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 吉 英 ， 生 于 1956
年 ，自号拾闲人 ，河北省行
唐县人 ， 行唐县人民法院
四级高级法官 ， 行唐县书
画协会理事 ， 石家庄市中
级人民法院书画摄影研究

会 、石家庄市书画协会 、河
北省法院书画协会会员 。

其爱好广泛 ， 喜好篆
刻 、 摄影 、 写作 ， 笔耕不
辍 ，近年来 ，每年均有数十
篇作品发表于各类新闻媒

体 。 其所创作篆刻作品参
加各类展览赛事 ， 曾多次
获奖 ，并多次在网络 、报刊
上发表摄影 、散文 、诗歌类
作品 。

高铁时代
道路客运更要依法治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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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我国高铁快速发展 ，对道路客运业
形成明显的分流影响 。 对此 ，笔者认为 ，面对高
铁的冲击 ，道路客运企业更要依法治企 ，积极应
对 ，在探索中寻求突破 。

牢固树立 “依法治企 ”思想 。 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 ，有的企业为了获取经济利益 ，忽视法律
法规的约束性和规范性 ， 不惜让企业 “铤而走
险 ”，致使企业雪上加霜 。 运输企业应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和交通运输部
的有关政策 、法规 ，在强化内部管理 ，增强竞争
实力上下功夫 。 有条件的企业可聘请专兼职法
律顾问 ，在企业员工中做好普法教育 ，重点学习
公司法 、劳动合同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与企业
密切相关的法律 。

在道路客运企业中要形成自觉守法 、 规范
经营的良好氛围 ，对促进行业和谐 、稳定发展能
起到有效的作用 。应当看到 ，虽然高铁具有运输
能力强 ，安全舒适等优势 ，但由于铁路的点对点
运行方式 ，时刻相对固定 ，且时段间隔长 ，往往
只停靠大中站而弃置小站 ， 形成了时间和站点
盲点 。针对高铁的盲点 ，道路客运企业可以通过
调整班车运行时间和站点 ， 弥补高铁形成的时
间和站点 “盲点 ”。 其次 ，道路客运企业要和高
铁运输形成无缝对接 ，开通高铁专线 ，为区域内
旅客乘坐高铁提供一站式换乘服务 ， 编织以高
铁为线 ， 道路客运为网的区域道路客运网络系
统 。 此外 ，客运企业可以灵活调整运行线路 ，开
通高铁达不到的区域 。

总之 ，在高铁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 ，客运市
场要不断创新营运方式 ，依法治企 ，诚信经营 ，
优质服务 ，开拓新的领域和市场 。

（作者单位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汉语盘点 2014”年度字词
“法”“反腐”夺魁

王志艳

“用一个字 、一个词描述中国和世
界 ”———临近年末 ， “汉语热 ” 再度袭
来 。 12 月 19 日上午 ，“汉语盘点 2014”
年度字词揭晓 ， “法 ”、 “反腐 ”、 “失 ”、
“马航 ”分列年度国内字 、国内词 、国际
字 、国际词榜首 。

据主办方介绍 ， 今年的汉语盘点
扩大了网络吸纳流行字词的渠道 ，共
收到 7000 余条网友推荐 。 流行于网络
与社交渠道的 “赞 、APEC 蓝 、萌萌哒 、
暖男 、有钱就是任性 、蛮拼的 ”等热词
占据了年度字词的多数席位 ， 反映了
新媒体语境下国人的汉语使用喜好 。

与年度字词同时揭晓的 ， 还有年
度 “十大流行语 ”、 “十大新词语 ”和
“十大网络用语 ”。

“十大流行语 ” 为 “依法治国 、失
联 、北京 APEC、埃博拉 、一带一路 、巴
西世界杯 、沪港通 、占中 、国家公祭日 、
嫦娥五号 ”。

“新常态 、沪港通 、占中 、一带一

路 、APEC 蓝 、深改 、冰桶挑战 、小官巨
腐 、微信红包 、抗埃 ”入选 “中国媒体十
大新词语 ”。

“我也是醉了 、 有钱就是任性 、蛮
拼的 、挖掘机技术哪家强 、保证不打死
你 、萌萌哒 、时间都去哪儿了 、我读书
少你别骗我 、画面太美我不敢看 、且行
且珍惜 ”领跑 “十大网络用语 ”。

