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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钟雨辰，在江门市检察院公益
诉讼部门负责实验室工作。我想讲讲
我的采样故事。采样工作，关乎公益诉
讼案件的关键证据，承载着守护环境的
使命。每一次采样，都是一次未知的旅
途，这种挑战，让人难以忘怀。

1.
闷热的夏日，我们接到群众举报，一

处偏远的山谷里存在非法排污行为。放
下电话，我和同事们迅速带上采样设备
奔赴现场。车窗外的景色不知道什么时
候变成了荒凉的郊野，通往山谷的道路
杂草丛生，我们只好下车步行。没有明
显的路可走，我们背着沉重的采样设备，
小心翼翼地踏入这片未知的区域。不知
不觉间脚下变得泥泞不堪，鞋子被死死
地黏住，每迈出一步都要费好大的力
气。闷热的天气和沉重的设备让我们的
行动变得异常艰难，汗水从额头滚落，眼
睛也被汗水流得视线模糊了。

没走多远，一条山沟横在我们面
前。山沟两侧很陡，沟底布满了石头和
杂乱的枯枝败叶。我们互相扶持着，抓
着藤蔓和树根，一步一步地向下挪动。

好不容易下到山沟底部，我们又被
一条湍急的河流拦住去路。河水浑浊
不堪，看不清深浅，只有几块石头露出
水面。我小心翼翼地踏上其中一块石
头，刚站稳，就感觉石头在脚下晃动，我
的身体瞬间失去平衡，同事们赶紧伸出
手，扶住了我。

终于，我们来到了疑似排污点附
近。整个区域弥漫着刺鼻的气味，黑色
的污水从一个隐蔽的管道中不停流出，
溪水被染成了黑色，上面漂浮着各种垃
圾和死鱼。我拿出采样瓶，小心翼翼地
靠近排污口。刺鼻的气味让我几乎喘
不过气来，污水溅到身上，散发着令人
作呕的味道，但我顾不上这些，全神贯
注地采集着样本。经过一番努力，我们
终于完成采样工作。虽然此时的我们
已经疲惫不堪，身上沾满了淤泥和污
水，但手中拿着装满样本的采样瓶，我
们还是有些欣慰。

还有一次，我们要对一处被举报偷

排废水的工厂进行采样。由于地处偏
僻，车子不小心开进洼地里，死活开不
出来。周围群众一起帮忙填土，把车轮
边上的洼地压实，大家一起使劲推车，
这才把泥黄色的车子“解救”出来。

当我们赶到工厂附近时，发现原本
通往工厂的道路被人用大量的建筑垃
圾封堵了。显然，这是有人故意为之，
想阻止我们采样。看着眼前的障碍，我
心中的怒火“噌”地一下就冒了起来，但
我知道，生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们
必须想办法绕过这些障碍。

我们从旁边的一条小路绕过去，
这条小路狭窄且崎岖，两旁是高高的
树丛，里面不时传来不知名昆虫的叫
声。好不容易绕过障碍来到工厂附近
的河边，我们发现，要到达采样点，必
须穿过这条河流。此时，河面上没有
船，大家想尽办法，终于借到村民的小
渔 船 ，摇 摇 晃 晃 地 小 心 划 拉 着 过 河 。
一不留神，船上的青蛙突然蹦跶着跳
进水鞋里，呱呱呱地叫，把我们吓了一
大跳。

采样点附近全是淤泥，船进不去，
我们只好带着设备从河边攀爬过去。
岸边的青苔滑不唧溜，爬得人心惊胆
战。终于到达废水排放口，我们发现周
围堆满了垃圾。由于淤泥太深，无法直
接靠近排放口采样，我们用带来的长杆
采样器，小心翼翼地伸向排放口。在采
样过程中，采样器几次被垃圾卡住，我
们不得不停下来清理。经过多次尝试，
终于成功采集到了样本。

