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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何时，一只瘦弱的野猫悄然
踏入了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

一次无意的投喂后，这只橘色的
小生灵便驻足于我们案管办的地界。
它的皮毛如同泛黄的旧卷宗纸页，于
是我们亲切地称它为“卷宗”。慵懒时，
它便蜷伏于窗台，沐浴在日光里，眯起
双眼，俨然一位不声不响的观察者。

晨光初照，“卷宗”便开始了它的
巡视。它先是踱至统计员小何的案头。
小何正埋首于堆积的报表之中，键盘
敲击声如细密鼓点。随着最高人民检
察院“一取消三不再”的号令传来，案
管办肩头担子重了，报表却分明瘦了
身。小何对着屏幕，眼神如尺，仔细丈
量着表格间每一处细微的差异。忽而，
她眉头微锁，轻轻“咦”了一声——她
发觉某一处数字与原始记录间似有微
妙 偏 离 。小 何 迅 速 翻 动 案 卷 ，重 新 核
对，确认无误后才重新输入，键盘的节
奏终于恢复了安稳的节拍。窗边的“卷
宗”耳朵动了动，似也听懂了这由紧张
复归平和的键盘韵律。

接着，“卷宗”轻盈地跃上另一张
办公桌。桌后坐着白姐，她是案管办的

“数据活地图”，专司检察业务数据的
核查与统计分析。此刻，她鼻梁上架着
厚厚的眼镜，镜片后的目光锐利如鹰，
正聚焦在屏幕上跳动的数字和复杂的
图表上。案卡填录是否规范？核心数据
有无异常波动？各项业务趋势如何？这
些，都需经过她那双洞悉数据肌理的
眼睛反复“透视”。屏幕的光映在她专
注的脸上，她时而凝神沉思，时而飞快
地敲击键盘调出对比模型。忽然，她指
着屏幕上一处微小的波动，对刚忙完
的小何说：“小何，你看今年这类案件
的办案期限相较于往年同类案件，有
所延长，你与案件承办人沟通一下，了
解下具体情况。”“卷宗”似乎被屏幕上
流淌的数据图谱吸引，歪着头，金黄色
的瞳孔里映着闪烁的光点。

日头高悬时，“卷宗”便移步到角
落堆叠的待评查案卷旁。检察官老周
端 坐 在 那 里 ，眉 头 习 惯 性 地 微 蹙 ，像
一 把 审 视 细 节 的尺子。他正依照“一
体抓实‘三个管理’”的要求，进行一项
核心工作——案件质量评查。此刻，他
的目光如探照灯般聚焦在摊开的三份
关键文书上：起诉意见书、审查报告和
不起诉决定书。这三者必须构成一条
严 丝 合 缝 的 法 理 链 条 ，字 句 精 准 ，逻
辑 自 洽 ，容 不 得 半 点 罅 隙 。只 见 老 周
久久地凝视着其中一页，食指的指关
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铅笔尖悬停
在 纸 面 上 方 ，仿 佛 在 掂 量 每 一 个 字
的千钧分量。

时间在笔尖的凝滞中流过，终于，
他像是确认了某个细微的偏差，那悬
停的笔尖稳稳落下，在评查意见栏里，
郑重地写下了几行清晰有力的字迹：

“该案存在……需注意……”此时，“卷
宗”无声无息地挨近他脚边卧下，尾巴
盘绕身体，窗外的光影在它身上投下
案卷堆叠般的斑驳，仿佛也融入了这
寂静无声却重若千钧的核查之中。

午后日光西斜，“卷宗”便喜欢跃
上窗台，伏在微温的余晖里。老周仍埋
首于案卷，小何的键盘声则已化为持
续而规律的低语，白姐那边，只有鼠标
轻点、纸张翻动和偶尔敲击回车键的
笃定声响。我环顾四周，墙壁上悬挂的
流程图清晰分明，无声提示着每个流
转环节的责任归属。如今，“谁办案谁
负责、谁决定谁负责”早已深深嵌入流
程的骨骼，我们案管办既是流程的守
护者，又是监督者，在每一个细节里默
默维持着司法运转的精确节奏。白姐
桌头那份刚打印出来，还带着墨香的
数据分析报告，正是这节奏最客观的
注解。

