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新良

远去的吆喝声

8 星期二

2017年 12月 12日 警营·文化 责编：刘帅

邮箱：hbfzbgazk@163.com

往事追怀往事追怀

WW

本征文欢迎配发照片

张
露

家
是
什
么

在冬夜的新疆
又一次听到血染警装的悲伤
年轻的生命
等不到明天的太阳
亲爱的战友
倒在了惩恶扬善的路上

我理解你
你在践行人民警察的无悔担当
我同情你
你在诠释人民警察的浴血荣光
但我更心疼你
不敢想象
父母失去儿子
妻子失去丈夫
孩子失去父亲
那是何等的凄凉 何等的沮丧
满眼全是泪光 全是泪光

岁月静好
是每个人的渴望
世界太大
还有罪恶太猖狂
为缉捕罪恶
你英勇无畏 剑出锋芒
无惧匕首刺进胸膛

警察的牺牲
有人不理解
只有经历血与火考验的同行
才明白什么是忠诚担当
我点亮一支蜡烛
遥送你一路走好

常群勇 你的名字
像星辰一样闪耀
漆黑都被点亮
常群勇 你的名字
在神圣警徽中闪闪发光
……

今天今天，，有多少迎着刀锋冲锋过的战友有多少迎着刀锋冲锋过的战友
湿了眼眶湿了眼眶。。

每次在家每次在家，，我都会细细品味妻子做的我都会细细品味妻子做的
佳肴佳肴，，因为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幸福的品因为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幸福的品
尝尝，，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走出家门的我走出家门的我，，还能不能还能不能
再次享受到再次享受到。。

每 次 孩 子 回 家每 次 孩 子 回 家 ，，我 都 会 深 情 地 拥 抱我 都 会 深 情 地 拥 抱
他他，，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触摸他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触摸他，，因为我因为我
不知道不知道，，下次他还能不能见到我这个不合下次他还能不能见到我这个不合
格的爸格的爸。。

每次打母亲的电话每次打母亲的电话，，我都用心听她讲我都用心听她讲
话话，，因为因为，，这也许是我给她的最后一个牵这也许是我给她的最后一个牵
挂挂，，因为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下一次打因为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下一次打
通她的电话通她的电话。。

每次离开家每次离开家，，我都会深情地看着她我都会深情地看着她，，
因为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看她因为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看她，，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还能不能再次回我还能不能再次回到这温暖的家到这温暖的家。。

每 次 出 警每 次 出 警 ，，我 都 作 为 最 后 一 次 的 出我 都 作 为 最 后 一 次 的 出
发发，，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表面善良的人是表面善良的人是不是不是
瞬间变得狰狞可怕瞬间变得狰狞可怕。。

每 次 抓 捕每 次 抓 捕 ，，我 都 作 为 最 后 一 次 的 离我 都 作 为 最 后 一 次 的 离
家家，，因为我不知道犯罪分子手中的凶器因为我不知道犯罪分子手中的凶器，，
我是否有机会拿下它我是否有机会拿下它。。

所 有 这 些 我 仍 然 不 怕所 有 这 些 我 仍 然 不 怕 ，，因 为 我 是 警因 为 我 是 警
察察，，我是直面犯罪分子的一线基层警察我是直面犯罪分子的一线基层警察，，
我的信念告诉我我的信念告诉我，，为了当初的誓言为了当初的誓言，，我一我一
定要送更多的人回家定要送更多的人回家。。

我不知道这一次何时到来我不知道这一次何时到来，，如果我真如果我真
的拥有了这一次的拥有了这一次，，那将是我对自己当初誓那将是我对自己当初誓
言最后一次忠诚的回答言最后一次忠诚的回答。。

我知道我知道，，任何一次任何一次，，都会成为我生命都会成为我生命
中的最后一次中的最后一次。。我倍加珍惜我倍加珍惜，，珍惜拥抱这珍惜拥抱这
最后一次前的所有光华最后一次前的所有光华！！

（（作者系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作者系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

怀念战友
陈士渠

常 常 回 忆 起 那 座 老
屋，那座承载着我所有童
年 记 忆 的 老 房 子 。 它 像
一张老唱片，记录着我第
一颗青春痘，第一次放声
痛 哭 ，第 一 次 记 日 记 ，第
一次读聊斋……所有青春
的 成 长 的 小 秘 密 。 午 夜
梦回时，我又变成那个小
孩，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
停张望，这个时候我常常
会问自己：家，是什么？

