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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停电了。
回村生活，先生最担心的是

水、电问题。毕竟，农村没有城市
那样部署周密的供水和供电系
统。然而，回家后，先生发现，水
和电都超过了预期。回到家里，
我们看见的是，自来水管及到达
田间地头的生产用水。村子有了
充沛的水量。电流，也经过了农
网改造，总体平稳。不过，偶有停
电的时候。今晚，村里没电。听
说，镇上也没有。好像因为雨季，
电线杆受到了损坏，导致泸定县
境内大面积停电。停电了，村子
并非是漆黑的。天上有月亮。月
光，照亮了村子。此时，散步是最
适合的。婆婆、先生我们三人沿
村子的林间路散步。

月光下，道路清晰，树影婆
娑。林子里不时传来蝉的叫声。
偶尔地，萤火虫在林间轻盈地
飞。月色下，一切都是轻柔的。一
切都是，引人回忆的。婆婆想起
了，她和她的童年密友在月亮下
曾做过的游戏。

小时，婆婆有一个伙伴，叫李
兰芝。两人经常睡在一块。更多
的时候，婆婆因耍得太晚了，睡
在了李兰芝家。婆婆的老家，村
子里有青石板路。夏日的傍晚，
村民都坐在青石板上，拉家常。
此时，婆婆就和李兰芝开启了她
们的快乐一夜。她们跳房、穿花、
折老鼠等，游戏做完了，就开始
唱歌。把会唱的歌曲翻来覆去地
一遍遍演唱，直到月亮升上来
了，人们都睡了，还在唱。婆婆讲
到小时的经历，眉飞色舞。现在，
婆婆随着年纪上长，记忆衰退，
当下的事情，很多都记不住。可
是，过去的事情，婆婆却能清晰
道来。尤其，月光下的那些趣事，
婆婆能绘声绘色地讲述。

婆婆是在农村长大的。可能，
每个在乡下长大的孩子都有与月
亮有关的回忆。在我的记忆里，
夏季的月光几乎可以照亮整个村
子。当月亮挂在天边时，村里的
孩子，会聚在月光下嬉戏。有时，
还会跟着大人一起祭拜月亮。那
时，奶奶敲响锣，在院子里烧起
香，跪拜月亮。年幼的我和伙伴，
虽不明就里，但也跟着跪拜。

散步回来，还没有来电。先生
我们来到屋顶，躺在沙滩椅上，
看月色中的村子。此时，我才发
现，原来，月光是有颜色的，是奶
白色的。而在城市里，我没有看
见过月亮的颜色。奶白色的月光
下，房屋、树木，都仿佛涂了一层
奶油，有着浓稠的润泽。奶白色
的月光下，村子热闹极了。最为
忙碌的，当数蝉。各个幼蝉争先
恐后地从土里冒出，长出硬翅，
完成生命赋予的使命。它们也是
猫咪及村里人一年一度的盛宴。
月光下，有人拿了手电筒，到树
下等幼蝉出土。一旦出土，它们
幼嫩的身体即被装进瓶里。

今晚，停电时间长。小琴将油
炸了的幼蝉给先生我们送了些
来。我们收养的橘猫，闻到味道，
奔了过来。小琴说，石四哥他们
已捉了二十多只。还要继续。我
们放心吃。如果喜欢，又给我们
送。不过，先生和婆婆都不想吃。
我们谢过了小琴。

先生我们又听到了月光下人
们的欢呼声。第一次，月光下，先
生我们围坐着，和村里人一起渡
过有月的夜晚。先生对婆婆说，
这样的夜晚，是不会出现在城市
的。如此难得的月夜，我们好好
珍惜，放松身心。别老想着来不
来电。

我对先生说，在乡下，月亮与
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而城里，月
亮却和人的生活，难以联系。所
以，城里，人们并不惦念月亮。

先生说，城市，没有黑夜，也
没有月光。真不知道，没有月亮
记忆的城里孩子老了后，以什么
来安享晚年？

检徽，一个由盾牌、五颗五角
星、长城和橄榄枝镌刻的世间最美
的图案，那是公平正义的丰碑，那
是五星闪耀的信仰，那是平安中国
法治长城，那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橄
榄之绿……

走向远方
2010年8月，赣中大地酷暑炎

热，夏天的风犹如热浪滚滚，广袤
的田野镶嵌着点点绿。那是夏收后
播种的希望。在这希望的季节，我
将告别父母亲人走向远方，踏上未
知的人生。在西行的列车上，我望
着窗外倒掠的房屋、田野、山川和
河流，看着车厢里芸芸人群，凝视
那一张张历经人生沧桑的脸，耳畔
传来人们交谈和小孩的哭闹声，突
然有种莫名的辛酸，因为我们都是
走向远方的同路人。

