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次党务培训难得。对于公安大

队伍来说，有幸选中参加业务培训，着

实像是中了大奖。所以，局里机关党

委专职副书记通知我时，几乎是吆喝

着进我办公室的。他拿着文件，笑呵

呵地说：“恭喜你啊宏丰，有个好消息

告诉你……”因为难得，所以我倍加珍

惜。

这次培训一波三折。先是因为台

风“烟花”延迟，后来又因为疫情耽搁，

此番启程又遇上了寒潮，所幸终于成

行，只是地点从嘉兴变成了温州。刘晓

光书记在开班仪式上打趣说：“天有异

象，此间必出大人物。”于是，我们开始

了学成“大人物”的五天培训，孜孜不

倦。

初见

星期一是个雨天，初见大家是在去

往温州的大巴上，一个个都裹得严严实

实。我其实也听说了气温会“跳楼降”，

却未上心，早上才开始匆忙收拾行李，

吃了没准备的亏——瑟瑟发抖！心中

暗叹：“备预不虞，善之大战也。”

到了学校寝室，虽然“斯是陋室”，

但从阳台望出去，可以看见一个湖，中

央有小岛，岛上种了庄稼蔬菜，周边围

了一圈泥墙黛瓦的老房子，颇有“暧暧

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味道。

破冰

第二天早上的“破冰行动”是大家

都暗中期待的。我们被分成了红、橙、

蓝、绿四队，考验团队协作，分享游戏心

得。因为身着绿色队服，有队友突发奇

想，赐名“割韭菜队”。

我们队的队长是极具绘画天赋的

幼师，三下五除二，一面“镰刀割韭菜

图”跃然于队旗上。队歌由儿歌《拔萝

卜》改编，我们排开阵势，大声呐喊：“颤

抖吧，韭菜！”一圈游戏下来，团队凝聚

力爆棚。

博士来了

第四天上午来了一位丽水市委党

校的博士讲师，他两手空空，自称“空手

道”，坚持站着上课，手写板书，习惯用

繁体字，龙飞凤舞，激情澎湃。

博士上来就是当头一棒：“没到七

十岁，别把‘老了’挂在嘴上！”青年要

有干事创业的激情，他说：“学习曹操

的‘壮心不已’，你必成一番大事业。”

他活用“国学”，深入浅出地解读

我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引经据典，金

句频出，指导我们过好生活，干好工

作。他大声疾呼：“千万不要忘记，世

界上有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叫读书。”

多读书，你的心胸和气质会发生变化。

临别时，博士私下赠我一句话：“多

文为富，和神当春。”

最后一课

自从培训开始，林杰书记就寄予我

们“能说、会写”的期望。而我们的最后

一课，教的正是如何说话。赵斌局长用

相声演员郭德纲的从艺心得，一句话总

结了其中奥妙：“一切以听众为中心。”

围绕着这一核心要义，他讲述了“十个

一点”感悟。我们奋笔疾书，如醍醐灌

顶。

赵局长极富才情，不仅是一位“授

人以渔”的演说高手，还是一位寄情于

文的笔者。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

我们：“学焦裕禄精神，就是学他‘一定

要对老百姓好！’”然而，怎样才是对老

百姓好？他借了河南老伯的话说：“给

老百姓好脸，给老百姓好处——就中。”

再见

所有的文字都有温度，所有的遇见

也都有温度。我们这一帮人，从刚开始

建微信群时一个个闪烁的头像，到同坐

一个教室里听课的同学，不可谓不是缘

分。

五天时间匆匆而过，很多同学我们

还叫不上名字，或并不熟悉，但是五天

的遇见还是那般鲜活，历历在目。我们

都从中汲取到各自所需的营养，整装再

出发。

我们会再见的，期待下一个遇见

……

呀！飞来白鹭了。

冬至前日，天气一改往日的明媚，开始转

阴。我从寓所出来，正行经一桥时，被眼前景象

吸引，碧波微漾的河面上，不时飞过三两白鹭。

在河岸边设置用来净化水质的浮岛绿植上，还立

着好些白鹭，三五成群，或曲颈静处，或用喙梳理

白羽，或翘首望着飞翔的同伴。有一二只白鹭，

长脚立在沿岸水中的块石上，身子一动不动，显

得孤单。飞翔的白鹭，在河面上绕了一圈，找到

立足之处停下来，左右顾盼。而原先静立的白

鹭，相继展开翅膀，凌空飞起。白影远近闪动，使

河面上充满美的气韵。河中央的水波下，竟有十

来尾鲤鱼，在慢慢游动，时而将扁扁的鱼嘴伸出

水面。白鹭与鲤鱼，在各自的环境中，相安地活

动着，恰似一幅吉祥的图画。行人经过时，驻足

欣赏眼前这平和的景致。

冬至的清晨，雨丝打着伞盖上，发出“扑、扑”