回到单位时，我才发现身上的淤泥
已经干成块儿了，拍一拍，它们就簌簌
往下掉。

2.
每一块土壤样本都藏着大地的健

康密码，而我们，肩负着解读这些密码

的重任。
确定采样点是土壤检测的第一步，

也是极为关键的环节。我们这次的检
测是调查一片农田是否受到周边工厂
污染，采样点的选择直接影响检测结果
的准确性。我和同事们提前研究了农
田的地图和相关资料，规划好大致的采
样区域。

到达农田后，眼前是一片看似平静
的田野。我们沿着田埂小心前行，仔细
观察着土壤的表面特征。土壤的颜色、
质地、植被生长情况，都是我们判断的
依据，如果土壤颜色异常，或者植物生
长呈现出病态，这片区域就很可能存在
问题。

在一片农作物生长略显稀疏的地
方，我停下脚步蹲下身子，用手轻轻拨
开表层的土。土壤有些黏腻，颜色也比
正常土壤暗沉一些。我与同事一番讨
论之后，决定把这里作为采样点。同事

拿出定位仪，精确记录下采样点的位
置，我则在一旁认真填写采样记录表
格，详细记录下周边环境、土壤外观等
信息。

确定采样深度同样重要。不同深
度的土壤，受污染程度和成分可能差异
很大。根据这片农田的情况，我们决定
采集 0 至 20 厘米和 20 至 40 厘米两个深
度的土壤样本。我拿起土壤钻，将钻头
对准选定的采样点，双手握住土壤钻的
手柄，用力向下旋转。一开始，钻进土
壤还算顺利，但随着深度增加，遇到了
一些阻力，是钻头钻到了一些石块，每
旋转一下都要使出更大力气。南方的
天气闷热潮湿，不知不觉间汗水从额头
滑落，滴在脚下的泥土上。

终于达到 40 厘米的深度，我慢慢
将土壤钻提起，钻筒里装满了紧实的土
壤。我小心地将这些土壤倒入一个干
净的塑料盒中，贴上标签，注明采样深

度和位置。看着两个装满土壤样本的
盒子，我长舒一口气。

3.
带着样本回到实验室，首先要做的

是去除土壤中的水分。我一般采用烘
箱烘干法，因为这种方法相对快速且能
较好地控制温度。

我先把土壤样本均匀地铺在托盘
上，然后放入烘箱，设定好温度和时间，
烘箱开始工作。透过烘箱的玻璃门，我
仿佛能看到水分正一点点从土壤样本
中蒸发出去。

这个时候，我需要每隔一段时间查
看一下烘箱的温度和样本的状态。随
着时间推移，土壤的颜色逐渐变浅，原
本湿润的土壤变得干燥松散。此时的
土壤已经变得很轻，用手一捏，粉末状
的土壤从指缝间滑落。

接下来是磨土。我把烘干的土壤
样本倒入研钵中，用研杵使劲捶打。捶
打中土块逐渐变成碎块，但还不够细。
我又开始慢慢研磨，让碎块在研钵里不
断翻滚、摩擦。这个过程需要很轻但持
续的力量，就像在雕琢一件精细的艺术
品。每磨一会儿，我得停下来，用手指
感受一下土壤的细腻程度。

磨土是个枯燥的活儿，时间久了，脑
袋昏昏沉沉的，我提醒自己要专注，因为
土壤的颗粒大小直接影响后续检测结果
的准确性。土壤磨成粉末后，还得用筛
网筛过。筛过的土壤样本基本没有大颗
粒残留，粉末看起来比较细腻。

筛 选后的土壤还需要混合均匀，
以减少样本间的变异性。我把磨好的
土壤全部倒入一个大的塑料容器中，
用玻璃棒搅拌。搅拌的主要作用是确
保每一处土壤都能充分混合。然后，
我沿着容器的边缘，一圈又一圈地搅
拌 ，不 放 过 任 何 一 个 角 落 。 搅 拌 时 ，

土壤粉末会扬起一些灰尘，虽然已经
戴上了口罩，但是灰尘还是让我的眼
睛迷蒙了。

完成混合后，就可以检测土壤的物
理性质了。称取一定量的土壤样本放
入水分测定仪中，仪器开始快速加热，
水分迅速蒸发。通过测量重量的变化，
仪器很快显示出土壤的水分含量。我
认真记录下这个数据，这是了解土壤基
本状况的重要依据。

