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捎”，在汉语字典中是捎带、顺带之意，
以它打头的词语，像捎信、捎带、捎货、捎脚
等，各有各的烟火气。而“捎脚”，指车船等运
输工具顺便载客或捎带货物，就着方便捎带人或
物品，字里行间透着生活的质朴与温情。“捎
脚”这件看似平凡的小事，恰似生活中温暖的注
脚，见证着人们在岁月长河里的善意与热忱。

上世纪 60 年代末，一个烈日灼灼的夏日， 6
岁的我即将随祖母去鲁西北垦利胜利油田(当年称
“ 923 厂”)职工医院探望在那里工作的父亲。出
发前一晚，在昌潍地区建筑公司机修厂工作的二
叔告诉我们：“这些日子，俺公司的车跑胜利油
田，我让开车的司机把您娘俩捎一程……”简单
的话语，为我们的行程铺就了便利之路。

次日清晨，潍坊市东关东门外，晨色微明，
空气中还带着一丝凉意。在司机师傅的热心照应
下，祖母拉着我，踏上了开往垦利的卡车。一路
长途颠簸，三四个小时后，抵达车队卸货地点
时，已是正午。彼时，正值胜利油田开发大会战
的关键时期，沿途车水马龙，各类车辆往来穿
梭，那是一场建设热潮的生动写照。

据资料记载， 1965 年 1 月 25 日，在今东营市
垦利区胜利村， 32120 钻井队打的坨 11 井，发现
了 85 米的巨厚油层，试油日产 1134 吨，成为共和
国历史上第一个千吨油井，“胜利油田”由此得
名。自 1964 年 2 月开始，全国石油行业的精英们
奔赴东营，投身石油大会战。来自天南海北的工
人汇聚于此，带来了各地的方言，也塑造了独特
的“胜利性格”与“石油方言”。那是奋斗者们

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独特文化印记。
那时，民间通讯极为不便，除了书信联系再

无他法。祖母紧紧捏着父亲寄来的信封，信封上
“寄信人”一栏清晰显示着父亲参加胜利油田开
发会战的工作地点，那是我们寻找亲人的指引。

烈日高悬，酷热难耐，祖母迈着小脚，牵着
我站在崎岖不平的马路边，向过往货车招手：
“俺娘俩要去垦利看亲人，您能捎捎脚吗？”祖
母大声询问停下的货车司机。好心的司机师傅爽
快答应，祖母赶紧把我抱进货车驾驶室。一个多
小时后，我们抵达了父亲的驻地，父亲从野外油
田开发工地的帐篷出来倒水，看到我和祖母突然
出现，满脸惊喜：“你们俩个是咋来的？”

父亲后来回忆，胜利油田会战时期，他作为
会战指挥部医疗队的一员，和石油工人一样，住
着“地窝子”帐篷，在盐碱滩上用石块支起铁锅
烧水做饭，生活和工作条件异常艰苦。 1962 年 9
月 23 日， 32138 钻井队钻探的营二井日产原油达
到 555 吨，为当时全国最高产量油井，为保密起
见，胜利油田称为“ 923 厂”。这个日子，深深
烙印在每一个“胜利人”的心中。

若干年后，祖母回忆起这段经历，总会感
慨，那个年月，人与人之间不设防，在路边招手
搭车，让司机“捎捎脚”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质
朴又温暖，满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1985 年夏天，我假期结束返回部队。父亲在
家乡公路边，招手拦下一辆拉着货物行进的拖拉
机。当说明要搭车“捎脚”赶往火车站时，司机
师傅痛快地答应：“我正好去火车站送货，上车

吧。”拖拉机行驶在崎岖的沙路上，伴着“轰隆
隆”的马达声，我横坐在司机身边，怀里抱着不
大的旅行包，尽管身子随着颠簸上下起伏，但心
中很是满足。三四十年前，机动车驾驶员看到有
人招手搭车“捎脚”，都会毫不犹豫地停车，没
有顾虑，也不收取任何费用，那是一个纯真洒脱
的时代。

时光流转到两年前初冬的一天午后，我驾车
行驶到济南长途汽车站附近的一个路口，寒风
中，一位中年妇女抱着一岁多的孩子在路边张
望。

“需要搭车吗？我可以捎你们进城。”我摇
下车窗询问。中年妇女打量着我，有些犹豫。
“你不用担心，我就是顺路捎带你们进城。”两
人上车后我得知，她们从东营乘大巴来济南探
亲，为节省中转时间，提前在高速路口下了车。
半个小时后，我把她们送到了历城区花园东路某
小区。

