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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祖国赋予我使命，复兴
的民族给予我力量，忠诚的道路浴
血荣光，英雄的足迹越走越长，对
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
律严明……”在春寒清冷的天气
里，执勤一线的广大民警、辅警苦
中作乐，一起唱响 《中国人民警察
警歌》，铿锵有力的节奏屏蔽了冷
风，使命感、荣誉感在每个人的心
中澎湃激昂。

我常常想起基辛格在 《论中
国》 中说的那句“中国人总是被他
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是的！守护，是公安队伍在和
平 年 代 最 基 本 的 职 责 。 公 安 队
伍，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是勇于

牺牲、奉献最大的群体，无论男
女，无论老少，踔厉奋发、义无反
顾，冲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一
线 ， 在 重 大 安 保 任 务 中 连 续 奋
战、不畏艰险……用辛勤的汗水乃
至宝贵的鲜血和生命，为国家政治
安全、社会大局稳定、社会公平正
义、人民安居乐业筑起一道坚不可
摧的铜墙铁壁。

刚刚参加公安工作的时候，我
常常以为，诞生在火热警营生活中
的文字、图片、视频，少有闲庭信
步、风花雪月，而多的是激荡的呐
喊和高昂的战歌。然而，随着十几
年从警生涯的流逝，深切体会到繁
重的工作、疲惫的身心、在小家与

大家之间反复权衡的苦恼，我更加
佩服那些只是浅吟低唱，就能将个
人命运无条件服从大局的警察生活
如实还原的创作者。

毕竟，褪去警察身上所有的光
环，这不过是一群最普通的、有父
母、有妻儿的血肉之躯。在群众眼
里 ， 他 们 有 多 优 秀 ， 在 家 属 面
前，他们就有多“负心”。在执勤点
执勤，长时间无法回家的他，只能
凑工作的间隙用微信视频远程指导
妻 子 更 换 灯 泡 ， 揪 心 着 反 复 叮
嘱“别电着了！”再比如来自双警家
庭、与老公同在执勤任务的她，实
在顾不上配合女儿上网课，只能托
付他人。在普通人可能遭遇的一切

烦 扰 中 ， 仿 佛 只 要 穿 上 这 身 警
服 ， 就 能 找 到 处 理 问 题 的 “ 绝
招”。尽管“绝招”很多，可警察的
工作性质，又决定了很多都不能
说。就像史铁生说的“要是有些事
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
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
适合收藏。”

在这清明已过却仍春寒料峭的
时节，需要用行动维护的社会稳
定主战场，广大民警、辅警服从
命令、听从调遣，舍小家、顾大
家，奋战在保护群众生命健康安
全的岗位上，用行动回答共产党
员如何践行初心使命、体现作为
担当。

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
带雨。刚进四月，凤凰山麓竟是梨
花的天下了，恰逢又赶上清明，给
梨花平添了几分情愫。在我家乡的
凤凰山上，梨花是最常见的一种
花，梨花的花朵不大，洁白的骨朵
像珍珠，盛开的花瓣又像被海浪冲
刷的贝壳。

在桃树、杏树、枣树、梨树等诸
多果树中，留给我印象最深，最让我
留恋难忘的是家乡的一棵老梨树。

在我小的时候，我经常跟着奶奶
去大姑家住，一住就是一个月左
右。大姑家离我家很近，我家在凤凰
山的头，她家在凤凰山的尾，凤凰山
的尾部又被村民称为“黑山”

大姑家的屋后面有一条山路，沿
着 山 路 一 直 走 ， 就 能 爬 上 “ 黑

山”了。小时候，我跟着表姐去割茅
草，经常走这条山路。这条山路上有
许多大小不一的梨树，姑姑家屋后面
就有棵老梨树，树干和陶瓷花盆的口
径一般粗，离这棵老梨树不远处，是
一个说圆不圆说方不方的大水坑，水
坑周边长了不少芦苇，水坑里面还有
稀疏的荷叶。

春天，一簇簇雪白的梨花，像
团团云絮，缀满枝头。白天，奶奶
和邻居家的奶奶们坐在老梨树底下
拉 家 常 ， 我 和 小 伙 伴 蹲 在 树 底
下，一会看蚂蚁如何往洞里运粮
食，一会用木棍引着蚂蚁上树。一
阵风刮来，梨花瓣像雪花一样飘
落，蜜蜂的嗡嗡声也袭入耳朵，我
抬头一看，上空的梨花竟然像白茫
茫的云雾将我笼罩，瞬间一股幽香

洒下来，洒满了我的全身。
夏天的晚上，奶奶常带着我坐在

老梨树底下乘凉。有一夜，月亮又大
又圆，一片银光洒在密密麻麻的梨树
叶上，留下晃动的树影。水坑里的荷
叶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遮蔽了半个水
坑，坑边芦苇里的青蛙不耐烦地呱呱
叫着。我和小伙伴拿着泥巴球，扔进
水坑，“扑通”一声，青蛙受了惊
吓，叫声停止了，可没一会，又传来
了呱呱的叫声，我和小伙伴就再扔一
颗泥巴球，这种和青蛙的互动游
戏，我们玩得不亦乐乎。偶尔听到
奶奶们聊些村里的稀奇事、新鲜
事，我便扑到奶奶怀里，打听个究
竟，听完还不肯罢休，非要追问奶奶
几个为什么才肯跳出奶奶的怀抱。这
时奶奶总是一脸宠溺地看着我。

