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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与选择 人民警察是国家的钢
铁 长 城 ，是 维 护 国 家 政 权
安 全 ，保 障 人 民 群 众 安 居
乐业的中坚力量。百年中
国梦，拳拳警察心，人民警
察，头顶着国徽，闪耀着严
肃的光芒；人民警察，着一
身 藏 青 蓝 ，扛 起 了 千 钧 重
担 。 人 民 警 察 ，匡 扶 人 间
的正义，捍卫法律的尊严，
守护千家的冷暖。

只 因 警 服 在 身 ，我 便
一 往 无 前 ，无 论 是 刀 山 火
海，无论是激流险滩，哪怕
是 万 丈 深 渊 ，只 要 人 民 需
要，只需一个指令，人民警
察 ，就 会 出 现 。 无 论 寒 暑
往来，无论季节变幻，在人民警察的脑
海 里 ，永 远 都 是 冲 锋 在 前 。 岁 月 染 白
了双鬓，任务摆在了面前，无论是七尺
男 儿 的 血 肉 之 躯 ，还 是 巾 帼 女 杰 的 柔
弱臂膀，在为人民幸福、国家安全撑起
一 片 蓝 天 的 时 候 ，他 们 从 不 叫 苦 喊
累。因为在警察心中，这就是使命，这
就 是 责 任 ，这 是 党 的 嘱 托 和 人 民 的 期
盼。

我 们 看 那 面 警 旗 ，那 面 引 领 我 们
人 民 警 察 冲 锋 陷 阵 的 旗 帜 。 警 徽 高
悬 ，红 蓝 相 间 ，那 是 人 民 警 察 忠 诚 于
党、服务人民的体现，那是人民警察捍
卫 政 权 、守 护 平 安 的 铮 铮 誓 言 。 维 护
社会稳定，打击违法犯罪，保护人民群
众 生 命 财 产 安 全 ，是 人 民 警 察 的 职 责
使 然 ；公 平 正 义 则 是 人 民 警 察 履 行 职
务 、开 展 一 切 执 法 活 动 的 灵 魂 和 生 命
线；人民警察令行禁止，服从指挥，永
远都以严格的纪律来展现队伍的大义
凛然。

长 风 破 浪 会 有 时 ，直 挂 云 帆 济 沧
海，新时代，新征程，在党的旗帜下，书
写忠诚；在群众的期盼中，立下战功；在
从警的道路上，奉献青春。人民警察节
的设立，是党和群众对我们队伍的关心
与认可，作为人民警察，我们更要勤奋
务实，奋勇争先。

（作者单位：邢台市公安局）

□ 王鑫

有人说，时光如水，了无痕。您用什么来衡
量时间呢？

有人用一盏茶来衡量时间。假日午后，放空
心境，穿着舒服的衣服，坐在茶榻前，温杯换盏，
烧一壶清泉，然后将茶置于茶碗中，沸水而至，茶
叶在水中浮浮沉沉，让人顿时有些禅悟，人生起
伏，恰若这茶。我们小心地品尝，茶香氤氲，再配
上一首茶乐，这个午后，晒着暖暖的阳光，享受一
人一茶的时光，这盏茶的时光，看上去是温馨而
惬意的。

作为父母，我们习惯用孩子的成长来衡量时
光。孩子小的时候，感觉时光是慢的，天天心心
念念地盼着哪天孩子会叫爸爸妈妈了就好了、哪
天孩子会走路就好了。再回首时，一不留神，儿
子上幼儿园了、上小学了，时光似乎飞一般地跑
起 来 ，恰 若 少 年 信 心 蓬 勃 ，他 追 求 着 自 己 的 梦
想。上初中、高中，上大学了，飞往遥远的城市，
我的周围又安静下来。时光从喧闹回归平静，这
是年复一年儿子的成长。我们从不会感觉自己
在变老，却不得不承认，儿子已经长成了一个大
小伙儿。

