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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4月6日，响应党的号
召，我们小两口带着简单行李和锅
碗瓢盆，跟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预
备第一、七两个师，坐上闷罐火车，
浩浩荡荡地第一次把家从天府之国
的四川，搬到了千里之外的黑龙江
省萝北县。

这里，夏天凌晨2点多钟天就亮
了，距俄罗斯仅有22.5公里，是一个
无地名、没人烟、荆棘丛生、野兽横
行的荒原。

白天，踏荒、烧荒、清荒、垦荒，
异常劳累；晚上，男女分别挤睡在现
搭起的两顶军用大帐篷里，往地铺
上一躺，不少人打起呼噜来。那时是

“两手抓”，上班时间搞生产，业余时
间和星期天建窝棚或挖地窨子。树
棍当梁，土坯盘炕，垡子砌墙，芦苇、
野草盖房，最后烧炕。坑烧干了，除
去湿气，才能住人。

那时，我们无知没经验，加上劳
累过度人很困乏，大火烧着炕，人在
一边躺着，结果房屋着火了……不
得已，休息时候，大家又只能重建窝
棚或挖地窨子。经过不少时日的辛
勤劳动，临时住房终于弄起来了。钻
进被窝，脚往炕梢一伸，觉得不对
劲，一堆凉冰冰的东西在蠕动。掀开
被子一看，妈呀，原来是一条大青
蛇！顿时毛骨悚然，吓出一身冷汗：
要是被它咬了一口，怎么得了！

“大跃进”年代，计划不如变化
快。预备第一师农场三分场正快马
加鞭、热火朝天地建设时，一道命令
下来了：三分场撤销，合并到萝北农
场十二分场（即后来的江滨农场）。
公家补助、私人兴建的窝棚或地窨
子还未搬进去住，我们小两口便“分
道扬镳”了：我到新地方任文教助理
员，爱人则在牡丹江师范学院读书，
一读就是4年，1962年毕业，分配到
萝北一中执教。1963年，我被调到县

文化馆主管创作。
由于房子紧张，无处安家，我们

仍然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长期两
地分居，是当时的普遍现象。这种现
象，有关领导看在眼里，索性亲自蹲
点督促，突击性地盖了一幢简易土
墙草房，我们有幸分到了一间。尽管
只有二三十个平方米，无顶棚、不隔
音，放个屁隔壁也能听见，爱人的妈
和弟也都挤睡在一铺炕上。但是我
们还是欣喜若狂，只用两三天时间，
就糊上了棚，刷好了墙，垒起了灶，
烧干了炕。为多存放点儿东西，还在
屋前盖了间小门斗儿。住房准备停
当，家具却没有一件，几床被褥往炕
上一放，算是搬家了。

为了帮领导解忧，我们把之前
住的公房腾出来，让给还在等待房
子的同志住。自己动手打草、捡石
头、挖泥土、弄房料，利用节假日和
一切业余时间，起早贪黑地盖起了3
间“拉和辫”毛草房。要不是当时年
轻，那样拼命干，说啥子也招架不
住。一天三顿饭，都是送到工地上
吃，常常吃着吃着，不是打瞌睡，就
是说梦话。

自己动手，经过一年有余的艰
苦奋斗，盖起了崭新的住房，说啥子
也该庆祝一番才是。于是乎，用票证
买回了必需品，宰杀了大肥猪，盛情
款待了所有鼎力相助的人。随后，大
伙儿齐动手，一鼓作气，不到一个小
时，所有东西就搬完了。

在一阵鞭炮声中，搬来的东西
都放在了炕上。这是第三次——也
是正经八百的一次搬家了。迄今，尚
记忆犹新。

1980年，是我们在东北盖了房
子后的第五年，我们被调回四川老
家从教。一家三代四口人回来了，被
学校安置在修宝成铁路时临时盖的
简易薄木板房里住宿。房子能挡雨
不遮风，与当年在北大荒相比，强了
一百倍，暗自庆幸，住上了“好屋”。
从东到西，4次搬家，一路顺风平安。

