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2022 年 8 月 13 日至 20 日
地点：怀来县存瑞镇头二营村
记录人：怀来县人民检察院党组

成员、检委会专职委员倪建斌
整理人：驰轩

8 月 20 日，已经是我们值守高风
险区怀来县存瑞镇头二营村的第八日
了。疫情防控期间，在战“疫”一线发
生了许许多多感人和暖心的故事，平
凡中的点点滴滴，现实中的无私大爱，
太多的人、太多的事让我感动。

8 月 13 日，周六。上午，怀来县
核酸检测突然发现初筛阳性无症状
感染者，随后存瑞镇头二营村被紧急
划 定 为 重 点 区 域（后 来 又 被 调 整 为
中、高风险区）。疫情就是命令，防控
就是责任。根据县委、县政府指令，
我们怀来县检察院立即对头二营村
实行严格封控管理，坚决阻断疫情传
播渠道。

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史富贤命令
周末休假的检察干警迅速集结，我协
助史检，带队立即赶赴存瑞镇，执行封控任务。
警车飞驰，中午 12 时，我们着装严整，做好防护，
在头二营村村口集结。

与新冠病毒赛跑，必须要快！县检察院驻头
二营村疫情防控组迅速行动：封控卡口，全村共 8
个出村路口，仅留 1 个卡口作为物资保障通道外，
其余路口实行物理隔离，严格值守登记检查；巡查
教育，我们将封控管理的具体规定录制成音频，通
过村内喇叭广播、警车巡逻喊话、无人机巡查播放
等多种方式进行传播，确保全村村民人人熟知。

疫情防控既是管理，更是服务，必须用心用
情。实行封控管理后，每日核酸检测、日常生活
保供、急病就医买药等问题千头万绪。检察干警
始终把服务村民作为最接地气的群众工作，尽力
帮助村民解决困难。值守卡口时他们是门卫，保供
物资到货时他们是推着小车的搬运工，背起消毒罐
后他们是消杀员……小孩发烧需就医、糖尿病患者
要买胰岛素，他们认真登记、对接、联系……

“值守高风险区头二营村的日日夜夜，亲爱
的战友们让我肃然起敬！……大家谦让着让别人
休息，谦让着让别人多吃点，没有一个人叫苦叫
累，没有一个人请假，防控仍无期限，但疫情当
前，每一位战友心中都有战‘疫’必胜的信念！”
在头二营村执行夜班值守任务时，检察长史富贤
含泪写下了这段文字，对检察干警们来说，这既
是辛苦付出的褒奖，也是勇于奋进的激励。

八 个 日 夜 ，时 而 酷 热 暴 晒 ，时 而 冷 雨 寒 风 。
在斑斓的秋色里，检察干警们逆行而来，必将得
胜而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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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的翠绿伸长胳膊支起一个
个大伞包，只为护住脚下这片专属
的清凉。枝梢的夏蝉像是没吃饱的
孩 子 ，正 在 拉 长 脖 子 不 停 地 叫 嚷 。
似乎周围的一切一如往常，又好似

匆忙之中带着些许彷徨。
一 阵 风 吹 来 都 能 热 到 发 烫 ，虽

不 至 大 汗 淋 漓 却 也 悄 然 间 打 湿 衣
裳 。 生 活 中 柴 米 油 盐 烹 出 五 味 杂
陈，虽不得每日山珍海味，却也求个
快乐至上。或许，这便是人间烟火，
又或是人生喜乐忧伤。

八月，阴晴圆缺，是非分明，若
得多日骄阳似火，必有少时阴雨凄
凄；八月，流经半程，年轮不歇，既得
来时所感，又具前路之愿。坚定最
初的梦想，一往无前，终是得尝生活
里那份甜汤。

我 为 八 月 穿 上 薄 纱 一 样 的 衣

裳，既可遮去那份臃肿，又能偷得阵
阵清凉；我为八月写上一段文字共
赏，既有蹉跎生活表象，又可晾晒心
中所想；我为八月辞去所有迷茫、忧
伤，惟愿所见皆是喜庆吉祥、美丽高
光。

（作者单位：盐山县人民法院）

□ 宫海军

今日，处暑。天气，晴。
女儿的幼儿园放了暑假，每日早上七点正是

她睡懒觉的时候。然而这几日因为要做核酸检
测的缘故，她叮嘱我早早叫她起床，万不可误了
核酸检测。在做核酸检测这件事情上，她态度积
极、自律性强，让我这个“老”母亲甚感欣慰。

