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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的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电
话，对方说是镇司法所的工作人员，要我去
一趟镇司法所。当时，我很纳闷：自己从不做
违法乱纪的事，司法所的人为什么找我？

到了镇司法所，一位工作人员递给我
一张表格，说：“您被随机抽选为人民陪审
员候选人，您如果愿意做人民陪审员，请
填一下这张表格。”人民陪审员，这个名字
我早有耳闻，但随机抽选人民陪审员却是
第一次听说。我又激动又惶恐，激动的是
自己有机会做人民陪审员，惶恐的是不知
道自己能不能胜任这个“职务”。工作人员
看到我吃惊的样子，笑了：“您先填好表
格，这一次有几百人被随机抽选为人民陪
审员候选人，要成为正式的人民陪审员，
还要通过审核和再一次随机抽选。”原来
如此。我填好表格，怀着期待和忐忑的心
情回了家。

大概三四个月后，我通过再一次随机
抽选，成为人民陪审员，法院领导向我颁
发了邵东人大常委会的任命书。兴奋之
余，我深深感到这样“随机”很公平。

第一次陪审，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
——洋相百出。那天早晨，我接到书记员
的电话：“申云贵陪审员，你被随机抽取参
与今天的案件审理，请九点半赶到第三审
判庭。”又是“随机”！三次“随机”，是人民
陪审员制度的精髓。我换了一件衣服，在
胸口处别上红色的“人民陪审员”徽章，走
到镜子前，左看右看。觉得徽章没别正，取
下，重新别好；可还是觉得没别正，又取
下，又重新别。如此折腾几次，总算满意
了。九点半，我准时走进第三审判庭，坐到
人民陪审员席位上，内心怦怦乱跳。随着
法官的法槌“嘭”一声落下，开庭了。期间，
法官忽然问我：“你有什么要问的吗？”我

毫无思想准备，一时有点语无伦次：“我
……什么？哦，没什么要问的。”休庭合议
时，法官又问我：“请你发表一下意见。”我
不假思索地回答：“没意见。”

第一次陪审，是陪而不审。我问其他
陪审员，他们的情况和我差不多。法院政
治部的领导发现了这个问题，马上组织大
家学习。我自己也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有关
法律知识。

有耕耘，就会有收获。通过学习和培
训，我在法庭上“渐入佳境”。那天，我参与
一个民间借贷纠纷的审理。案件并不复杂，
原告借了一万元给被告的妻子，写了借条，
后来被告的妻子离家出走，人不见了，钱也
不还了。于是，原告就起诉被告，要他偿还
借款。我听了双方的辩论，又仔细看完相关
证据，发现了问题，经法官同意，向原告发
问：“原告，我问你两个问题：一、写借条时
被告在不在现场？二、借条上的姓名是不是
原告亲自写的？”原告回答：“写借条时被告
不在现场，借条上的姓名是被告的妻子写
的。”我说：“好，我的问题问完了。”法官向
我投以赞许的目光，并马上对书记员说：

“陪审员的提问很重要，记录下来。”这次陪
审，让我很有成就感。从此后，我每次陪审
都会仔细看诉讼材料，主动发问，在“鸡蛋
里挑骨头”。但有时，也会挑错“骨头”。

那次，还是审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
案子的大概情况是：小陈和丈夫因开超市
向朋友小李借了三万元钱，后来超市倒
闭，小陈也和丈夫离了婚，离婚协议上注
明以前夫妻俩所欠的债全部由男方偿还。
小李向法院起诉，要求小陈夫妻俩偿还借
她的三万元钱。休庭合议时，法官支持小
李的诉讼请求。我很不解，问法官：“人家
的离婚协议上明明白白写了以前夫妻俩

所欠的债全部由男方偿还，为什么还要小
陈还钱？”法官说：“离婚协议不可对抗第
三人债权。小陈夫妻俩的离婚协议里对偿
还债务虽有约定，但这个约定是无效的。”
我恍然大悟！能学到这样的知识，是当人
民陪审员的“福利”。

都说诉讼无情，其实，“无情”的诉讼也
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时候。有一次，我参
与审理一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法庭
上，原告和被告各执一词，争论非常激烈。
法官慎重起见，决定先中止审理，实地调查
后再开庭。恰好，原告和被告所在的村离我
老家不远，我决定去了解一下情况。我到了
那个村，找到原告和被告，拉着他们来到那
丘有争议的田边，坐在田埂上，聊起了家
常。他们把这丘田的前世今生和纠纷的来
龙去脉说了一遍，我把自己知道的法规政
策和盘托出。他们想说的说了，该知道的也
知道了，讨论了一会，衡量了一番，最终决
定握手言和。回家的时候，原告握着我的
手，说：“你们陪审员参加打官司，我们放
心，也更加安心。通过你们，我们能了解法
律知识，还能了解法院的情况，消除了很多
误解。这制度好，是了不起的成就！”

