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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
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忘我的工作换来一面面锦
旗， 群众的表扬信一沓又一沓。
头上国徽， 对得起普通群众， 只
是内心愧对我的家人……我的爸
爸是一名普通警察， 金色盾牌守
护着万户千家。 相信您的舞台越
来越大， 定能留下辉煌的公安生
涯……”

日积月累， 我写的诗歌已经
近百首， 这源于多年身体力行的
工作实践与总结， 每一首歌颂人
民警察的诗， 都凝结着我对这个
职业的热爱与对党的无限忠诚。

1963年， 我出生在郁郁葱葱
的百里山水画廊， 耳畔经常传来

“哗啦、 哗啦” 白河水的流淌声。
青山绿水伴随着我的童年， 也在
幼小心灵内植下了一颗文学的种
子。 我不仅是村里第一个通过高
考走出大山的孩子 ， 而且还在
1983年实现了做一名人民警察的
梦想。 从此， 我的每一首诗歌都
凝结着我对这个职业的热爱。

几年后 ， 离开白河堡检查
站， 我去北京警察学院学习。 无
论是在一旦下雪就无法回家只能
睡帐篷的白河堡， 还是在警察学
院紧张的学习期间， 我都没有放
弃诗歌创作。 诗歌， 是我永远的
追求！

诗歌是浪漫的， 但工作却是
严肃的。 毕业后， 我成为一名刑
警。 侦破案件时， 我觉得只凭单
纯排查摸底破案方式， 很难适应
新形势的需要， 需要运用更先进
的刑侦理论，如怎样“引蛇出洞”，
怎样“调虎离山”等等。 理论实践
相结合，刑警生涯最让我骄傲的，
是侦破了三年未发现的腐烂尸体
大案及曾多次侦破盗窃案件，让
失盗物品完璧归赵。

1998年， 我被调到康庄派出
所， 第二年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 入党后， 我对自己的要
求更加严格。

管辖内某景区的投诉量很
多， 作为八达岭的驻镇民警， 我
誓死也要捍卫人民警察的尊严。
我以警院学习的法律知识为武
器 ， 既有 《英雄儿女 》 里王成
“向我开炮” 的勇敢无畏牺牲精
神， 还有党性原则的指导， 与其
是说我 “舌战群儒”， 打消了犯
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不如说是用
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武装起来的党员警察， 以一身正

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做一名 “人民满意的警察”，

必须得到人民的认可。 2004年，我
成为了永宁派出所片警， 在此工
作期间， 永宁辖区共有26个村，
有23个村送来锦旗。 之后我在刘
斌堡乡驻村工作，12个村也相继
送来锦旗。 这些都是对我工作的
肯定，也是激励我前行的动力。

从警近40年， 我破获过杀人
案、 下河救过人、 为行动不便的
老人理过发、 给失足人员送过温
暖。 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 我时
时刻刻， 都在以一名共产党员的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我终生热爱
自己的公安工作， 哪怕在多么艰
苦的环境， 哪怕是在默默无闻的
工作岗位， 心中也会一直充满力
量。

抒写诗歌给党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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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昝景贵

读书人的真本色

□刘敬

“从根本上讲， 我把阅读
视为对于真理和创造的一种认
同过程。 所以一再声明， 自己
真正的兴趣是读书， 偶尔记录
感想 ， 不过是副产品罢了 。”
止庵先生在随笔 《关于自己》
一文中如是坦言， 此文收录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
的 《沽酌集》 一书。 即便愚钝
如我， 也能感受到文籍满腹的
止庵先生的蔼然谦逊， 而若是
从先生与读者快意分享的 “阅
读使我真正成为我” 这一角度
去进一步理解， 素以 “书虫”
自诩的吾辈， 怕是会更加惭恧
汗颜吧。

放眼周遭 ， 真正嗜书如
命、 以阅读为乐的人， 总是难
寻一二 。 要么是 “黄金屋 ”，
要么是 “颜如玉 ” ， 要么是
“千钟粟”， 纵使年轮流转， 逝
者如斯 ， 多数读书人终其一
生， 骨子里的追求似乎亦仅止
于此， 亘古难易。 止庵却是个
“另类”， 能兀兀穷年地静守一
颗读书初心 ， 板凳坐得半生
冷， 文章不写一句空， 不管是
对周氏兄弟 、 张爱玲 、 刘半
农、 废名、 钱穆等现代作家、
学者的品评与考据 ， 还是对
日 、 法 、 俄等外国文学 、 历
史、 艺术作品的赏读与剖析，
抑或畅谈自己选书、 买书、 读
书 、 写书 、 编书的过往与心
得， 皆能体现他的慧眼独具与
个性思考， 其卓越才华、 丰博
学识与深厚修养， 自始至终氤
氲弥散于纸页间。

