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 李 自 踏 入 警 营 那 刻 起 ，胸
中就抱着一颗为民之心，处处为
民着想。因为在他心里，穿上警
服，就要对得起百姓。

老 李 常 挂 在 嘴 边 的 是 ：群 众
利益无小事，再小的事也要当大
事去对待，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
党和人民的培养，才能无愧于心。

几 十 年 风 风 雨 雨 中 ，老 李 是
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记 得 是 1995 年 ，那 时 老 李 还
是年轻小伙儿。他加入刚组建的
巡警大队，每天巡逻在大街小巷，
守卫着辖区的安宁。

这天，老李早早来到岗区，整
理着单警装备，忽然马路对过传
来 争 吵 声 。 他 警 觉 地 打 量 着 对
面，见路口一报摊围了好多人，职
业的敏感促使他快步赶了过去。
挤进人群了解得知，原来是一位
大妈买电视报没给钱，而大妈硬
说给过了，导致发生争吵。

现 场 双 方 各 执 一 词 ，争 吵 起
来。老李想，马上就是上班高峰，
道路拥堵势必影响交通，他让赶
来 的 同 事 帮 着 摊 主 看 摊 疏 导 群
众，自己拉着摊主进了岗亭。

“ 你 看 人 家 恁 大 年 纪 ，保 不

准记性不好，你这么又喊又叫的
让 人 多 难 堪 ，换 我 也 得 跟 你 吵 。
今天这事儿你放心，我把钱给你
要 回 来 。”岗 亭 里 ，老 李 对 摊 主
说。

这 时 ，围 观 的 人 在 另 一 名 巡
警的劝说下渐渐散去。

老 李 又 把 大 妈 扶 到 岗 亭 ，询
问大妈多大年纪，问清事情来龙
去脉，说：“大妈，您这么大年纪，
着急上火划不来，摊主那儿人多，
谁也会有记错的，我批评他了，您
老也消消气回家吧，没事啦！”大
妈这才有了笑脸：“我老婆子看你
的面子不跟他计较，走了！”

老 李 从 口 袋 里 掏 出 钱 ，走 到
摊主跟前，“给，你的报纸钱”。摊
主 不 好 意 思 地 说:“ 不 要 了 ，为 这
事耽误你半天，谢谢你们了！”

老李说：“现在大家都在创建
和 谐 社 会 ，和 气 生 财 嘛 ！”放 下
钱，老李转身赶回岗亭。看着井
然有序的车流人流，老李露出了
笑容。

时光更替，日月如梭，老李由
岗长、中队长、大队教导员到大队
长，职位在不停地变换，老李也在
岁 月 的 历 练 中 变 成 了 真 正 的 老
李。不管职位如何变换，老李始
终不变的是对信念的那份坚守，

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理念在内心更
加牢固。

随 着 联 防 机 制 的 启 动 ，老 李
带队进驻城郊接合部。一到任，
老李便扑下身子扎到社区，实地
调查辖区的治安状况和群众的生
活状况。当时的城郊接合部，有
几个自然村和发电厂、纺织厂、水
泥制造厂等企业，有段时间夜里
出现抢包现象，下夜班的职工人
心惶惶。老李暗下决心一定要打
掉这个“毒瘤”。经安排部署，制
定防范打击措施，四个巡逻班组
24 小时有序开展巡逻防控，尤其
是晚上夜班下班时段，加大巡防
力度，结合区里严打联动，很快铲
除了这一犯罪“毒瘤”，百姓拍手
称快。

有 警 灯 闪 烁 ，辖 区 发 案 率 大
大下降，呈现出一派安宁祥和。

对辖区贫困群众帮扶结队工
作开展后，老李得知城郊村的环
卫工人老冯爱人有病，长年吃药，
两个孩子幼小，家中仅靠老冯一
人工资维持，生活异常艰难。老
李辗转反侧，第二天便把老冯列
为自己的帮扶对象。自此，老李
像走亲戚一样隔三差五带着东西
去老冯 家 探 望 。