轻轻地推开儿子的房间，在房门背后有一面
身高墙。墙壁留下了我们每一年为儿子标注的
身高，仿佛儿子还在跳着脚说：“爸爸，我长高了
吗？我要长得和你一样高。”可是一回首，儿子在
高中时，就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我，原来我的“小拐
棍”，居然可以轻松地搂着我的肩膀，成为家里最
高的那个人。时光，就是这样被记录在墙壁上，
仿佛还记录了每一次量身高时，儿子的话语和表
情。

那年去西双版纳的古茶山上访友，面对着莽
莽布朗山，面对着千百年不曾改变的古茶园，那
些茶树每年在适合的季节开花、长叶，生长出神
奇的“中国叶子”，似乎在这里，时光是凝固的，茶
园里小黑猪和老黄牛悠闲地踱步，时光似乎年复
一年没有任何改变。当我说出自己的想法时，朋
友笑着说：“茶山上，也是有时光的痕迹的。”他随
手抓起手边的普洱茶，说：“你尝尝，这是新鲜的
叶 子 。”我 好 奇 地 接 过 来 ，尝 一 下 ，是 涩 涩 的 味
道。然后，朋友又让我尝尝那些经年的普洱茶，
却散发着柔美的香气。朋友说：“普洱茶经过时
光的发酵，糅合天地雨露的精华，更加芳醇，这就
是时光啊。”让我不禁点头称是。

听老家人说，苏北老家的宅子没有人住，年
久失修，要变成危房了，让我们回家看看。驱车
前往，只见古老的村落里，老宅像是时光的记录
机，依然顽强地矗立着。在那里，曾经发生过多
少悲欢离合，如今在一种“破败”的状态里，对我
们讲述着时光的故事。老宅的围墙已经斑驳，墙
皮有些剥落，最严重的是北屋的一面墙都有些倾
斜，野草枯藤在屋顶上疯长。妈妈说：“几十年了
啊！”原来，时光也可以用老屋来衡量。

时光可以用数字来衡量，比如我们的年龄。
于是，人们不放弃任何一个节日，希望每一天都
过得有仪式感。而时光，也可以用我们脸上的皱
纹、头上的白发来衡量。可是，当我们有着丰富
的学识、优雅的谈吐时，这同样是时光赋予我们
的礼物……

（作者单位：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局）

我对自己从事多年的警察职业
有着深厚的感情，这种美好的情愫说
不出来，但已深深融入血脉中。

对警察职业的热爱，也许缘于小
时候崇拜英雄的情结和想成为英雄
的理想，也许缘于自己对执法者激浊
扬清、惩恶扬善、公平正义职业的尊
崇，这种情感随着岁月愈发浓郁和升
华，愈发感悟体会深刻。

我身边有很多同事，当初不少有
条件调到待遇高、进步快、工作有规
律的单位，但他们却不愿去；有的积
极鼓励孩子报考警察院校或公安机
关，几代从警，在言传身教中让警察
的情怀和理想一代一代传承；有的因
提拔、交流到其他部门领导岗位后，

依然对警察的职业和警察的制服有
一种莫名的留恋，将警徽、警衔、警服
一生珍藏。

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我常常被民
警这种对职业的认同、追崇而感动。
我静心思考，当警察就是会“着迷”，
这种“着迷”就是“迷恋”和“痴迷”，
是从内心深处流淌的喜欢和热爱，认
为加入公安队伍是一生最好的职业
选择，人生的价值追求与国家安全、
社会稳定、人民安宁息息相关、紧密
相连。

我时常忆起在县公安局局长岗
位上时，与战友们那种同甘共苦、并
肩作战的美好感情和时光。他们常
年紧张而忙碌在打击犯罪、维护稳定
的最前沿。忘不了案件破获后的激
动和欣喜；忘不了千里追凶、突破重

围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的睿智和斗志；
忘不了分析案情、研究案件时辨法析理
的认真态度；忘不了化解群众矛盾纠
纷、双方握手言和时的满意表情……
这些时常浮现眼前，定格在心中。

这些常年战斗在基层，奋战在一
线 的 战 友 ，有 不 少 人 被 授 予 各 种 荣
誉，受到表彰。然而，他们之中更多
的是默默无闻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
可能终其一生也未能获得多么崇高
的荣誉，但是在内心深处永远秉持着
自己的责任与担当，没有忘记自己的
初心和使命。