光阴荏苒，转眼，我也当了几年陪审
员。期间，我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也目睹
了法院工作取得的有口皆碑的成就。

“平出于公，公出于道。”司法最靓丽
的一面就是公平公正，而道义是法律的基
础。人民陪审员制度，让普通老百姓参与
审判，体现了司法民主，体现了司法公正，
也使“道义更相亲”。法制健全，则国强，则
民安。作为一名人民陪审员，我会把那架
寓意公平和正义的天平珍藏在心中，忠于
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

（申云贵，邵东市作协会员）

樟树垅茶座

我 是 人 民 陪 审 员
申云贵

星星

夜空也害怕孤独
为了寻找伙伴
天上有了星河

路灯

回家的路很远
每逢岔路口
总有一盏明亮的灯

住所

城里的房子
犹如乡下留守的老人
白天数着日子，夜里等着人归

距离

万物之间
有些距离能看到，因为远
有些看不见，因为近
（梁厚连，任职于绥宁县人武部）

存在的意义（组诗）

梁厚连

我们是新时代少年
在阳光下出生
在春风里成长
我们青春洋溢，意气风发
我们追随正义，沐浴霞光

百年前的南湖中央
一艘游船辟开了巨浪
漫长的黑夜升起太阳
历经苦难的民族有了前进的方向

征战的号角高吭嘹亮
苏醒的巨龙傲立东方
……
身边的人们在幸福中徜徉
神州大地处处旧貌换新妆
改革开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一次又一次写下神奇的篇章
抗击疫情、抢险救灾、扶危济困
一回又一回注入无穷的力量
宽敞明亮的教室，春风欢畅
我们沉浸在知识的海洋
学习，学习，再学习
挺立起祖国未来的脊梁

祖国母亲的怀抱温馨满腔
春风里的少年把未来畅想
神秘未知的远方
也许要遭遇狂风暴雪
也许要攀登险峰危崖

我们不惧狂风恶浪
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方向
展开腾飞的翅膀
一路高歌猛进，一路激情昂扬
春天鲜花开放，秋天硕果飘香
春风里的少年，用党的二十大精神

指引方向
用汗水，迎来最绚丽的景象
用勤奋，写下对未来的希望

我们一起，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
方向

写下最灿烂的辉煌
我们一起，迎着太阳
写下最灿烂的辉煌

（李红霞，湖南省诗歌学会会员、
邵东市诗歌学会副会长）

春 风 少 年（朗诵诗）

李红霞

到了小年，年味渐渐浓
了。看到大街小巷来去匆匆的
行人，我思绪万千，情不自禁地
想起了童年时代过年的情景。

儿时的记忆中，我和小伙
伴们最盼望的日子是过年。每
到放了寒假，大家就聚在一起
弯着手指头，计算着还要多少
天才过年。不管晴天还是雨雪
天，过年都是个好日子。因为
过年，小孩子的许多美好愿
望，大都能够实现。

过年可以吃到许多平时
吃不到的美食，除了鸡鸭鱼
肉，还有瓜子花生糖果等零
食。在那清汤寡水的年月，饱
吃一餐油汪汪的肉食，绝对是
最美的享受。过年时，戴上新帽
子，穿上新衣服，换上新鞋袜，
孩子们从头到脚，焕然一新。这
簇新的行头，一年也就这么一
次。穿得花花绿绿的孩子们，欢
天喜地大呼小叫放着鞭炮，蹦
蹦跳跳挨家挨户去拜年，那是
最快乐的时光。从大人手中接
过用红纸包着的红包，心儿总
是怦怦跳个不停。那几角几分
钱崭新的票子，就是一年的零
花钱。有时年景好，红包里会有
一元两元的大票子。把它揣在
贴身的衣袋里，捂得热乎乎的，
不时掏出来看看，用冻红的小
手轻轻揉揉，纸币会发出动听
的脆响。如果是领到了一元两
元的大票子，夜里在睡梦中，
也会笑醒。

每当临近过年，父母的
脸上常常添了愁云。为了满
足孩子们的梦想，他们总是
要想尽千方百计。那时做新
衣服，要去供销社买布匹，没
有布票是不行的。记得有一
年，母亲生了场大病，住进了
镇里医院。为了筹钱交住院
费，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
还是不够。父亲一狠心，把全

