备的动画和视频播不了，着实
难为这“无米之炊”。好在李卓经验丰
富，立即调整了授课方案，结合生动的
案例，在问答与互动间拉近了与孩子们
的距离，“性侵害的五个误区”“性侵害的
三大场景”“性侵害的六点维权”……关
于性侵害的法律知识，在检察官的引导
下，细雨润无声地走进了孩子们的心里。

在台下听课的孩子，大多是花甲

村的留守儿童，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都
有。从他们清澈的眼睛、羞涩的脸庞，我
不禁想起了当年的自己。那群在风吹麦
浪的田野里奔跑的少年，那群哼着童谣
背着书包去学堂的小儿郎，那时的我
们，生活虽清苦，但父辈出门务工的还
是少数，对“留守”还没有太多的概念。

在互动中，我们发现，孩子中的大
多数都是爷爷奶奶在照护，平时除了课
本、家里的牲口和猫狗，陪伴他们最多
的是手机，我们的到来，为他们的成长
种下一颗法治的种子。

在孩子心中，可能仍然无法完全
理解检察院是做什么的，但他们却把我
们身上的“检察蓝”当成代表正义的制
服，所以，当警车开进花甲村，打开车门
的那一刻，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的
男孩，对着我敬了一个礼，尽管动作稍
显稚嫩，但他的这一敬礼，赋予了我们
这堂法治课以非凡的意义。“必须讲好
这堂法治课，不辜负孩子们的信任。”这

是检察官在站上讲台前心底反复告诉
自己的话。

一堂法治课下来，蓝色的检察制
服后背早已被汗水浸透，孩子们也由最
开始的害羞、躲闪，渐渐褪下心防，慢慢
融入课堂设置的互动游戏里。脸上的笑
容、高举的小手，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
的留守儿童。

阳光洒进教室，在孩子们响亮的
掌声间，我仿佛闻到了油樟的清香。

今年暑假，花甲村还有另一层不
同：来自电子科技大学的大学生们正在
这里开展“三下乡”暑期实践活动。这个
来自电子科大光电学院的大学生实践
团队，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蜜蜂
的家”。我想，这名字正如他们开展的实
践活动，忙碌在花间，传播着爱与希望，
让农村的留守孩子看见外面不一样的
世界。

借着讲课的机会，检察官和大学
生来了一场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座谈。
座谈拉近了与大学生们的距离，也让他
们近距离了解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
职能和意义。

“我觉得未成年人保护非常重要，
特别是对像花甲村这样偏远的山村，法
治宣传意义非凡。这段时间我们同村里
留守儿童们的支教相处，也让我找到了

自己的价值和使命，希望检察官更多地
关心农村地区未成年人的保护和引
导。”一位来自电子科大光电学院的大
二学生如是说道。

提到校园欺凌时，好几位大学生
都说起电影《第二十条》，认为一部好的
电影，可以带给社会对现实问题的关
注，也可以推动中国法治的进步，那句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在给人带来力量
的同时，也希望未成年人能真正得到法
律的保护。

每年暑假，花甲村都会有大学生
前来支教。村里的“童伴妈妈”在给留守
孩子们做饭的同时，也一并解决了大学
生们的伙食问题。村委会房间里搭的几
顶帐篷，也如同他们的名字“蜜蜂的
家”，在这个小村里筑起了巢。

时间在忙碌间过得很快，在挥手
的瞬间，我们结束了花甲村之行。

开学前夕，检察官们又一次来到花
甲村。这次，给孩子们带来了我们未检工
作室的“油樟精灵”文创公仔，同时共同
为“油樟林·观爱”未成年人检察保护驿
站揭牌。我们要在花甲村，将未成年人保
护的根长久地扎进孩子的心里，让法治
的油樟林守护花开，护航成长。

（作者单位：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
人民检察院）

遇见花甲村
夏国伟

前不久，我去蒙古国访问了两天，
觉得怎么也得留下点文字，可是想了
好几天，理不出个思路来。一路走来，
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看似单一，实则
多元，甚至存在着一些南辕北辙的反
差，而又奇妙地形成对立统一，不身临
其境是难以感受的。

1.
飞机从呼和浩特北上，很快就进

入蒙古国上空。空气干燥而透明，下望
都是漫漫黄沙，但不是那种流动的沙
丘，是凝固不动的沙地。地理上，这叫
中央戈壁，系太平洋水汽和北冰洋水
汽都不能到达所致。历史上所谓漠南
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之“漠”，指
的就是这里。直到现在，蒙古国在这一
地带的几个省仍叫南戈壁省、东戈壁
省、中戈壁省，可见古今一系。