写到这里，我仿佛对警察这个职
业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理解了警察
群体中沉淀在内心深处的选择和追
求，那就是警察职业光荣而崇高。维
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是人民警

察 的 忠 诚 本 色 和 使 命 担 当 ；惩 恶 扬
善、打击犯罪是人民警察的职责和追
求。他们在长期的公安工作中，找到
了属于自己的归属感、荣誉感、自豪
感，体现了自我价值。

选择了警察这个职业，就是选择
了忠诚，选择了无悔，选择了担当，选
择了奉献。要用实际行动践行“对党
忠 诚 、服 务 人 民 、执 法 公 正 、纪 律 严
明”的总要求。对党忠诚、听党指挥
是人民警察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严
格执法、为民服务是人民警察始终坚
持的使命和担当，只有做让党和人民
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忠诚卫士，
才能为警察职业抒写精彩。

人 民 警 察 ，因 为 职 业 荣 光 而 热
爱，因为热爱而选择。

（作者单位：衡水市公安局）

天 气 逐 渐 变 冷 ，天 地 间 也
变 得 灰 蒙 蒙 。 寒 风 瑟 瑟 ，树 上
的 叶 子 经 不 起 寒 风 的 侵 袭 ，纷
纷 从 树 枝 上 飘 落 下 来 ，落 满 了
一地。

叶 已 如 此 ，更 何 况 花 了 。
我 不 禁 暗 想 ，路 边 的 花 都 凋 谢
了吧。当我走到我们分局院子
的小花园旁边，惊奇地发现，那
月季花依然顽强地迎着寒风绽
放 着 。 花 园 的 外 围 是 冬 青 树 ，
寒 风 过 后 ，叶 子 也 暗 淡 了 不
少 。 冬 青 树 的 里 面 ，便 是 那 一
人多高的月季花了。花枝向四
周 放 射 状 张 开 ，有 的 枝 条 的 叶
子 已 经 掉 完 了 ，只 剩 下 光 秃 秃
的花枝，那三角形的花刺，显得

十 分 突 兀 。 有 的 枝 条 上 ，那 开
过 的 花 都 已 经 结 了 圆 圆 的 、红
红 的 种 子 ，整 个 枝 头 虽 显 得 荒
凉却又充满了生的希望。在另
一些花枝上，赫然顶着红红、粉
粉、白白的花，有的已经开放，
如拳头大小，一瓣贴着一瓣，虽
不 像 春 花 那 样 舒 舒 展 展 地 开
着，但花瓣依然那么娇嫩，红的
鲜艳欲滴，像婴儿冻红的脸；黄
的 鲜 亮 鲜 亮 ，如 刚 出 笼 的 小 鹅
苗，黄绒绒、嫩乎乎的；白的素
洁如雪，干净、娇弱；那没开的
花 骨 朵 也 顶 在 枝 头 ，花 苞 外 面
花 萼 已 经 冻 得 发 蔫 了 ，甚 至 有
剥 落 的 迹 象 ，但 里 面 深 红 的 花
苞 依 然 坚 挺 ，如 沾 满 水 的 毛 笔
般 饱 满 ，你 能 够 想 象 到 它 蓄 势
待发的样子、凌寒绽放的仙姿。

紧紧挨着这些大株的月季
花 ，花 园 里 还 种 着 一 排 排 小 月
季花。这些小月季花多数只有
一 条 枝 干 ，可 即 便 是 所 有 的 叶
子 已 经 掉 光 ，光 秃 秃 的 花 枝 上
也顶着红的、黄的、白的花。我
不禁感叹，这么娇嫩的花，忍耐
着冬天寒冷，逆势而行、争相开
放，这是何等的生机呀！