有天，我在书中读到一则故
事：“台湾作家林清玄17岁那年，决
定离开家乡。临行前，妈妈送给了他
一个玻璃瓶子，里面装着黑黑的东
西。母亲说，你别小看它，这里面可
装了三样重要的东西，一样是拜祖先
的香炉里的炉灰，一样是农田里的
土，一样是井里的水。”离开家乡的
时候带着这个，才能承受住异乡的水
土。这个瓶子，装着故乡的土，也装
着母亲的爱。

许多年之后，我离开了家乡。不
管在路边还是在果园，但凡看到梨
树，我总会站在树下仰头闭目，可是
我再也找不到儿时老梨树的影子
了，我知道，我要找的梨树，是一棵
在故乡的水土里长大的梨树，是一棵
有奶奶的梨树。

“我们坐在庭院里，草茉莉都开
了，各种颜色的小喇叭，掐一朵放在
嘴上吹，有时候能吹响。奶奶用大芭
蕉扇给我驱赶蚊子。凉凉的风，蓝蓝
的天，闪闪的星星，永远留在我的记
忆里。”史铁生在《奶奶的星星》一
文里这样写道，也犹如在诉说着我童
年经历，那些童年的美好回忆大多是
关于奶奶的，也在这一刻突然意识
到“奶奶几乎等于我的童年”。

我想，每个人的童年里都应该有
奶奶的身影，有奶奶给予的无限宠
爱，虽然每个奶奶表达疼爱的方式不
同、态度不同，但本质都是相同
的，都是纯粹的、无私的、质朴
的、深沉的，好像生来就只为了做我
的奶奶。

三月末的深夜，天气依然有些清
冷，借着窗外的阵阵凉风，我想在今
夜，解压脑海里一些关于“奶奶与我
的童年”的“压缩包”。

对于我而言，有奶奶的地方便会

心安。因为父母要上班，自我记事
起，我就跟着奶奶，我也是奶奶看大
的唯一一个孩子。那时，我跟爷爷奶
奶住在还未拆迁的平房里，院子干净
整洁，简单温馨。那时的平房还有半
露的门厅，在那条狭长的门厅走
廊，一张小桌子，三把小凳子。这里
不仅有奶奶每天变着花样做的美味饭
菜，也有我傻呵呵的清脆笑声，还有
我憨憨的碎碎念，更有奶奶慈爱又宠
溺的笑颜。那几年，这个平房院子几
乎承载了我最快乐温馨的时光，直到
长大后，我才深刻地理解何为心安之
处，那不就是我孩提时与奶奶在一起
的日子吗？

有奶奶的地方就有偏爱。因为奶
奶的宠溺，父母总说我小时候特别娇
气任性。那时，爸爸就因为我的娇气
任性常常教育批评我，每次都是奶奶
袒护着我，不让爸爸说我一句，生怕
我受一点委屈。饭菜稍有一点微
热，我就吃不下去，父母总是因为

这样的问题批评我，奶奶也总是护
着我。奶奶总会担心我吃不好，她
要么用勺子一勺一勺用嘴吹凉了喂
我，要么是用两个碗将饭菜来回倒
腾，等饭菜凉了再让我吃。

有奶奶的地方就有欢乐。我的童
年没有网络和手机，那时我除了跟自
己的小伙伴玩耍之外，更多的时候都
像是奶奶的“小尾巴”，奶奶去哪里
我就去哪里。闲暇的日子里，我就经
常跟着奶奶去种菜、摘菜、晒豆
子、剥玉米……往往每次都是“拖后
腿 ”， 但 奶 奶 看 着 我 慌 乱 地 忙 碌
着，总是笑得合不拢嘴，而这些简单
的快乐也成了我回忆里熠熠发光的存
在。每当我玩累了、跑累了，便坐在
奶奶膝前休息或是靠在奶奶怀里撒
娇，还时不时问奶奶累不累。奶奶总
是摸摸我的头笑着说“看着俺孙
女儿，啥时候都不累”。虽然
有 时 候 奶 奶 也 会 “ 埋
怨”我：“自从带着你，我自

己都没有单独外出过。”但看到奶奶
慈爱的目光和脸上的笑意，我知道那
是奶奶发自内心的一种幸福的感慨。

“奶奶很大，大到能装起我整个
欢乐的童年；奶奶很小，小到连个四
四 方 方 的 盒 子 就 装 下 。” 时 至 今
日，我都没办法接受奶奶离开的事
实，总认为她只是短暂地去了别的地
方，她还会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如往
常一样，继续疼爱着我，也能让我继
续陪伴着她。

行文至此，寥寥字数，述不尽奶
奶对我的爱，道不尽我对奶奶的思
念。很多时刻，最难过的不是离
别，而是离别后的再次想起，如若有
来生，希望能让我再次遇见您！

无尽的思念

梨花风起正清明
□张承南

报春
□刘金鑫

□李亚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