早上，她睡眼惺忪地趴在窗户上，想要看看
去做核酸的人多不多。突然，她像呓语似的问
我：“妈妈，秋天到了吗？”我不知她这问题何来，
便问道：“怎么了？为什么这么问妈妈？”她指着
楼下的一棵大树说道：“你看树上有几片叶子发
黄了。老师说过，秋天的时候，树叶会发黄、会掉
落。”我走到窗边一看，果然那棵树上有几片叶子
已然发黄，在朝阳的照耀下黄灿灿的，很难不引
起人的注意。我一时语塞，工作的繁忙常常让我
忽视时光的流逝，如果不是身边的人提醒，我总
是会忘记今天是星期几、今天是几号。作为一个
成年人，我竟不知该如何回答女儿的问题。

在孩子的认知里，树叶发黄便是秋天到了的
征兆，简单朴素的认知一下子让我也不禁产生了
疑问，是秋天到了吗？我忽然发现自己对于秋天
的认知竟然还停留在孩童时期，那时候的我，认
为只要是换上了长袖衣服，秋天就到了。我不禁
低头瞟了一眼身上的短袖 T 恤，一时间陷入了深
深的自我怀疑，我是不是缺乏了些基本的生活常
识？

做核酸的时候，我发现今天好凉快啊，少了
前几日的闷热，空气清新，微风习习，一阵阵小风
儿吹到身上，凉凉的，却没有一丝寒意，只觉沁人
心脾、神清气爽。

开车上班的路上，我习惯性地打开了广播，
熟悉的声音播报起今日的天气、路况等，原来今
日是处暑。主播解释道，“处暑”寓意“出暑”，意
味着以后的天气会越来越凉爽。果然，秋天到
了！我满心欢喜，理由很简单，因为我极其怕热。

提 早 到 达 单 位 以 后 ，翻 看 一 下 今 日 的 朋 友
圈，尽是些蓝天白云的图片或小视频，秋高气爽，
云淡风轻，我想拍摄者的心情也一定是美美的，
毕竟天气也会影响人的心情。看来大家应该和
我一样喜欢今日的天气，欢迎秋天的到来！

（作者单位：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冬 日 的 午 后 ，燕 山 脚 下 的 夜
仿 佛 来 得 格 外 早 。 下 午 四 点 ，暮
色渐至，乌云越聚越厚，一场大雪
正 在 酝 酿 。 而 这 ，是 我 最 喜欢的
天气——父亲和母亲囿于天气影
响，不能到地里干活，于是就有时
间包饺子了。

饺子是我最爱的吃食，我也是
包饺子的“看客”。母亲打开扎得
紧 紧 的 面 口 袋 ，用 小 瓢 舀 面 ，“ 一
瓢，两瓢，三瓢！”每次都是三瓢，
不多不少。舀好面，母亲会小心翼
翼 把 面 口 袋 再 次 扎 好 。 和 面 ，切
馅，动作娴熟。冬日里的饺子馅，
永远是白菜馅，辅以葱、面酱。包
饺 子 时 ，父 亲 和 母 亲 总 是 会 聊 家
常，计算着一年的光景里，哪些收
成好，哪些还不行，也会计算着家
里的存款，羡慕着村里的万元户。

饺子出锅，窗外已经飘起了雪

花。幸福莫过于热乎乎的炕头，小
桌子上，两盘饺子，三碗汤。喝一
碗饺子汤，是吃饺子之前的仪式，
热乎乎的饺子汤，暖了脾胃，最主
要的是，喝了饺子汤，肚子的空间
少了，就可以省下几个饺子，这是
母亲节俭持家的秘诀。

那 是 上 世 纪 90 年 代 初 ，我 们
这个地处山沟沟里的小村庄生活
依然简单，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劳
作之余，计划着吃上一碗饺子，是
每家的期盼。

“妈，饺子馅里多放点肉吧！”
我看着母亲剁肉馅，央求着。

“行，多放点。”母亲带着些许
的宠溺。

说这话的时候我已读高中，每
月 回 家 定 是 要 吃 上 一 顿 饺 子 的 。
与小时候不同，生活水平的提高直
接体现在了餐桌上，冬日里的饺子
馅，白菜里偶尔会放上些许肉，喷
香诱人。或者有些时候，家里也会

买上二斤韭菜，丰富了冬日的食物
色彩。家里吃饺子的频率也高了，
不用计划着半个月吃一次，三五天
即可吃上一顿。包饺子总是伴着
父母的家常碎碎念。“家里有了冰
箱，可以冻上些肉，这样的日子，以
前哪敢想。”“今年的苹果和栗子卖
的价钱很好，明年一定要更认真管
理这些树。”“孩子上了高中，很快
就是上大学，要多攒些钱才是。”