2010年的中国铁路交通网和
公路网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从东
莞到成都的 T126 次列车极为拥
挤，甚至过道都挤满了乘客，到处
堆满行李，转身腾挪的空间也有
限，我就是其中站客之一。我记得，
这是一趟漫长而艰辛的旅程，从江
西吉安至四川成都，横跨江西、湖
北、陕西、四川4省，途经无数隧道、
河流、高山，跨越了一道道天堑，历
时23小时，行程2000公里之遥。列
车到达四川达州时，才有了空闲座
位，此时我已身负背包站立了17个
小时。我体力消耗到极限，在座位
上进入了沉睡模式。睡梦中，感觉
有人在呼唤，手臂传来轻轻的拍
动，我从沉睡中醒来。原来，是列车
员叫醒了我，终点站成都到了。

西行
“少不入川，老不出蜀”。成都，

地处川西盆地，是四川省省会，是
古蜀文明的发祥地、中国十大古都
之一，其河网纵横、物产丰富，自古
享有“天府之国”和“蜀中苏杭”的
美誉。初到成都，已经是晚上十点
钟。我拖着沉重的行李和疲惫的身
躯，走在成都北站的广场上。我茫
然四顾，望着车来人往的繁华街
道，突然有一种很想哭的惆怅，心
中充满了孤独。我真的走向了远
方，成了一名逆行者。

在我徘徊愁闷时，遇到几位阿
姐问我是否需要住宿，我摸了摸口
袋，摇了摇头，又无目的地往前走。
在我刚走几步，其中一个好心的阿
姐似乎看出了我的拮据，就追了上
来，告诉我她知道有一个地方住宿
很便宜，只需要15元一个晚上，是
那种搭地铺、无独立房间的旅馆。
在那阿姐的指引下，我走到了车站
附近的一个旅馆，走进房间一看，
全是和我一样来到这个城市的过
客，房间地上搭满了地铺。不过，这
对于我一个农家子弟来说，算不了
什么苦，能有一个睡的地方就好。
那夜在别人的鼾声如雷中，我疲惫
地沉沉睡去。

翌日，我乘坐公交车到成都新
南门车站，一路上看着车窗外高楼
大厦和陌生而繁华的街道，心中就
一个感觉：成都真好。经过1个多
小时，我到了成都新南门车站，买
了去康定的车票，踏上了更西的西
行之旅。

在康定工作多年，每次回赣探
亲都必经成都。我去过武侯祠、宽

窄苍子、锦里、黄龙溪等地方，渐渐
对成都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对成都

“耍”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真正明
白“少不入川，老不出蜀”的真谛，
因为成都太安逸了，是一座来过就
会爱上的城市。

情歌城康定
我从新南门车站坐大巴车出

发，一路西行经雅安、天全、泸定到
达康定，全程360多公里，历时7个
多小时。那时从成都到康定，是沿
318国道走川藏线，虽旅途劳顿，
但风景美不胜收，有种视觉上的震
憾和冲击，暂时让思乡之愁排出脑
外，享受这难得的川藏之行。大巴
车一路攀爬，海拔逐渐上升，翻过
险峻的二郎山，穿过长达4176米的
二郎山遂道，从上往下观赏泸定大
渡河峡谷风光，来到大渡河畔红色
泸定。大巴车继续沿着大渡河一路
翻越横断山脉，进入情歌城康定。

康定，川西高原上的“明珠”，
自古是民族走廊，形成独特的茶马
文化，是民族融合交流的历史见证
者，蕴育这里独特而包容的文化。
八月的康定，没有夏日的酷暑，没
有冬天的寒彻，是一个避暑的旅游
胜地。在稍作安顿停歇后，我沿着
折多河前行，凝望山壁上的藏画，
体会这民族走廊之历史文化沉淀，
用心触摸着这座西部情歌小城。抵
康第 2 天，我怀着梦想到单位报
到，见到了领导和同事。在他们的
帮助下，安置在单位办公楼，开始
了我的人生新旅程。在这里，有视
我为亲人的李阿姨和谷叔叔，有帮
助我的领导和同事，有真心以待的

朋友，有热情好客的“亲戚”，这一
切，让我对这座城市充满感恩。

在康定多年，真正明白川藏线
的份量。它是一条西部交通大动
脉，跨越无数雄峻天堑，承载着西
部地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民族
融合和国防安全的使命，是解放军
第十八军官兵用了4年时间，付出
4963名战士牺牲的代价，修通的长
达2000公里川藏公路，是一条红
色之路、筑梦之路和民族融合之
路。冬去春来，一次次途经川藏线，
在一次次肃然起敬中，让自己的心
灵得到淬洗和升华——岁月静好，
只因有人负重前行。