向北飞行一个多小时，直到乌兰
巴托附近，都没见什么草木、什么河流，
自然也没什么村镇人烟，真是茫茫荒
原哪！道路也没有，只有自然形成的车
痕，充分印证鲁迅所谓“其实地上本没
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露天矿
坑时有所见，有的像煤矿，有的像金属
矿。“地上不长草，地下必有宝”，信不虚
也。即便是这些矿山周围，也没有柏油
路，仍是那些自然轧出的土路。这个国
家 15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养活 300 万
人，吃资源饭也够了。

不过，蒙古国并非到处都是这种
荒凉的地表，我们很快就领略到了水
草丰美的一面。

抵达乌兰巴托的第一个晚上，热
情的主人把我们领到市区东面 80 公
里处的肯特山高日和自然保护区，这
里林木丰茂，山势险峻，迥异于别处平
缓的山坡。低洼处有河水涌流，白亮亮
的，与周围的暗色山野形成强烈对比。
水畔坡头生长着肥美的牧草，白色蒙
古包错落有致地分布其间，犹如天上
的星辰。空气也湿润了，天上时有降
雨，更增添了一些诗意。主人介绍说，
像这种地方，在蒙古的山区还有不少。
确实如此，当我们离开乌兰巴托西飞
的时候，下望多是植被良好的山区，色
楞格河水系叶脉状分布其间，并不时
有宽宽的水面。

大漠以北多林草，是游牧民族的世
居之地，但是气候寒凉，生长期短，出产
有限，难以承载较多的人口和牲畜。从
历史上看，游牧民族要想发展壮大，就
得越过中央戈壁向天暖草丰的漠南发
展。争夺漠南，往往成为游牧部落之间
的重大战事，自然是实力强盛者胜之。
人心无限，游牧民族占据漠南后发现，
中原又比漠南温暖富庶，于是屡屡铁蹄
南下。马背民族的历史逻辑基本形成，
休养生息守漠北，发展壮大下漠南，称
王称霸进中原。

中原王朝的历史逻辑与此相反，

以谷物为食的族群大多数时候只能甘
拜下风，要么割地求和，要么贡献岁币、
丝帛，能够守住长城就算不错了，有的
只能以黄河为界，有的甚至只能以长
江为界。只有少数几位性格豪横的英
主能够凭借强盛国力，越过长城，占据
漠南，比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之
后战力陡增，辟地千里，夺取河套，设立
三郡。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委派蒙恬

“北修长城，却匈奴七千余里”。至于能
够穿越中央戈壁进入漠北者，可谓凤
毛麟角，少之又少矣。给人深刻印象的，
也就是“封狼居胥”的西汉骠骑将军霍
去病和“勒石燕然”的东汉车骑将军窦
宪了。

狼居胥山，就是今天蒙古国的肯
特山，在乌兰巴托以东。燕然山，就是
今天蒙古国的杭爱山，深处国土腹地。
制定访问蒙古的计划时，我还想到这
两 处 去 凭 吊 一 下 古 战 场 ，可 惜 未 能
成行。

2.
从机场到乌兰巴托市区的百里道

路，就是窄窄一线，高低不平，相当于
中国的县道，有时牛群挡在路上。陪同
人员说，往前走走就好了，现在法律规
定，首都周边 40 公里之内不再放牧。

道路两边的村庄，多是彩钢板搭的棚
子，虽然参差不齐，倒也五颜六色。

因为没有立体交通设施，进了乌
兰巴托市区，公共交通挤成一团，一堵
车就一二十分钟动不了地方。站在十
字路口的交警也习以为常了，不紧不
慢地指挥着，手中转动着那个小棒棒，
还似有表演性质。市中心高楼林立，但
更多的是低矮的建筑，市郊更有大量
的棚户区。蒙古国 300 万人口，其中一
多半在首都。

蒙 古 国 2023 年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198.72 亿美元，人均 5760 美元。
内蒙古 2023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
340 亿美元，人均 14000 美元。蒙古国
除了矿产资源之外，其他产业没什么
太好的。街上跑的多是日本车，生活用
品多是中国造。

苏 联 解 体 之 后 ，蒙 古 也 发 生 剧
变，1992 年 1 月颁布的新宪法确立了
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的议会民主制。
大呼拉尔为最高权力机构，各党根据
选举分配议会席位，得票最多的政党
组织政府。司法权由最高法院及各级
法院行使，但需接受检察机关监督。
检察机关单设，自成体系，并不像有
的西方国家那样设在法院内部。

