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讲究“四大”，四大皆空，四大

古国，四大发明……如果红楼四景是黛

玉葬花、宝钗扑蝶、晴雯撕扇和湘云醉卧

的话，那么“李青排队”“家豪翻墙”“亚飞

吃馍”“许帅睡觉”就是汝州法院“执行办

案百日竞赛”集中执行活动中的“四景”。

早上5点多吃饭时又看见李青了，万

绿丛中一点红，每次大执行，李青总是和

我们一起冲锋在第一线，面对被执行人也

是毫不怯场。执行女干警其实很辛苦，我

们在田间地头抓被执行人，她们在指挥中

心忙任务：每周浩玲领卷分案立执恢，朋

乐要及时接收报送上级法院的各种通知

材料统计各种报表，而婉林、乐姐经手的

执行款每天都在五位数以上，这是一个小

数点都错不得的，费时费力又费心。有一

次加班后上楼午休时听到隔壁指挥中心

有小孩读书声，原来乐姐带着孩子也在加

班：妈妈工作，孩子学习，以局为家。可是

一旦有女性被执行人时，她们二话不说，

立即披挂上阵：抓捕，体检，送拘一项不

少。真是敲得了电脑，炸得了碉堡！脸上的

汗水就是她们最美的化妆品。执行宣传小

组的刘雪，无论何时只要有活动，都会在

第一时间发表执行宣传稿件。

执行干警用责任与担当、信念与毅力、

坚守与付出，在执行之路上攻坚克难，勇往

直前，体会着酸甜苦辣。“酸”是家属和当事

人不理解执行工作时的辛酸，比如家豪那

个与家属的微信截屏；“甜”是假葡萄种结

案时农民工兄弟激动的泪水和执行干警脸

上的笑容；“苦”是天立叔等一批老法官每

次执行仍然冲锋在前，是亚伟叔半夜还在

送拘体检；是干警们在医院长椅上累得睡

着的身影；是陵头假葡萄种案团队里，攀超

中毒输液，鹏磊手扎破流血的勇敢；是洪涛

哥不顾高血压仍然工作的坚持；是常庭长

团队在陵头被围攻的惊险；“辣”是去年夏

天时去执行矿石案，延鹏哥面对一群不理

解的老百姓时有理有据有节的释法，颇有

舌战群儒的风范；是宗凯在执行半路上惊

险传奇一跳，让一个被执行人落入法网。

就像民事案件都要讲证据一样，在执

行信息化建设日趋完善的今天，执行案件

的结案，要落实到内网数据上，案件报结

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因此执行局书记员也

特别辛苦，记得刚来就听到一句话：“内事

不决找小丁。”内网哪里不会，只要找到万

能丁，一切不是问题。这从侧面说明了书

记员的重要性。仅拿207团队来说，伟峰哥

是协调案件的一把高手，此外装订的烦

琐，报结案件，打裁定，盖章，扫描，找领导

签字，续拘等工作，不管天多热都是亚阁、

晓磊在机关大院和执行局之间来回跑。执

行干警加班是常有的事，比如迎接检查那

段时间，我们207团队常常是你来装卷，我

来扫描，他来报结归档的无缝流水作业。

一瞬间，仿佛时光倒回了如火如荼的革命

战争年代。还有司机，不管哪个团队有案

子，亚飞、长洪两个司机说走就走，寒天酷

暑，车子常常一开一天，抓被执行人时还

可能随时需堵车追赶。由于执行案件的特

殊性，有时候晚一分钟被执行人就跑了，

所以我们执行局的老司机们车技个个一

等一。执行活动中午回局办手续时，有个

外地律师说：“你们汝州执行力度真大，我

们那边和你们比差远了。”执行威慑力之

所以让社会公众了解，宣传喉舌同样重

要，每次大执行，播哥、岩朋等执行宣传干

警和我们一起出任务，在执行第一线记录

下执行人最美的剪影。

化用毛主席语录上一句话: 我们来自

五湖四海，为着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共同目

标走到一起，我们只是站在不同岗位上分

工不同，我们不分彼此，我们都是执行局这

个大家庭的一员，我们爱这个家！

