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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玉海：一名乡村辅警的真诚守护
文/徐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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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记立冬记忆忆
文/罗学娅

扎根基层，只为最初的那份承诺
文/英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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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就坐在由老包驾驶的微型面包车，
驶向沙漠深处的查干好来警务室。

这是金秋十月的一天，天空高远湛蓝。车窗
外，映入眼帘的是一派丰收的景象。摇下车窗，
扑面而来的是乡村的清新气息。

此情此景，是老包所熟悉的，更是老包喜欢
的。

一心为民践初心

老包大名包玉海，地地道道的蒙古族，中共党
员，是奈曼旗公安局治安派出所查干好来警务室
的一名辅警。其实，老包根本算不上老，今年才 48
周岁，只是黝黑的脸庞，深深的皱纹，让整个人显
得有些老相，再加上人也是朴朴实实的，于是辖区
的群众都亲切地叫他老包。就这样，老包老包地
叫着，时间一长，真名反而很少有人叫了。

我乘坐的这辆微型面包车是老包的私家车，
是他花 8000 元买来的二手车，车身破旧，再加上
灰色的车身，看起来土里土气的，1.0 的排量，老
包说：省油。

老包就是驾驶着这辆老旧的面包车，跑遍了
辖区的村村屯屯，家家户户，日子久了，这辆车不
仅成了老包出行的标配，也让辖区村民像熟悉老
包一样熟悉这辆车。每当老包驾驶这辆车来到
村里，大老远的，甚至一听到车喇叭声，村民们就
知道老包来了。

2019年 10月 26日，这是一个让老包难忘的日
子，这一天治安派出所查干好来警务室正式设立，
这一天老包来到这里，正式成为一名驻村辅警。

所谓的警务室，不过是一间破旧的平房，一
只老旧的卷柜和一把椅子，连张办公桌都没有。
警务室虽然条件十分简陋，但辖区的面积却很
大，竟然有 240 平方公里，辖 10 个行政村，1457
户，5169 口人，其中蒙古族人口占 60%，大部分村
屯位于沙漠深处。

老包不等不靠，缺少办公桌椅，就从自己家
里搬来一张写字台和两把椅子；屋里脏乱，就自
己动手粉刷墙壁，打扫卫生，有关警务室的一些
制度，老包找人制作成几块图版，挂上墙，经过一
番拾掇，警务室整洁、像样了不少。

后来在奈曼旗公安局及警务室驻地查干好
来村的大力支持下，警务室的条件得到了较大改
善，建成了标准的警务室。

老包把警务室当成了自己的家，牵挂着辖区
的村村屯屯，家家户户，牵挂着百姓的冷暖，老包
愿意捧出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片热土。

真心真情解民忧

老包在辖区的群众当中有很高的威望，尤其
善于且快速化解矛盾纠纷的本事，更是让这里的
群众信服。

老包始终认为，只要用足了心思，用对了方
法，用好了法律，用真心用真情，就没有化不开的
矛盾，解不开的纠纷。

今年 4 月，正值春耕、春灌的大忙时节，辖区
明嘎斯台村的“台长”李树民与“井官”邰喜德、王
志国，因为电费问题产生纠纷，闹得不可开交，经
村干部几次调解，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原来，几年前，村民李树民承包了村里 1 台农
用变压器，负责 3 口机电井浇灌农田的电力供
应，而这 3 口机电井则分别由包括李树民在内的
本村村民邰喜德、王志国承包和管理，李树民被
称作“台长”，邰喜德、王志国被称作“井官”。

因为每口井控制的农田亩数不一样，所以为
了明确每口井的用电数量，除了给变压器安装了
总电表之外，他们 3 家还各自装了分电表。由于
之前几家都预交了电费，因此，也就很长时间没
有具体核算电费了。直到今年 4 月，“台长”李树
民见预交的电费用完了，且自己也垫付了不少
钱，于是，就召集“井官”邰喜德、王志国核算一下
电费。