暮色渐浓，“卷宗”便蹲踞在窗台
上，目光如探照灯般送别最后离开的
同事。小何临走前又望了一眼屏幕，确
认当日数据已准确归仓；老周合上评
查案卷，端正地放入柜中；白姐则仔细
整理好桌上的报表，将一份重要的季
度业务质效分析报告保存好。此时案
管办灯光渐次熄灭，唯留那面流程图
的电子屏幽幽地散发着柔和的绿光。

“卷宗”此刻悄然跃上小何的椅背
高处，俯视着人去楼空的房间。它眼中
映着墙上流程图流动的幽微光芒，宛
若星河，仿佛在诉说着无数案件的流
转与归宿。

待我也踏出房门，“卷宗”已静卧
于窗台上的月光之中，俨然成为案管
办最后一名守望者。我回首望去，它那
橘黄的身影在月光映照下，宛如案卷
堆里一枚温暖的书签，默默标记着此
处光阴的庄重。灯光熄灭，人影散去，
流程规则却在黑暗中如星图般精准运
行。司法公正的密度，正是由这些无形
刻度一丝不苟地织就。无论人眼能否
察觉，猫的触须却已悄然丈量过这方
寸间的每一分精确与重量。那重量里，
有小何的指尖、老周的笔锋，也有白姐
镜片后洞穿数据迷雾的目光。

（作者单位：陕西省镇安县人民检
察院）

案管办的猫
白宗灵

非虚构作品展

东河戏观众 《赣南日报》供图

老李的玻璃杯是个老戏骨。杯壁
早已沁出一层琥珀色的茶釉，像极了
陈年普洱的茶汤色泽。杯底沉着几片
凤凰单枞，在热水中缓缓舒展，犹如
老李办案时那份从容不迫的气度。

这只宝贝玻璃杯跟着老李进乡
村开检察听证会当过镇纸，压住被山
风吹起的笔录，也和泡面一起陪着老
李翻了一夜的各类诈骗案卷。

每天清晨，老李总要先用热水温
杯，这是广东人“醒杯”的老讲究。待
茶叶在杯中“凤凰三点头”般沉浮三
次，他才慢悠悠啜上第一口。茶香氤
氲间，一天的工作就此展开……

“小林！”老李的杯子“啪”地放在
桌上，蒸汽吓得缩了回去，“康前和李
进的 8 万元诈骗款追回来了，你负责
返还。”

小林啃着手里的包子，端着咖啡
的手一抖：“我，我去返还？”

“怎么，对自己没信心？”老李眯
着眼啜了口茶，“记住，这钱可能是人

家的救命钱。”
那晚，小林激动地把泡面吃成了

庆功宴，脑补了 800 个受害者拉着他
热泪盈眶的场景……

小林按捺着激动拨打电话。
“又是诈骗电话！骗子，你又来骗

我们了吗！”电话那头的怒吼震得小
林耳膜发疼。

原来康前和李进被骗后，这官方
来电在他们听来更是“诈骗升级版”。
同事帮忙换了号码打过去：“喂,喂？”
嘟——嘟——又被挂了！

“师父，被害人又把电话挂了！”
小林举着手机，撇撇嘴一脸挫败地看
向办公桌对面的老李。

老李头也没抬，手指轻轻敲着卷
宗，嘴角却微微上扬：“第几次了？”

“算上昨天打的，还有换号码拨
打，至少二十几次了……”小林叹气，

“没想到把钱退还给被诈骗人的事情
这么坎坷，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
井绳’。”

原来，内蒙古的康前自从上次被
骗后，对所有陌生来电都充满警惕。
小林换了三个号码打过去，结果无一
例外被挂断。书记员小王终于看不下
去了：“林哥，要不发公告让他们自己
来领？”