2019年 4月 25日

3版 星期四凝陈雨鑫刚：辑编刊副池杯流

高尔基说：“世界上的一切光荣和骄

傲，都来自母亲”。

我的老妈生于1937年5月12日，属牛，

今年82岁。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不能再普

通的退休医务工作者，但一辈子似牛一样

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工作。如今虽已耄

耋之年,但依然思路清晰、勤奋依旧，活出

了最美夕阳红，也做出了很多让我们后辈

感到很牛的事情。

老妈是一个命苦的人，她出生在农村

一个贫困家庭里，作为家里的长女，她很小

就承受着较重的家庭负担，快十四岁了才

开始读书。外婆允许老妈读书的条件就是

每天除干完家务外，上学还得背着我那智

力有缺陷的大舅。即使这样，老妈也才勉强

读了三年多的书。

在农村的时候，老妈是团支部委员、积

极分子，经常到区里、县里开会。要知道在

那个年代，女子走出家门本身就是一件很

不容易的事情。1956年4月老妈参加了县里

召开的积极分子培训班、三级扩大会议动

员和初级社合并到高级合作社动员大会。

这次培训结束后老妈被分配到临汝县医

院，至此老妈开始了她为期三十五年的医

护生涯。

老妈说她刚参加工作时住院病人很

少有家属陪护，病人的吃喝拉撒都由护理

人员管。护理人员既是护士也是护工，每

天要为重病人、行动不便的病人喂食、喂

药，倒茶送水，倒痰盂、端大小便盆，每周

还要为重病人洗头、洗脚、剪指甲一次，对

待病人要像亲人一样，做到“迎入、送出、

住关怀”。

六十年过去了，老妈提起当时的情况

依然如昨日之事，记得一清二楚。比如说当

班时要做到病人随叫随到，工作时要做到

“做一、听二、眼观三”，给病人送药时必须

做到“三查四对”，送口服药时“送药到手、

看服到口、不吃不走”等等。在护理方面要

经常为重病人翻身、按摩，病人的床单被褥

每周换洗一次，床铺平整无褶，换床单时不

能让病人身体露在外边，要使病人感到像

在家里一样的温暖，做到了三分治疗七分

护理。虽然后来老妈不干护理工作了，但对

当时的工作要求却记得非常清楚。

1971年秋季庇山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

故，几十个人烧伤，严重的人烧伤面积高达

百分之五六十以上。老妈参加了当时县里

成立的烧伤抢救小组，三天三夜没合眼，轮

流吃饭。北京的医疗队也来了不少医护人

员参加抢救工作，一些严重的烧伤病人用

直升机转到了北京的大医院进行抢救治

疗。这次抢救工作全国有七十多家医疗单

位参与其中，在当时是一件比较轰动的大

事情。

1974年8月河南驻马店突发水灾，全省

各大医院抽调好多医护工作人员组成医疗

抗灾救护队，老妈也参加了小分队奔赴抗

灾抢险第一线。当时被分到了平舆县和店

乡，住在一所学生因灾放假的高中里。灾后

疫情非常严重，早上天不亮就有病人来看

病，老妈他们经常是还没洗脸吃饭，外面等

待看病的人就排成了长龙。从早上五点多

一直忙碌到晚上八九点才能吃饭休息，第

二天照样工作，每个医生每天平均要看

150~200个病人。因灾没有电，晚上点蜡照

明工作，连续十几天疫情才得到控制。一直

到各方面恢复正常，他们才离开了驻马店

回到家乡，去时县委、县政府组织了欢送，

回来时还受到了县领导的接待。

老妈说她们那时从事的护理工作特

别辛苦，白班、夜班轮换，没有节假日，没

有星期天，每个科室只有五名护士，有时

需要上十二个钟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下

班。那时没有清洁工，不上班需要到病房

