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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
◎高亚平

胡世明是第二天上班后从王力口中知
道这件事的。昨天，李艳梅并没有把她开车
撞人逃逸的事告诉胡世明。胡世明不看报
纸，他哪有这个闲工夫呀。是王力在报纸上
看到了这篇批评报道，赶忙给他打电话，他
才从桌上的一叠报纸中找到了当天的晚
报，看了这篇报道的。一看之下，胡世明当
下气得说不出话来。他在心里暗暗骂道：这
个臭娘们，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还没
有等他打电话训斥李艳梅，马跃的电话就
到了。在电话里，胡世明一个劲地给马跃回
话，任凭马跃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临末
了，马跃指示胡世明，赶快和局宣传处联
系，和晚报协调一下，不要再做后续报道。
但这话说说容易，实际操作起来并不是那
么简单。报社并不是公安局开的，报纸也不
是胡世明办的，你说不做后续报道就不做
啦？如果这样的话，报纸的监督作用又到哪
里去了？还要不要为读者负责？胡世明和宣
传处的人到报社去一谈，报社不同意，记者
更不同意，这么好的新闻材料，刚做了个开
头就不做了，这不是虎头蛇尾么？胡世明碰
了一鼻子灰，看看协调不下来，赶忙又去向
马跃求救。最后，是马跃出面，才把这事硬
压下去的。究竟马跃是局长，报社在很多时
候还得跟他打交道，还得给马跃这个面子。
经这事一闹，胡世明一夜间成了全市公安
系统的名人，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个二百五
式的老婆，而且都知道他拿这个老婆没有
办法。胡世明弄得灰土灰脸，回去和李艳梅
大吵一顿，但也仅此而已，于事无补，影响
已经造成，如覆水难收，他胡世明就是有天
大的本事，也堵不住众人的嘴。如今当务之
急，就是要设法把影响挽回。胡世明想到这
里，拿起了办公桌上的电话。

“去常宁路派出所！”胡世明对司机小余
说，然后“咔嗒——”挂了电话。在城南分局
里，几位局领导有分工，胡世明分管政工科、
国保大队，此外还联系一个派出所，这个所
就是常宁路派出所。他此时此刻到常宁路派
出所去，一是想散散心，而另一个重要的原
因就是检查一下所里近期的工作情况，尤其
是“9·3”凶杀案的侦破情况。听说那个案子
已有了一些眉目，好像已经抓住了一个犯罪
嫌疑人。如果在他的指挥下，把“9·3”案子破
了，那岂不是大功一件。再经媒体一宣传，谁
还会再想起他老婆开车刮倒人的事？

胡世明是上午九点多走进常宁路派出
所的。一进派出所的大门，他就看见老黏揪
着何远的领口，在院子里大喊大叫，旁边有
几个民警正在努力地劝阻。他想抽身离开，
已经来不及了。胡世明只好硬着头皮走到
老黏跟前，虎下脸说：“还不松手，也不看看
这儿是啥地方！”

“政委，你来了！”站在院中的几个民警忙
毕恭毕敬地和胡世明打招呼。何远也趁势掰
开了老黏的手，尴尬着脸，不知道说啥才好。

“又没有看病钱了吧？”
“不是。老黏问我们啥时候才能抓住麻

六？”何远说。
“胡政委，你可得给我儿子做主。我儿

子肾被打坏，可你们至今却抓不住凶手，你
们总得给个说法，不能给我来个一推六二
五吧？”老黏气势汹汹地质问胡世明。

胡世明说：“你总得给我们一点时间
吧。麻六跑得没有踪影，我们找人也有个过
程呀。再说了，我们手头现在还有一个杀人
案没有破呢。等忙过了这阵子，我们一定把
你儿子的事解决了。你看这样行吗？”

“你说话算话吗？我可被你们骗了好多
年了。”老黏不信任地说。

“走吧走吧，不会骗你的！”众人连哄带劝
把老黏推出了派出所大门，才长出了一口气。

狗蛋从派出所一出来，就脚底抹油，
“哧溜——”一声溜了。他买了一张长途车
票，一气就坐到了商山老家。下了车一想，
我干嘛要跑呢？我一不偷，二不抢，更没有
放火杀人，身正不怕影子斜，放着好好的南
山市不待，又跑回老家来干啥，受穷吗？派
出所已经审查过，啥也没有审查出来，已经
把我给放了，这说明我没有问题，如果有，
他们还会放我吗？再说了，南山市里还有亲
爱的小芳妹妹，这一走不是见不上她了吗？
不行，得回去。这样想着，狗蛋又买了一张
返程的车票，颠儿颠儿地回到了南山市。让
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刚一进家门，就又被警
察给提溜去了。这次是王力带人把狗蛋给
抓走的。自从那天胡世明到所里来过后，王
力立马领会了胡世明的意图，政委想尽快
破案，眼下又没有更好的线索，思来想去，
还得从狗蛋处下手。究竟，狗蛋是他们目前
掌握的唯一重要线索。