“您是一个好心人，谢谢您把我们送到了亲
戚家。”中年妇女感激地说。

从过去搭车的不设防，到如今主动伸出援
手，“捎脚”这件小事，贯穿岁月，承载着人与
人之间的善意与温暖。它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也
让我们看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那份人性的美
好从未改变，始终在生活的缝隙里熠熠生辉，温
暖着每一段旅程、每一个平凡日子。“捎脚”传
递出的爱与善，让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生机
与希望。

（作者单位：山东省人民检察院）

“捎脚”：岁月的温暖辙印
□ 卢金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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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记事起，我见到的灯就是农村使用的煤油
灯。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村物资匮乏，煤油是紧
缺货，买煤油需用油票，煤油供应量少得可怜，
根本不够用，只有在吃晚饭或妇女做针线活时，
人们才舍得点煤油灯。

煤油灯最怕风，风一大就会把灯吹灭。后
来，人们发明了能防风的罩子灯，灯罩和灯体是
用玻璃制成的。这种防风灯，一般的风不会吹
灭。

后来，人们发明了汽灯，这在当时的农村可
是一件稀奇珍宝，成为农村照明史上一大进步。

汽灯又称汽油灯，燃烧原理是通过打气加
压，利用点着后本身发出的热量，将煤油变成蒸
气，喷射在炽热的纱罩上，发出白亮的光。灯体
常以金属薄板做成，内装有管子系统，灯芯附上
经人造丝浸硝酸钍溶液的纱罩。这种灯用油量
大，灯罩较贵，一般家庭用不起，只有大队和生
产队才有条件使用。

大队使用汽灯最多的是集体场所，如晚上开
全体村民大会、突击搞“大会战”，都会用汽灯
照明。尤其是春节前后，村里的文艺宣传队要演

节目，每次都少不了用汽灯。那时，看戏的人
多、场面大，戏台上总是要挂两盏汽灯，灯光通
明，观众对台上的演员看得清清楚楚。如果只挂
一盏汽灯，万一风大将灯罩刮坏灯就会熄灭，导
致全场黑暗，引起台下一片混乱。

但大队的汽灯也不富裕，如果村里没有或只
有一盏，那就需要到外村借用。

那些年代，汽灯还真为人们的照明尤其是为
农业生产立下过汗马功劳。记得当时农村各项农
田基本建设，突击任务重，大队党支部、团支部
和生产队，常号召组织党员、团员及青年、妇女
开展像沤绿杂肥、垫沙滩、垒河坝等夜战突击活
动。当时没有电灯，唯一的依靠就是汽灯照明。队
长在干活的地方用三根木头扎起一个高高的三角
架，把一根钢筋的两头弯上两个钩子，一头挂在木
头上，另一头挂上汽灯。汽灯点燃后，发出耀眼的白
光，方圆几十米之内亮如白昼，啥都看得清清楚楚。

那时的人人穷志不短，生活不好精神好，忠
诚实在有干劲，晚上经常自发或有组织地开展一
些义务劳动。推车子、担担子、挖土方、填壕
沟、砌石砖、修水渠，争先恐后，你追我赶，挑

灯夜战。且不要报酬，不图回报，只讲贡献，垫
平了一个个壕沟、修起了一道道水渠、沤出了一
池池土杂肥……当然，这些成绩有一半功劳属于
汽灯照明。

农村办喜事，尤其是娶媳妇都要个场面，有
些人就找大队或生产队的干部借用一下汽灯，一
则照明效果好，更重要的是讲排场、争脸面。都
是一个大队或小队的人，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
抬头见，干部们抹不下脸去拒绝，全当是为乡亲
们贺喜了，就都爽快地答应。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我真的没想到时
代变化这么大。记得不几年功夫，农村就村村通
了电，家家户户用上了电灯，汽灯自然就被淘汰
了。这并没有让我感到惋惜，只感到骄傲和自
豪。因为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更新换代是
历史潮流。

我想，现如今能知道或记住汽灯这个名字的
人，都已步入老年行列，而这些人想起用汽灯的
年代，就会想起那些蹉跎岁月，感慨今天的好日
子来之不易。
（作者单位：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莱芜区大队）