打扫卫生、倒痰盂，并且为病人报第二天

的饭菜……这样的工作老妈整整干了十

九年。因为护理工作辛苦，毛主席特为护

士提词：“要尊重护士，爱护士。”世界卫

生组织也规定每年的五月十二日为“护

士节”。但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护理

人员紧缺，她们从未享受过这个节日。以

上这些都是八十多岁的老妈的原话。

三十五年前我二十一岁的哥哥得了一

种罕见的疾病导致高位截瘫，自此把老妈

带进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至今三十五年

的高位截瘫生活把哥哥摧残得不成样子，

也无以复加地把这种困苦带给了我的老

妈。这些年仅为我哥煎的中药就有十几水

缸。除此之外每天还要数次为我哥翻身、接

倒大小便、喂药端饭，亲自为他输液打针。

最初的几年，老妈都是和衣而卧，直到后来

我哥能勉强走几步路。几十年生理上的劳

累对老妈来说不算什么，输液打针也是驾

轻就熟，但年仅二十出头的长子患上这种

疑难杂症，对于老妈来说心理上的打击才

最大。这种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负担非常

人能够承受。平时我哥只要打个喷嚏，老妈

第一时间就把药送到口中了，不知道其他

高位截瘫患者在病床上躺多少年，我只知

道我哥如果没有老妈的悉心照料是断然坚

持不了这三十五年的。

老爸是个甩手掌柜，脾气也不好，老妈

跟着没少受委屈，家里家外操心受劳的事

都是老妈。后来本就不管事的老爸又得了

老年痴呆症，老妈除了照顾我截瘫的哥哥

外，还又多了个经常走失的老爸，经常无故

发脾气骂人摔东西，可怜的老妈就成了他

发泄的对象。那些年老妈每天早上起床做

饭，先为我哥穿衣洗漱吃饭，然后再为老爸

打理生活。老爸因为吞咽功能和大脑支配

受阻，吃一顿饭有时需要一个多小时。老妈

还得见缝插针地为大小便失禁的老爸收拾

床铺，洗晒床单被褥，直到老爸去世，老妈

的劳累生活才稍有好转。认识老妈的人除

了赞叹她的坚韧、豁达外，都说她这辈子过

得比老黄牛还累！

老妈表面给人的感觉是走路咚咚直

响，说话直来直去，干事风风火火，其实老

妈心灵手巧心细如丝。小时候，每逢我们居

住的县医院大院里有人结婚，老妈都会为

他们剪好有“福禄寿喜、平安吉祥”等祝福

寓意的贴纸，现在称这种手工是“剪纸艺

术”，但对于那个什么都匮乏的年代来说，

老妈的这个手艺除了很受大家的喜爱外，

在当时也算一件“很牛”的事情。

老妈还是个出了名的极其热心的

人，因为老妈对红白大事的民俗、流程都

很熟知，所以无论亲戚、朋友，还是邻居

谁家有事，只要招呼一声，老妈就会不辞

劳苦、不厌其烦地帮忙。“这根绳子你们

去接亲的时候带着，这个寓意就是千里

姻缘一线牵。”“这个纸马前面的小人需

要取个名字，比如冬天就叫冬来，这个小

人叫‘牵马小’，是让故去的人吆喝服务

的，所以得有个名字。”提起这些红白大

事里的流程，老妈如数家珍，她和别人不

一样的是不但知道下一步该做啥，而且

清楚为啥这样做。记忆中的老妈那时总

是有使不完的劲，用不完的热情。老妈虽

然是个直性子的人，但无论在哪居住，和

邻里的相处都很和睦。

老妈是一个十分聪慧的人，生活里有

很多的奇思妙招。那些年粮油实行定量供

应，但老妈总能想出办法，把粗粮做成我们

爱吃的味道。直到现在，只要在电视上看到

一个美食方法，她都会给我们做出来，让大

家一饱口福。老妈虽然只上过三年多的小

学，但认的字一点也不比我们这些读过高

中大学的少。退休前她是个内科大夫，那些

生僻的中药、西药名连我们都不认得，可老

妈记得很清楚。老妈到现在依然思路清晰，

思维敏捷，她经常把在杂志上、电视上看到