狗蛋是在黄昏被抓住的。那时，天空已
似一位吝啬的老人，即将收走西天最后一
缕彩霞，而夜色已如蜘蛛，起落着复脚，慢
慢向大地袭来。狗蛋在门外的巷口吃了一
大碗捞面，打着饱嗝，回到出租屋内，刚躺
下准备眯糊一会儿，虚掩的房门被踢开了，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是咋回事，就被王力带
的人，连扭带拖，塞进了警车。警车旋即开
动。在车上，有点发懵的狗蛋，刚问了一句：

“这，这到底是咋回事？”就被王力粗暴打
断，并勒令他不许再说话。狗蛋只好如被封
条封了口般，不再言语，只是用疑惑的目光
望着眼前的这几个警察，心里嘀咕着：也不
知道他们要把自己带到哪里去？

（未完待续）

深夜笔耕入眠，美梦中
最不能忘怀的是春天里老家
田间地边那棵老梨树所带来
的满园春色。春风从遥远的
旷野吹来，越过了彝寨，掠进
了村庄。在经历了寒冬磨练
之后，梨树偕同房前屋后的
花草，披着迷人的外衣，在神
采飞扬的春天里展示各自的
风采，装扮梦中的家园。

满树绿叶掩映着万朵灿
然粉嫩淡雅的白花，细看花
瓣白如凝脂，花蕊浅红。花瓣
环抱着细绒花蕊，顶端戴着
粉色的小帽子。好像是悠闲、
漂亮的“花仙子”。春风柔吹，
不时地散发出阵阵清香，在
这花间丽景之中素洁的梨花
自有一番清丽，一如身着白
纱稳重端庄的美女。

风儿在梨花丛中穿梭
着，掠起一片片梨花，飘飘
洒洒。对对飞蝶，闻风纷至沓
来。花间舞动双翅，展示婉约
丰姿，绕着清馨秀雅，开满朵
朵丽花的梨枝双双起舞。在
梨园的梨花平台上，上演一
出“梁祝”。

彝家村寨上空掠过一对
对鹊雀，传来神秘的声声喝
彩。喝彩声，引来成群结队的
蜜蜂。躯体黑黄相间的蜂群，
伏在梨树雪白的花蕊上，扇
动着青纱般的双翼，为白花
添加上了更新的色彩。

此时我心潮澎湃，心也
青春年少起来。闪到树荫下，
仰卧于花草之中，看天空行

云，又起身攀爬枝头。上窜闻
树上纷芳花香，下跳看地边
间下芳草。倦了累了就和身
倚树迷眼寻梦。多么奇妙的
美梦！多么奇妙的园景！这样
的景色怎能不让人神驰？怎
能不让人心动？又怎么能不
让人流连？春风将春色揉进
我的梦中。整个家园都浸染
上了梨花的气息，染上了春
色。我的心已为家园中一种
神奇的力量紧紧搂住。那纯
真的黄土地气息，交织着灿
烂的阳光，透着花草的芳香。
观望家园，天然的绿，不染一
丝尘埃。挥一挥手，极目蓝
天，没有一片云彩。春风，春
光，春意，满园春色关不住；
视觉，听觉，嗅觉，一切知觉
乐开怀。

整个人浸泡在一片春光
之中，感受满园春色如同阿
嫫（彝语意为母亲）无私的
爱，“慈母的胳膊是慈爱构成
的，孩子睡在里面怎能不
甜？”在家这片土地上，我不
由的发出感叹：世界上一切
其他都是假的，空的，唯有阿
嫫才是真的，永恒的，不灭
的。“阿嫫你在哪儿，哪儿就
是最快乐的地方。”我要把阿
嫫留下的家园建设的如同花
园一样的美好。

有趣的是清晨时分站在
树下透过迷雾般的梨花看日
出。刚从梦中醒来，带着梦
境，品着花香，朦胧着睡眼。
进入视野的朝霞像轻纱的

梦，漫天闪烁的星斗悄然退
却了光芒，隐没在朝霞的万
道霞光之中。身沾露水的梨
花如出浴的仙子，轻柔可爱，
清香怡人。红霞浸染柔润素
净的花叶，透着淡浓相间的
霞光，浓，掩映着青春的血
液；淡，飘渺着青春踊动。淡
浓神会着梦幻般的青春激
情，更与何人说？