为 了 使 老 冯 家 尽 快 脱 困 ，

老 李 多 方 查 政 策 、想 办 法 ，为 老
冯 爱 人 申 请 了 低 保 ，又 资 助 两
个 孩 子 上 学 ，使 老 冯 家 的 困 境
得 到 了 扭 转 ，感 动 得 老 冯 逢 人
就 夸 。

有 人 议 论 老 李 是 在 作 秀 ，可
后来的几年里发现老李持续在为
这 个 困 难 家 庭 默 默 地 提 供 着 帮
助，而且热度不减，大到上千元的
医药费，小到给孩子买的书包、图
书以及逢年过节的探视问候从未
间断。

在 老 李 的 帮 扶 下 ，老 冯 一 家
终于脱了困。如今两个孩子学有
所成，考上了理想的大学。老冯
爱人的病也得到了控制，能帮着
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看到
这些，老冯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微
笑，拉着老李的手非要请他吃饭
表达谢意，老李再次婉言谢绝。

老 李 再 次 履 新 ，组 织 派 他 到
偏远的矿山工作，他仍像当初刚
入警时那样，初心不改，秉持为民
情怀，默默工作着，工作生活依然
如昨。

如今，面临退休的老李，仍然
是早早来到单位，和同事们一道
执勤值班，出警处置各类突发问
题。当有同事劝他歇歇吧，都快
退了，老李还是一脸微笑：“没事
儿，为百姓站好最后一班岗，无愧
人民，无愧身穿的这身警服！”

（作者单位：邯郸市交巡警支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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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八吃粽子
忆 夏 收

关于端午节吃粽子的起源，
多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
我的家乡农历四月十八吃粽子，
这 一 天 ，家 家 户 户 都 会 准 备 粽
子。相传，农历四月十八这天，
我的家乡献县辖区内子牙河以
北 100 多个村的人们都会到庙上
焚香祈祷安康。此时人们通过
制作和品尝粽子，表达对美好生
活的追求和祝福。

基 于 这 个 传 统 习 惯 ，每 年
这 时 候 ，粽 子 就 成 了 家 家 必 备
的美食，或家人品尝，或用来走
亲访友。记得那时母亲先把从
集市上买来的鲜苇叶放到热水

中煮一下，苇叶变得富有韧性，
用起来好用。再把四五个苇叶
一个一个叠好，然后一卷，成为
圆锥状，把糯米、红枣、花生仁
等 放 入 圆 锥 状 的 粽 子 叶 中 ，然
后 把 苇 叶 多 出 的 部 分 向 下 一
折，把圆锥口盖住，再用马莲叶
捆 扎 好 ，一 个 完 美 的 粽 子 就 做
成了。

包粽子是技术活儿，煮粽子
也是技术活儿。母亲包的粽子
既不露米，煮出来又黏软可口。
煮粽子前，把包好的粽子挨个儿
放在锅里码好，加上水，水量以
刚刚没过粽子为宜，然后在粽子
上面用重物压实，再在锅盖上面
放上一大盆冷水。大火烧开后

慢慢改成小火，边加热边加水，
保 证 粽 子 煮 的 时 间 长 ，又 不 煳
锅、夹生。就这样煮一宿，到第
二天早晨起锅，苇叶的清香，糯
米和枣的甜香扑鼻而来。刚睡
醒的我垂涎欲滴，迫不及待地拿
起一个粽子剥开，那糯米晶莹透
亮，再加上红枣的点缀，顿时胃
口大开。咬一口，甜甜的，软软
的，黏黏的，满口的香甜，令人回
味无穷。看着满锅的翠绿，嗅着
满屋的甜香，吃着莹润的糯米，
嘴里满是甜的。此时一家人分
享着粽子美食，其乐融融，无比
温馨。