譬如， 谈到周氏兄弟， 止
庵称， “二人差异之一是美学
上的。 哥哥激越， 弟弟沉郁，
哥哥长于审美感受， 弟弟偏重
人生况味。 他们都对我有重大
影响， 虽不能至， 心向往之。”
止庵直觉敏锐 ， 能从细微之
处， 通过多层面的对比， 发掘
出作家文字所传达的精神的异
同……

应该说， 书评、 书话， 或
者说读书随笔类的文字， 近年
来是走 “下坡路” 的， 虽不致
每况愈下， 却亦是有目共睹的
萧索冷清。 究其因， 实是此类
文字大多是人云亦云的 “掉书
袋”， 亦或替亲朋师友鼓吹叫
卖、 广而告之的腻歪软文， 说
是 “鸡肋” 尚且不如， 又何谈
有趣有味， 引人注目 ？ 然而，

这本 《沽酌集》 里的文字， 虽
“大多数是读书所得”， 却已是
第三次出版了， 其蓬勃昂扬的
生命力源于何处呢？ 虽止庵笑
言， 名为 “沽酌集”， “就中
意味， 与沽酒自酌约略相近。
若说不足与外人道未免夸张，
总之是自得其乐。 至于偶尔写
写文章， 到底还是余绪， 好比
闲记酒账而已 。 ” 可 执 卷 细
品 ， 我们自然可以咂摸出止
庵作文时的意在笔先， “就是
有所为有所不为， 写文章之前
就要想一想， 你写的这篇文章
究竟有没有生命力。” 不偏狭，
不妄言， 没有充足的准备不会
轻易下笔。 止庵读书， 有一个
原则， 即 “不从众、 不趋时、
不受惑”； 止庵为文， “写的
虽然是 ‘小品’， 但准备的时
候却要用写 ‘大品’ 的态度对
待， 也就是说， 我写的文章，
要有小品的形式和态度， 但却
要用写论文的方式来准备 。”
譬如， 他曾写过一篇关于法国
作家罗伯·格利耶的文章， 尽
管只有3000字， 但其读罗伯·
格 利 耶 却 读 了 有 200 万 字 ！
“写文章就像用桶取井水， 井
一定要比桶大， 你内心必须有
一井水才能往外打一桶水 。”
这才是止庵的学者与作家本
色 ， 一个真正的读书人的本
色。

止庵并不赞同在读书上固
步自封 ， 或者说画地为牢 ，
“应该让自己的视野更宽广一
些”， 这同样给我们以有益的
启示。 止庵以自己为例， 说自
己原本读书写文章， 主要集中
在文学领域和先秦哲学、 历史
领域等， 但这本 《沽酌集》 涉
及的面却比较广， 诸如历史、
思想、 艺术， 乃至旅行饮食、
服装时尚、 日常生活等。

“真正读书的人， 什么书
好才读什么书， 并非什么书新
才读什么书。” 在 《话说两种
读书态度》 一文中， 止庵如是
强调。 诚哉斯言！ 愚之见， 在
2021年的深秋， 有幸读到这本
《沽酌集》， 委实是赚大了！

———读止庵《沽酌集》

当兵十五载， 经历新兵训练
团 、 军校 、 部队机关 、 基层连
队、 海岛， 军营生活给我留下了
满满的回忆。 光阴荏苒， 我脱下
军装转业回地方工作已近十年，
军营生活的许多场景已变得模
糊， 唯有海岛工作的经历依然历
历在目， 清晰如初。

新兵训练结束后， 我被分配
到沿海某舰艇部队所在的海岛。
从位于内陆的训练团坐火车出
发， 中途转乘汽车， 经过一路颠
簸到达海港码头， 尔后经过三次
乘船， 才到达目的地。 印象最深
的是最后换乘的轮渡 ， 四面透
风， 海风夹杂着海水特有的腥味
和潮湿， 亲吻着我们的脸颊。 船
到码头， 走下轮渡， 踏上陆地的
那一刻， 看着停泊在港内的一艘
艘渔船 ， 我终于明白 ， 这个海
岛， 就将是我们此后的家。