接着检测土壤的密度。将土壤样
本小心地倒入一个已知体积的容器中，
轻轻压实，使土壤充满容器且表面平
整。然后再次称重，通过计算得出土壤
的密度。

检测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要先对
土壤进行消解。把适量的土壤样本放
入消解罐中，加入强酸。强酸与土壤
接触的瞬间，会产生一些气泡和刺鼻
的气味，此时得迅速将消解罐密封好，
放入微波消解仪中。微波消解仪内部
发出强烈的微波，使消解罐内的溶液
迅速升温。消解过程要严格控制温度
和时间，温度过高或时间过长，都可能
导致样本损失或检测结果不准确。几
个小时之后，消解完成。这时消解罐
里的土壤已经完全溶解在溶液中，变成
了澄清的液体。

最后是用原子吸收光谱法检测土
壤中的重金属含量。将消解后的溶液
倒入仪器的进样管中，一束特定波长的
光穿过溶液，溶液中的重金属离子会吸
收部分光，仪器通过检测光的吸收程度
来计算重金属的含量。仪器屏幕上的
数据不断跳动，当最终的数据稳定显示
在屏幕上时，我便迅速记录下来。这些
数据承载着土壤背后隐藏的真相——
如果重金属含量超标，就意味着这片农
田受到了污染。

完成一次土壤检测过程，虽不复
杂，但烦琐，需要耐心和专业。每一个
数据，都是我和大地“对话”的结果，它
们承载着土地的“健康状况”，也是公益
诉讼的有力证据。

（作者单位：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检
察院）

实验者说
马跃辉

2024 年 4 月，受单位安排，我在
上湾镇尖山村开始了驻村帮扶工作，
从一名检察官助理变身驻村干部，转
眼间已有 300 多天。驻村期间，我养
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村部院子里的葡
萄藤成了我日记本里的书签，它历经
多次冻害仍抽出新芽，映射的仿佛就
是我在尖山村的点点滴滴——虽历经
艰辛，但终获成长。

尖山村全村共有 15 个村民小组，
户 籍 人 口 687 户 2796 人 ， 常 住 人 口
560 户 2271 人 。 主 要 种 植 小 麦 、 蚕
豆 、 马 铃 薯 、 油 菜 等 粮 食 作 物 和 当
归、党参中药材等经济作物。村民收
入来源主要是种植和外出务工收入。
这几年收成不好，很多年轻人为了生
活选择外出务工改善家庭生活，留在
村子里的人百分之八十是老人和孩子。

寒冬时节，村“两委”部署开展
冬季安全防范行动。那天我跟随村干
部来到独居老人李奶奶家时，屋内浓
重的煤烟味呛得人睁不开眼，老人为
了节省煤炭，用铁盆烧炭取暖。

“奶奶！你这样生活会出大问题，
千万不要再用铁盆生火取暖，你看这
家里不是有煤炉吗？安全第一，安全
第一，知道了吗？”我蹲在漏风的堂

屋，对照 《安全排查项目清单》 的内
容大声地喊给李奶奶听。李奶奶看不
清宣传单上的字，还有点耳背，我索
性 用 炭 条 在 地 上 画 起 “ 安 全 图
解 ” —— 一 个 “ 流 泪 ” 的 煤 气 罐 和

“跳舞”的灭火器。
李奶奶浑浊的眼里泛起笑：“姑

娘，你这画得比字明白！”
就这样，一桩“担惊受怕”的安

全风波终于在我和村干部的共同努力
下归于平静。这一刻，我意识到乡村
振兴从来不是百米冲刺，而是用脚底
板丈量民情的耐力长跑，是将“炭火
会咬人”的忧心，焐成“隐患清零”
的安心。那些在雪夜里叩过的门、握
过的手、点亮的灯，终将焐热隆冬腊
月乡亲们的心。

“坐在办公室都是问题，走进田间
地头全是办法。”在尖山村村部的古树
下，我们推行“移动小课堂”，在过去

的一年里，9 场“移动小课堂”开成
了“诸葛会”。在蝉鸣如沸的夏夜，村
民争辩着光伏板朝向；在桂花飘香的
晒谷场，老人为“微菜园”围栏该刷
绿漆还是白漆吵得面红耳赤。