的声响。我又走过桥头，眼前所见的白鹭，比昨天

似乎多了些。不过，雨天里，白鹭俱都静立在浮岛

绿植上，依然有几只站在沿岸的水中块石上。在

整个灰色调的雨幕里，白鹭更显洁白了，就如羊脂

白玉般鲜明。这时候正值上学高峰，经过桥上的

学生与家长在拥挤中穿行，发出嘈杂的声音。缓

行在道路中央的轿车，不断按响刺耳的喇叭。而

白鹭，似乎不受近处一切影响，顾自静处这寒冷的

空间。突然，我对白鹭此刻的姿态生出一种寂寞

之感，尽管这种寂寞感是很无端的，却涌动在心

底，对这些柔弱的生命，产生了无限的悲悯，叫我

于片刻之间，回忆起昔日对这一生命的摧残。

十来年前，我随友人黄君在荆谷驱车闲游。

那个午后，刚下过一场小雨，天空是阴沉沉的。

在途经一片收割过稻子的田边，我见有一只白鹭

从远处飞过，栖在田头稻秆堆上。停了车，我从

车后座上拿起气枪（那时候，人们对于气枪管制

意识还不够强，偶尔会用气枪打鸟。现在是绝对

不容许了），填上铅弹，将枪管伸出车窗，瞄向远

处的白鹭。黄君见我状态，笑说：“你打不准的。”