我们这所完全中学，是从通川

区西外镇金山小学乔迁来的，历史
虽不长，但学生人数逐年增加，老师
队伍不断壮大，政府拨款建校舍，教
师都有房住了。

1985年，工改房教师宿舍盖好
了，学校动员搬家。在一片欢呼雀跃
声中，我们也跟随乔迁大军进行了
第五次搬家。但这一次可真是“大姑
娘坐花轿——头一次”呀，我们竟搬
进了砖瓦房，好一阵激动！

新落成的砖瓦房住上了，我们
正享受新房的温馨时，家里又添了
一喜：大儿子和怀孕的大儿媳双双
从原来工作的萝北县调回来了，圆
了我们一家的团圆梦。双喜临门，本
来要庆贺一番，但我们住的房屋只
有70平方米，母亲、侄女、小儿子和
我们俩，一家三代五口人勉强挤下
了。现在又增加两个人，大儿媳又即
将临产，真是好为难。

正当我们一筹莫展时，校方喇
叭通知：“为解决教师宿舍不够住的
困难，学校打算集资建房。”这求之
不得的大好事，我举双手赞成，立马
报了名，并交了预付款。

学校夜以继日地加快施工速
度，一幢三单元八楼的楼房很快矗
立在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公路边
上。

这次，我们选了一套104平方
米的大房子，三室两厅一厨一卫。搬
进这么宽大明亮、美观大方的楼房，
这是我们从前做梦也想不到的美
事。我们先后购置了电冰箱、电视
机、洗衣机、空调等家用电器，里里
外外进行了更新。2000年9月1日，
我们第六次搬家，这是最后一次搬
家了。

从当年亲手盖的尚未住成的窝
棚，到仅仅分一间草房和自己动手
修建的“拉和辫”毛草房；从不遮
风的薄木板房、教师宿舍，再到教
师集资房，59年里，我的6次搬家
经历，见证了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巨
变，人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幸福美
满。

59年里 我搬了6次家
我是宣汉县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

局的一名检察官，我的工作不在检察
机关院内，而是往看守所跑，最常干的
事是找看守所在押人员谈心：“伙食好
不好？有没有被打骂？是否有隐情
……”像亲人般关心在押人员，维护他
们的合法权益。由于保护对象一般是
犯罪嫌疑人，难以沟通，只有通过一些
细节才能发现其中端倪。

在宣汉县公安局看守所，我要向
每位新进人员发放权利义务告知书，
并和一些犯罪嫌疑人谈心谈话。在曾
经的工作经历中，我就通过细枝末节
发现了一名因虚报年龄而被关押的未
成年人。

一声稚嫩的“报告”声响起，一名
身高1.6米、脸庞稚嫩的少年出现在我
的面前。在当天新入所人员中，罗某某
是唯一一名未满18岁的犯罪嫌疑人。
于是我要求民警将他送到驻看守所检
察室，按照例行程序对其进行入所检
查。在看守所检察室，他惊恐地盯着我
佩戴的检察徽章，战战兢兢地回答：

“我叫罗某某，今年17岁，目前在某中
学读初一，因为偷摩托车才被抓进来
……”

“17岁应该读高中了，你为什么
才读初一？还学人偷摩托车？”听到我
的追问，罗某某的眼泪开始在眼眶里
打转，他详细介绍了被捕的情况：由于
爱骑摩托车，罗某某和几个同学经常
借摩托车出门游玩。事发当天，有同学
发现有辆摩托车停在偏僻路段，一个
星期都没人骑。于是几个好朋友鼓动
他将摩托车骑回来，方便大家出门耍。
经过“钻研”，罗某某成功将摩托车启
动，兴奋地载着4个同学在路上骑玩，
结果被赶来的摩托车主逮个正着。其
他几个同学因未满16岁，情节轻微，
公安机关没有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只把他一个人关进了看守所。罗某某
委屈地说：“其实我真实年龄只有15
岁，只是户口本上是17岁。”

根据卷宗，罗某某仅涉嫌盗窃摩
托车，情节相对较轻，如果真实年龄和

户口本上有出入的话，很可能达不到
收押条件。当我进一步追问他为何户
口本上会登记为17岁时，罗某某却疑
虑重重，称具体原因只有他父母才清
楚，自己也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自己
只有15岁。