不知不觉间，饺子下锅、出锅，
一家人又可以守着热炕头吃饺子
了。母亲会把带着肉馅的饺子给
我们，自己坚持吃着素馅饺子。日
子好了，但是母亲节俭的性格始终
未变。受母亲影响，饺子可以敞开
了 吃 ，但 是 吃 饺 子 前 的 一 碗 饺 子
汤，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后来，小山村的生活眼见着蒸
蒸日上，村里的泥土房不见了，水
泥路通向一家家崭新的贴着瓷砖
的房子。饺子不再是奢侈的吃食，
狗吠渐退、炊烟袅袅的黄昏，总能
听见剁饺子馅的声音，像一场交响
乐 ，在 这 努 力 奔 小 康 的 村 落 间 回
响。

汽车行驶在宽敞的柏油路上，
沿途是苍山青翠，繁花似锦，偶遇
潺 潺 流 水 ，风 光 旖 旎 。 工 作 之
后 ，每 年 回 家 的 次 数 屈 指 可 数 ，
但每次回家都被家乡的变化震撼
着 。 打 电 话 给 母 亲 时 ，她 告 诉 我
饺 子 已 经 包 好 了 ，就 等 着 我 们 到
家下锅。纵使生活变化万千，家里
的一碗饺子始终是味蕾中最美好
的记忆。

一盘盘饺子、一盘盘菜陆续上
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总有说不
完的话题。饺子是韭菜虾仁馅的，
每一个里边都有一颗虾仁。喝过
一碗饺子汤，我调侃母亲：“妈，你
怎 么 舍 得 放 这 么 多 的 大 虾 仁 了 ？
还做了这么一桌子菜，你不是一直

强调吃饺子不用吃菜吗？”母亲笑
着告诉我，现在生活这么好，饺子
的馅也越来越丰富了，虾仁饺子也
可以经常吃了。说话间，父亲抱怨
到：“因为你来了，你妈才舍得做这
么一桌子菜。现在条件好了，可我
吃饺子想吃菜，都得和你妈申请！
生活好了，抠门儿的毛病是一点儿
都没变！”

欢 声 笑 语 中 ，一 个 个 饺 子 下
肚，听父母拉着家常话：村里建了
文化广场，每晚都有人去健身跳广
场舞；村里发展旅游业，年轻人做
民宿，连带着家里的农产品价格都
高了；种地越来越机械化，干活的
时间少了，想吃饺子，每天都可以
包了。

这是 2022 年，我眼见着自己的
家一点点改变，眼见着这个村一点
点改变。饺子，已经成为平常人家
的家常便饭，饺子馅更是随着生活
的改变愈加丰富。吃饺子，从一种
仪式，逐渐成为一种生活。

三十多年，时间在母亲一次次
打开面口袋时溜走；三十多年，生
活 在 母 亲 一 次 次 精 打 细 算 中 改
变。母亲舀面的瓢、和面的盆、煮
饺子的锅，始终未变。条件越来越
好，但母亲的精打细算、勤俭持家，
始终未变。从饭前的饺子汤，到饭
后的光盘，母亲用行动给了我最好
的教育。

一顿顿饺子，见证着我家，甚
至每一家的改变。饺子馅的丰富，
吃饺子次数的增加，一点点细微改
变，这正是国家发展足迹的体现。

如今，我从喜欢吃饺子，变得
开 始 喜 欢 包 饺 子 ，享 受 过 程 的 同
时，也牢记母亲关于勤俭的教导。
我也期待，在一次次包饺子的过程
中，见证祖国更繁荣的未来。

（作者单位：保定市中级人民
法院）

三十多年前，我们胡同只居住
了四户人家。我们一家，我爱人的
二哥一家，还有各自家的前邻。那
时这里还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
的 胡 同 ，最 多 只 能 是 一 个“ 过 道”
而已。

“ 过 道 ”南 北 走 向 ，也 就 三 米
多宽。因为后面没有人家，和我家
对门居住的二哥用秫秸串了一道
篱笆墙将两家正房连接起来，便成
了一个大院落。我们家这边的房
子盖得稍早一些，有着低矮的土坯
院墙，在土墙的东南角留了一个豁
口做门用。二哥家便省事了，没有
垒 院 墙 ，就 这 样 敞 开 着 。 婆 婆 心
细，在我家土墙外靠近门口处，也
算是二哥的院落中植了一棵梧桐
树 苗 ，俗 话 说“ 家 有 梧 桐 树 ，不 愁
招不来金凤凰”，说不定将来会福
荫两家。当然这只是取个美好的
寓意而已。

二哥的前邻阿青家更会过日
子，在本该砌围墙的地方笔直地栽
种了一排洋槐。我嫁过来时，树木
已有碗口粗，树木之间留有约一米
的空档，空档处用碎砖块摞巴摞巴
就 成 了 一 道 墙 。 民 风 淳 朴 ，你 挡
了，人家就懂了。那时人们住的都
是 清 一 色 的 平 房 ，有 的 是“ 实 卧”
（墙 壁 中 完 全 是 烧 制 的 砖 块），有
的 是“ 夹 坯”（房 屋 墙 壁 仅 表 面 是
一层砖块，里面夹杂着土坯）。