的故事、案例给我们大家讲，尤其一些侦破

题材讲起来头头是道，说话的条理非常清

楚。

近几年一些不法商家打着养生讲座的

旗号忽悠老年人，以赠送鸡蛋、面条、酱油

等小物品诱惑老年人，达到推销商品的目

的。为此老年人这个群体成为“重灾区”，受

骗上当的人不计其数。有一次老妈家门口

一个过路的熟人向她推荐养生课，言之凿

凿说是喝那种养生五豆汤可以治百病。老

妈先是礼貌性地说没空，但那人并未放弃

游说，依然说喝五豆汤甚至可以取消西医

和中医，老妈反问他：得了胃穿孔不靠西医

手术喝豆汤可以自愈？难产不用手术喝豆

汤能变顺产？几句话把那人问得哑口无言，

悻悻而去。不是老妈碰不到上当的事，而是

老妈能时刻保持头脑清醒，绷紧不占小便

宜的弦，才会避免上当受骗。

老妈的记忆力特别好，虽已八十二岁

但说起话来逻辑严密，一点也不啰唆。前

年护士节前夕，老妈把她所经历的护理生

涯写下来登在了《今日汝州》上，从没有写

过文章的老妈一出手就是大篇幅，要知道

她只读过三年半的书，周围的亲戚朋友都

觉得老妈“真牛”！原本老妈是不愿意写

的，她说退休多年加之年龄原因会提笔忘

字怕写不成，我承诺她写好之后我帮她

改，但她写完之后除了有几个同音字之

外，我竟然无可改之处，不是文笔多好，而

是八十多岁的老妈依然条理清楚记忆分

明让人赞叹。去年老妈工作的汝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要建院志，还向老妈约稿呢，你

说老妈是不是“很牛”？

老妈是一个不愿闲暇的人，她不喜欢

坐在家里享清福，虽然家里的活并不清

闲。老妈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活

动活动，想活就得动，不动不活。”这几年

老妈又“兼职”某陵园的销售员，儿女们并

不希望她再辛苦奔波，但老妈却说能做点

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老有所乐、老有所

为。作为兼职单位一百多号人里年纪最大

的业务员，老妈原本是想用行动证明自己

还很“中用”，没想到的是去年她居然获得

“销售冠军”等三个奖项。老妈这么“牛”，

不得不让周围的人再次刮目相看连连称

赞。

马上就到5月12日老妈的生日了，正好

也是今年的母亲节和她曾经为之骄傲的

“护士节”，借用王冕《偶书》“今朝风日好，

堂前萱草花。持杯为母寿，所喜无喧哗”，祝

老妈生日快乐！母亲节快乐！护士节快乐！

世上有一部书是永远也写不完的，那

便是———母亲。

千言万语不能表达我对聪明能干、吃

苦耐劳、无怨无悔，属牛、似牛、很牛的老妈

的敬佩之情。

老妈用她的豁达、乐观、勤奋、善良影

响着我们的一生，我为我的老妈骄傲，祝福

我平凡而又伟大的老妈健康长寿、平安快

乐！

“三牛”老妈
●刘培红

执行干警的“苦乐年华”
●任柯

王奇松 作
吉祥如意（国画）

妈妈年轻时

二
海军建军七十周年，水上阅兵阵势壮观。

先进战舰齐聚青岛，主席检阅挺立甲板。

问候之声铿锵有力，官兵吼声海空回旋。

百年之前民穷国弱，弹丸小国肆意犯边。

欺我人民割我国土，杀我同胞罪恶滔天。

今日中国巍然屹立，大国利器威震敌胆。

国富民强盛世太平，中华民族团结空前。

万里海疆铜墙铁壁，试问列强犯我谁敢？

恭贺人民海军建军七十周年
●崔兴运

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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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在大峪镇的