那晚，又迎来期待已久的“移动
小 课 堂 ” 活 动 ， 随 着 一 声 声 “ 来 了
啊，坐坐坐……”村民们自然而然地
围坐在一起，夜话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首先啊，咱们得说说这人居环境
整治。”村党支部书记老庆的话语引出
今天课堂的主题，“最近村里道路两旁
的垃圾清理得怎么样了？大家有没有
什么好的建议？”

话音未落，村民们纷纷开口，有
的建议增加垃圾桶的数量，有的提议
加强垃圾分类的宣传。接着，话题转
到了农业生产上。“今年的庄稼都种上
了吗？都种的啥？灌溉用水充足不？”
村干部张姐关切地问道。村民们你一

言我一语，分享着丰收的喜悦，也反
映了灌溉不便等问题。

防范电信诈骗也是那天的热点话
题。“年末是外出务工人员返乡之际，
也是诈骗案件发生的高峰，大家可得
提高警惕啊。一年到头挣的钱要存进
银行，不明链接不要点，不明电话不
要接，你一不留神，辛辛苦苦挣的那
点钱，就打水漂了，有啥问题来村委
会找我们……”

村干部耐心讲解，村民听得津津有
味。看着课堂上花白头发的庆书记认真
的样子，我仿佛读懂了，人民群众身处
实践最前沿，对实践变化感知最敏感、
感受最深切，也最聪慧。只要经常深入
到他们中去，很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就能豁然开朗、找到答案。

“小王，你来了，今天我们要到 5
组，入户核实脱贫户收入，了解了解
村情民意。”这是我刚来时真真切切体

会的第一件和驻村有关的工作。当时
的我对农村环境不熟悉，在处理群众
矛盾时总存在方法不对、畏首畏尾的
情况，习惯用“官话”去解决问题，
群众不信任时有发生，闹出了不少笑
话，自己心里也不是滋味。

村干部张姐看到我的窘迫，主动
提 出 带 我 去 村 民 家 里 坐 一 坐 、 聊 一
聊 、 看 一 看 ， 将 “ 官 话 ” 变 为 “ 土
话”，从“陌生人”转为“家里人”，
拉近与村民之间的距离。“好的张姐，
等我拿个笔记本马上就走……”就这
样，我开始了一上午的“串门工作”。

经过一上午入户走访，我的笔记本
上记下了村民的诉求：脱贫户何哥说，
家里妻子罹患乳腺癌，了解到村里正在
进行低保调整，希望能享受低保政策；
小苗目前待业家中，希望村里考虑解决
公益性岗位，在待业期间过渡一下；残
疾人阿强因长期患病行动不便，不能到

县残联进行残疾认证，希望村里协调县
残联上门认证……回到村部办公室，我
将入户走访的情况汇总后，张姐组织村
两委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召开每天例会。

“今天召开工作例会，主要目的是
就上午入户走访的情况进行商议……”
每天一例会是村两委班子和驻村工作
队建立的工作制度。通过召开工作例
会，就入户走访的情况进行讨论，分
析群众存在诉求的主要原因，商量解
决问题的方式方法，确保群众的诉求
得到有效解决。第一天的驻村工作，
就在我醍醐灌顶的醒悟中结束了，也
让我找到了方向。

如今，夹在日记本中的葡萄藤已在
春风里抽出第二茬新芽，而我这本磨了
边角的日记本，仍在记录着我在驻村期
间的新故事：大雨天帮李大爷收拾苞
米，返乡的牛大哥筹建农家乐，村口大
槐树下新添了“民情信箱”……