如 今 ，四 月 十 八 吃 粽 子 这
种习俗在我所在的警营得到传

承 。 每 到 四 月 十 八 前 夕 ，餐 厅
就 举 行 民 辅 警 包 粽 子 大 赛 ，看
谁 包 得 又 好 又 快 ，然 后 大 家 分
享粽子美食。在感受粽子蕴含
的 美 好 寓 意 的 同 时 ，更 坚 定 了
打 击 犯 罪 、保 护 人 民 群 众 生 命
财 产 安 全 、维 护 社 会 稳 定 安 宁
的信心。

（作者单位：献县公安局）

休息日，我正在家里休息，
一阵敲门声响起。我有些诧异，
赶紧打开门，原来是楼下阿姨。
她端着热气腾腾的粽子，热情地
说 ：“ 我 包 了 些 粽 子 ，我 家 孩 子
不 在 身 边 ，你 帮 阿 姨 分 担 下 。”
我非常感动，赶忙道谢。

淡淡的粽香，让我想起端午
将 至 。 曾 经 ，妈 妈 将“ 五 月 五 ，
过端午”挂在嘴边。妈妈包的粽
子，糯米中加入红豆和果脯，自
家烀的红豆馅又糯又香。一口
下去，口齿生香，回味无穷。在
我印象中，每年临近端午，是妈
妈最忙碌的时候，因为她要提前
做好准备，要去赶集买新粽叶、

糯米、红豆、红枣、果脯……每每看到妈妈
提前备好的食材，我都会馋得口水直流。

妈妈将米和各种馅料放在粽叶中，只
三五下，就包好一个完美的粽子。妈妈怕
我这个小馋猫着急，总会先盛出一碗早已
烀好的红豆馅，让我的嘴别闲着，省得给她
捣乱。我吃完香甜的豆馅，就眼巴巴地踮
着小脚不停朝桌上张望，只见妈妈己经手
脚麻利地包好一大盆。妈妈将包好的粽子
放到大大的蒸锅里，爸爸在一旁烧火，我则
乖巧地等到一旁……一幕一幕，像过电影
一样从我的脑海中一一掠过。现在想来，
仍觉温暖。

年少时，我并不懂每逢佳节倍思亲的
深 义 ，直 到 毕 业 后 去 外 地 实 习 ，临 近 端 午
时，我看到大街小巷卖起了粽子，忍不住买
上几个，自己蒸了吃，可总觉得味道和妈妈
做的有着很大差距。给妈妈打电话时，还
未 开 口 ，眼 泪 却 流 了 下 来 ，最 后 只 哽 咽 着
说，我想吃妈妈包的粽子了。那一刻，我才
明白，一个人长大后，总有些滋味，常常在
回忆里停留，无论你去过多少地方，吃过多
少珍馐佳肴，最让人怀念的，还是儿时的记
忆。妈妈包的不光是粽子，而是一份浓浓
的爱意。

如今，妈妈已近古稀之年，身体状态每
况愈下。看着她满头银丝时，我莫名心疼，
劳作了大半辈子，她也该歇歇了。我提前
备好食材，在妈妈的指导下，学包粽子，从
最开始的不成功，到后来的得心应手。当
打开锅盖，粽香飘来。看着妈妈满意的微
笑时，我感到一种浓浓的幸福。

此刻，也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以前，
是 妈 妈 用 精 心 制 作 的 美 食 治 愈 着 少 不 更
事、在纷繁中忙碌的孩子们，现在，换成我，
为她营造晚年的快乐。我多希望，这种陪
伴可以一直延续。

（作者单位：秦皇岛市公安局北戴河分
局）

万 物 竞 生 长 ，南 风 草
木香，夏意渐浓时，一年又
端阳。

端 午 节 也 叫 端 阳 节 、
重午节、天中节、五月节、
菖蒲节、浴兰节、解粽节、
女儿节……是我国所有传
统 节 日 里 雅 称 最 多 的 节
日。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
界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节
日 ，端 午 节 沉 淀 着 人 们 对
亲情的浓浓牵挂和对生活
的 美 好 向 往 ，凝 结 着 中 国
人辈辈相传的家国情怀。