人 们 赞 美 秋 菊 ，也 多 因 为
它 顶 着 萧 瑟 的 秋 风 却 仙 姿 朵
朵，展现出生命的顽强。如今，
这 随 处 可 见 的 月 季 ，冒 着 初 冬
的 寒 冷 怒 放 着 ，也 是 如 此 顽 强
与刚毅：明知叶落，也不止步；
明 知 风 砺 ，逆 风 前 行 ；明 知 寒
冷，依然怒放！

（作者单位：邢台市公安局
信都分局）

有 了 一 间 自 己 的 书 房 ，收 拾
停当，总觉得少点儿什么，于是前
往 花 卉 市 场 。 一 进 大 门 ，前 方 不
远 处 的 几 盆 盆 景 进 入 我 的 视 线 。
枝条苍劲有力，花苞小巧鲜艳，缀
满 枝 头 ，犹 如 一 粒 粒 红 色 的 宝
石 。 已 经 盛 开 的 ，层 层 叠 叠 的 红
色花瓣里包裹着黄色花蕊。怎么
看 ，都 像 是 在 哪 里 见 过 。 店 家 介
绍说是海棠！我恍然大悟，这时，
位于拙政园内的海棠春坞仿佛出
现在我的眼前。

初见海棠春坞，是那年初春。
前 一 天 晚 上 来 到 苏 州 ，第 二 天 清
晨，步行穿过平江路，转到白塔东
路，再沿着园林路，一直走到头，就
到了拙政园。

拙政园始建于明朝正德四年，
园林占地 5.2 公顷，分为东、中、西
三个部分，是江南古典园林的代表
作品。不仅居于苏州四大名园之
首，还与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
庄和苏州留园一起被誉为中国四
大名园。拙政园因地制宜，以水景
为主，亭台楼榭，花木繁茂，移步换
景 。 建 筑 简 洁 文 雅 ，偏 于 朴 素 开
朗，大气淡然的自然风格。“江南四
大才子”之一的文徵明依照拙政园

中 的 景 物 ，绘 成 一 幅 经 典 的 画 作
——《拙政园三十一景图》，海棠春
坞就是其中一景。

细雨霏霏，仍不失冬的寒意，
从园林正门而入，就进入东园。逆
时针绕过芙蓉榭、天泉亭，一路向
西，跨越东、中、西园，最后，又回到
中园。中园以荷花池为中心，坐在
远香堂，可以赏荷听雨。山是园林
的骨架，水是园林的血脉，这大概
就是“无山不成景，无水不成园”的
解读吧。大多数人逛园林，会只注
意到山、水组合而成的意境，而忽
视 建 筑 本 身 所 处 的 位 置 和 功 能 。
于是，位于枇杷园景区玲珑馆西北
侧的海棠春坞就很容易被游人忽
略掉了。

“坞”字有“地势四周高而中间
凹的地方”的释义，“坞逸”是苏州
的方言，意思是舒服、安逸。来到
海棠春坞，就会发现，庭院虽小，却
清 静 幽 雅 ，是 读 书 休 憩 的 理 想 之
所，更与其名字完美契合，真真就
是“坞逸”极了。

一 大 一 小 只 有 一 间 半 的 两 开
间书房坐北朝南，虚庭外，透过六
边花窗，可以看到西侧天井中的一
株海棠。东侧同样有花窗，天井内
的几根天竹“漏”进室内。实房内，
是刻有海棠纹样的茶几桌椅。

站在廊檐下，向院内望去，东
西侧各植一棵海棠。两棵海棠树
都不高，从根部就分开了枝杈。左
为西府海棠，右为垂丝海棠，玫红
色的花苞，粉红色的花朵掩映在嫩
绿之中，粉嘟嘟煞是惹人喜爱。西
府海棠是海棠中的上品，有“花中
神仙”等雅称，在皇家园林里，常和
玉兰、牡丹、桂花等一起种植，意为

“玉棠富贵”。
越过两棵海棠树，可以看到南

墙，那是一排灰色瓦当之下的白色
墙 体 。 正 中 央 ，悬 挂 一 副 灰 色 匾
额，像是一本打开的书卷，刻写着

“海棠春坞”四个字。正下方是一
块既瘦且漏的太湖石，一簇绿竹就
在 它 的 右 侧 ，高 的 那 枝 已 跃 过 瓦
当，伸向玲珑馆。海棠、翠竹和太
湖石在灰檐白壁之前，构成一幅天
然的水墨画，尽展自然之美。