山沟里迂回婉转，疲

倦地停在了一处农家

山庄的跟前。走过一条飘着酒香的长廊，隔着玻璃，蓦然

就望见了一片碧绿的果林。

我推开窗户，一直望过去，远山层峦叠嶂，近处杨柳

青青，给这最近的果林作了最好的铺垫。那宽大肥实的

叶子，那星星点点的雪白花朵，一下子让我看清了她清

纯的真面容。

花是梨花，林是梨树林。

这花儿已经过了最美丽的季节，而呈现出稀稀疏疏

的样子，仿佛一位位孤寂的美人，沦落在闭塞的乡村僻

壤。

依稀可见的点点梨花，忽然让我的心儿莫名地伤感

起来，辛弃疾的那首《玉楼春》不知不觉爬上心头：风前

欲劝春光住，春在城南芳草路。未随流落水边花，且作飘

零泥上絮。镜中已觉星星误，人不负春春自负。梦回人远

许多愁，只在梨花风雨处。

想到自己已步入不惑之年，却依旧每天忙忙碌碌而

一事无成。秉性耿直，很少懂得融通，难免与周围格格不

入。不愿为名利所累，自然很难与世俗为伍。以至于看到他人平步青云，

无奈退守一隅敝帚自珍。不知不觉，两鬓华发。慨叹时光易逝，青春易老。

常常扪心自问，是青春辜负了时光，还是时光辜负了青春？

梨花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没有杜鹃的艳丽如火，没有桃花的娇艳

妩媚，她朴实无华、与世无争，却吸引着我这自命清高的凡夫俗子。

梨花是寂寞的，就像唐朝诗人刘方平笔下描述的那样:纱窗日落渐

黄昏，金屋无人见泪痕。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

春天将逝，天色渐晚，空旷庭院，门扉紧锁。这宅居的人，心已碎成了

这一地的梨花。只有飘落的梨花洒满庭院，主人寂寞的身影，或许就在半

开的木窗后边，或许就在屋内自斟自饮。

那种寂寞是心有千千结的惆怅，就像春夜难眠的欧阳修:面旋落花

风荡漾。柳重烟深，雪絮飞来往。雨后轻寒犹未放。春愁酒病成惆怅。枕

畔屏山围碧浪。翠被华灯，夜夜空相向。寂寞起来褰绣幌。月明正在梨花

上。

美好的夜晚，寂寞难眠。下床撩起窗纱，皎洁的月亮挂在梨花上。月

色溶溶，梨花静静飘落，这似静非静、似动非动的境况，更让人愁肠百结、

难以入眠。

那种寂寞是不被世俗所容、却又不愿同流的孤傲，就像屡次遭到降

谪和流放的苏轼: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

人生看得几清明。

面对窗外大片的梨林，正自沉思，忽有朋友邀我同享山庄野菜美味。

此时方觉奇香袭来，顿时释怀。

进得屋内，豁然开朗，不愧为山庄风味，厚厚的木桌，笨重的方凳，仿

照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搪瓷茶缸，炒木兰头，榆钱裹面炸的丸子，葱油

饼，香菇炖柴鸡，未曾动筷而心早已神往矣。

窗外梨林婆娑，送来淡淡清香，何不趁此晚春片刻美景而及时行乐，

效仿一下白居易的怡然醉酒:望海楼明照曙霞，护江堤白踏晴沙。涛声夜

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谁开湖

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

旋即觥筹交错，不觉醉意朦胧，再观那窗外梨花，早已换了一种模

样。仿佛自己已幻作闻听宋军大捷的陆游，几欲手舞足蹈：列圣仁恩深雨

露，中兴赦令疾风雷。悬知寒食朝陵使，驿路梨花处处开。

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我且欣赏这满地飘落的梨花吧，

何况这个别具一格的山庄是我喜欢的样子。

这样一个僻静的所在，不想却有众多的食客会聚于此。不隔音的其

他房间内，有人放浪形骸般大笑不止，有大嗓门划拳声不绝于耳，有酩酊

大醉者被人劝着离开酒局，偶尔还有杯碟滑落地上清脆的裂片声，这些

带有乡野气息的声音，都为这山庄渲染出最真实而又亲切的氛围。听着

这原始的声音之中，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忽然想到豁达的苏轼，于是借机

走出雅间，顺着青草野花点缀的小径，渐渐走入梨林之中。

身处梨林，却是别有一番风情。想不到在高台上看起来并不怎么高

大的梨树，竟然高过了人头，身入其中，顿觉与花间飞舞采蜜的蜂儿一样

不为他人所见。那稀稀拉拉的梨花似乎也有了一些浓密，花香也觉得更

沁人心脾。拂枝细观，这繁花褪去、娇嫩宽大叶子覆盖的枝条上，竟然已

长出黄豆般大小的青果，似乎晶莹剔透，宛若粒粒珍珠，令人浮想到数月

后累累的硕果。

满地的梨花，铺出一条条诗行般的花带，双足踩在上面，仿佛是触摸

着滑动的音符一样惬意。此时，忍不住透过枝叶间的缝隙，眺望远处的峭

壁，仿佛也比冬日绿了许多。而那峭壁之上的风电轮，更显得洁白高大，

偶尔缓缓转动，竟让整个山冈生动起来。

先前的抑郁和惆怅，因为这暮春的梨花，因为这山庄，飘然而去。

如能常寄吾身于这片梨林，该是一件多么令人神往的事儿啊。

一
海军建军七十年，中国青岛大阅舰。

军舰编队六个群，驰骋海洋多壮观。

战机编队十余个，恰似利剑冲云天。

参阅国家六十个，一国一舰亮尖端。

应邀嘉宾五大洲，合作共赢谋发展。

伟大中国展雄姿，谁敢看我不正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