蒙古国人生活方式基本上是西式

的，吃饭是西餐，刀叉齐上，叮叮当当，
又夹杂一些自己的民族传统，比如烤
羊、歌舞之类。着装是西服，什么场合
打领带，什么场合不打领带，都要事先
说明，一如西方社交活动。街上的年轻
人言谈举止、穿衣打扮也是西式的，据
说备受日韩影响。

议会大楼虽然庄严但不拒人千里
之外，议会前的广场是开放式的，人们
尽可随意散步甚至遛狗。游客也可随
意走上议会大厦的台阶，拍婚纱照的
年轻人甚至可以走进长廊与成吉思汗
雕像合影。

3.
蒙古国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被

中俄两个大国夹在中间，又是典型的
内陆国，没有一寸海岸线。蒙古气候寒
凉，长不了庄稼，粮食大量靠进口。处
理好与两个邻国的关系，是蒙古外交
政策的头等大事。

蒙古国自独立之后基本上奉行的
是一边倒的政策，一切向北看。社会制
度学苏联，意识形态学苏联，军事力量
学苏联，连文字都学苏联，将成吉思汗
时代就使用的传统蒙古文字母变成俄
文使用的西里尔文字母，乍一看像俄
文，但俄国人也看不懂，只是看着眼

熟，就像中国人看日文。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代之，蒙俄关系总体不错。

最近 20 多年，蒙古很难从北方得
到经济援助，于是向南看，中国成为其
最大贸易伙伴。蒙古作为经济支柱的
矿产资源占经济总量的 30%，源源不
断地输往中国，换回资金和物资。我曾
目睹中蒙边境的甘其毛都口岸和策克
口岸的繁忙景象。

蒙古国维护与近邻关系的同时，也
在努力结交远亲，近交日韩，远交欧美，旨
在打破地理困境，创造“第三邻国”。饭店
里的各种说明牌，注有日语和韩语，却没
有汉语，其实，在蒙古国的日本人、韩国
人远不如中国人多。蒙古人有学汉语的，
但似乎学韩语、日语更时尚，他们懂汉语
的人远比不上中国人懂蒙语的人多。

远交欧美，蒙古国得到了一些成
果。蒙古与欧盟建立了“全球伙伴关
系”，2013 年加入“欧安组织”，成为第
57 个成员国，当前的蒙古在思想观念
上已经脱亚入欧。蒙古也与美国建立
了“战略伙伴”关系，保持着一些交往，
比如与美国签订了《开放天空协议》，
向美国出口稀土。2004 年成为上合组
织第一个观察员国家，中国遭遇新冠
疫情时，蒙古国也曾给予慷慨支援。

4.
在蒙古国家博物馆里，展陈的都

是马背民族的英雄历史，从匈奴、突
厥、鲜卑，一直到蒙古，无一不是叱咤
风云，纵横天下，这勇猛的血性是一脉
相承的。蒙古民族崇拜英雄，“巴特尔”

（英雄）成为众多男子共同的名字，连
首都也被命名为乌兰巴托——“红色
英雄”之意。英雄的使命是建功立业，
开疆拓土。辉煌的历史已经远去，但余
晖还在。每一个国家都会张扬自己的
民族自豪感，这是可以理解的。

一切荣耀源于成吉思汗这位巨星
般的老祖宗，所以他到处受到无与伦
比的尊崇。乌兰巴托的机场叫作成吉
思汗机场，蒙古国还有一个成吉思汗
博物馆，蒙古大呼拉尔大厦前面，端坐
着成吉思汗威严的雕像。乌兰巴托郊
外建有一座高达 40 米的不锈钢制成
的成吉思汗骑马雕塑，游客可乘电梯
到达马头位置眺望四周景色，成为一
大景观，蒙古国还为其申请了吉尼斯
世界纪录。我告诉他们，内蒙古乌海市
1800 米 高 的 甘 德 尔 山 巅 ，建 有 一 座
88.9 米高的成吉思汗雕像，蒙古朋友
大惊，我赶紧说，放心，我们不会申报
吉尼斯世界纪录。

2020 年 3 月 ，蒙 古 政 府 决 定 ，自
2025 年起全面恢复使用传统蒙古文，
国家公文中同时使用西里尔字母文和
传统蒙古文。这是对历史文化的尊重，
当然也有助于中蒙两国交流。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
察院）

蒙古国走笔
李永君

大学毕业后，借国家公务员考试
的契机，我有幸进入通化铁路运输检察
院。此前，对检察院的认知仅源于新闻、
书籍以及影视作品。入职不到一个月
时，一次特殊的“修路活动”让我对这份
工作有了全新的感悟。