想起当年农村的汽灯
□ 郝效德

长清湖的风
吹化了明心湖的冰
撩动一汪春水
吸引了啁啾鸟鸣

拨开轻垂杨柳的心弦
把新衣的翠绿染得愈发鲜明

翻开座椅上的书页
将朗读声传播得更远更清

长清湖的风
吹醒了明德楼前的青草
穿透了七年韶华的光影

受教于智慧教室 锤炼于模拟法庭

奔涌进天地书声
微拂东五层法律角的窗棂
吹散了求知的迷茫
丰润了稚嫩的心灵

长清湖的风
掀开了书包里的学生证
斑驳了师大的印章
护送到校史馆的展厅

镌刻了记忆
吹启了征程

凝聚起攀登的底气
激励学子铭记校训负囊远行

长清湖的风
在耳边回旋 飞舞 轻鸣
沉浸于离别后的重逢
诉说着依依不舍的深情

拉下了黑夜的幕布
吹亮了万里归途的灯
储足了丰厚的给养

守护着桃李天下 满天繁星
（作者单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长清湖的风
□ 卢永恒

半年前的一天，天色将亮，东营市公安局东
营开发区分局东六路派出所接警大厅，辅警王寅
揉了揉发涩的眼睛，给对面的宋女士又添了一杯热
水。虽值夏季，凌晨免不了有几丝凉气，纸杯里的热
气袅袅升起，在她无助的眼神前氤氲成一片。

这是今晚的第 5 杯水。这一晚，宋女士手里
紧紧攥着皱成一团的纸巾，断断续续讲述着缠络
她数月以致报警的家庭矛盾纠纷。王寅先是静静
听着，不时点头回应，待到宋女士情绪稳定后耐
心开导。经过一夜的劝说，宋女士情绪终于有所
好转，后续民警做了大量工作，及时跟进协调处
理纠纷，好在结果也趋于圆满。

这样的夜半场景，在派出所并不少见。但是

对于宋女士来说，这一次的彻夜长谈无疑是对她
即将垮塌的心灵的一次莫大救赎。“没有那天晚
上的疏导，我可能真的就挺不过去了。”
“派出所工作不只是打击违法犯罪的尖刀，是

维护社会治安的前沿阵地，也是服务群众、化解矛
盾的重要窗口。”东六路派出所负责人郭鑫说。

对于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东六路派出所
一贯着重聚焦于此，这是对部分风险源头的寻究
稳控，也是对于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的有力维
护。不仅来源于 110 警情， 12345 热线、社区信息
交互等信息渠道同样重要，对于每一起矛盾纠
纷，派出所都会做到“每起必问”“每起必
管”，固化“三级管理”机制，确保化解到位不

出事。事后紧盯矛盾纠纷跟踪回访工作，掌握后
续最新动态情况，并针对性地开展相关预防工
作，防止已化解的矛盾纠纷出现反复，进一步巩
固调解成果，做到案结事了。

2 月 13 日，宋女士专门来到东六路派出所向
当时帮助她的民辅警送上致谢锦旗。半年过去
了，她将自己调整到了最好的状态，工作生活完
全回到正轨，她认为这一切向好缺少不了东六路
派出所民辅警对她的向上托举。

在这个城市里，派出所的灯 24 小时常亮。在
这里，每天都上演着人间百态，也时常在黑夜中
为迷途者点亮明灯。
（作者单位：东营市公安局东营开发区分局）

深夜派出所为迷途者点亮明灯
□ 周赟

树，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树，比人类早到地球 3 亿年。地球上现存树

木总数约为 3 . 04 万亿棵， 60065 种，占据陆地 1/3
面积。

它们静默地俯瞰人间， 100 米高的北美红杉
和 4500 岁的古柏，分别是世界上已知最高和最长
寿的树。它们是氧气工厂、是雨水的调停者、是
生命的庇护所，有了它们，陆地上的生命才有了
家。

三毛曾说，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
恒，没有悲欢的姿势。可树是否也曾羡慕人类？

我们爱了可以互相拥抱，厌倦可以彼此走
远。能奔赴山海，能在爱与被爱中热烈生长。而
它们深爱风，却无法追；渴望雨，却无力求。只
能将心事刻进年轮，与时光一同老去。但是当我
们在喧嚣中疲惫不堪，是否也会向往它们内心那
片不受纷扰的净土？

或许，我们与大树，本就是在不同维度的生
命轨迹上，相互遥望，彼此艳羡。人与树的相
遇，不过是自由与永恒的彼此成全。

文学里的树，扎根土地，生长成诗。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

亭亭如盖矣。”归有光《项脊轩志》，寥寥数
语，勾勒出枇杷树下的思念绝响。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
象和你站在一起。”舒婷笔下的橡树，是拒绝攀
援和依附的独立宣言。