检徽之梦
岁月如梭，韶光易逝。悠忽间，

我在这座西部小城工作了十二年，
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这座城市。十二
年来，我经历不同的工作岗位，有幸
见证了康定天堑变通途、全面脱贫
奔康的历史沧桑巨变，那颗青春驿
动的心，在感恩中迸发。工作的忙
碌，生活的平淡，我这颗在外漂泊的
心总有一点失落和迷惘。每当夜深
人静时，内心中总有一个声音在问：
人生之路，将用什么去照亮？这是一
个沉重的话题，我苦苦寻而不得。

有一天，我独自一人徘徊在单
位，不觉间走进检察文化室，映入
眼帘的是满墙奖牌和工作掠影，犹
如醍醐灌顶，那个一直寻而不得的
答案出现在脑海：检徽之梦！

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始终坚守
在雪域高原上，是人民的忠诚卫
士，是平安康定、法治康定的践行
者，是西部生态屏障的保护者，是

脱贫攻坚、民生改善的服务者，
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捍卫者。在
无硝烟的法庭交锋中，他们以
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让人民群众在每起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在脱贫
攻坚的路上，无数的寒冬雪
夜里，他们不忘初心和使
命，传递党委政府的声音，
用自己的青春赋写春天里
的脱贫赞歌。在社会和谐
稳定上，他们高举法治利
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积极推动平安康
定、法治康定建设，不断
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
获得感和安全感。

他们，有一个共同
的 名 字 ：康 定 检 察
——检徽的铸梦人。

眺望巍巍折多
山，行走在折多河
畔。回首来时路，展
望前方路。我明白
自己内心中深藏
一个检徽之梦，
社会的公平与
正义之树早已
在心中扎根
成长,逐梦雪
域 高 原 天
边 那 抹

“ 检 徽
红”。

村子里，
每个人都有
月亮的记忆
◎王朝书

天边那抹“检徽红”
◎陈显薇

乡 村 笔 记

“笃、笃、笃……”清脆而节奏
明快的敲击声，在清晨的河堤，在
草绿花香中，在一群叽叽喳喳的鸟
叫声中，显得格外的动听。不用问，
这一定是勤劳的森林医生啄木鸟
在捉虫子了。

刚开始听到这声音时，异常的
激动和欣喜，记忆中好久没听到这
种悦耳的声音了。那一刻，我停下
了匆忙的脚步，目光在高高的枝桠
间搜寻，红彤彤的太阳在树的缝隙
中喷薄而出，鸟语花香。那种诗意
让我感觉生活万分美好，不可辜
负。奈何我这近视眼，“不见啄木
鸟，但闻啄木声”。但是能听到这么
美妙的声音，也很满足了。

啄木鸟很聪明，当雁南飞时，
它却就地飞到有食物、更温暖的地
方栖息，啄开的树干成了它储存粮
食的天然粮仓，里边盛满了虫子松

果之类的果实。天气寒冷无法觅食
了，就保存体力，休养生息。天气暖
了就出来工作。

小时候喜欢啄木鸟，因为老师
讲它是益鸟，对树木救死扶伤。并
且锲而不舍，无论害虫藏得多深，
它都能精准的把它揪出来，天牛、
吉丁虫、透翅蛾、蝽虫等害虫见了
它就无处遁形。

当它捉虫子时，每啄一下，翅
膀要扇动好几次，消耗大量的体
力，但它从不偷懒。一天能敲击树
木102万次，能吃掉1500条左右
的害虫。这就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
因，它一生能把一件枯燥的事做到
极致，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笃、笃、笃，一啄高高一啄
低，一声声急一声迟。”那啄
木声，如同天籁；那力
度，就像钝钉子敲

木头。敲树震虫，估计害虫早就吓得
瑟瑟发抖了。它凿木的痕迹也是森林
卫生采伐的指明灯，当我们在参天大
树下乘凉时，当我们的生态环境越来
越好时，啄木鸟功不可没。它的心中
始终有座森林，它的一生都是春天。

“春风和暖百鸟语，早起鸟儿
有虫吃”，这千年古训真的是一
点也不含糊，也像我们人一
样，“一勤天下无难事，
一懒世间万事休”。
愿我们每一个
人都做勤劳
的啄木
鸟

，把自己有限的人
生活出无限的
精彩。

啄木鸟的春天
◎蒋叶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