没过几年，我们房屋
后面陆续添了几户人家，
有 着 或 高 或 低 的 红 砖 围
墙 。 二 哥 也 早 已 拆 除 了

那道秫秸扎的篱笆墙，贴着过道另
一侧也盖了围墙，胡同的模样渐渐
显现。

我家前邻阿泰头脑活络，借着
改革开放的东风，成了村里最先富
裕起来的一批人。农村人手头有
了钱，最先考虑的是翻盖房屋。很
快，阿泰家的二层小洋楼便拔地而
起。看着邻居家发家致富，我们两
家 也 不 甘 落 后 ，各 置 办 了 几 台 机
床 ，加 工 阀 门 配 件 ，终 日 忙 个 不
停。

此时，距离我结婚已过去十余
年时光，昔日婆婆栽种的梧桐树也
已有怀抱粗。梧桐树枝繁叶茂，树
冠 如 盖 ，将 两 家 院 落 门 口 拢 于 其
下。每天清晨醒来，枝叶间鸟儿啼
鸣，两家的孩子在树下玩耍，好不
热闹。因为要翻盖房屋，梧桐树不
得不被刨掉了。不过，婆婆的殷切
希望也实现了。我家和二哥家扒
掉了随时有倒塌危险的土坯房，各
自盖上了二层楼房。过去，人和机
器 一 起 睡 。 现 在 ，有 工 作 间 、卧
室、厨房、书房、健身房……我从婚
后就开始憧憬的理想生活正在一
步步成为现实。看着邻居们一个
接一个翻盖房屋，阿青两口子闷头
养了几年猪，终于也盖上了二层小
楼。此时的胡同，家家有了高大气
派的门楼，清一色的水泥外墙。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随着住
户 的 增 多 ，胡 同 的 深 度 也 延 伸 开
来。放眼胡同里，郁郁葱葱，树木
成荫。闲暇时，我经常顺着胡同散
步。我家的后邻阿明数年前从城
里带回的枫树苗已长得枝繁叶茂，
枫叶红得似火，把整个胡同都映衬

得红彤彤的。阿棉家门口的柿子
树到了成熟期，满树柿子犹如高挂
的红灯笼。巧儿家房屋外墙上丝
瓜藤编织成一幅巨大的壁挂，尺余
长的丝瓜棒在其间若隐若现。和
巧儿家对门居住的珍儿种的鸢尾
花娇嫩欲滴，惹得我手拿相机驻足
良久。再往下走，就是蕊姐家。她
家门口的枣树树冠不大，但结枣极
多 ，密 密 匝 匝 。
还 有 阿 友 家 养 着
的 两 只 大 鹅 、一
只 小 白 狗 ，鹅 叫
犬 吠 ，给 胡 同 平
添 了 不 少 烟 火 气
息……

最 近 几 年 ，
我 和 家 人 居 外 较
多 ，一 年 半 载 不
回 故 乡 。 去 年 回
来 ，惊 喜 地 发 现
胡 同 大 为 改 观 。
原 来 ，村 里 开 展
整 治 村 容 村 貌 行
动 ，将 村 内 所 有
的 胡 同 统 一 做 了
路 面 硬 化 ，墙 根
处 也 铺 了 花 砖 。
现 在 的 胡 同 ，干
净 整 洁 ，像 是 城
镇 的 街 道 。 站 在
门 口 瞭 望 ，可 以
一 眼 贯 穿 整 个 胡
同。

再 次 走 在 胡
同 里 ，心 情 愈 发
舒 畅 。 抬 头 看 胡
同 上 方 的 天 空 ，

也格外清澈高远。胡同，正以一种
前所未有的崭新姿态呈现在人们
眼前，它不仅惊艳了我们这些老住
户的目光，还惊艳了时空的长廊。
新时代的梦、国家的梦和老百姓的
梦连在一起。胡同，默默地承载着
这一梦想的巨变，也用它一步一步
的 变 迁 ，迎 接 着 愈 来 愈 美 好 的 时
光。

时光里有变迁，岁月里有故事。越来越美味的饺子，越来越
豁亮的胡同，越来越美好的生活……小窗口反映时代大主题，乡
间曲唱出时代主旋律。让我们随着两位作者的娓娓讲述，走进温
暖的回忆，走进变迁中的美丽乡村。

岁月里的饺子香

□ 张雅婷

胡同印刻的时光
□ 谷玉萍

八月漫想

岳丙寅 摄
（作者单位：保定高新区人民法院）

白石胜景

我
的
战
﹃
疫
﹄
日
志

秋天到了吗
□ 韩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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