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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法援路
一生青海情

袁 芳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恍惚觉得参加行动启动大会

时的激动与期待还在心间，离别却已在眼前。“一次青

海行，一生青海情。”在此之前，虽多次听到这句话，但

我没能理解它，而现在深有共鸣。与我而言，或许可以

稍作修改，写成“一年法援路，一生青海情”，在青海，留

下了我的青春、汗水、泪水与欢笑，更留下了对青海人

民的深情厚谊。

我的服务地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还

记得去年 9 月，我第一次来到这里。两千多公里外的家

乡株洲，正是“秋老虎”发威的时节，而贵南，已经是凉

风肆意，夜间气温随时可能跌破零摄氏度。

去年 9 月 11 日一早，我们青海援助律师团队从北

京出发。当天下午，青海省司法厅就组织大家进行了一

系列观摩与讲座学习活动，让大家了解青海自然与社

会环境。高效率的工作氛围！

9 月 12 日，我与同事——贵南县法援中心青措卓

玛主任和大学生志愿者南卡本会合。青主任从事法援

工作十余年，是贵南县唯一有执业资格的律师，曾获司

法部“全国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先进个人”“青海省维护

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南卡本也是参加

过四届“1+1”志愿行动的“老”志愿者。高质量的工作团

队！

9 月 13 日上午派遣会之后，我与新同事们出发前

往贵南，但因车况问题，到贵南已是晚上十点多。一下

车，个位数的气温、冰冰的凉风，瞬间让昏昏欲睡的我

清醒过来。当地司法局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等我们到达。

来到住处，卫生打扫得很干净，甚至被子晒了、床铺都

理好了，真贴心。初到高原，高反是最大的隐患，当地工

作人员重点介绍制氧机的用途、告诉我们有任何不舒

服随时打电话等等事宜。还好，高原待我很是温柔，让

我一夜好眠。

9月 14日一清早，我就到冷措吉局长处报了到。收

到哈达后，我迎来了第一波咨询，认真细致地为大家解

答。在这期间，我还收获了小惊喜，自己竟然能把青海

话听懂个七七八八。15 日，首次出外勤，协调一百多名

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案件。一早和青主任、南卡下到村

里，逐个与村民谈话、办理委托手续，一晃到中午，三个

人饥肠辘辘找吃的，有村民提出去家里做饭，但我们不

想给他们添麻烦，最后找到个村中小卖部，一人一桶方

便面配上馍，非常香！19日，我迎来首个开庭，处理工亡

赔偿争议案件。21 日，我参加了县委、县政府，县人社

局，县司法局的联席会议，协调建筑劳务款项九百余万

元中秋节前到位……

工作就这样迅速步入正轨，解答咨询、接待信访、

参加协调、组织调解、制作文书、谈话、阅卷、会见、开

庭、出现场、调查取证、见证认罪认罚、开展法治宣讲等

等，每天行程满满，很充实！

去年 9 月 15 日接手的那起农民工讨薪案件，在大

家的共同努力下，最终也迎来了比较圆满的结果。经过

法院跨省传唤、检察院支持起诉等程序，我们又成功为

117 名农民工追回了拖欠已久的劳务费 13 万余元，得

到了县委县政府的一致认可。在青海的这几个月，我还

办理一些其他案件：今年 4 月，经与用工单位数次谈判

达成调解，59岁的九级伤残农民工受援人获得 17万元

的工伤赔偿款……

回望这些点点滴滴，我犹记得当时接到农民工集

体讨薪案件时的焦头烂额、办理未成年刑事案件时的

痛心无力、调解婚姻家事纠纷时的心力交瘁，但也有收

到胜诉判决时的快乐、顺利调解时的圆满、拿到赔偿款

项时的欣喜……我明白，我距离成为一名党和人民满

意的好律师还有差距，但我仍可以无愧于心地说，在这

片高原上，我竭尽所能努力过。

我常在想，这一年，我见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

又收获了什么。

我见到了高原宁静的清晨与辽阔的星辰，见到了

冰雪的冷冽与繁花的热烈。感受到了从省、州到服务地

各级领导惜才爱才的拳拳之心，感受到了同事、援友之

间的相互扶助与支持，更感受到了高原群众的勤劳与

淳朴以及他们对于公平正义的期待。我收获了成长、收

获了友谊，也收到了受援人一声声情深意切的“谢谢”。

青海律师团队中有在青海连续服务八年的黄维青