年度字词解读 ： “法 ”、 “反腐 ”助力
中国 “失 ”、“马航 ”拷问世界

已举行了八届的 “汉语盘点 ”不断
记录着时代的思考与记忆 、 个体的情
感与关切 。 在今年的 “十大网络用语 ”
中 “有钱就是任性 ”堪称 2013 年流行
词 “土豪 ”的翻版 ，但相比后者的 “粗
暴 ”， 前者平添了一份幽默的自我调
侃 。 而 “时间都去哪儿了 ”、 “且行且珍
惜 ”则反映了人们把握当下 、心怀感恩
的情感注解 。 这些字词记录了媒体视
野中的世界万象和社会百态 ， 客观反
映了国内外在政治 、经济 、文化 、教育 、

社会生活 、 科技等各领域内的热点焦
点 。

学者评析年度字词 ： “新常态 ”影
响百姓生活

“汉语盘点 ” 揭晓仪式上 ， 著名学
者王立群点评 “十大流行语 ”。 他认为
“依法治国 ”是最重要的核心词 ，它是
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唯一途径 ；APEC
提供了我们与国外的互通平台 ，而 “一
带一路 ”则让互通变得切实可行 ，是推
动中国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途径 ； “国
家公祭日 ” 表达了中国政府与人民对
人权的重视和对生命的尊重 ； “沪港
通 ” 实现了香港上海在股市上的互联
互通 、促进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而 “占
中 ”考验着各方的政治智慧 。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学者雷颐

则认为 ， “新常态 ” 一词将对百姓生活
产生重大影响 ， 我们或将长期面对经
济增长速度放缓的现实 ，高层提出 “新
常态 ” 亦表现了中央政府对这一问题

的清醒认识 。 另一不能忽视的年度词
是 “小官巨腐 ”，腐败深入到肌体的程
度确实令人震惊 、发人深省 。

对最为活跃的 “十大网络用语 ”，
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认为 ，它们 “反
映了最年轻 、最基层人群的创造力 ，网
络语言不论是正面或反面的讽刺都有

幽默的特点 ， 但这种讽刺又不像官方
社论那样义正词严 ，而是以一种轻松 、
亲切的方式表达了一种复杂和微妙的

感觉 。 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缺乏轻松 、幽
默的状态 ， 网络用语给社会注入了特
别新鲜的活力 。 ”

对于 “网络语言破坏汉语纯洁性 ”
的质疑 ，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马利认
为 ： “网友以强大的想象力丰富着汉语
的语义与表达 ， 汉语文化应当包容这
些鲜活的表达 。 当然对网络用语存在
的不规范等问题 ， 也应当开展严肃的
文化批评 ，去粗取精 ，提升网络语言的
品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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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初冬 ，梅俊先生送我一本诗
文稿 。

这大概是梅俊先生的第五本诗文

集 。
曾记得在 14 年前的五月 ， 梅俊

先生写出第一本诗文集子 ，允我改 、
编并作序 。 我不敢辞让 ，斗胆援翰 ，
写下 《良师益友 ，永远情真 》的小记 ，
权作心迹的表达 。 2009 年的暑期 ，梅
俊先生又有 《大名风范 》新作面世 ，
真实地述说大名府的今人和 往 事 ，
我拜读之后 ，有拙文 《倾注大名一片
情 》 呈他 ， 既是对梅俊先生勤之又
勤 、从不懈怠的由衷表达 ，也是对这
位师长 、老友寄情文墨 、崇德敬业的
鼓掌与喝彩 。

时至甲午 ， 屈指算来 ， 梅俊先生
该是八十开外的年龄 。 我正琢磨着找

个时间去看看这位文之师贤 、岁之兄
长 。 不承想 ，他来了 ，且又带来了厚厚
的诗文稿子 ，意在出书 。 我望着这位
耄耋老人 ，景仰之情油然而生 ，却不
知该说些什么 。

半个多世纪以来 ， 梅俊先生以赤
子般的情怀 ， 以大名这块黄土地为
纸 ，以天上的雨水 、地上的河流为墨 ，
以高入云端的杨柳树为笔 ，写下了大
量的大名人的真人真事真性情 。 在梅
俊先生的笔下 ，田间的老农 、经商的
大嫂 、讲台上的老师等等人物 ，都别
样的鲜活 、灵动 、富有生气 ，读后让人
情不能自已 ，心不能放下 。

梅俊先生的纤笔一支 ， 又如冀南
乡下开春时节破土的犁铧 ，翻动着沙
土地 ， 也翻阅着沙土地的春秋过往 。
他览古书 、阅史料 、悉心研史 ，实地考

察 ，用史学家的慧眼 、锐犁 ，为两汉中
间的新朝王莽正名 ，为汉之后 、晋之
初贤士 、文擘束皙立传 ，一篇 《马陵道
古战场理应在大名县境内 》 的论说
文 ，从实道来 ，有理有据 ，说服了不少
争论不休的史学家 。