端 午 节 与 春 节 、清 明
节 、中 秋 节 并 称 中 国 民 间
四 大 传 统 节 日 。 求 吉 、纳
祥和避邪是汉民族传统节
日 的 基 本 主 题 ，惟 有 端 午
节 注 入 了 爱 国 主 义 精 神 ，
反映了中华儿女自古就有
的国家意识和民族风骨。

中 国 自 古 就 是 一 个
“诗的国度”，在中国古代
诗 歌 发 展 的 早 期 ，先 后 耸
峙着两座高峰：一座是“诗
经”，另一座便是“楚辞”，
其 所 孕 育 和 影 响 着 的 ，也
不只是独树一帜的中国古
诗 艺 术 ，而 是 整 个 华 夏 民
族的精神及其风貌。如果
说《诗经》是集体欢歌，那
么，屈原则是“楚辞”的专
辑 首 唱 。 一 个 诗 人 ，每 一
年有专门的一天让全民族
的 人 来 纪 念 他 ，这 是 诗 人
至高无上的荣誉。

讲究“民以食为天”的
中国人，在岁月的长河里，
给每一个传统节日都淘洗
出了专属的美食。在端午
节 的 餐 桌 上 ，粽 子 的 主 角
地位始终无法撼动。屈原
自 沉 汨 罗 后 ，沿 江 百 姓 舍
不 得 忠 良 就 此 含 恨 死 去 ，
纷纷自发划船追赶寻找营
救 ，为 了 保 屈 原 遗 体 不 被
鱼 虾 所 食 ，家 家 户 户 都 把
装 着 米 的 竹 筒 投 入 江 中 。
由此产生了每年端午节赛

龙 舟 、包 粽 子 来 纪 念 屈 原
的 习 俗 。 吃 粽 子 睹 物 思
贤，赛龙舟寓教于乐，鼓舞
我们劈波斩浪激流勇进。

传统节日是农耕文明
的产物，那时，日子很慢，
一 个 问 候 ，要 等 上 好 多
天。我们的先民出于对自
然的感恩、对生命的崇拜、
对未知的敬畏以及对未来
的 憧 憬 ，借 助 风 物 沉 淀 习
俗，辛苦劳作之余，在节日
里 欢 聚 畅 饮 ，把 酒 话 桑
麻。正是因为有了习俗各
异 的 节 日 的 点 缀 ，老 百 姓
的 日 子 才 过 得 有 滋 有 味 。
包粽子、赛龙舟、插艾蒲、
饮雄黄、佩香囊、缠朱索、
绣 五 毒 等 作 为 端 午 特 色 ，
凝聚着先辈对于自然认知
的 智 慧 ，包 含 大 量 科 学 的
天文、气象和物候知识，寄
托 着 华 夏 儿 女 敬 仰 先 贤 、
思念亲人、抚慰乡愁，祈求
生 活 平 安 和 顺 、迎 祥 纳 福
的美好愿望。

端 午 ，中 国 人 最 有 代
表性的节日之一。它历史
悠 久 ，节 俗 内 容 丰 富 。 端
午情缘不仅是一个时间节
点 ，更 是 中 国 文 化 的 醒 目
标 签 ，是 中 国 人 共 同 精 神
世 界 里 不 灭 的 记 忆 与 牵

绊 。 在 历 代 文 人 眼 里 ，端
午是“越人传楚俗，截竹竞
萦丝”的体验传承；在现代
吃货嘴里，端午是“彩缕碧
筠粽，香粳白玉团”的诱人
清香；在海外游子心里，端
午是“鹤发垂肩尺许长，离
家 三 十 五 端 阳 ”的 故 园 牵
挂 。 青 年 的 端 午 ，过 的 是
乡 愁 ，是 遍 插 茱 萸 少 一 人
的遗憾；中年的端午，过的
是责任，浮云富贵非公愿，
只愿公身健；老年的端午，
过的是团聚，落地生根，不
舍 不 弃 ，是 采 菊 东 篱 下 的
闲适。