律师、有因身体原因中途退出的李江洁律师、有满头白

发在海拔 4000 米以上坚守的林昌军律师、有为推进法

治政府建设不遗余力的陈冠雄律师……团队每一位律

师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埋头苦干、发光发热。作为团队中

的一员，我深感骄傲。法律援助这条道路注定不平坦，

需要开拓，它要求我们正确认识自身工作和价值，正确

对待苦与乐，平衡得与失。它不仅拓宽了我们眼界，也

影响了我们对世界对生活的认知。法治是人类文明进

步的重要标志。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我一个

人的力量虽然微不足道，但我坚信，在前赴后继的法律

援助志愿者的努力下，法治之花将在高原绽放得更绚

烂，让更多群众感受到法治的力量与温暖……

在绕着太阳系旋转的星球中，我扎根的

这个国家——中国。我感谢命运的安排，让

我成为这个国家的一员。

（一）

前不久，随旅行社到欧洲旅游的韩大

哥，刚一回国就跌跌撞撞赶往老巷子的一个

老馆子，一连吃下了 6 个羊肉格格。羊肉格

格是用竹蒸笼蒸的一种肉食，有点类似粉蒸

羊肉，是他老家那边最地道的传统美食。韩

大哥告诉我，在伦敦、在巴黎、在罗马，他睡

梦里也在磨牙，实在是太想念家乡的羊肉格

格了。韩大哥感慨：原来，热爱一个国家的方

式，除了喜欢那里的大地山河，还有离不开

那里的美食……原来，爱国可以这样细致入

微，却又生动可爱。

我于是想起一些根植在心里的画面：申

奥成功的那个夜晚，亿万中国人纵情欢呼一

夜不眠；香港回归之夜的滂沱大雨中，军人

们一步一步挺进香港，五星红旗在东方之珠

的夜空飘扬；神舟飞船舱内，五星红旗在太

空绽放；奥运赛场上，嘹亮国歌声中运动员

脸庞流下的泪水。这些动人场景，都表达着

人们对这个国家的自豪与热爱。

我一次一次问自己，热爱这个国家，那

么，该以一种什么方式来表达对这个国家的

热爱呢？该怎样来把国家的命运，与自己的

命运相系相连，水乳交融呢？

（二）

当我行走在祖国的大地上，对我国的壮

丽山川，奔涌的是一种深沉绵厚的爱，这种

热爱与眷恋，让山川和内心一同荡漾温柔。

我居住的城市，在长江的两岸，我的祖籍，在

一个风吹稻花香两岸的村庄。我很幸运，生

活在风景旖旎的鱼米之乡，但仍然有一些同

胞，生活在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地方，只是

他们和我一样，发自肺腑地爱着我们的国

家。

我曾试探性地希望寻找一个答案，发现

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从没有抱怨，

自己降生在祖国的哪一寸土地上。就如我

们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不能选择自己降生

的家庭，但我们的生命，是父母创造的，我们

没有理由不热爱、感恩父母。没有父母，我

们的生命没有源头，没有国家，我们的生命

只能漂流。

爱这个国家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人，

更具体一点来说，爱自己，爱身边的人，爱你

的邻居、亲人和朋友，然后为这个国家以及

身边的人，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三）

穿行在城市，常常看到那些像蜘蛛人一

样攀援在高楼的务工者；在清晨的马路上，

环卫工人不畏风雨在打扫；乡村小学的操场

上，孩子们面对升国旗满脸的骄傲和纯真；

公交车上，一个残疾人为孕妇让座……他们

是我身边的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又是最

伟大的人。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朋友龙老大就是

城里的万元户了，10 多年前，他的资产过了

千万。有一天，龙老大突然做了这么一件事：

他把经营的企业处理掉了，买了城里一座老

宅住下。他在老宅里养花植树，坐在老藤椅

上听古筝，或者练毛笔字，一个人去河流边，

望着滔滔河水，一坐一大半天，步行去高铁

站看列车……龙老大说，一个人要那么多钱

干什么，安全感来自于人内心的清流。过后

我才知道，龙老大为他的家乡修路、修养老

院，把一半以上的存款都捐给了社会。龙老

大说，他热爱这个国家的方式，就是过上自

己喜欢的慢生活，做自己内心向往的事。

（四）

去年秋天，我收到了一封信，邮戳是西

北一个小城的地址。来信人是我的朋友鲁二

毛，他和妻子开始了他们的漫漫人生旅途。

53 岁的鲁二毛说，他打算用 10 年时间，

徒步考察有地理风情的 100 座小城、100 个