让几个人没有想到的是，总电表显示的用电
数量，竟然与他们 3 家分电表相加起来的用电数
量严重不符，相差数量达到 4400 度，折合成电费
1800 元。为这事儿，“台长”“井官”凑到一起，吵
翻了天，各说各的理，谁也不愿意承担这差出来
的电费，谁也不愿意掏这莫名其妙的钱，矛盾越
来越激化。

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老包与当事人分别沟
通，很快找到了矛盾纠纷的根源所在。其实，当
事人对那差出来的 1800 元电费，倒不是太在意，3
家共同承担的话，也不过每家几百块钱而已，他
们更在意的是，这差出来的电费究竟是怎么产生
的，他们想弄个明白。

为此，老包当着 3 个当事人的面，打通了电管
站的电话，把手机放了免提，让 3 个当事人现场
听着电管站工作人员的解答。

“……可以肯定地说，出现总电表的用电数
与分电表的用电数不一致的情况，原因就是分电
表计量不准，建议以后更换国家标准的电表，找
专业人员安装……”电管站工作人员专业的解
答，让 3 位当事人弄明白了所谓差出来的电费是
怎么一回事了。

问题的症结找到了，误会也随之解除了。接
下来老包的调解工作也进行得异常顺畅，很快三
方达成一致协议，分别按照不同的比例承担了这
差出来的电费。同时，老包还承诺帮他们协调电
管站为他们尽快更换新电表，让几位当事人非常
满意，连声道谢。从而确保了春耕的顺利进行。

警务室成立的近三年来，老包接手的矛盾纠
纷就有 200 多起，通过他的不懈努力，这 200 多起
矛盾纠纷全部得到了化解，实现了 100%的化解
率。

三年来，老包辖区没有发生过群众越级上访
问题，没有出现过因矛盾激化而导致的“民转刑”

“刑转命”案件，老包用他的真情与汗水，确保了
辖区的平安、和谐与稳定。

捧出一颗滚烫的爱心

治安镇白土村的女孩伊拉古玛，由于从小患
有再生障碍性贫血，一直没有上学。多年来，其
父母为了给伊拉古玛治病，全国各地奔波为女儿
寻 医 问 药 ，由 于 巨 大 的 花 费 ，导 致 家 庭 困 难。
2016 年 7 月，那时还在得胜交警中队当辅警的老
包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来到伊拉古玛家，看望
12 岁的伊拉古玛。当走进伊拉古玛一贫如洗的

家，看到赢弱的伊拉古玛和她怯怯的眼神时，老
包的心当时就揪紧了，他不忍再看，悄悄用手拭
去眼角的泪水。掏光了带的所有现金，凑了 1000
元，全都留给了伊拉古玛的父母，要知道那时老
包的工资每月也只有 600 元。

伊拉古玛虽然没上过学，但却特别喜欢绘
画，有着很好的绘画天赋，从 4 岁开始就能拿着
笔在纸上绘画，即使是病中也坚持绘画未曾间
断。老包一张张翻看着伊拉古玛的画作，在赞叹
这个小女孩坚强、上进的同时，也更加同情这个
小女孩。他暗下决心，一定尽自己所能来帮助这
个不幸的小女孩。

老包买来画笔、画板、画架、染料等绘画用品
送给伊拉古玛；老包找来小学、初中的教材，带给
伊拉古玛，鼓励她自学；老包带着妻子来看望伊拉
古玛，让当教师的妻子给伊拉古玛辅导功课；伊拉
古玛特别想到学校体验一下坐在教室当学生听课
的感觉，为了满足伊拉古玛的心愿，老包联系了当
地的学校，让伊拉古玛真正坐到教室里听了一堂
课。那天是老包亲自送伊拉古玛去的学校的，当
伊拉古玛坐在教室上课时，老包就静静地站在教
室外面，透过窗户望着伊拉古玛，那柔和的目光，
就像一位慈爱的父亲望着自己的孩子。