立山而端，端庄正直，
犹如泰山一般；立杆为影，
影随形动，正午合二为一；
行端，念正，方为端午。

端
午
记
忆

初 夏 时 节 ，麦 粒 饱 满 。
阳光下，成熟的麦穗在微风
的吹拂下如起伏的海浪，煞
是喜人。站在田间，我不由
地想起 20 世纪 70 年代夏收
的场景。

五月南风起，小麦覆陇
黄。农村夏收主要就是收晒
冬小麦，农事不等人，忙碌的
劳 动 就 此 开 始 。 天 刚 蒙 蒙
亮，我们全家就起床了，吃过
简单的早饭，父母准备好手
推车、大绳、编织袋，爷爷则
收拾出仓房中的大小镰刀，
放 在 院 中 的 磨 石 上 细 细 打
磨 。 有 一 把 锋 利 称 手 的 镰
刀，割麦便能如虎添翼。大
人忙，我们小孩子也不闲着，
跟着大人下地了。父母在前
面割，我在后面割，虽然手慢
被落下很远，但望着自己脚
下一排排倒下的麦子，心里
也很有成就感。

热 辣 辣 的 太 阳 炙 烤 着
大 地 ，晌 午 时 ，麦 子 终 于 割
完 了 。 爷 爷 赶 过 来 一 辆 马
车，父母把打成捆的麦子一
一 抱 上 车 ，堆 得 像 个 小 山 。
乡间路崎岖不平，马车走起
来 左 右 摇 晃 ，怕 麦 捆 掉 落 ，
父亲把我推上车顶压重，嘱
咐 我 用 手 抓 紧 麦 捆 。 就 这
样一车车往返，拉到村里的
打谷场集中脱粒。

收 麦 后 ，烈 日 炎 炎 ，空

气干燥，人们都要集中几天
晒麦。晒麦时，父亲负责往
房上扛，我和弟弟边写作业
边负责看守，防止鸟雀们偷
吃。麦子铺散开来，面积很
大，占据了整个房顶。麻雀
嘴 馋 ，它 们 三 三 两 两 ，趁 人
不 备 ，悄 悄 飞 来 ，蹦 蹦 跳 跳
地 快 速 啄 食 。 我 和 弟 弟 发
现了，立刻上前驱赶。过了
一 会 儿 ，见 人 离 开 ，它 们 又
偷 偷 摸 摸 地 飞 过 来 。 晒 麦
不仅要守，还要隔一会儿用
木耙翻动一遍，让麦子晒得
均 匀 。 我 最 喜 欢 光 着 脚 翻
动麦粒，脚丫被微微发烫的
麦粒包裹着，伴着阵阵窸窸
窣窣的声音，一种又酥又痒
的奇妙感觉弥漫了全身，舒
服极了。

晒 麦 最 怕 下 大 雨 。 远
远地听到雷声，看到黑色的
乌 云 压 上 来 ，阵 阵 凉 风 吹
来 ，我 和 弟 弟 惊 慌 失 措 ，赶
紧 放 下 课 本 ，抄 起 木 耙 推
麦 ，我 在 前 面 推 ，弟 弟 在 后
面 用 扫 帚 扫 ，将 麦 拢 起 后 ，
紧着装袋子，再用塑料布盖
严。有时麦未收拢，豆大的
雨滴已经落下来，头和衣服
全淋湿了，但只要保住了麦
子，就觉得身上的雨是上天
对我们的眷顾。