孩提时代，父母在的
地方就是家。早上，揣一
个 热 腾 腾 的 包 子 挎 上 书
包 ，急 急 忙 忙 往 学 校 赶 ；
中午，一进胡同就闻到饭
菜香，进院听到锅铲转动
的声音，脚步就会变得急
切，想看看妈妈又做了什
么 好 吃 的 ；晚 上 ，一 家 人
围坐桌前，两大盘子凉拌
菠 菜 ，一 笸 箩 玉 米 面 饼
子，一人一碗玉米面糊糊，
简单的饭食却吃得津津有
味，我们四个小孩争先恐
后、七嘴八舌将自己班里
发生的事报告给大家，爸
爸妈妈则笑眯眯地看着年
幼的我们。这是家，是最
温暖、最贴心、最放松、最
肆无忌惮的地方。

下雨天，妈妈会追出
去 老 远 ，只 为 让 我 带 把
伞。漆黑阴冷的冬夜，爸
爸会等在校门口，只为陪
我一起回家。这就是家，
让你不耐烦，却又让你感
动的家，可我总想着有一
天 ，像 鸟 儿 一 样 ，飞 得 越
远 越 好 ，逃 离 这 个 家 。
家，竟然是青春期想要逃
离的地方。

及至结婚，有了属于
自己的家，家是什么？家
是夫妻相伴的地方，即使
有 过 争 吵 ，有 过 伤 心 欲
绝，但还是会回到那个地
方，为孩子的饮食起居操
心费力，为那个“恨透了”
的 人 操 持 一 桌 热 腾 腾 的
饭 菜 。 看 着 那 个 小 小 少
年 一 点 一 点 成 长 为 风 度
翩翩的青年学生，像当年
的 自 己 一 样 ，远 走 高 飞 ，
去见识不一样的风景，去
认识不一样的人，去过一
种 与 自 己 截 然 不 同 的 生

活，你感到由衷的喜悦和
自豪。

家里渐渐冷寂，像熄
灭了炉火的房间，只剩下
了相依为命的老两口，我
们 老 了 。 看 着 门 前 的 落
叶在秋风中上下翻飞，看
着 白 雪 又 一 次 把 大 大 小
小的路覆盖，着着燕子再
次欢欢喜喜在屋前盘旋，
看 着 大 柳 树 又 一 次 绿 荫
如盖，日子就在这样的翘
首祈盼中一天天过去，我
们掰着指头计算孩子的归
期，心中牵挂着，却不敢打
一个电话，唯恐打扰孩子
的 工 作 生 活 ，惹 他 不 高
兴。这就是父母啊，永远
的牵肠挂肚，永远的小心
翼翼，永远的任劳任怨，付
出再多也无怨无悔。

我们老了，对儿女的
思念与日俱增，有儿女的
地 方 就 成 了 我 们 的 家 。
于 是 ，我 们 这 一 代 的 父
母，有的南下，有的北上，
开 始 了 为 儿 女 而 活 的 人
生，抛弃了故土难离的老
观念，将自己从熟悉的土
壤中连根拔起，背着行囊
匆 匆 奔 走 在 异 乡 的 暮 色
里 ，为 了 什 么 ？ 为 了 孩
子，同时，也是为了自己，
为了有一个家。

天 各 一 方 ，那 不 是
家 。 家 是 什 么 ？ 团 圆 的
地方就是家。

（作者单位：辛集市
交警大队）

初冬的午后，我正在暖阳下看书，
突然从窗外马路边飘来一声悠长的吆
喝声：“ 磨剪子来——戗菜刀——”那
如天籁般声音，听起来是那么熟悉亲
切！我急忙站起身探头向窗外望去，
儿时飘荡在农村的吆喝声顿时在脑海
中响了起来……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的老家农
村，没有电话喇叭之类的通讯扩音工
具，做生意的摊贩主要靠喊。那时农
村离县城远，附近的集市稀少，农户中
缺少的物品大多是从走街串巷的小贩
处换来的。小贩们就练就了一副好嗓
子 ，大 街 上 一 叉 腰 ，脖 子 上 搭 一 条 毛
巾 ，扬 起 脖 子 大 喊 ：“ 破 烂 换 糖 球 喽
——”“卖小鸡小鸭啊——”“崩爆米花
喽——”那声音都是拉得挺长，尾音向
上，十分动听，又十分亲切。