伊拉古玛在慢慢长大，幸运的是，伊拉古玛
的身体也正在逐渐康复。在老包的鼓励、支持和
关心下，伊拉古玛的绘画水平日益提高，多次在
各种美术比赛中获奖，奖牌、奖状拿了十多个，奈
曼旗画院还专门为伊拉古玛举办了一次画展。
同时，伊拉古玛还通过自身的勤奋努力，自学完
了初中的全部课程，经过测试，成绩优异。

今年已 18 岁的伊拉古玛最大的愿望就是能
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实现自己当一名科研
工作者的梦想。

以真心换真心，老包赢得了辖区群众良好的
口碑，他多次受到各级表彰奖励，相继被评为奈
曼旗“十佳人民警察（辅警）”、通辽好人，荣立个
人三等功等诸多荣誉。

老包说他愿意守护他的辖区，守护这一片热
土，他爱着这里的人们，愿意为自己热爱的公安
事业，忠诚奉献，无怨无悔。

（作者单位：奈曼旗公安局）

曾记得小时候，和小伙伴们玩得最多的游戏
就是扮演老师和学生的角色，每次我都抢先扮演
老师，把自己脑子里仅有的那点所谓的知识传授
给小伙伴们，看着小伙伴们围坐一团专注的听着，
心里总有一种满足感。当别人问我长大后的理想
是什么？我毫不犹豫的回答：我要当一名教师。

怀揣着梦想，为实现梦想我刻苦学习。1996
年，我考入原哲盟师范学校。三年的求学时光，
我苦练基本功，具备了一名教师应有的素质。
1999 年，已是一名优秀毕业生的我在填写毕业志
愿一栏时，毫不犹豫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回到
家乡，为家乡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2000
年，我选择回到儿时的母校——库伦旗三家子学
校工作，成为教师队伍的一名新成员，实现了儿
时的梦想。

当我走上三尺讲台，履行教师职责的时候，我
才真正体会到了为人师的不易。有人说：“家有半
斗粮，不当孩子王”，外面的花花世界充满了诱惑，

经商、仕途、高福利，就像一只只多情的手，拉扯着
人们燥动的心，于是我身边的同事和朋友一个个
相继选择跳槽，还有一部分人虽然身在课堂，却对
外面的世界心向往之，时时寻找着适合自己停泊
的港湾。可是，我想生命的意义远不止于功名利
禄，还有一种博大的精神，短暂中孕育着永恒，而
教育就是这样一种职业。昔有“捧着一颗心来，不
带半根草去”的陶行知；今有自愿放弃城市优越环
境，全身心投入到贫困山区教育扶贫主战场，40年
如一日，四处奔波筹措资金，建成全国第一所免费
女子高中的张桂梅。他们有的名垂青史，但更多
的却像山上的小草一样默默无闻，随风逝去了无
痕，为我们树起了万世师表，无边师魂。在他们的
感动和鼓舞下，我收起那颗曾经躁动的心。现如
今，我已经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工作了整整 22 个
年头。每每发现曾经的淘气宝因为我的课堂而收
敛了顽劣的心性，变得懂事爱学习时；每每看到竞
赛的榜单上有我学生的名字时；每每听到我的学

生考入了重点大学甚至走上工作岗位时都是我最
幸福的事，觉得这份事业并没有别人说的那么“清
贫”，反倒觉得神圣、光荣且富有。

我工作的学校是一所村级小学，无论是工作
条件还是学生素质和旗直属学校相比都有一定
的差距。每天上下班要往返近 30 公里的路程，看
着身边的同事相继被调回城里，说实话，我也动
心过，但是看着孩子们一双双渴望求知的眼睛，
我觉得自己已经离不开他们了，我发誓要将余生
奉献给家乡，奉献给教育这方热土，不为别的，只
为最初的那份承诺。

诗人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
是因为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正是因为深深的
热爱，才会迸发出炽热的激情。为什么我们育人
者的脸上常挂着汗水，脸上却洋溢着微笑？那是
因为我们对自己所从事的这份平凡而伟大的事
业爱得深沉！