在这里，我读懂了基层工作没有
“终极答案”：唯有把本子攥得更紧、
脚步扎得更实、更加持之以恒，才能
写好属于我的“驻村日记”。

（据王明明驻村日志整理，整理人
魏燕。作者单位：甘肃省渭源县人民
检察院）

尖山村纪事
王明明

非虚构作品展

到福建霞浦参加全国检察文学笔
会，意外邂逅游寿故居。

记得游寿，源于她曾和林徽因一起
被列为民国十大才女书法家。民国时期
的林徽因风华绝代，因为家世、婚恋和
交际能力，在一众才女中鹤立鸡群，游
寿能与之相提并论，算是沾了她的仙
气。如果把林徽因比作厅中玫瑰，那么
游寿就是空谷幽兰。看排名林徽因居
首，游寿靠后许多，但在我看来，若真论
笔尖上的功夫和才情，游寿可能要甩林
徽因几道街。

到一个城市里去，总喜欢到它的老
城区、老巷子、老屋子、老建筑处兜兜转
转，因为那里总会遗留下古人走过的深
深足迹，或有文人骚客的浓墨重彩，既
有历史的沧桑和厚重，又充满了市井氛
围和人间烟火之气。

报到后在入住酒店前台和组委会
处询问，在旅游地图和导航上搜索，都
没有得到当地人文地理的有用信息，有
点失望。中午吃饭，一名来自福州的同
行片言只语中说“上午去游寿故居逛了
逛，想为故居保护呼吁一下”，让我心中
一动，忙手机搜索，果然游寿是霞浦人，
便暗自留了意。

一日上午讲座结束得早，看离午饭
时间尚早，于是见缝插针，沿着导航线
路直奔“游寿故居”而去。步行不到 20
分钟，似乎到了霞浦县的老城老街，青
砖绿瓦、青石板路、老商铺已被现代城
市元素挤压得只能隐约可见。导航拐进
一胡同居民区提示已到目的地，但左顾
右盼就是不见故居标识。旁边一小院门
虚掩着，推门进去，一穿着马甲的老大
爷在侍弄花草。说明来意，他热情地带
着我往回走。

走过刚才路过的挂着“炳烛斋旧
庐”匾额的一座古色古香的旧门楼，老
大爷开始敲右边一个小侧门上的门铛，
一会儿里面有人开了门。进去才发现，
这是一座二进的老院子，一进的院子很
破乱，里面堆着些建筑和生活垃圾，往
里走的木门上挂着一个县级文保的“游
寿故居”木牌，挂的位置和木牌质量都
很不讲究。此时才明白，外面紧闭的挂
着“炳烛斋旧庐”匾额的门楼就是游寿
故居的正大门，而这个“游寿故居”的标
识却匪夷所思地挂在里面，让我这个游
客在此地转来转去找不到地方。估计像
我这样第一次前来的游客都会遇到类
似的窘境。

我和大爷说了我的看法，他笑了笑
不置可否，带着我进了二进院。脚一踏
进去，顿时有了种豁然开朗、别有洞天
的感觉。二进院口是个典型的南方天
井，接天水，接地气，深沉的青石板显示
着老宅的厚重和沧桑，站在边上望向整
个院落，目之所及，一览无余。

高大的厅堂没有雕梁画栋的华丽
装饰，只有原木色调的朴实无华，四根
支撑的木柱陈旧得让人担忧。大厅悬挂
着三对大的宫灯，厅堂正上方悬挂着

“风清苹鹿”的匾额。大爷带我一路细看
解读下来，匾额是游寿弟子大家王立民
所题，下方是一张大红宣纸书写的金文
榜书“寿”字，旁边是隶书对联“立身为

志，教书育人”，对联两边各有一幅斗方
的金文“羊”字，均是游寿先生所写。地
面上竖着两面屏风式的石碑，左边是游
寿撰写的《炳烛斋旧庐记》，右边是霞浦
县前县长黄家增撰写的《炳烛斋旧庐叙
略》。

大爷走到金文榜书“寿”字下面把
框扶正，看到上面还粘留了许多胶带残
迹，大爷忍不住开始絮絮叨叨。似乎是
前几日谁家老人过寿，把这幅字借去充
当门面，归还时没有打理干净。大爷把
下面的胶带仔细清理了，上面的够不
着，我们俩找遍厅堂也没有座椅之类的
支撑物，便盯上了一旁放着的消防器
材。俩人一对眼便心领神会，一起过去
抬了过来，大爷还抢着站了上去，我只
好扶着他，看着他像修补文物一样细细
地撕着字画上残留的胶带，清理着上面
的尘土和污渍。