村庄，然后，慢慢静下来过滤，写一本书。鲁

二毛对我感叹说，人不出门身不贵啊，一出

门，看见中国的大山大河，心里就会涌动着

最赤诚的爱。

还有西藏聂拉木县樟木镇的一个小村

庄，一个低矮的老房院头，女主人叫次仁曲

珍。她从 1965 年国庆节开始，每天坚持在院

头升国旗，一直坚持了 47 年，老人用这种方

式，表达着对祖国的热爱，2013年春天，这个

103 岁的老奶奶，在最后一次升起了国旗后

的第三天，离开了她热爱的国家。当我在电

视里看见这个面容沧桑的老人时，我明白

了，红旗下这样的面容，也是中国最美的守

望，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老人，用一生的时

光诠释了爱国的静水深流。

人到中年，我愿意去做一个成熟的爱国

者。这种真实的表达是，爱这个国家，哪怕是

命运以痛吻我，我却回报以歌，那是无疆大

爱；还有爱亲人和朋友，爱身边的人，爱你每

一寸光阴中的付出，小爱也有形。

在故乡
我把祖国纹在胸口上

周 童

多少年前，第一次相遇

记得你，穿着粗服布衣

疲惫与倦怠写满你的双眼

尘埃、油渍沾染了简陋的衣衫

若干年后，我跟随鸟儿迁徙到这里

我还会遇见当初那个你吗？

迟疑，仿佛千斤重的铅块儿

困扰着蹒跚向前的步履

就在那日，我到老地方找你

不小心迷失在隽美、静谧的图画里

金黄的果实在你的枝头闪耀

水绿的草原在大山的臂弯里微醺

街道两侧的建筑上刺绣着历史和现代的记忆

机器轰响的厂房

激情洋溢的青年

挥动巧手梳理着大江大河的长辫

里弄里浑身泥土的孩童

变成风度儒雅的君子

混沌的城市，更是换上了

青春璀璨的外衣

就在昨天，你牵起我的手

沉稳地走着，目光坚定！

我在你的掌心里

享受着粉红色的温暖

竟然，有了初恋一般的感觉

嗨！亲爱的

我早已把山川描画为脸上的一弯新眉

我漆乌的长发

散发着黑土地上木头森林的原香

果实正在成熟，幼虫悄悄鸣唱

指尖上星子开始闪烁

血管里，江河奔腾

宣告雨季后，丰收时节的到来

我把祖国纹在我的胸口上

无论在金字塔，还是特洛伊古城

无论在波斯湾，还是迷人的红海

无论在狮子岩，还是吴哥的微笑

无论在舍夫沙万，还是世界他乡

每一个回眸，一次肌肤的触及

都仿佛看到遥远的祖国

遥远的你！

轻抬手指吧，亲爱的

我把额头的位置留给了你

请为我点上一枚故乡的朱砂

未来的日子，我们永不分离！

家宴
彭 彦

这次的家宴主题是为母亲庆生。

往年这一天，爱姨一定会来的。我出

生时，家里同爱姨就有了交情，如今

两家已经走动了四十多年。父亲之前

在省商业厅工作，母亲则在常德邮电

系统，当时要将母亲调入省会难于上

青天。为了一家人能团聚，父亲选择

了一个能同时接收两口子的单位

——位于株洲的 815油库。

从新单位领了一张长桌两把板

凳，三口之家也就这么搭了起来。我

还在襁褓之中，奶奶从老家坐火车来

株洲的途中坐过了站，只能操着我都

听不懂的乡音，焦急又怯怯打听着父

亲所在单位信息。人生地不熟上下两

难之时，缘分的妙，恰如其分地适时

展现。奶奶遇到了爱姨，爱姨就住在

815 油库附近的长石大队。她带着奶

奶找到了父亲单位，送到了家门口。

我们同爱姨的交往就此展开。

爱姨健谈又能喝，举杯祝福之

间，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都说赶上

了好时代，不愁吃不愁穿身心康健天

天过年。可不，我小时候就特别盼过

年，有鸡腿把子吃、有压岁钱拿、有冲

天炮耍。但也只有这几天可以放肆

疯，就算打翻了坛坛罐罐，弄脏了一

身新衣服，也不会挨揍。锅里熬煮的

鸡肉香气扑鼻，趁着大人不注意，赶

紧用筷子戳一坨“试味”，这大概就是

那个年代的童趣和满足吧。

我们相聊甚欢的时候上来一盘

红烧肉。都说肥肉子好把酒，大坨大

坨肥而不腻的红烧肉再适合不过，我

们吃一坨肉尽一杯酒，却又猛呛至

喉，得嘞，再来一坨，把酒压下去。

寿星母亲说她的童年，只有等到

过年家里才会炖肉，也是切成大坨大

坨的，腊月二十九家人用砂锅炖，一

直炖到年三十，馋坏了他们一帮兄弟

姐妹们。肉炖好后，大人们趁着热气，

赶紧拈一坨给娃儿解馋，余下的大部

分则需要留着待客，一直吃到过完正

月，称为年更肉。年更肉捞出来后，砂

锅里剩余的肉汤也一点都不会浪费，

滚刀切十几个白萝卜，继续炖煮一小

时，年更萝卜也就做好了，娃儿们可

以敞开了吃，拿筷子插上一坨，这萝

卜也便成了肉。

家宴上，父亲也聊起了年少的

事。他说水煮豆角好吃，说他们鸡窝

里掏鸡蛋，说他们爬树打酸枣，说舅

外公一表人才当年穿白衬衫插田都

不着泥……我也会说说我的小时候。

那时候，我们在主席主持修建的韶山

渠里游泳，在渠里扒开水草摸鱼，在

渠里抓青蛙抓鸭子……至今，我都记

得兄弟们亮到发光的一双双眼睛，即