我从小就是听村里的吆喝声长大
的。记得有个卖油条的老人，至今脑
海中仍能隐约记起他的模样。衣衫黑
亮 ，泛 着 油 光 ，骑 着 一 辆 加 重 的 自 行
车，车后封着一个红荆条编成的筐，筐
里装满了油条。他是这样吆喝的：“果
——子——咧——，新——炸滴——果
子！”他的喊声前半截一字一顿，后半
截两字一顿，不急不缓，铿锵有力。他
的油条是那种标准的北方果子，肉厚，
软乎，老人们极喜欢。还有一个卖油
条的矮个中年人，他的吆喝很特别，喊
得像跟人打架是的。“果子！果子！大
果子！大果子——咧——”前面像热锅
炒豆子，噼里啪啦地爆，后面一个“咧”
字拉得老长，然后上扬，扬到最高处，

再往下降，极具有穿透力。这人卖的
油条其实就是果子片，有的还沾了糖，
又香又甜又脆，小孩子们都爱吃。

最萦绕在心间的还是卖货郎的吆
喝声。卖货郎手推一辆小推车，上面
用铁丝缠绕成网状的笼子，笼子里面
放着针头线脑，还有我们小孩子喜欢
吃的面糖、水果糖、糖稀和各式各样的
玩具，着实惹人眼。货郎把小推车放
下，手中拿一面拨浪鼓，极有韵味地一
摇，然后亮开嗓门，高声吆喝着：“废
塑料，破布鞋，头发辫子拿出来……”

“长头发，换娃娃！”他的喊声就跟唱歌
似 的 ，宛 转 悠 扬 ，不 着 急 ，声 音 也 不
大。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东
西深深地诱惑着我们。虽然没钱买，
我和小伙伴们也会傻傻地跟着他们从
巷头走到巷尾，常常忘了回家吃饭。

最 美 丽 的 吆 喝 声 来 自 酷 夏 。“ 甜
——冰棍儿——咧，甜——冰棍儿——
咧 ”，令 人 口 舌 生 津 的 吆 喝 声 由 远 而
近，又由近而远。一个甜字，喊得你直
流口水。叫卖者是大高个，瘦瘦的，自
行车的后座上绑着一个白色木箱。每
每听到这叫声，我不由自主地摸摸口
袋，期盼那里能蹦出几个硬币来。

印 象 最 深 的 还 有 个 卖 香 油 的 老
人。他很少喊，他每日来卖香油就是
敲着个木梆子，“当、当、当”声音很是
特 别 。 老 人 年 龄 很 大 了 ，香 油 很 好
卖。有一段时间，时常听到一阵吆喝
声，随着声音望去，只见一位四十多岁
的中年男子，推着两铁皮桶香油，一边
走 一 边 吆 喝 道 ：“ 香 油 噢 ，谁 买 香 油

噢！”吐字清晰，有轻有重，有高有低，
尤 其 那 尾 音 拖 得 老 长 老 长 ，煞 有 节
奏。洪亮的叫卖声，可是人们好像不
太买账，来了几次渐渐熟了才知道他
是老人的儿子。为了不让老人劳累，
儿子替老人卖香油，可是大家只认梆
子声，不认吆喝声，这也是有趣。

到了冬天农闲季节，小小的村子便
成了小贩们卖弄吆喝的舞台。常常早
晨一起床，大街就会传来“卖豆腐啦，刚
打的豆腐——呃！”的吆喝声。紧接着
卖油条的吆喝声接踵而至，一会儿，又
传来“卖凉粉喽——凉粉来了哦！”的吆
喝声，从早到晚，吆喝卖吃的，吆喝卖穿
的，吆喝卖用的，形形色色、五花八门，
不绝于耳。那游走在农村间的或悠长
或婉转的吆喝声，像跳动的音符，给乡
村的大人孩子们带来无限的愉悦。在
那个物质和精神都极为匮乏的年代，
那质朴的吆喝声能熨服人们的心灵，
给人们带来希望和梦想。