我们单位建有船坞， 供军舰
维护保养。 舰艇的船底一直浸泡
在海水中， 许多微生物会吸附在
船底上， 日积月累， 船底会附着
一层海草和海蛎子之类的贝类，
既增大军舰航行时的阻力， 又会
腐蚀船底， 加速船体老化损坏。
因此， 定期刮船底是对军舰进行

维护保养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连队组织我们去船坞劳动，

其实就是刮船底。 这项工作看起
来简单， 真正操作起来却颇有几
分技术含量。 船底的防锈漆含有
毒性， 干活之前首先要戴好防护
面具， 做好自我保护。 为了让我
们尽快进入状态， 班长拿起一把
刮刀， 给我们演示操作要领， 比
如刮刀与船底的角度、 用力的技
巧、 自我保护要领等。 刮船底是
个苦差事， 我们边学边刮， 一天
下来累得腿僵腰酸胳膊疼， 鼻孔
里满满的是刮船底时产生的碎屑
和灰尘。 苦和累是真的， 但我们
那一群十八九岁的毛头小伙子，
没有一个人 “掉链子”， 说苦喊
累， 大家咬牙坚持着把整个船底
刮完， 圆满完成了任务。

我们的连队驻扎在马蹄形海
岛的里边， 在岛的另一边， 是我
们团的蔬菜生产基地。 一共9个
兵， 班长是一名高个子的五期士
官， 肤色黝黑， 说起话来一口浓
重的山东口音。 说是生产基地，
这里原本是一片砾石满地的山
坡， 老班长带领着战士们开荒，
硬是在寸草不生的沙石地上搞起
了种植 。 在一茬茬战士的努力

下， 开荒面积越来越大， 种植品
类越来越多， 西红柿、 黄瓜、 茄
子、 南瓜等， 应有尽有， 后来，
还养起了猪和羊。 生产基地的蔬
菜和肉食供应着全团官兵， 剩余
的卖给岛上的渔民。 在这里， 手
机没有信号 ， 报纸每月送来一
次， 陪伴战士们的只有呼啸的海
风和潮湿的生活环境， 艰苦可想
而知。 战士们换了一茬又一茬，
老班长却留了下来， 在这里一干
就是十多年。

我有幸在蔬菜生产基地锻炼
了一个月。 白天， 与老班长他们
一起下地劳动， 浇水、 拔草、 施
肥， 干不完的活儿； 晚上， 我们
一起学习政治理论和军事知识，
认真做好读书笔记。 这里远离城
市喧嚣， 给浮躁的心灵觅得一方
净土 ， 我的内心无比安静和纯
粹。 在这儿的一个月， 老班长和
战士们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深深影响和感染着我 ， 给我的
“兵之初” 上了生动的一课， 坚
定了我在海岛好好工作的决心和
信心。

海岛也有迷人的一面 。 你
看， 渔船安静地锚泊在港内， 偶
尔可见渔民的身影闪过； 一群海
鸥以优雅的身姿掠过水面， 留下
一串长长的影子； 海水有节奏地
拍打着岸边的礁石， 激荡起一朵
朵晶莹剔透的浪花， 宛若一串散
落的珍珠； 潮水退去， 沙滩成为
小螃蟹的乐园， 它们成群结队地
在沙滩上爬来爬去， 悠闲地吐着
泡泡 。 傍晚 ， 一缕阳光洒满海
面， 映照着停泊在码头上的威武
战舰……

我深深地爱上了海岛， 作为
一名海岛兵在那里坚守了六年。
离开部队之后， 我时常会想起在
海岛当兵的那段岁月。 海岛是我
永远的精神家园 ， 每当我浮躁
时， 海岛会给予我内心安静、 纯
洁和无尽的力量， 让我变得更加
勇敢， 并激励我奋力拼搏向前！

□高立树 文/图

永远的精神家园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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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入党故事”
2021年 ，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
无论你的党龄40年、 30年、 20
年……不管时光怎么流逝， 岁月
如何变迁， 当你想起入党宣誓的
场景， 是否依然热血沸腾、 心潮
澎 湃 。 你 还 记 得 你 入 党 时 的
难忘故事和感人情节吗 ？ 你成

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经历是
怎 样 的 ？ 你 是 怎 样 践 行 党 的
宗旨履行党员义务的呢 ？ 为展
现首都职工在党的领导下守初
心担使命的生动故事 ， 本 报面
向全市职工开展 “我的入党故
事” 征文征集。 字数800字以内
为宜。

■征稿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