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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陆仲轩）1月8日上午，六安市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市行政
中心大会堂举行，市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胡
志刚代表市法院向大会报告工作，报告赢得
了代表和委员们的阵阵掌声。

2 0 1 9年，全市法院在市委坚强领导、
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监督，市政府、市政
协大力支持和上级法院有力指导下，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
标，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职责，创新发展提质
效，奋发有为争一流，各项工作再上新台
阶。全年依法受理各类案件68456件，审结
66 7 8 2件，受理、审结数均突破6万件，同比

分别上升15 . 36%、16 . 63%，全市法院结案率
达97 . 55%。

报告从四个方面回顾 2 0 1 9年的工作，
一是讲担当有作为，坚持服务发展大局；
二是讲初心担使命，努力践行司法为民；
三是讲创新求高效，积极推进改革发展；
四是讲忠诚强底气，不断夯实队伍根基。
报告强调，2020年，全市法院将紧扣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紧贴高质量发展
大局，切实加大执法办案力度，持续深入
开展争创一流活动，为六安高质量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做到在
政治建设上有更高站位，在服务大局上有
更大作为，在司法为民上有更实举措，在
改革创新上有更大突破，在队伍建设上有
更严要求。

市法院工作报告获代表委员点赞

近日，市法院
迎 来 一 群“ 小 客
人”——— 来自霍邱
县4所学校的40多名
留守儿童。他们参
观了诉讼服务中
心、审判综合楼及
文化长廊，并在法
官指导下，开展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
“模拟法庭”庭审活
动。
此次活动是团

市委“青春扶贫1+2”
行动——— 情暖童心

留守儿童研学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这种方式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一颗法律的种子，增
强他们学法、尊法、守法的意识。 张悦 汪坤 图/文

舒城讯（潘孝娟）
1 月2日下午，舒城县法院
召开审判辅助人员工作会
议，试行审判辅助人员
“驻庭+统管”的工作模
式。

为进一步优化审判资
源配备，提高审判质量和
效率，舒城县法院选择在
民商事审判、行政审判岗
位探索试行审判辅助性事
务集约化管理。按照岗位
需求，留一部分辅助人员
在庭，从事法官助理工
作，辅助员额法官办案，
同时，集中统管一部分辅
助人员，专门从事书记员
工作，担任庭审记录，以
此提高工作效率，做到快
办案、多办案、办好案。

试行审判辅助人 员
“驻庭+统管”的工作模
式，是舒城县人民法院在
深入推进司法改革进程中，进一步提高审判质
效，缓解“案多人少”矛盾，提升人民群众的司
法获得感与满意度的一项创新举措。

舒
城
试
行
审
判
辅
助
人
员

﹃
驻
庭+

统
管
﹄模
式

本报讯（傅绪辉 记者 储勇）近日，裕安
区法院执行标的款账户到账54万元，这意味着两
起民间借贷纠纷顺利执结，承办法官五次赶赴合
肥，不畏困难、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

陈某因在外承包工程需要资金周转，分别向
陈某林、陈某梅借款共计50万元，后因陈某多年
未还款，陈某林、陈某梅先后分别向裕安区法院
提起诉讼。经判决，被告陈某应偿还陈某林、陈
某梅借款本金合计50万元及相应利息款。

在两案件执行程序中，执行法官两次前往合
肥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陈某的房屋。为推动案件

进展，执行法官带着两种执行方案再度赶往合
肥。如果劝服陈某自行出售房屋，将提高执行效
率节省司法资源；如果陈某抗拒执行，则需要为
下一步评估拍卖房屋、强制搬迁房屋做好准备工
作，调查陈某房屋装修、租赁、房屋常住人员、
房屋抵押等信息。经过细心普法耐心劝说，陈某
终于承诺自行将房屋出售以偿还债务。

在此基础上，执行法官又先后两次奔赴合肥
前往房屋买卖中介机构和合肥不动产登记管理中
心，做好解除查封、房屋过户、扣划卖房款工
作，确保卖房款进入法院执行标的款账户。

金寨讯（刘 颖）2019年12月24日晚上21点
50分，在金寨县法院执行局的微信群中，弹出这
样一条消息“已送拘，无意外，归程中！”这短
短的九个字，是该院干警以只争朝夕、不分昼夜
的状态，推进执行工作的缩影。

申请执行人胡某与被执行人王某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在执行过程中，王某始终未能履行还款义务。
2019年12月24日晚19时，执行局负责人陈波接到胡
某电话，称其发现王某回到家中。陈波立即组织5名
执行干警，准备对王某采取司法拘留措施。敲开王某
家的大门后，王某的父母正在吃饭，在执行干警的询
问下，其父母多次表示王某不在家。在执行干警的要

求下，王某母亲拨打了王某的电话但无人接通。王某
家共有三个房间，干警们一一敲开了关闭的房门。第
一、二个房间均无人居住，当敲开第三个房间时，发
现了王某的妻子。面对干警们的询问其闪烁其词，凭
借多年的执行经验，陈波断定王某躲在这间房内。果
不其然，在房门后发现了王某。干警们随即连夜带王
某体检并送至六安市拘留所拘留。