使在乡下没有电灯的夜空，都是亮晶

晶的。

愉快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聊着

聊着，本次宴席的主食白面馒头被端

了上来。我们虽然是南方人，但全家

都喜欢吃馒头，特别喜欢配着双峰的

永丰辣酱吃。馒头大火蒸热，趁着烫

手把馒头掰开，用筷子将辣酱把馒头

两面抹均了，筷子抽出双手一夹，北

方的麦子香和湖南的

辣 酱 香 便 融 合 在 一

起，再喝上一碗白粥，

真是带劲！斑斓的生

活，除了美酒佳肴，终

归是馒头辣酱这般平

常，但这难道不是一

个个中国普通家庭的

小 确 幸—— 团 圆 、幸

福、顺意、健康。

岳父出生于 1949 年 10 月，恰与祖国同

龄。如今，他身体还算硬朗，整天乐呵呵的，

脸上洋溢着幸福与满足。

岳父时常感叹自己是一个幸运儿，出生

在新社会。他的两个哥哥都相继夭折了，他

说自己能活下来全因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

准确地说，岳父出生于 1949 年 10 月 19 日，

但他一直将自己的生日定在 10月 1日这天。

他说，差不了几天，就同祖国一起过生日，喜

上加喜。

于是，岳父家每年的国庆节都有“十一

大过年”的阵仗。9 月过半，他就会早早通知

我们，十一晚上要全部回家吃饭，非必要不

能缺席。这一天，岳父会亲自做几道拿手好

菜，把桌面摆得满满当当，斟上自家酿造的

米酒，回味七十多年来的风雨人生，感悟时

代变迁。

记得去年国庆节，我因事赶回岳父所在

小村时天色已晚。刚到他家门口，就看到四

个大红灯笼在檐下高高挂起，悠悠旋转，闪

烁着七彩的霓虹，喜庆的氛围扑面而来。岳

父站在门口，灯光鲜活了他脸上的笑意。我

马上祝福道：“祝祖国生日快乐，祝岳父生日

快乐。”岳父岳母回复道：“进屋，菜早就做

好，就等你们一家四口了。”儿子和女儿也会

祝他生日快乐。岳父则摸摸他俩的头说：“谢

谢外孙、外孙女，你们还要祝祖国生日快乐

……”

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一边享受农家美

食，一边听岳父讲过去的故事。岳父说，他见

证了国家从弱到强、老百姓生活从贫到富的

变化。给岳父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实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创了中国农业发展史上

的黄金时代，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充分经营自

主权，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

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岳父强调：“如果

不是这项好的政策，我可能就要打一辈子光

棍了。”顿时，满屋里充盈了笑声。

晚饭后，我打开了为他专门订制的生日

蛋糕。蛋糕上面用奶油制作的几

面国旗很是逼真，像在迎风招

展，其中一面写有“1949”，另

一面写今年的年份。蛋糕

的下端写有：“祝祖国生

日快乐，祝岳父生日快

乐！”我们点燃生日蜡

烛，烛光下的岳父笑

得 像 个 孩 子 。妻 子

则将生日帽戴在岳

父 头 上 ，让 他 许 一

个“明愿”、一个“暗

愿”。只见岳父嘴角

蠕动，自言自语一番后再大声

说：“祝愿祖国繁荣昌盛，祝愿

我们一家幸福安康！”在热烈

的掌声中，岳父一口气吹灭了

蜡烛。

岳 父 说 ，与 共 和 国 同 年

龄，和新中国共成长，是自己

最大的荣耀。

愿国安 愿家和

诗歌

随笔

散文

生活家

真情

大爱无疆，小爱有形
李 晓

与共和国同龄
刘强

相关链接编者按

又是一年国庆节。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本
期文苑特策划国庆专版。

本期作品中，有作者直抒胸臆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有作者
描写自己与家人欢度国庆或是团聚的瞬间……从他们的文字
里，我们读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读到一个个普通家庭的喜悦
和美满，更读到了中国的兴盛与发展。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个家，只有国泰才有民安。此时此
刻，让我们一起祝福祖国生日快乐，许愿国安，许愿家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