小林正犹豫着，老李的声音从背
后传来：“诈骗电话接多了，警惕性高
是好事。法律文书可以公告送达，但人
心不能。干咱们这行，耐心比法条重
要。”他端着玻璃杯站起来，杯中的单
枞散发着沉稳的香气，思索片刻又说
道：“你可以尝试查阅他们当地政府官
网，并找到他们居住地公安机关的电
话，告知我们随时配合返还诈骗款。”

接下来的日子，小林白天盯着政
府官网后台，晚上睡觉都抱着手机，
活像只守着鱼干的猫。还有样学样地
学老李泡浓茶提神，结果半夜三点眼
睛瞪得像铜铃——这哪是提神，分明
是修仙！

一周后，手机响了，看到一长串

号码，小林一个鲤鱼打挺。
“同，同志……”电话那头声音虚

虚实实，透着试探的语气，“你们真的
追回了我们的钱？”

小林一直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
下来。

“师父！师父！内蒙古的康先生寄
了锦旗来！”

老李掸了掸制服上并不存在的
灰尘：“走，带你见识下检察官的高光
时刻。”

收发室里，鲜红的锦旗上金灿灿
地写着“高效为民解忧 廉洁公正执
法 ”。小 林 捧 着 锦 旗 压 低 声 音 问 道 ：

“师父，其实我有个问题……”
“说！”
“根据涉案财物管理规定，我们

完全可以通过公告方式通知被害人
认领或者等他们主动找上门不是更
省事吗？主动联系不仅效率低，费事，
还容易被当成诈骗电话……”小林斟
酌着用词，“您为什么非要坚持我们

打电话联系？”
老 李 从 锦 旗 上 拈 起 一 根 线 头 。

“ 十 年 前 我 办 第 一 个 诈 骗 案 ，追 回 2
万元，当时发了公告，结果半年没人
领。”他轻轻抚过锦旗的褶皱接着说，

“后来才知道，被害人是个老太太，不
会上网，当我们联系上时，她孙子说
老太太在医院没有沟通能力了……”

小李脑补一下情节，一下烦躁起
来。他突然明白了。

“法律是冷的，但执法者的手是
热的，心是热的。”老李把锦旗挂上荣
誉墙，回头对上小林亮晶晶的双眼。

他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个盒子递
给小林：“喏，以后自己泡茶，别再蹭
我的茶了！”打开盒子，里面躺着崭新
的玻璃杯，和他那个是“父子款”。

老李啜了一口茶，指了指桌上的
一叠卷宗：“把这叠卷宗整理一下，重
点还是用便笺纸贴一下，不懂的来问
我！”

“ 遵 命 ！”小 林 调 皮 地 比 了 个 敬
礼，制服领带下摆也跟着翻起一个活
泼的弧度。墙上的锦旗静静注视着这
对师徒，阳光透过玻璃窗，把锦旗映
得熠熠发亮。

（作者单位：广东省梅州市梅江
区人民检察院）

“别再蹭我的茶了”
梁洁

“在汉江北岸，我遇到一个青年
战士，他今年才二十一岁，名叫马玉
祥，是黑龙江青冈县人。他长着一幅
微黑透红的脸膛，稍高的个儿，站在
那儿，像秋天田野里一株红高粱那样
的淳朴可爱。”柞树青青的五月，我来
到青冈，缅怀魏巍先生报告文学《谁
是最可爱的人》中的主人公——青冈
籍英雄马玉祥。

马玉祥 1931 年 2 月生于黑龙江省
中南部的青冈县祯祥镇吉兴村，1947
年 7 月离开家乡参军，先后参加了辽
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抗美援朝。1958
年转业，2008 年 4月逝世。

“1951年春，著名作家魏巍将马玉
祥深入火海勇救朝鲜孤儿的事迹写入

《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当年 4 月 11
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从此，‘最
可爱的人’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