收拾完毕，大爷拍打着身上的灰
尘，有点心痛地说：“游寿的这些作品极
具文物价值，可惜保护不力，往外借给
人过生日撑脸面，更是暴殄天物。”

听到老人能准确说出“暴殄天物”
这个成语，我不由得侧目了。

“ 可 惜 这 不 是 咱 的 东 西 啊 ，管 不
了。”老人又不无遗憾地说道。

游寿与江南的萧娴并称为“南萧北
游”，都是著名的女书法家。萧娴是康有
为先生的入室弟子，游寿是胡小石高

徒，两人都得名师真传，都以阳刚大气
的碑派书法闻名遐迩。若论区别，萧更
浑厚豪纵开张，游更内敛富含书卷气。
游寿早已“点墨成金”，有人高价索取，
她只淡淡一句：“我的字，不卖。”

大爷摇摇头说：“游寿先生一生淡
泊名利，只做学问，人品难得啊！”

“你跟我来。”大爷说罢又带我到了
院子西边的一个小侧门边敲了敲，一会
儿有个中年男人出来。大爷说：“这是外
地来的客人，想参观一下，我得回家做
饭了。”看中年男人同意了，大爷就和我
告别，说这是游寿的后人，里面是游寿
年轻时在霞浦的住处，我可以再看看，
这里他们一般不对外。真心谢了大爷，
我随这个游寿先生的后人进了一个狭
小、昏暗还有点潮湿的小屋子里。

这里才是百年前游寿真正生活和
读书的地方。里面简易的展览柜里摆满
了各个时代和游寿先生相关的各种书
籍、资料和生活用品。中年男人按照辈
分应该叫游寿姑奶奶。对游家近代史、
现代史，他如数家珍，并没有因为我是
独自一个外地客而慢待冷落。他带着我
对一件件家藏文物娓娓道来，尤其是其
中两块饱经沧桑的珍贵匾额更是他的

“馆藏珍品”。屋子里摆放的一本厚厚的
《游寿传》也让人注目，能让后人为其著
书立传，足见其人生前的显赫和功成名
就。

环视小屋一周，这个不足二十平方
米的角角落落，仿佛到处都有那个朝气
蓬勃、昂扬向上的青春少女的影子。

从游家后人口中得知，游家老宅目
前已传七代，饱经三百年战乱风霜，从
眼前的残存，依稀还能看出当年的繁
盛。“一门三进士两举人”皆从这个院子
里走出，游寿高祖游光绎是嘉庆年间进
士、翰林院编修，是这个古老院落和教
育家族的开山鼻祖，清末名臣林则徐就
出自他的门下。在一众成功男人之后，
更是走出了游寿这个现代女子大家。
霞 浦 博 物 馆 近 现 代 史 许 多 瞩 目 的 史
料，都来自游家或游寿的捐赠。他介
绍，游寿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大兴安岭
考证了拓跋鲜卑祖庙嘎仙洞、石刻祝
文及发源地，在霞浦考证了日本第十
七次遣唐使空海在中国的漂着地。南
京顾颖教授认为，“游寿是自元朝管道
升以后，唯一一位兼有极深厚学术素
养、极为丰硕学术成果和高水平的女
书法家。这样的成就，在 800 年中国
书法史上独此一位。”

看着这个不逐名利、不媚世俗、不求
功名、不拘小节，从战火纷飞的年代和十
年“文革”中走过来，自始都在学术的海
洋里遨游、徜徉的现代女子教育家、考古
学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书法
家，不由得生出了深深的敬意。

时至中午，远近都飘来了饭菜香。
知趣地告别游家后人。我走出来再看被
四周杂乱的居民房和城市高楼包围着
的游寿故居，不禁感慨：翻新的青砖围
墙，做旧的木质门楼，已远远承载不起
悠长的岁月和游家深厚的底蕴。

（作者单位：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检
察院）

游寿故居游
常 兆

通过测量重量的变化，仪器很快显示出土壤的水分含量

游寿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