那 些 年 ，周 而 复 始 ，忙
于夏收，乐在其中。

（作者单位: 正定县看
守所）

威 县 方 家 营 有 一 座
保存相对完好的二进四
合 院 古 建 筑 —— 方 家 大
院，尚有房屋 23 间，历史
上它曾有若干环形庭院，
由 门 、厅 、堡 、耳 房 等 多
个独立建筑单元组成，相
传始建于明末，常有游客
慕名而往，驻足欣赏它的
古朴沧桑之美。

大院坐北朝南，现有
前后两个院落，硬山式建
筑 ，蓝 瓦 扣 顶 ，五 脊 六
兽，明清建筑风格依稀可
见。临街是一座硬山式
卷棚带风挡门门楼，上有
蓝砖雕花，高浮雕脊，古
朴自然，自南向北有九道
门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
形 成“ 九 门 相 照 ”格 局 。
大门两边各矗立着一个

“ 凤 穿 牡 丹 抱 鼓 门 墩
石 ”，早 些 年 ，大 门 外 还
有上马石一对，每个重达
千 斤 ，现 移 放 在 大 院 东
侧。

前院大门为正门，配
以门楼，颇显富贵，平时
常开，是主人和客人通常
进出之门。后院原来有
个 后 门 ，是 给 仆 人 使 用
的，当然要处理一些私密
事儿的时候主人和贵客
也会从后门进出。在古
代，门指院门，户指房间
门，讲究门要常开以提高
人气和财气，户要常闭以
保护隐私和安全。正门
之后即是风挡门，相当于
影壁墙，目前是迎客松山
水画，上有黄色篆书大字

“耕读第”。
转 过 风 挡 门 进 入 前

院可见正房三间，两进歇
山 式 建 筑 ，三 层 檐 花 清
晰，柱头雕纹，东西两侧
各有三间配房，有拱券耳
门 可 通 往 他 院 ，现 已 封
堵。耳门曾连接东西四

合院，也是九门相照，院
落相连，自成一片，传说
曾同时居住十余家，主仆
上百人，方家之富，可见
一斑。进入堂屋顿感庄
严高大，梁檩森然，方椽
八砖，中间屏风门，上悬

“ 敦 复 堂 ”牌 匾 ，下 有 玻
璃牌匾，红色方桌椅子，
两侧原各有木质隔扇将
堂 屋 隔 开 ，上 有“ 金 钱
文 ”花 窗 ，颇 为 精 致 ，目
前只保留了东侧隔扇。

转 过 屏 风 门 即 可 开
启中门进入后院，又叫内
院。在古代社会，内院是
女眷居住的场所，有着严
格 的 规 矩 和 礼 仪 要 求 。
后院原为方砖铺地，三面
均有房屋，现在只有六间
北房了。

据《威 县 志》记 载 ，
方家营历史上曾为广宗
国 、广 宗 县 、宗 城 县 治
所 ，明 代 沈 简 王 军 屯 之
地，方姓是村中巨富，故
明代更名为方家营，1961
年按方位分为东西南北
四个方营，方家大院位于
南方营。该村方明君有
一 首《方 家 营 颂》，诗 中
写 ：“ 燕 王 扫 北 到 旧 县 ，
大将方祖三军冠。皇封
御赐方家营，万古流芳美
名传。”

方 家 大 院 在 战 争 年
代曾有军队驻扎，新中国
成立后做过学校，门楼内
尚有水泥黑板，正房大门
两 侧“ 振 作 精 神 ”“ 振 兴
中华”的标语字迹犹存。

方 家 大 院 的 建 筑 风
格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
中国传统建筑的特点，承
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
涵和人文精神，虽然历经
风雨侵蚀岁月更迭，但仍
不失为一处天地人和谐
统一的居住环境。

（作者单位：威县公
安局）

方家大院
























































 
□ 董民生

郝贵君 作 （作者单位：涿鹿县公安交警大队）

仙山楼阁

□ 刘勇建

□ 孔令胜

老 李
□ 郭继宗

□ 李永辉

□ 赵春莉 端午情缘

（（配图为配图为AIAI 生成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