家过年买布做衣服的布票也
卖了换成钱。到了过年时，父
亲把我和弟弟、妹妹喊拢，说
你妈生了病，布票换钱住院
了，今年过年，新衣服就算
了，“闰”一年吧！明年手头宽
裕了，一定补上。我们低着
头，不说话，妹妹的眼泪直
流，不敢哭出声来。

那时，我家人口多，母亲
常常生病，生产队的工出得
少，只有父亲一个全劳动力，
我为生产队放牛、扯牛草挣不
了几个工分。每到年末生产队
决算时，我家欠工分钱多，那
些折算成工分钱的粮食、大
豆、花生、芝麻、香油、肉等过
年物资，就不能全部领回去。
我眼巴巴地看着该分给我家
的那些过年物资，一样一样过
秤，按斤两折算成钱，抵扣所
欠工分钱。父亲是生产队的会
计，等大家欢天喜地挑着过年
物资走了，他才用箩筐挑着物
资回家。我跟在后面，默默地
走。到了家里，母亲接过少得
可怜的过年物资，把它锁到家
里的木仓里。父亲敲了敲木仓
的板壁，叹息着说，哪一天，我
家这个仓能装满，就有好日子
过了。

一晃数十年过去了，母亲
因病没等到过上好日子，在我
上大学前撒手人寰，父亲却看
到了吃穿不愁的新时代。每当
我把他接到县城来过年时，他
总是唠叨，说你娘要是能过上
一些这样的日子就好了。

父亲离去后，转眼我也成
了爷爷。女儿在长沙当医生，脱
不开身，不时打电话，催问我几
时放假，哪天过去。她说快过年
了，孙女孙子想爷爷了哩！

快过年了，全家团圆，年
味才会更浓。
（张声仁，洞口县文联主席）

乡土视野

愁盼之间的年味
张声仁

腊八一过，离年的脚步就
越来越近了。

我的父亲是一名退休工
人，母亲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农
民。早几年，我在城里买了房，
曾多次劝父母亲搬过来和我
们一起住，但他们总是说不习
惯，至今还都住在农村乡下老
屋里。

年是年年过，但忙年，对
于父母来说，其实早在每年的
初冬就开始了。母亲种在老屋
旁边菜地里的各种应季蔬菜
丰收了。父亲将各类绿叶蔬菜
收割回家，除去烂叶，洗干净
后，就交给母亲。母亲将其制
成了各种酸菜，因为母亲知道
我最爱吃酸菜蒸肉。母亲做的
酸菜蒸肉，特别香，特别可口，
特别下饭。

村里有杀猪的，得到信
息，父亲总是早早地赶到，挑
些新鲜的猪肉买回来。父亲还
会去菜市场买些鸡鸭鱼回来。
看到父亲带回的“原料”，能干
的母亲就会将其先腌成腊味。
每当我去父母那儿，看到屋前
挂的各种腊味，在冬日阳光的
照耀下，总是显得油光油光
的，令人口馋!

趁着年前的好天气，父母
亲会在家搞一次大扫除，将屋
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母亲
还有一项大清洗的家务，就是
把家里的被单被套等一一清
洗，把棉被等拿到太阳底下晾

晒。父亲自退休以后，爱上了
书法。每到年前，父亲总是郑
重地拿出红纸，写各种内容的
春联，还写各种字体的福字。

到了除夕，就是母亲最忙
碌的一天，因为要准备一桌丰
盛的年夜饭。除夕夜，我们一
家人围坐在桌旁品尝母亲的
手艺，内心是家的温暖以及浓
浓的亲情。

曾有多次，我看父母年纪
大了，过年之前忙活也辛苦，
就劝父母：“过年之前不要那
么忙，吃的腊肉腊鱼可以买现
成的，贴的春联也可以买现成
的，搞卫生可以请家政公司
……”父母亲总是说：“不累，
我们习惯了，这忙起来，才叫
年。自己做的腊味吃起来放
心，又特别香。自己写春联有
劲，才能真正体会到年的味道
……”

是啊！父母忙碌了大半
生，他们忙，是想忙出年味，忙
出家的温暖，忙出幸福的日
子。

我想，对于国人来说，忙
年其实是一种传承、一种情
怀、一种寄托。无论时代如何
变迁发展，过年的方式如何变
化，忙年对于老百姓来说，是
一种朴素的劳动情怀，因为人
们坚信美好生活是奋斗出来
的……

（魏亮，湖南省散文学会
会员）

精神家园

忙年的幸福时光
魏亮

湘西南诗会

冬晨

张永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