“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席慕蓉笔下一棵开花的树，怀揣着对爱的执着与
虔诚。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
的枝。”茅盾笔下的白杨树，傲然挺立在西北黄
土高原。

“我怀念从故乡的后山流下来，流过榕树旁
的清澈的小溪。”故乡的榕树，是黄河浪乡愁的
寄托，成为故乡的文化符号和情感纽带。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陈毅笔下的
青松，是坚韧不拔的象征，是气节的赞歌。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
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鲁迅笔下的枣
树，孤独而倔强。他也一直记得，百草园里那棵
高大的皂荚树，还有曾经去寻蝉蜕的桂花树。

《诗经·小雅·小弁》中写道：“维桑与梓，
必恭敬止。”朱熹解释说：桑、梓二木，古者五

亩之宅，树之墙下，以遗子孙。古时，桑树梓树
与人们生活最密切，人们喜欢在房前屋后遍植桑
梓。久而久之，“桑梓”便成为故乡的代名词。

树是爱情的隐喻，是乡愁的图腾，是精神的
丰碑。正如作家夏立君所言：“一个人的成长史
中，应该有大树的身影。”

植树节，不只是种下一棵树，更是种下文明
的诺言。 1915 年，中国首个植树节诞生于清明；
1928 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 3 月 12 日成为永恒
的绿色纪念日。

这一天，我们种下的不只是树苗，更是对远古
的致敬——— 银杏从侏罗纪活到今天，教会我们坚持
的力量；是对生命的承诺——— 每一片新绿，都是留
给子孙后代的呼吸与希望；是对自我的追问——— 站
在大树下，我们能否“像树一样站得像样一点”？

向上长高，向下生根，是它们对世界最深的
探索；顶天立地，根深叶茂，是它们对世界最好
的馈赠。它们毕生的努力，不是为了远走，而是
为了站稳。

植树节，我们种下一棵棵树，相信季节也不
会辜负我们和树的期待。

（作者单位：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检察院）

种下一棵树，许愿永恒
□ 荣国华

“ 85 0 0 元，我上哪弄这么多钱
啊！”面容憔悴的张某趴在调解室的桌
子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着。

这是一起保险人代位求偿纠纷。张
某无证驾驶三轮摩托车，转弯时未让直
行车辆先行，造成双方车辆受损，经交
警认定，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对方车
辆维修后要求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
赔付后向张某代位求偿。

起初，调解员认为，该案案情简
单、争议较小，应该很快就能化解，然
而多次拨打张某电话，张某均以各种理
由推诿，在多番劝说和引导下，才最终
同意到法院当面调解。

从见到张某的第一面起，调解员就
敏锐地察觉到，面前这个面容憔悴、身
形佝偻、十分拘谨的张某，并不是故意
拖延还款，背后可能另有原因。

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先向张某介绍
了案件基本情况，告知其应该承担的赔
偿责任。谁料，张某却突然情绪激动，
语无伦次地描述着事故发生经过及交警
处理情景。原来，在张某看来，他驾驶
三轮摩托车转弯，对方车辆从后面撞击
他的车，应该对方全责。再加上面对交警
时内心过于紧张，没有听清《事故认定书》
内容，也没有进一步询问和了解，因此，张
某一直认为自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调解员耐心向张某解释《事故认定
书》的内容以及对方车辆已经维修、保
险公司代位求偿的情况。至此，张某终
于明白自己确实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张某自身残疾，没有稳定工作和住
所，日常多以捡废品为生。去年读高中
的儿子因意外受伤，更是借了不少钱，
生活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如何在法律和温情间寻求契合点，
做到情理法相交融？调解员首先安抚了
张某的情绪，同时联系原告代理律师以
及原告某保险公司威海分公司，协商费
用减免问题。然而，经过一番“讨价还
价”，也只争取到了 2500 元的减免，这
也是该公司所能给予的最大限额。

在得知这个结果后，张某仍觉无力
承担。调解员一边安抚张某，一边继续
与保险公司威海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联
系，详细告知张某情况，并上传了张某
双手残疾的照片，希望他们可以据此向
省公司提出申请，上调减免额度。