如今在农村里超市、小卖铺很多，

附近村庄三五天一个集，物质极为丰
富，那淳朴的吆喝声再也很难听得到
了，即使农忙时偶尔到村中有走街串
巷卖菜的，也是一辆三轮车，慵懒地在
街道上慢吞吞地走着，车上绑着录了
音的小扩音器反复地放，机械般单调
重复，少了吆喝声的抑扬顿挫，少了儿
时的热闹与喧嚣，更少了孩童们围着
小贩你追我赶的情调。

记忆里那些美好的吆喝声已经消
失在岁月的深处，离我们渐行渐远，远
成了一个个鲜活的梦。我也唯有在梦
中才能重拾曾经的温馨，去寻找那一
段永远不可复制的旧时光旧情节……

（作者单位：孟村回族自治县公安
局）

乡 情 是 一 根 细 细 的 线 ，总 能
将远飞游子的心扯出一丝痛感。

在 画 家 于 冬 笔 下 ，那 一 怀 乡
情 即 是 三 分 留 白 ，十 足 墨 韵 。 老
辣的气韵骨法，传神的随类赋彩，
处 处 藏 着 悠 远 灵 动 的 乡 情 ，折 射
着 故 乡 赋 予 他 的 文 化 品 格 和 力
量。

画过了实境和虚境的山山水
水 ，于 冬 终 于 将 故 乡 之 美 呈 现 笔
端 。 在 这 组 画 作 中 ，不 仅 能 看 到
一 如 既 往 雄 浑 旷 达 的 于 冬 ，还 能
看 到 前 所 未 见 细 腻 感 性 的 于
冬 。 以 形 写 形 、以 色 貌 色 ，见 山
仍 是 山 ，见 水 仍 是 水 。 那 荒 芜 的
草、苍劲的松、冰封的河、南飞的
雁，那青葱的稻田、微开的杜鹃、
半 掩 的 村 居 、耕 作 的 农 人 ，细 致
描 摹 出 一 个 自 然 闲 适 又 生 机 无
限的家园。

这就是故乡，亦远亦近，亦幻
亦真，在现实中，在记忆里。

这 就 是 故 乡 ，始 终 有 倚 门 张
望的亲人，有少年无忧的岁月，有
魂 牵 梦 绕 的 思 恋 ，有 物 换 星 移 的
悕 惶 。 世 事 一 场 大 梦 ，人 生 几 度
新凉，策马天涯、红尘看遍，乡情

还是旧光阴投射在心中纸上的一
缕气息，甜而稳妥，甜而怅惘……

近乡情怯的爱与痴，思而不得
的情和愁，对于画家，对于诗人，
对 于 你 我 ，都 是 人 生 不 必 救 赎 的

不 完 满 。 恰 是 这 种 不 完 满 ，牵 动
着 游 子 的 心 弦 ，成 为 我 们 灵 魂 深
处的那道光线，千山万水之后，依
然看得见来路，找得到归途。

（作者单位：隆化县公安局）

本报讯 （梁
桐纲）邯 郸 市 公 安
交警支队广平大队
宣传科长李建东所
著 诗 词 集《 心 之
曲》，日前由伊犁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新华书店经销。

该诗词集共分

《参赛、获奖、入选
诗词》《社会交流及
题写友人诗词》《警
营文化诗词》《题书
画家诗词》《古典诗
词 绝 句 》《 古 风 》

《律 诗》《词》《元
曲》九个部分，其中
有多首作品曾获得
各类奖项或入选不
同版本图书。透过
诗 词 集 ，可 以 感 受
到作者对古诗词研
究 的 深 入 ，对 古 词
牌运用的讲究以及
对平仄韵律掌握的
熟悉。

作者系中国诗
词 协 会 会 员 、省 公
安 作 家 协 会 理 事 ，
广平县政协常委。

盛会精神领航先，
金盾力举意无边。
苍穹晴阔洗日月，
最是正义浸华篇。

警徽高悬法严正，
潜学尽悟志向前。
愿作长天青春鸟，
唯有奋进在人间。

一片乡情
入画来

文/王新伊 图/于冬

梅开笑迎寒
松挺逗冰玩
群鸟迷藏忙
松鼠戏影欢

雪被哄山睡
梦见盛春暖
守者轻声慢
恐惊冬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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