我努力地托稳枪身，回道“试试”。沉闷的枪声响

过，远处那只安静于稻秆堆上的白鹭，猛地朝上

一冲，急急向空中飞去。眼尖的黄君惊呼：“被打

中腿了。”我朝逃窜的白鹭望去，它的一条腿往下

垂挂着，不再是飞翔中双腿向后伸直的样子。车

重新行驶，我望着空旷的田野，心情渐渐变得郁

闷。黄君一路上说的话，入耳的不多。我脑海里

反反复复迭现的，是折了腿的白鹭孤独地躲在草

丛中。也许，它将因此而丧失觅食的行动能力。

也许，它将因此而被同伴遗弃。也许，它将因饥

饿而死去。

丰子恺先生在《怀李叔同先生》一文中，描述

弘一大师“怜虫摇椅”的事：“有一次他到我家。

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

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

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

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

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

好让它们走避。’”每次读这段文字，让我想起那

次射击白鹭的事件。我在深深感叹弘一大师无

上慈悲心的同时，也深深追悔自己的一次恶行。

以前，在瑞安见到成群白鹭的景象，不常

有。在飞云江退潮的滩涂上，偶尔会见一些在觅

食的白鹭身影。近年来，生态环境的改善，白鹭

出现在人们视野的次数越来越多。春耕时和收

割后，总有许多白鹭栖在犁过地的田间，农人们

任由白鹭飞来在周围，顾自劳作。白鹭飞来的场

面越来越壮观，人们喜爱这些洁白的鸟儿在蓝天

下自由地飞翔，喜爱在自己的周围有白鹭自由地

栖息。记得去年7月，我于微信上看到洪君摄录

的白鹭飞聚于陶山某地的场面，情不自禁地以

《飞来白鹭山中舞》填词一阕：飞来白鹭山中舞，

赛姣美、骄洁羽，原梦林枝诸鸟苦？斜阳染艳，翠

泽青莽，疑是祥云吐。驱犊更恐惊来客，停织犹

睃几童射。何不如庭平尔陌？碧空谁洗，群峦似

画，振翅生神魄。

我赞美这满身洁白的生灵。也于“停织犹睃

几童射”的句子，暗喻现实生活中对生灵藐视的

行为尚有存在。我想，人但凡生了悲悯之心，便

对同处地球的其他动物付之以爱护。那么，“几

童射”的现象自会逐渐减少。弘一大师“怜虫摇

椅”的故事，值得热爱生活的人，重新思考生命美

好的意义。

白鹭飞来，美哉。

■李浙平

白鹭飞来

如果你在深秋去中塘河走一走，我建议你

一定要选在清晨或黄昏。

清晨的中塘河刚刚苏醒过来，河面上还笼

着一层淡淡的雾气，如青色的轻纱覆在梦的摇

篮里，那些树木、河岸一例静默着，模糊了界

限。空气是那样的清冽，透着河水的湿，心旷神

怡之余，你的头脑也清醒起来。这时候，你发

现，岸边，沿水栖息着一排白点点，莫非看花了

眼？正在纳闷，倏地一声，一只白色的鸟，展开

双翼，掠过了河面，飞翔在上空。它忽高忽低，

有时候滑翔，有时候一飞冲天，变化着花样，不

断调整着姿态，如一架性能优越无比的无人

机。突然，它一个猛子俯冲下来，直直扎入水

中，又很快飞离河面，嘴上已经多了一条小鱼，

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接。紧接着，岸边栖着的

一排，好像接到了命令似的，两只，三只，很多

只，腾空而起，整条河一下子热闹起来。

这时候的中塘河，白天算是真正开始了。

所以，中塘河的早晨是被白鹭唤醒的。这些白

色的精灵，毛色胜雪，远远望去，有点像白鹤，腿

和脖子特别长，便于在水中觅食，亭亭玉立，风

姿绰约。郭沫若在散文《白鹭》里如此描写，“白

鹭是一首精巧的诗。色素的配合、身段的大小，

一切都很适宜”，“那雪白的蓑毛，那全身的流线

型结构，那铁色的长喙，那青色的脚，增之一分

则嫌长，减之一分则嫌短，素之一忽则嫌白，黛

之一忽则嫌黑”。诚然，中塘河因为有了如此完

美的小生灵，而更具有流动的生命了。

河水轻缓流过，在深秋，两岸的树已渐次染

色，一片一片落叶杉，如被火舌卷过，枯绿、棕

茶、姜黄、秋香、萱草黄、琥珀色、丹色、曙色……

阳光从缝隙间斜射进来，亮的，暗的，织出奇异

的图案，你走在林间，踩在“沙沙”作响的落叶

上，然后靠在一棵树上，抬起头，树枝在霁色的

天空画出各种粗细不一的线条，再向前望，不远

处，河水正闪烁着粼粼的波光，一种“念天地之

悠悠”抑或“逝者如斯夫”的感叹正在你的心底

油然而生，生命如一叶轻舟，正泛波在河床上。

若在晴朗的黄昏，中塘河则是另一番景致

了。那时候，太阳将要落山，像一枚腌制恰到好

处的端午鸭蛋流出来的蛋黄，挂在桥边，将坠未

坠，满天的白云像是散开的棉絮，透着金光，而

河水把这一切尽收成倒影，在荡漾的波影里，像

是打翻了调色板，那些碎金，那些波纹，稠稠的，

滑滑的，变幻迷离，犹如梵高笔下塞纳河上的一

座桥，一种乡野气息氤氲周遭。

中塘河，清澈的河水在田畴间流淌，一座座

桥梁横跨河面，沿岸树木依依。岸边，垂钓者或

站或坐，屏气凝神，沉浸在垂钓的乐趣中；树荫

下，小朋友撒欢奔跑，追逐打闹，好不欢乐。

深秋，在中塘河，你若沿着河岸慢悠悠走

着，落叶送来时光的信笺，也许真的会发现河的

第三条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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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宏丰