有人说 ， 梅俊先生是大名的一本
史书 ，叫我看 ，梅俊先生又是大名人
的一颗心 ， 一颗跳动着的赤子之心 。
人生过百者不多 ，人生为官为财的不
少 ；而人生为官一地 、倾情一生 ，不以
利趋 、不以名往 ，两鬓霜染 、笔墨正酣
的 ，我见过的只有梅俊一人 。

原先 ， 我以为梅俊先生就是大名
本土人士 ，后来获悉 ：错了 。 他是山东
莘县人 ，1949 年 8 月参加工作 ，1950
年调到大名这块土地 ，自此 ，也就像
一棵沙土地上深情的杨柳 ，落地生根

了 。 正如我过去言过的 ，他根系沙土
地 ，情在大名府 ，大名的一土一石 ，一
沟一河 ，一草一木 ，乃至一块土坷垃 ，
都渗透着他的炽热的情 、 挚深的爱 。
人生在世 ，各有所图 ，梅俊先生的忘
我耕耘 ，图的是什么 ？ 他的吟诗著文
和一本又一本的编纂告诉人们 ：老先
生的奉献是品格 ，是精神 ，是世俗难
以理解的无私忘我 。

诗人 、 作家情感的触角和笔墨屣
痕是广袤的 、多方位的 。 他走出大名 ，
历山目水 ，直笔政治变换 ，人物风云 ，
名山大川 ，万千气象 。 特别是在他晚
年的寓物于情的抒情诗 ， 可以说 ，篇
篇语出不凡 、神清韵俊 ，性情中透露
着阅历的沧桑和做人的骨气 。

岁月无情 ，似增实减 ；匆匆步屣 ，
进入老年 。

人老了 ， 到了回首往事的时候
了 。 梅俊先生不是絮絮叨叨地常念旧
事 、自悦自誉 ；更不是自封自闭 、怨艾
度日 ，而是不停顿地往前走 ，一如山
涧之清溪 ，直奔前行 ，从不言累 、从不
回头 ，谁也拦不住他 。 这是何等的了
得 ！

当写完这篇短文的时候 ， 已步入
老年之伍的我 ，仿佛也年轻了许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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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时代 ， 穿梭在图
书馆的书架之间 ， 翻阅着
各类喜爱的法律书籍 ，汲
取着法律带给我最丰富的

营养 ， 那是最为幸福也最
为充实的事情 。 然而 ，在
书架的某个角落里 ， 总会
静静地摆放着这本书———
《宪法 》， 虽然触手可及 ，
但 感 觉 这 距 离 却 是 那 么

远 。
对于年轻人而言 ，更

多人喜欢刑法 、 民商法等
法律学科 ， 相比之下 ，枯
燥乏味的宪法总被认为是

一门微不足道的学科 。 殊
不知 ， 宪法才是所有法律
学科之根本 ， 之母法 。 我
们只有把握宪法之精髓才

能更好地运用法律武器 ，
才能在追求法治之路上迈

出更坚定的步伐 。
还记得读书时的第一

堂宪法课 ， 老教授的开场
白迅速吸引了学生们的注意力 。 老教授开
口讲的第一句话是 ： “当今我国的法律体系
中 ， 没有任何一部规范性文件像宪法这样
重要 ， 也没有任何一部规范性文件像宪法
这样不重要 。 ”那时 ，我们滔滔不绝地讨论
着 ，意图揭开这 “矛盾 ”话题背后的深刻内
涵 ，却总是找寻不到最满意的答案 。

多年来学习法律的经历和工作阅历 ，
我听闻到一些有关宪法的新闻事件 ， 了解
到一些有关宪法的具体事例 ， 越来越清醒
地理解到教授当初抛下的那个话题 。 的确
如此 ， 宪法长期以来不能被执法者和法官
在案件中加以适用 ，尽管宪法是 “更高 ”的
法律 ，但却是高高在上 、被人瞻仰的法律 ，
很难 “飞入寻常百姓家 ”。

第一次与宪法 “亲密 ”接触还是读研一
时的那个夏天 。 那时我正在准备国家司法
考试 ， 同学小刘的出现让我们意外开启了
一段 “维权 ”故事 。 小刘本科毕业后到一家
金融机构应聘 ，经过笔试和面试 ，她顺利进
入到体检阶段 ， 结果却被告知由于身高不
符合要求 ，不能被录用 。 小刘怀着绝望的心
情找到了我 ，希望我可以帮她出出主意 。 经
过一番苦思冥想 ， 我顺手翻开了书架上那
本尘封已久的宪法书籍 ， 试图从中找到合
适的解决 “方案 ”。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当我读到这则
法律条文后突然产生了一个疑问 ，招聘机构
的限制是否符合宪法规定 ？ 带着疑问 ，我查
阅了许多相关法律规定 ，也翻看了一些相关
新闻报道 ，媒体曾经也确实报道过一些涉及
年龄限制 、性别歧视的新闻案例 ，相关 “维
权 ”行动很难得到有效的支持 。 抱着一丝希
望 ，我们还是来到了招聘机构 ，当我们引用
宪法条文与用人单位据理争辩时 ，他们认真
翻阅了宪法的相关规定 ，认为我们提出的观
点合法合理 ，也很钦佩我们全力维护基本权
利的魄力 ，最后他们录用了小刘 。