名词，马玉祥也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
人物。”在马玉祥纪念馆，陪同我参观
的青冈县检察院检察长刘景江向我介
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3400 字的文
中，单独描写马玉祥的有 941 字。作家
魏巍与马玉祥两位老人彼此挂记，先
后见面 11 次。这里也是青冈县检察院
干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革命传统教
育基地，每当有新干警入党，都要到这
里宣誓，向英雄学习……

1958 年，马玉祥响应“转业地方、
支援边疆”的号召，转业支边，前往当
时被称作“老天无风三尺土，辽河开
口没法堵”的内蒙古哲里木盟（今通
辽市）工作。工作 26 年时间里，很多人
问 他 ：“ 你 就 是 魏 巍《谁 是 最 可 爱 的
人》中的马玉祥吧？”

每一次，马玉祥总是淡淡地说：
“同名同姓的人多着呢，就算我参加

过抗美援朝，但是那千千万万个志愿
军 战 士 中 ，绝 不 会 只 有 一 个 马 玉 祥
呀！”

有人不死心：“你说话的语气，你的
精神劲儿，和文章里的马玉祥太像了。”

他不动声色地说：“我是在向英
雄学习。”

抗美援朝中，他连续参加了第一
至 第 四 次 战 役 ，屡 立 战 功 。其 中 在
1951 年 1 月的汉江保卫战中，他被誉
为“汉江南岸三勇士”之一。

然而在通辽的 26 年时间里，整个
科尔沁竟没有人知道，他就是当年的

“汉江南岸三勇士”之一，只知道他是
个转业军人。

《谁是最可爱的人》肇因于一位年
轻战地记者采访一位年轻战士。马玉
祥回忆：“1951 年春天，我在朝鲜参加
第四次战役刚结束，当时连队进入阵

地的时候是 100 多人，打了三天三夜，
最后撤出阵地的时候只剩下我和指导
员及弹药手 3 个人了，战斗非常惨烈。
战役结束不久，魏巍到连队采访。当时
什么叫采访我不知道，指导员说问你
啥你就说啥，我说那行。但上哪去说
呢？当时飞机在头顶上飞、轰炸、扫射。
指导员说往山上去，那儿有松树。我们
就到松树根儿底下，蹲在那儿了。魏巍
问啥我说啥，魏巍问得特别详细，问到
我们家，问我为什么当兵。我们在山坡
的松树底下促膝谈心两天，魏巍记了
好厚的一本子……”

马玉祥纪念馆展品中，有作家魏
巍与英雄马玉祥的一间“情感小屋”，
里面陈列着魏巍书写的《谁是最可爱
的人》手稿拓印喷绘。一个方柱子的
两边挂着两盏带有梅花和竹子的长
筒灯，两侧醒目的对联是：“书林弹雨

松峰常在战友情，作家英雄梅傲竹雅
两相依。”

1987 年，魏巍与马玉祥两位老战
友阔别 30 多年后第一次见面。魏巍问
马玉祥：“几十年你都不承认是我笔
下的马玉祥，你是怎么想的？”马玉祥
说：“先前，许多人问我是不是你书中
的马玉祥，我说，天下重名的多了去。
我不承认，是怕别人误会自己在捞取
政治资本，要向组织索取什么。离休
了，无官一身轻，再不承认就对不起
那段历史，对不起长眠在异国他乡的
战友亡灵了。我们 38 军是彭老总称之
为‘万岁军’的英雄部队，我把这段历
史讲出来，对逝者是个慰藉，对生者
也是个教育吧！”魏巍闻之叹道：“高
粱老了色更红啊！”

参观完马玉祥纪念馆，我们回到
青冈县检察院，一楼大屏幕播放着干
警们合唱的电影《长津湖》主题曲，歌
声旖旎处，仿佛看到英雄们从漫天烽
烟中走来，那气壮山河的形象在干警
们的歌声中放大、再放大，顶天立地，
浩气长存。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