正在为这副“画作”感叹不已
的时候，低头一看，落在地上的粉
红色花瓣之下，是青白红三个颜色
的 鹅 卵 石 堆 叠 而 成 的 四 瓣 海 棠
花 ！ 排 列 整 齐 ，直 至 蔓 延 整 个 地
面，不禁大叫一声“妙极”！

海棠铺地，海棠花开，“瘦漏海
棠图”，这就是处处离不开海棠的
海棠春坞。

除去这些“海棠”标志的物什，

站在院子的任何角落，都可以看到
大片“留白”。留白并不是白色，而
是有无的“无”，这“无”在视觉上的
感觉是空旷，让原本不大的院落显
得格外宽阔。然而，建筑与花草的
布局让我又感觉到，水墨画十足的
意 境 ，并 不 缺 少 什 么 啊 。 无 就 是
有，有就是无。我想，这正是设计
者的“故意”而为之。

读 书 之 地 ，原 本 就 是 清 静 之
地。臆想中，竟打开了五抹头格扇
门和三抹头格扇窗，坐在桌前，手
捧 书 本 。 累 了 ，抬 头 看 那 两 株 海
棠、一块太湖石和一簇绿竹足矣。
春 暖 花 开 时 可 以 赏 花 ，细 雨 绵 绵
时，看着摇曳的翠竹，倾听廊檐瓦
当下滴落的雨丝，无论外面多么嘈
杂烦乱，在这处“坞逸”里也能远离
世俗的诱惑，心如止水。而心态平
和，活得通透，这才是人生最高的
境界罢！

无论如何，我的书房也不可能
有海棠春坞的海棠、天竹，抑或瘦
漏的太湖石，然而，一盆海棠盆景
还是可以有的。我选了那盆第一
眼就看到的宝石红色的海棠，摆放
到我的书房，我静静地看着海棠，
回忆着往昔。

（作者单位：秦皇岛市公安局
海港分局）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
是年，腊八粥喝几天，稀稀拉拉二十
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把肉煮……”在北方农村，一
进 入 腊 月 ，家 家 户 户 的 上 空 就 开 始
飘 荡 起 年 的 味 道 。 对 于 中 国 人 来
说，过年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但
对于像我这样在北方农村长大的孩
子 来 说 ，过 年 前 大 人 们 的 准 备 工 作
才是最欢乐的记忆。

在我的记忆里，每当进入腊月，
妈妈就开始着手准备年货。首先就
是为我购置一身新衣服。每逢集市
的 日 子 ，妈 妈 总 会 拉 着 我 去 大 小 集
市上挑衣服。比了又比、试了又试，
遇到满意合身的衣服她又要跟商贩
讨价还价几个回合。往往腊月初一
集 上 看 中 的 衣 服 ，一 直 到 腊 月 十 八
集 上 才 会 买 到 手 ，前 后 要 经 过 半 个
多月的“较量”，与商贩在价格上“大
战”好几回合，才会在商贩的妥协中
得胜而归。

其次，就是为姥姥、姥爷做一身

得体的棉衣御寒。在集市上扯一匹
上 等 好 布 后 ，妈 妈 就 开 始 施 展 她 从
姥 姥 那 继 承 的 裁 缝 绝 技 。 弹 棉 花 、
裁衣边、絮棉、打样、剪裁、缝合……
记得那时候我总是在缝纫机“哒哒
哒”的陪伴声中入眠。

最 后 ，就 是 我 最 为 期 待 的 环
节——备年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初 ，物 流 不 似 现 在 这 么 发 达 ，农 村
人 的 家 庭 条 件 也 不 似 如 今 这 般 好 ，
农 村 娃 想 要 吃 点 好 的 ，只 有 在 备 年
货 那 些 时 日 才 能 真 正 感 受 到 什 么
叫 肆 无 忌 惮 ，只 有 在 家 里 杀 了 猪 ，
煮 肉 时 才 能 体 会 到 什 么 叫 大 快 朵
颐。