虽然这只是一次普通的 “维权 ”经历 ，却
让我看到了宪法精神传递出的正能量 ，如阳
光一般温暖每一位遵法守法的公民 。如今我
已成为一名人民检察官 ，对于宪法有了更为
独特的解读 ，宪法不仅是一本写着公民权利
的书 ，更应是一面保障人权的坚盾 。

今年 12 月 4 日是我国第一个 “宪法
日 ” ， 或许我们从来不缺少种种节日与纪
念的时刻 ，但 就 “国 家 宪 法 日 ”的 设 立 而
言 ，我们真正需要宣扬的并非生硬的宪法
条文 ，而是要清楚我们正身处一个怎样关
乎宪法的时代 ，应该怎样努力诠释宪法的
法治精神 ，怎样用心贴近宪法 ，让宪法成
为我们最亲密的朋友 。

那么远 ，那么近 。曾经我以为宪法只是
一本束之高阁的 “圣经 ” ， 它是那样的神
圣 ，神圣到我不敢去 “靠近 ” 。 然而 ，当我打
开这扇神秘之门后才发现 ，宪法正如这冬
日暖阳 ，穿透过灰色的雾霾 ，照射在我们
身旁 ，这距离 ，却又是那么近 。 从初识的生
疏 ，到亲切的接触 ，宪法如一位老友与我
相随相伴 ，更如一位人生导师 ，在我追求
法治梦的征途中 ， 为我点燃那盏梦想之
灯 ，照亮这一路前行的航线 。

（作者单位 ：永年县人民检察院 ）

热点透视

周日的一个下午 ，我骑车
到华山道北环路菜市场 。 此时
的市场 ， 已经没有了熙攘 ，路
边偶有一两个卖菜的 ，多半是
周边乡村的村民 ，充满期待地
看着来往的行人 ， 或蹲或站 ，
守候在菜摊旁 。 农家人 ，没有
什么矜持矫情 ，没有头顶烈日
守着那仨瓜俩枣值不值得的

百般思虑 。 哪怕还剩一点点
菜 ， 他们也愿意苦苦等待 ，渴
望能够有个更大的收获 。

我 经 常 在 这 个 时 段 去 买

菜 ，一方面是争取选个剩菜少
的菜农 ，一次性买断 ，这样 ，他
能够早点回家 ，看着他欢欣的
样子 ，自己心里感觉做了一件
善事 。 这不是我高尚 ，更重要
的是另一方面 ，这个时间的青
菜 ，也是最便宜 、最实惠的 。 居
家过日子 ，又有多少人能够免
俗呢 。

这是一个卖豆角的中年汉

子 ，皮肤黝黑 ，站在一辆小电
动三轮车旁 。 见我走过去 ，他

似乎下意识地愣了一下 ，赶紧招呼着 ，“大兄弟 ，
都是自家地里种的 ，就剩这些了 ，便宜给您 ！ ”“多
少钱一斤 ？都要完 。 ”看着三轮车内几把晒得有些
蔫吧的豆角 ，我随口问道 。 “好嘞 ，最低价 ，最低
价 。 ”他熟练地用杆秤称着 ，举到面前让我看了看
斤两 ，说了声 “4 块钱吧 ”，一边装着豆角 ，一边仰
脸看着我 ，“大兄弟 ，还记得我不 ？ ”“这个 ，不好
意思 。”我确实没有印象 ，也有点莫名其妙 。“你没
穿警服 ，可是个警察 。 前年下雪 ，我去办身份证 ，
在户籍室 ，你还给我倒了杯热茶哩 ！ ”汉子的眉头
舒展开来 ，眼神中满是热切 ，“你知道 ，我们老百
姓找公家办个事 ， 那茶……没想到的……以前 ，
我对你们的看法太不应该了……”他显然有些激
动 。

买下豆角 ， 望着他骑着三轮车轻松回家的
背影 ， 我感慨不已 。 其实 ， 我们与老百姓的距
离 ，并不远 ，就是那不经意中的一杯茶 ！

（作者单位 ：吴桥县公安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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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系沙土地上的一棵白杨
———寄语白梅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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