记问访冈青
兵韩

在赣南山涧的一抹抹墨绿中，有
这样一支族群，背负着千年燃烧的战
火的沧桑，把纷飞的火红色渲染成靛
蓝绽开在胸前和头顶，用勤劳的双手
垒成一堆堆高大威武的堡垒。他们那
沉甸甸的行囊中珍藏着自强不息的品
质、来自中原古老的技艺，和心口相传
的美食。一场场味蕾盛宴的漫漫迁徙，
一段段古老技艺的动人传承，在江西
赣州这座被誉为“客家原乡”的城市发
展经脉中，包裹着历史的烽烟，次第上
演。这支族群给自己起了一个谦逊有
礼的称呼——客家人。

那些静默、平凡、温柔的客家文化
记忆，总是缓缓流入他们的梦中，渗入
他们的心中。2023年，第 32届世界客属
恳亲大会客家宗祠祭祖大典在赣州市
赣县区举行，来自全球 28 个国家和地
区的 150 多个客属社团，5000 余名客
属乡亲在此共祭先祖，印证了“天下客
家，根在赣县”的文化地位。

莫听穿林打叶声，也曾吹过也曾
打过一蓑烟雨，萦绕在客家文化头顶
的 那 片 天 空 ，如 今 染 上 了 一 片 检 察
蓝，用法治之光点亮、放大那抹光亮，
让客家文化吟唱着新时代文化保护
传承的凯歌，充满自信地徐行。

1.
台下人走过不再见旧颜色。那戏

台的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回荡在戏
台上那熟悉的唱腔，和藏在老人床下
的那几箱爬上霉菌的戏谱，一起埋进
了历史的尘埃中。白鹿村的古戏台，雕
栏上刻着的花朵迎着蛛丝儿孤独地绽
放，那水袖起落间，曾有才子佳人、神
仙魔佛的曲折故事，也有台下爆发出
的热烈掌声和欢欣鼓舞的脸庞，就连
当年路过的麻雀都知晓它屋顶的纹
路，准确无误地停在凹下去的位置。

台上朱颜改，台下旧颜已不再。老
戏骨家里的饭桌上，啪的一声，老人在
听到儿子质疑“现在还唱那过时的有
什么意义”时，摔下了手中的筷子。那
声音像极了当年回荡在戏台上密集
的鼓点。这个曾响彻赣南大地的古老
剧种，如今只剩下 5 位平均年龄 78 岁
的老艺人。东河戏老戏骨在戏台上缓
缓抬起手、熟练地甩起水袖、唱起腔
调的一瞬，仿佛当年一样对戏路的熟
稔……但望着台下空空如也的观众
席，越来越哽咽的唱腔再也无法唱下
去。各种被年轻一代质疑过时的杂音
充斥着它传承的天空。穿梭百年的古

老唱腔，即将面临无以为继的考验。
史料记载，大明世宗嘉靖年间，披

红挂彩的状元郎骑马游街归来，白鹭
村里的东河戏演员，要为他专唱一场
东河戏，这部融合了高腔的激越，亦流
淌着昆曲的雅致，又同时汲取了赣南
采茶戏的精华，像极了几代传唱人波
澜起伏的人生故事，在戏台上上演了
三天三夜，余音绕梁，几日不绝。

雕栏玉砌的戏台上下，朱颜竟都
未改。台上，是一股股涌入东河戏圈子
的粉嫩新颜学生传承者，台下，除了昔
日涨红脸蛋叫好的观众，还多了一群练
习融入东河戏动作课间操的孩子们。原
来，面对东河戏传承系统性保护难题，
赣县区检察院秉承客家精神中崇文重
教的优秀传统，铺开这场新的保护传承
大戏，为东河戏的传承保护开局破题。
这支激情的办案团队历时一个月把脚
步踏遍各个乡镇，蹚小溪、越山涧，逐一
敲开 26位民间艺人的家门，形成《东河
戏保护专项调研报告》，揭示了“剧本
遗失率高”“专业剧团解散”的残酷现
状，以法律监督者的视角提出“建立专
项基金”“将东河戏纳入学校美育课
程”等 10 余项建议，从传承教育、财政
支撑等方面破题，将保护传承大戏唱
出彩、唱出新。在此推动下，区委专门
研究东河戏保护传承工作，出台《赣县
区保护传承东河戏实施方案》，文旅、
财政、教育等 11 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首
次坐在一起，商议由东河戏非遗传承
人、区文旅局、区文化馆、区歌舞剧团
共同组建“非遗保护专项工作组”，对