（作者单位：库伦旗三家子学校）

小时候，我和许多生长在厂矿的孩子
一样，对农时节气知之甚少。但对立冬，
却有着许多难忘的记忆，因此在我心里：
立冬，是一个有故事的节气。

在童年，立冬的记忆是外婆。如果立
冬那天是晴天，外婆会带着我们到屋外去
晒太阳，教我们念：“立冬晴，一冬晴，立冬
雨，一冬雨。”还说：“收太阳过冬。晒了立
冬的太阳，身上暖和了，一个冬天都暖和
了。”

如果立冬那天是阴天，外婆又会教我
们念：“立冬晴，一冬冷，立冬阴，一冬温。”
我们虽然不太懂，但都会跟着外婆一起
念，鹦鹉学舌，不管是晴还是阴，反正又到
立冬了。

中学毕业后，我下乡当了知青，立冬
的记忆就成了生产队长。一年四季，队长
都是按照农时节气来安排农活，让我在非
常有限的书本里，了解了很多节气知识，
知道了“立冬”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九
个节气，是一年四季中冬季之始，每年都
在公历 11月 7日左右。在立冬这一天，太
阳黄经到达 225 度，北半球的地表热量越
来越少，即使是在此之前储存了一定的热
量，但随着立冬太阳黄经行径，气温也会
越来越低，直指严寒。“立冬”，叩开了冬季
之门，翻开了《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向人
们解读“立，建始也，冬，终也，万物收藏
也。”

于是，在队长敲钟后的吼声中，田间
地头的农活相对少了许多，社员们开始收
藏秋天收获的粮食，储存过冬的物品，男
人们收拾、修理春耕夏收的农具，姑娘大
嫂们则聚在屋里绩麻线、纳鞋底，有说有
笑，立冬的故事变得丰富多彩。

恢复高考制度后，我考进了卫校，立
冬成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记忆。那年立冬，
刚好上中医课，老师为了加深我们对立冬
的印象，特别给我们讲了《祛寒娇耳汤》的
故事：相传东汉末年，在长沙做太守的医
圣张仲景，告老归乡，恰逢立冬之日。白
河边上，寒风刺骨，他看见很多无家可归
的人们，面黄肌瘦，衣不遮体，两只耳朵都
冻烂了。他心里十分难受，精心研制出了
一个温中祛寒的食疗方子，即《祛寒娇耳
汤》。

他叫徒弟在南阳东关的一块空地搭
了个棚子，支上大锅，煎制蔬菜、蘑菇、辣
椒及祛寒提热的草药，用面皮将炖熟后的
羊肉包成耳朵的模样，并起名“娇耳”，煮
好后，连汤带食，免费送给耳朵冻伤的穷
人，每人一碗汤，两个“娇耳”。喝了药汤，
吃了“娇耳”的人们，感觉浑身发暖，两耳
生热，渐渐的，耳朵冻伤就好了。

从此，人们竞相模仿制作“娇耳”，一
方面为了纪念医圣张仲景，另一方面是信
奉“吃什么补什么”的老话。渐渐的，把

“娇耳”叫成了“饺子”，也就有了立冬吃饺
子的习俗。

我们那批同学，大多来自农村，个个听
得津津有味，都想把这个“汤头歌”唱会，传
给身边耳朵容易长冻疮的人。所以，熄灯
了，蚊帐里还不时发出“汤头歌”的背诵声：

“生姜肉桂大茴香，当归附子青蜀椒，羊肉
熬汤做娇耳，温中祛寒效果好……”

如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
高，现在已经很难看见耳朵长冻疮的人
了。但在立冬之日，家人团聚，煮一锅热
气腾腾的饺子，欢声笑语，觥筹交错，这不
正是“立冬”的幸福吗？

立冬暖，一冬暖，壬寅年的冬天，定会
留下一个温暖的记忆吧……

老包和村民唠家常

老包（中）在田间地头走访村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