就这样，调解员频繁往返于法院和
保险公司之间，一次又一次地与公司相
关负责人沟通费用减免问题，并最终为
张某争取到了 4500 元减免。

面对 4000 元的还款数额，张某情绪
明显缓和了不少。调解员趁热打铁，耐心
为张某分析，如果不能成功调解，案件就
要进入诉讼程序，除了要承担 8500 元维
修费外，还得承担一定诉讼费用，并且往
来法院参加庭审，也会影响工作和生活。

一番“交心”的沟通过后，张某当
即表示同意调解，但希望能够分期付
款。调解员深知，当下这种情况，一旦
达成分期付款协议，极有可能还要进入
执行程序。于是，再次对张某进行释法
明理，张某也明白了调解员的“良苦用
心”，当场筹措了 4000 元，转到了保险
公司指定账户，纠纷得以在诉前圆满化
解。

临走前，张某还一直和调解员说：
“真的谢谢您，您让我觉得，这生活还
有盼头……”
（作者单位：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一件“小案”里的情理法
□ 王佳丽

2 月 21 日上午 11 时整，我怀着激
动的心，打通了远在异地申请人的视
频，讲明案件和解方案，在听到“同
意”两个字后，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这不仅是一次云视频的执行，也是一份
亲情延续的证明。

案件还得从 2024 年 12 月底说起，像
往常一样，我接收到一批执行实施案件，
其中有一个案件引起了我的注意。卷宗厚
重沉甸，我本能地觉得这个案子执行可能
会有难度，仔细翻阅卷宗，案件经历一审
二审，仅判决书就长达 59 页。案件表述
中，范某兄妹三人之间为父母的遗产和去
世前的赡养问题而争执不休，矛盾激化，
最终经历司法程序，分割财产，申请人请
求法院强制执行房屋折价款 107 万元。

案件进入程序后，我立即着手查阅
审判卷宗，向其诉讼代理人了解双方当
事人的心态。后经查控，被执行人范某
名下房产系其继承的遗产，采取强制措
施可能会加剧亲情关系的裂痕，首先看
是否能以和解解决。在传唤问及范某及其
妹妹时，双方抵触情绪严重。范某表示，几
年前继承的房屋因市场行情房价下跌，没
有能力偿还全部的钱，且与妹妹之间还有
一个不当得利的纠纷案件正在审理过程
中，要求延期执行案件。范某妹妹则表示，
范某有钱不给，对范某已不再信任，案件
经过 4 年的时间，被折腾得不想再调解，
要求法院强制执行。双方决绝的态度让调
解工作陷入两难境地。

面对此种情形，我向有经验的法官
征询意见。法官告诉我：“执行工作很
特殊，需要把握执行的尺度，这个案件
调解作为第一原则。”结合以往的执行
经验和本案实际，我决定用亲情作为纽

带来解决，毕竟亲情是没有办法割舍的
情感。“不行就寻求第三方介入调解，让公
证处调解员参与，推动案件的进展。”我心
里默默地想着一个个解决方案，在确定好
方案后，联合岱宗公证处调解员调解，趁
着春节前看能否调解成功。可惜在经过多
轮调解后，依旧没有成功。

春节后，范某妹妹去往广东，短时
间内不再回来，这让调解工作又一次陷
入僵局，仅靠一次次的电话沟通，无法
及时直观地了解当事人的情绪和诉求，
从而就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律释明和
情感疏导。为免除申请执行人路程奔
波，我和公证处调解员通过云视频、语
音，多次与范某妹妹沟通，她也渐渐与
我敞开心扉去谈一些老人去世之前的
事。“哎，老人去世前我一直在身边照
顾，没功劳也有苦劳吧，但没想到兄妹
之间打官司……”范某妹妹在一次次的
通话中对我们的调解工作也慢慢从拒绝
到逐步认可和接受，最终双方在法院和
公证处的见证下，经过一次次修改让
步，终于达成一致。在最后阶段，为减
少申请执行人诉累，通过云视频确定最
后的和解方案，并督促范某按期履行，
双方纠纷一次性解决，也为两方亲情延
续付出了一份力量。

执行并非冰冷的“铁腕手段”，更
需要用司法温度守护人间真情。这起案
件的执结，让我对执行工作有了新的认
识，作为一名执行人员，在坚守公正司
法的同时，也要追求人性司法，做到
法、理、情兼容，用心用情处理每一起
案件，再难的执行坚冰都能用真情的温
度去融化。
（作者单位：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

温情“云执行” 延续亲情纽带
□ 刘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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