东河戏开展“剧本抢救、人才培养、市
场培育”三位一体保护。

只听见又是啪的一声，贡江之畔
东河戏大剧院戏台上，那镁光灯忽然
在漆黑中一打，光亮如昼。那光芒照
彻粉妆玉琢的脸庞，清晰的轮廓和娴
熟的动作，从容地迈着碎步，灵动的
裙摆似云卷云舒，款款而来，就像在
陈旧腐败的泥土中，冲破黑暗，不问
宿命，绣口一张一合，吟唱如诗如梦
的戏腔，如痴如醉，涅槃重生。东河戏
从“活下去”到“火起来”，在赣南大地
唱响新的传奇。

雕栏玉砌俱在，朱颜竟未改。问戏
将向何处去，恰似一颗新芽立枝头。

2.
衣裙褶皱一江水。那一袭竹衣在这

位客家母亲精心装扮下，把乡愁小心翼
翼地藏进身上的褶皱里，迎着晨曦的光
束，在竹竿上晒起琥珀色光泽的豆衣，
心里满是幸福的滋味。除了年迈的母
亲，赣县区只有72岁的非遗传承人陈师
傅掌握了这门手艺，望着晾晒架上泛着
琥珀光泽的腐竹，眉头却越皱越紧：“手
工腐竹卖不过机器货，包装上连地理标
志都没有……”新兴市场的猛烈冲击，
像是在奔跑中突然袭来的骤雨敲打在
娇嫩的手工腐竹皮上。

“学校的超市里摆放了各种各样
包装的腐竹，虽然包装精美，但吃起来
完全不是家里阳埠腐竹的那个味儿！”
每一次踏上归校的旅途，小芳总是叮
嘱母亲提前做好晒好，她说她总能透

过腐竹淡淡的香气，看见泛黄的落日
铺在母亲肩头，把那一张张薄如蝉翼
的竹衣披在竹竿上宽厚的手掌。母亲
就像是编织好独属于那一份家乡的
诗，而她安心地携带着这包泛起褶皱
的诗，更加安稳地迈向远方。

“我希望咱们客家的阳埠腐竹可以
走向全国，让更多的人能够品尝到专属
于客家人的那一份心意！”当新年的钟
声敲响时，小芳在书店的心愿签上用娟
秀的字体认真地落下这一行字。

这一切，都被我们看在眼里。我们
从此认识了小芳，听她说起独属于家乡
的故事。终于，用客家精神中的自强自
立精神去回应这场美丽的愿望，豌豆黄
与检察蓝在坚守客乡非遗技艺的征途
中邂逅了。办案团队的笔记本上密密麻
麻列着 12项任务：地理标志侵权调查、
质量标准论证、协会运行评估……这
场守护浓郁豆香的攻坚战，正随着走
访小组的足迹在乡野间铺开。田间地
头、农户家、属地乡政府、腐竹加工协
会、农业合作社等，只为打掉阻挡“赣
县阳埠腐竹”这个品牌发展的拦路虎。
针对技艺保护不当、品牌知名度下降、
群众美誉度不高等问题，提出了加强传
统工艺传承、规范统一包装、加大侵权
监管力度等检察建议。

一袭竹衣酿成诗。在检察蓝营造
起的“检察+行政+合作社+商户”四
位一体保护机制全面护航下，嫩黄的
竹衣开始了一场华丽蜕变旅程。从摇
篮到舞台，检察蓝推动营造了从生产
标准到包装标识的完整规范保护体
系，20 余家侵权作坊得到清理，阳埠
腐 竹 正 品 市 场 占 有 率 提 升 至 90%以
上。如今，标准化生产的非遗工坊增
至 10 余家，年产量突破 50 万斤，年产
值超 1000 万元，带动了 400余人就业。