那天的任务，是全院干警与铁路工
务段、社区志愿者一起，将铁路“三角
线”居民区一条 130多米长、坑洼不平积
水严重的土路，做铺平处理，并在相连
的铁路人行天桥上安装法治宣传展板。

上午 9时，大家手拿工具准时进入
现场。由于受地形限制，两辆大型砂土
车装载的铺路材料只能卸载在土路的
中间部分，40 多吨的砂石料倾泻而出，
转眼间就填满了道路中心。望着如小山
般的料堆，我瞬时感觉自己的心都在颤
抖：这么多的砂石料要靠大家一锹锹铲
平，听说一会儿至少还有一大车，这该
怎么干啊？

入秋的天气虽然凉爽了一些，偶
尔有几丝风吹过，但太阳仍如夏日般炎
热，只一会儿工夫，所有人的汗水就都

顺着脸颊往下淌。周围的居民主动加入
我们，并推来一辆独轮车——也是全
小区仅有的一辆。独轮车虽小，却成为
铺路的大帮手，50 多人的志愿者队伍，
往复干了半天也看不到料堆有明显的
下降。两边路太长了，单靠一辆独轮车
和一锹锹地铲，恐怕两天都难干完。

很快一个好消息传来：街道办事
处支援的一台铲车一会儿就到！领导让
大家先休息一下，等铲车干完了，我们
再平整路面。

铲车来来回回一直作业到中午，我
们赶回单位吃完午饭又赶到铺路现场。
这时，第三车铺路料也进入了现场，铲车
又干了半小时后，道路的雏形出来了。

法警队队长李大哥带领大家平整

路面，先让大家将修路过程中剔出的较
大石块和原先居民种地散放路边的石
块全部清理运走。李大哥解释说：“我们
辛辛苦苦修一条路，怎么能留下一路垃
圾呢？”无需再说，大家秒懂。

道路两侧的石块和垃圾全部清理
干净后，李大哥又指挥大家对道路两侧
进行修齐处理，之后将路边散落的砂石
填回道路中间，再将路面所有高出部分
一锹锹铲平后运往低洼处填平。两个多
小时后，一条宽阔、平整的人行路呈现
在人们眼前，路过的人无不称赞：“十几
年没人修的路，今天终于被你们修好
了，真是太好了！”

大家开玩笑问：“李大哥是不是修
路的出身？”李大哥笑着说：“以前当过

兵，搞过工程，所以知道怎样修路。”
路边绿色太阳能灯杆上喷涂着“检

爱之光”四个字，咦！这也与检察院有关？
“不单今天修的这条路，这条路上

的五盏太阳能路灯和天桥上的两盏也
是咱们检察院前些日子捐建的，还有天
桥上的所有工作都是咱们检察院做
的。”同事笑着为我这个新人解惑。

原来早在半年多前，同事在工作
中发现了铁路“三角线人行天桥”和连
接的这条土路的问题：天桥修建于 40
年前，护栏油漆早已脱落殆尽，楼梯和
桥面也有不同程度的破损，冬天下雪没
有清雪责任单位，厚厚的积雪整个冬天
都覆盖在桥面上，对附近居民的出行造
成极大的困扰。于是，我所在的检察院
先是发函建议铁路部门在天气转暖后
对人行天桥破损楼梯和桥面进行修补，
对护栏重新除锈刷油，保证该人行天桥
正常使用。然后利用天桥 120米的超长
建筑结构，联合铁路相关单位、街道办
事处和“三角线”三个居民社区共同建
设一条法治宣传长廊……

我后来知道，这样的事情还很多。
比如 6 月 11 日，安装路灯主题党日活
动。我院和市政部门分别捐赠的七盏太
阳能路灯和路灯杆全部到达现场，经过
大半天的努力，全部安装到位。傍晚时
分，七盏太阳能路灯全部亮起，附近居
民第一次能够聚集在明亮的路灯下说
笑闲谈。走了若干年黑路的他们，再也
不会感到害怕了。

一下子知道这么多事情，忽然觉
得自己作为检察人是多么自豪。上大学
时也参加过很多志愿者活动，但都在记
忆中淡去了，而这一天是我最累的一
天，也是感受最多的一天。

当晚，连绵秋雨下了整整一夜。第
二天上午，按计划安装天桥上的宣传展
板。桥面上的积水在淅淅沥沥的秋雨下
不断冒出一个个泡泡，但桥下前一天新
铺的道路上一个水洼也看不见，选用砂
石料铺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过往行人
连声称赞：“多年来第一次下雨天在这
条路上走路不湿鞋，不黏泥了。”
（作者单位：通化铁路运输检察院）

桥·灯·路
薛清越

蒙古大草原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钟楼
区人民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