我和党务有个培训

■叶蓓蕾

人物素描二张

■孔令周

中塘河的光影

花姐姐

花姐姐，本名陈花叶，有人亦呼花

姐，再加了个“姐”字，拖长尾音，绕上

一绕，即刻添了几许撒娇味，叫人心酥

了几分。

花姐姐着装并不花哨，常以单色

为主，最喜风衣，虽然身形不高，但“底

座”稳，加上个性豪爽，举手投足，颇有

大姐大之风。若风衣被风一撩动，一

挥臂，抖下肩，整个装，换作金戈铁马

年代，颇似一员手持枪棒的女将。

花姐姐本人，不似昵号柔美，倒是

与“花将军”更有几分匹配。这话并非

由本人口中传出，而是经她的弟子们

总结而论。

一日，走至办公室门口，顿觉空气

异样。正思忖何故，瞧见几个耷拉的

小脑袋中间，正围坐着花姐姐。花姐

姐本尊冷眉微蹙，双唇紧闭，不怒自

威。瞧这阵势，估计是这群小家伙“生

事”了。我更好奇花姐姐如何“秉公执

法”，迅疾落座，佯装批改作业，实则旁

听偷学。果不其然，几个正处青春波

动期的孩子被青春狠狠撞了一下腰，

现正懊悔交加。花姐姐先是严以厉

色，明其利害，后又春风拂柳，满怀真

情，语重心长，四两拨千斤，化干戈为

玉帛。一帮惹祸弟子点头如捣蒜，心

悦诚服，感恩戴德般退下。“剧情”演变

之疾，令我一阵叹服，这姜，终究是老

的辣。这便是花姐姐，不多言，语一

出，即惊四座。胸藏智慧，吐纳山河红

绿。

花姐姐“严”出名，但如此“君臣”

之交，不是如今忌惮的师生关系？叫

人生奇的是，每年12月某天，如雪花飞

舞一般，花姐姐总会收到各届弟子送

来的祝福。眼羡的我们，被爱屋及乌，

收到了各种小“福利”，不得不叹，与花

姐姐同室，真好。这不，教室里正开着

生日会呢，当然，这一切，花姐姐事先

全然不知，全属弟子们自编自导，最后

自然皆是本心出演。弟子们心知，花

姐姐“严”的外衣下，包裹着爱与包容。

近来花姐姐淡出了微信圈，微信

朋友圈里也鲜见他们二老游山玩水

照，听闻花姐姐去杭州抱孙儿去了。

脑海里浮想着，性情豪迈的花姐姐，眉

眼慈祥地对着孙儿逗乐，满眼都是幸

福的颜色。

唐奶奶

唐奶奶，名小燕，湖岭人氏，浑身

上下，绝无半点“土”味。观其，更似古

时闺阁大小姐，尤其是一身旗袍装，旖

旎端静，尽显轻风柔柳之态，艳惊当

场。讶异的是，即便留有一头“炸毛”

前卫的发型，也毫无半丝违和感。

临近退休，在她身上，未见半点职

业倦怠感，她依然奔忙在教学线上。

诵读课上，跟孩子们一起吟诵唐诗宋

词，娓娓道来诗里词外的故事，声音婉

转。偶尔路经走廊，我会不自禁地慢

下脚步，驻足良久。她整个人沐浴在

古风古韵里，面色柔和，眉眼精致，眼

睛里流淌着温润的风。被岁月眷顾的

她，是孩子们心目中最美的唐奶奶，是

光阴里开出的一朵蓝莲花，温婉且从

容。

唐奶奶亲切平和，待人接物给人

如沐春阳之感。记得上回，我身体抱

恙，她过来探望，紧拽我的手，像宠着

自家孩子，要切切注意身体。手心传

达的热度，耳畔殷切地叮咛，如冬日清

晨的那半窗阳光，瞬时让我心暖许久。

这学期办公室搬迁，与教务处成

了邻舍。唐奶奶时常来串个门，手里

端着养生壶，枸杞、红枣、桂圆之物，

在壶中蹦跃，香气暖气钻入鼻孔，滑

入喉咙，润进肺腑，如同注入提神剂，

顷刻神清气爽。末了仍不忘叮嘱，喝

完再来续，要照顾好自己。有一回去

教务处办点事，被她硬拉带拽地扯住

脚步，瞅着她神情欢悦地打开柜门，

一排瓶瓶罐罐，新会陈皮、杭白菊、桂

圆干……像一出舞台剧，华丽丽地登

场。嘴角一扬的唐奶奶，二十岁的稚

气毕露，可内心又藏着上品生活之

珠。唐奶奶，不愧是唐奶奶，积极乐

观，始终是生活的主旋律。她养生有

道，教学有方，爱自己，爱生活，爱工

作。看到她，不禁忆起了书中的一段

话：有些人，觉得不管他们日后变得

多老，都不会失去自己的美。相反，

他们越老越有味道，他们让脸上的

美，从心底开出来。

两位前辈，爱岗敬业，热爱生

活，爱护“新人”，乃吾辈学习之典

范。2021 辛丑年，两位前辈退休之

年，我的入校第四载，聊以文字记之

表谢意。

宣宣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瑞 安 市 委 宣 传 部
瑞 安 市 融 媒 体 中 心
瑞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