结束和罗某某的谈话后，我立即出
门准备和案件承办单位取得联系，要求
他们核实罗某某的真实年龄。就在出门
之际，我在看守所接待窗口遇到了两位
脸色焦急的中年夫妇。见两人和罗某某
面相神似，我主动凑上前问：“是不是找
罗某某？”中年男子看我身穿检察制服，
一把抓住我的手：“罗某某是我儿子，听
说他偷摩托车被抓进来了。我和他妈从
浙江坐了一个通宵的车才赶回来，希望
马上见孩子一面。”

关于孩子的真实年龄，孩子的父
母终于吐露了当年的情况：原来，罗某
某并不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当年为了
逃避计划生育，一家人东躲西藏才将
孩子生下来。后来听说通过虚报年龄
可以少缴罚款给孩子落户，于是罗父
在给儿子上户口的时候虚报了两岁。

我将两位家长拉到一边，详细介
绍了罗某某目前的情况。当听到孩子
如果未满16岁，可能被公安机关释放
后，罗某某父母立即表示要去派出所，
将当年虚报年龄的情况解释清楚。我
将自己的电话号码写给了罗父，并立
即给承办案件的派出所打了电话，要
求他们核查罗某某的真实年龄。

过了两天，罗父打来电话说，经公
安机关查实，罗某某年龄确实只有15
岁，不构成刑事犯罪，遂对其进行了撤
案处理。

看到团聚的一家人，我一边劝罗
某某放下包袱，好好学习，一边希望罗
父不要光顾赚钱而忽略了对孩子的陪
伴和关爱。

送走了罗某某一家人，我感慨万
千：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仔细核实其
中的证据，主动回应当事人的诉求，驻
所工作才能发挥好监督职能，维护好
当事人的权益。

□苟敬伯 高功书

像亲人般关心在押人员的检察官
□陈军 本报记者 龚俊/整理 彭宗华/口述

由上海豪颖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开
江县城普投资管理（集团公司）及四川
瑞霆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拍摄
的达州本土电影《洋媳妇的婚礼》日前
正式开机，影片全程都在开江拍摄。开
江雅韵旗袍协会的20余名旗袍佳丽受
邀参演，全力以赴支持本土电影的拍
摄。

据悉，该影片是一部农村题材轻喜
剧，由开江本土作家朱映铮女士担纲编
剧，开江雅韵旗袍协会受邀参加了此部
电影几个场景的拍摄。电影以开江县
万亩荷塘为背景，讲述了两个打工仔娶
回洋媳妇的故事，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
当代新农村的发展和变化。

“虽然只有短短几个镜头，但我们
都是第一次拍电影，又是在家门口拍
摄，生怕演砸了。”据开江雅韵旗袍协会
会长黎昌艳介绍，拍摄当天，20余名旗
袍佳丽从早上8点开始准备，一直拍到
晚上6点多钟，没有一丝懈怠，全程精
神饱满。第一场戏是在开江宝塔坝广
场开拍，旗袍佳丽教外籍演员米兰饰演
的洋媳妇玛丽桑娜中国传统旗袍文化，
穿着旗袍学如何走路、执扇、撑伞。“没
想到米兰普通话说得很好，比我们有些
当地人说得还好，交流完全无障碍，人
也聪明，一学就会。”随后一幕，来自非
洲的洋媳妇玛丽桑娜教当地大妈大爷
们跳非洲传统舞蹈。随着强劲的舞曲，
村民们跟着玛丽桑娜学得有模有样，现
场乐翻了。两场戏排演了五六遍后，随
着导演的一声“咔”，拍摄总算顺利通过
了。

“另外一场戏，是在万亩荷塘里采
莲子。4名旗袍佳丽在荷塘间采莲子，
边采边唱，其余人在田坎边采摘。”黎昌
艳告诉记者，大家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拍
戏，都没觉得是在演戏，完全是本色演
出，“非常自然”。

开江佳丽《洋媳妇的婚礼》秀旗袍
□本报记者 廖晓梅 摄影报道

与外籍演员米兰合影
学如何执扇

教跳非洲舞

穿旗袍走秀

采莲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