一份阳埠腐竹，包裹着一套专属
的身份标识。传统工艺与时尚融入，
年轻人抢着学手艺，传承百年的客家
老手艺终于能放心传下去了。我们的
法治护航，让这份客家技艺在现代社
会中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3.
这一年的冬日，许久不下雪的赣

县区田野村镇飘着细雪，永安亭的飞
檐上积着薄冰。燕子常年在斗拱下筑
的巢，被积雪压塌了。76 岁的罗阿婆
裹紧蓝布头巾，颤巍巍地摸了摸亭柱
上新刷的桐油，眼眶泛起红晕。明朝
后，几代客家人的旅途，无论是进京

赶考还是现代赴外地就业，往往从这
座亭子开始迈开脚步，“永安”两个字
寄托着所有送别者共同的期盼。

去年腊月的场景又浮现在眼前。
那时她如往年一样，当燕子刚刚筑好
巢的时候，在亭边送孙女去外地上大
学。那时候，由于建筑状况堪忧，燕子
已经越来越少，亭子上的瓦片哗啦啦
往下掉，碎瓷片差点砸中她孙女。几
个路人见状，纷纷叹气：“这亭子怕是
要人去梁空巢也倾了。”亭内那方清
代碑刻早被雨水泡得发白，连“耕读
传家”的祖训都看不清了。

“阿婆，我们来看看老亭子。”去
年冬天，几名穿检察制服的年轻人踩
着泥泞进了亭子。阿婆正忙着摘碑刻
边上长满的杂草。她的指尖轻轻触碰
碑刻上的凹痕，抬头时眼里闪着光：

“这是咱们客家人的根啊。”
三天后，永安亭里摆开了圆桌。

文物专家举着放大镜研究梁柱，人大
代表摊开文物保护法，村民们端来擂
茶。罗阿婆清楚记得，那天，检察官指
着文件说：“按照文物保护法规定，政
府得担起文物保护责任！”办案团队
依法向属地政府制发检察建议，督促
限期整改并制定永安亭保护方案。那
天的热闹场景，令阿婆心潮澎湃。

属地乡镇投入 40 余万元资金，对
永安亭进行整体修缮，并引入古建团
队，采用传统工艺更换椽木、重铺青
瓦，修复碑刻，尽全力留存原貌，让这
座距今数百年的亭子“古建新生”。

三个月里，除了久未归来的燕子
在亭子梁间的呢喃，还多了古建师傅
们踩着木梯嘎吱嘎吱的声响。他们用
的都是老法子——青瓦要选本地窑口
烧的，椽木得是百年樟木，碑刻修复更
不敢马虎，特地请来了村里被奉为“书
法大家”的老人，躬着佝偻的背脊，先
小心翼翼地拿着宣纸拓印，再用特制
药水一点点清理。光彩久失、蛛丝满布
的那口藻井和那像是断了翅的飞檐，
就在师傅们的巧手下，渐渐恢复了旧
日的神采。罗阿婆常端着热姜茶来看，
见年轻师傅们跪在地上补砖缝，想起
年轻时在亭子里送丈夫的光景。

“阿婆，喝碗擂茶。”修缮完工那
天，检察官给阿婆端来茶碗。新换的
青瓦在阳光下泛着光，碑刻上的字迹
重 新 清 晰 起 来 。罗 阿 婆 摸 着 新 刻 的

“永安”二字，突然听见身后阵阵山歌
声。转头望去，几个穿校服的孩子正
围 着 检 察 官 叽 叽 喳 喳 ，欢 声 笑 语 不
断。暮色渐浓时，罗阿婆收拾起竹篮。
临走前又望了眼亭子，微风吹拂下，
檐角的铃铛摇摇晃晃，发出清脆的声
响，仿佛在说：“永安，永安。”

（作者单位：江西省赣州市人民
检察院）

客乡新韵
龙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