太阳西下后的夜晚，梨
花像刚刚洗涤后的绸缎，素
雅的月色与大地构成了一幅
绝妙的作品。“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彝乡”，月光如流，流
不尽的情，淌不完的美，更有
风情万种，倾城倾国又倾心。
这娇情百态的时光和着乳白
的梨花，浸染成满园春色。自
然的鬼斧神工何其神异，竟
然造出这样的人间仙境。

“一树梨花一溪月”，彝
家新寨的庭院，用一腔柔情、
瓣瓣花朵精心为未来编织着
青春精彩，梨花树把所有的
美好和精彩，蕴藏在心中，默
默孕育，让青春收获着甘甜
的秋实。

淡雅的梨花为彝家新寨
家园涂抹上无比清馨的色
彩，赋予家园一片春色。青春
在春色中添彩，激情在春光
中涌动，人生在春风中傲翔，
张开青春的羽翼，向着梦中
的春天飞翔。为自己，飞过梦
幻的意境；为家园，在曲折蜿
蜒的道路上通幽；为了满园
春色，飞向灿烂的明天。

那是一段红色的岁月
那是一片对康巴雪域的炽热情怀
1950年3月19日
康巴高原还是千里冰封的时节
中国人民解放军62军将士又担负起
解放康定、解放康巴的任务
他们踏冰卧雪、冒着生命危险
翻越万丈悬崖
征服了进入康巴的第一咽喉险关

——二郎山
四天的星夜兼程
如神兵天降直抵泸定
击溃蒋匪残余
确保了泸定桥这座历史名桥的完

整无损
为顺利进军康定创造了有利条件
62军将士就这样
走向了康定、走进了康巴高原

康定自古就是川藏交通咽喉
兵家必争之地
国民党残余企图以此为依托
在大陆进行最后的挣扎
1950年3月24日
62军将士带着党中央的民族政策

开赴康定
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革命精神
沿途打败蒋匪残余部队及各种黑

恶匪帮
争取国民党伪军上千人投降
积极取得藏族上层的支持
接管并建立了人民政权
彻底解放了康定
开启了以康定为中心的康巴藏区

解放和建设的新篇章
62军将士就这样
走进了康定、走进了康巴高原

当全国已经安定
康定及康巴藏区人民政权初步建立
国民党残余及民族敌对势力
却依然嚣张并疯狂反扑
打死打伤我军战士及工作人员
面对复杂的匪情
将士们长期战斗在海拔四千多米

的雪域
开展了十余年艰苦卓绝的剿匪战斗
在这15.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他们长年以雪山为家
把艰辛与苍劲写满全身
饿了嚼一把青稞
渴了喝一捧白雪
一旦敌情出现依然会奋不顾身
与匪徒进行殊死的斗争
有1000多名战士英勇牺牲
家人有的至今都没有找到他们安

葬何处
62军将士就这样

走进了康定、走进了康巴高原

为解放西藏、巩固边陲
62 军将士在南下工作团、地方政

府及藏族群众的支持下
一方面清剿匪霸、稳定政权、开展

建设工作
为进军西藏开辟道路
另一方面还积极协助
进藏兄弟部队18军修建川藏公路

康巴段
在地理条件极其复杂的情况下
用铁锹锄头、肩挑背磨
征服了一座座雪山
1950年至1954年四年多的时间
修通天堑要道——川藏公路
创造了世界公路建造史上的奇迹
其中二郎山路段在修建中
每公里就有七名军人为它献出了

宝贵生命
整个川藏公路修建共有2000多名

战士英勇牺牲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条用鲜

血铺就的生命线
62军将士就这样
走进了康定、走进了康巴高原

康巴高原平均海拔3000米
大部分地域终年积雪
气候酷寒、空气稀薄、物产贫乏
自然条件极其艰苦
70年前
62军将士转战千里
从北方来到大西南、来到康巴高原
面临生活习俗、高原反应、语言不通、
匪徒斗争等诸多艰难险阻
他们顽强地用双肩扛起稳定和建

设康巴藏区的责任
就这样扎根在这片土地上
一代一代的把生命融入了这片雪

域高原
凝聚成藏汉一家亲、军民鱼水情

的民族融合盛况
铸就成稳定康定、建设康巴的不

绝力量
他们自豪地称自己是康巴人、康

定娃

今天当我们站在这片土地上
站在美丽康定城
依然能看见雪山下那一座座屹立

的丰碑
依然能想起那些为了建设康巴而

奉献一生
又奉献子孙的康巴人、康定娃
他们走进了康定、走进了康巴高原

（作者系原62军186师后人）

走进康定
走进康巴高原

纪念康定解放 周年

◎裴小钰

梦中的梨花树
◎沙马鲁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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