每 年 一 进 入 腊 月 ，姥 姥 就 会 把
猪圈里的四头猪卖三头杀一头。卖
猪 的 钱 买 成 猪 仔 继 续 圈 养 ，杀 了 的
猪 就 成 了 我 们 几 家 人 的 重 要 年
货。前膀、后座、下水几家平分，中
间肋、猪蹄、猪头、肉骨头就要大家
齐 动 手 支 锅 架 灶 一 起 煮 。 这 时 候
大 人 们 各 司 其 职 ，有 人 煺 毛 ，有 人
配 料 、有 人 分 割 ，而 我 就 带 领 表 兄
妹 四 人 负 责 添 柴 烧 火 。 肉 骨 头 一

煮 熟 ，姥 姥 会 特 许 我 们 四 个 小 馋 猫
“敞开了肚皮吃”，吃饱后我们四人
一 哄 而 散 ，大 人 们 才 开 始 真 正 的 工
作 ：熬 猪 油 、炸 丸 子 、炸 豆 腐 ，肉 煮
熟 后 要 油 炸 上 色 油 封 ，猪 下 水 要 茶
燎 糖 熏 、肉 汤 要 灌 芡 肠 ，最 后 一 道
工序就是压猪头。

压猪头是一个需要几人配合的
技 术 活 儿 。 猪 头 需 要 慢 火 炖 煮 四
个 小 时 直 至 脱 骨 ，捞 出 后 要 在 极 短
的 时 间 内 剔 骨 ，而 后 撒 上 佐 料 ，用
透 气 性 好 的 棉 布 包 好 ，最 后 用 重 约
200 斤 的 平 面 板 石 压 住 ，全 套 工 艺
一 气 呵 成 ，用 时 不 能 超 过 十 分 钟 。
如 果 超 时 了 ，猪 头 中 的 油 脂 就 会 凝
结 ，压 出 的 成 品 易 散 ，不 容 易 切 成
片 ，这 就 要 求 几 人 配 合 密 切 不 容 有
失。

栾 城 人 自 古 就 琢 磨 出 了 猪 头
肉、熏猪头、扒猪脸、压猪头等多样
吃 法 。 压 猪 头 就 是 只 有 冬 季 才 能
吃 到 的 特 色 美 味 。 上 好 的 压 猪 头
切 片 具 有 独 特 的 花 纹 与 香 气 ，肥 瘦
相 间 ，吃 在 嘴 里 更 是 口 齿 留 香 回 味
无穷。

后来，我家搬进了小区，栾城也
加 速 了 城 市 建 设 的 步 伐 ，特 别 是 前
几年姥爷姥姥相继过世，大铁锅、柴
火灶、煮肉、压猪头都成为最美好的
童年记忆，留在了心底。

今 年 冬 月 ，妈 妈 突 然 跟 我 说 ：
“今年在舅舅家压猪头吧，想那个味
道 了 。”我 一 听 就 兴 奋 了 起 来 。 说
干就干，支锅架灶，还是一家人配合
默契，但柴火变成了天然气，我成了
妈妈的副手。妈妈手把手地教我如
何 制 作 压 猪 头 ，一 边 教 一 边 叨 叨 着

“记得你姥姥说，配料一把花椒，两
把 大 料 ，三 把 小 茴 香 …… 灌 芡 肠 是
一瓢芡粉，五瓢肉汤，一把盐，六斤
瘦肉……一年就煮一次肉，别节制孩
子 吃 ，回 头 给 他 们 吃 点 乳 酶 生 消 消
食……”

我 就 静 静 地 站 在 妈 妈 身 边 ，听
她 一 遍 又 一 遍 不 停 念 叨 ，像 是 怕 我
记不住，又像是怕自己记不住，但我
知道她是想念叨给姥姥、姥爷听。

（作者单位：石家庄市公安局栾
城分局）

警
察
的
使
命

衡量时光

忆海棠春坞

年味·压猪头

 












































那盛开的月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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