“江淮风暴”执行攻坚战开展以来，该院执行干警
及相关保障人员全身心投入执行工作中，破除常规工
作时间思维，放弃休息时间，不分昼夜，不问晴雨，“努
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是他们的初心使命，也是他们的奋斗目标。

本报讯（田成俊）2019年12月31日上午8时，叶
集区法院“江淮风暴”冬季行动之强制腾房集中行
动正式打响，全体执行干警来到叶集某工艺品厂，
对该厂厂房及土地进行强制腾空。

据悉，叶集某工艺品厂厂房及土地共计3万余
平方米，因拖欠叶集农村商业银行贷款被法院强制
拍卖。拍卖成交后，执行干警多次张贴公告要求房
主和租户搬离，房主和租户均拒绝搬离。

行动当天，该院邀请了两名区人大代表、两名区政
协委员和10名叶集区公安分局的干警。在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见证下，在公安干警配合下，执行干警对叶集某
工艺品厂逐间进行强制腾空。在强大的执行威慑力下，
房主和租户纷纷配合法院，清点物品、搬离厂房。

下午14时，强制腾房行动结束后，执行干警对
未结案件逐户摸排，分别来到平岗乡五里桥村、洪
集镇唐畈村、三元镇王店村，寻找被执行人胡某某、
被执行人周某某和被执行人杨某某。15时20分，在
三元镇王店村某小超市内找到被执行人杨某某，立
即将其拘传回法院。因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生效
裁判，执行干警将杨某某送进六安市拘留所。

本报讯（田源 朱传忠）近日，申请人何某
来到金安区人民法院，将一面印有“执法为民献
爱心 公正廉洁好法官”的锦旗赠送到该院马继
高法官手中，以表达案款执行到位后的感激之
情。

据悉，申请人何某是一名农民工，因受伤与
安徽某建筑劳务公司发生劳动争议，后双方达成
调解协议，滁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
仲裁调解书。仲裁调解书生效后，被执行人安徽
某建筑劳务公司未履行仲裁调解书上确定的义
务，申请人何某向金安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执行阶段，马继高法官依法向被执行人安
徽某建筑劳务公司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等法律文书，并通过网络查控对该公司的银行
存款、股票、证券、车辆以及房产土地进行调
查，但没有查询到可供执行的财产。后法官依法
将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和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并多次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联系、沟
通，向其说明不履行义务以及发布失信的后果，
敦促其尽快履行义务。在执行压力之下，被执行
人安徽某建筑有限公司履行了全部8万元执行款，
案件成功执行完毕。

倾力执行护权益
农民工送锦旗致谢

本报讯（周娟 记者 储勇）近日，霍
山县人民法院执结一起劳动争议案件，申
请人祝某在两天之内拿到了包括一次性
伤残补助金、社会保险补贴、工资等在内
的各项赔偿款共计17万余元。

申请人祝某受雇被执行人某涵管公
司，2018年3月，在工作中不慎被砸伤。
2 0 1 9年 1 1月，祝某向法院提起赔偿诉
讼。审理中，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该公

司须于2019年12月15日前付清上述全部赔
偿款。因该公司到期未履行义务，2019年
12月19日，申请人申请强制执行。

接到案件后，承办法官立即联系被
执行人，向其说明年底法院对涉农民工
案件的执行力度，并告知其拖延履行的
法律后果。被执行人在承办法官法理、
情理兼顾的攻势下，于次日主动将执行
款交清，案件执结。

裕安区法院：五赴省城执结两案

叶集区法院：强制腾退厂房

金寨县法院：干警夜擒“老赖”
霍山县法院：快速执结工伤赔偿案

初秋的一个午后，阳光还是那么灼灼逼
人。我和几位农友闲聚在村口的老杨树下拉
呱，忽然听到公路上传来一阵阵久违的吆喝
声：“磨剪子嘞——— 戗菜刀——— ”声音由远而
近。

路边居住的蔡大嫂闻声后，匆匆忙忙从
家里跑出来，高音大嗓地答话道：“老师傅，磨
一把菜刀多少钱？”

“五块钱一把，美女有菜刀要磨吗？”
“太贵了吧，我家有两把菜刀和一把剪子

要磨，一共给你十块钱行吗？”
“中，拿来吧。”一位头戴旧草帽，上身穿

着老头衫，肩上搭着一条湿毛巾，下身穿着黑
色大裆裤的老汉，推着破旧的自行车……带
着尘土，带着沧桑，带着岁月的故事，慢慢腾
腾地向树荫下走来。

老汉接到了生意，很高兴地对着我们乐
呵呵地说：“乡贤们相叙在这块风水宝地，俺
粗人也过来沾沾福气。”他停好自行车，放好
绑扎着磨刀石的长条凳，骑马似的跨坐在板
凳中间。板凳两侧一边吊着一个盛水的油漆
桶，一边挂着个粗布工具包，老汉俯下身子摸
出砂轮，口中念念有词地开启了工作模式。

老汉年纪大了，满脸皱纹，头发和胡须也
都白了，但是看上去却精神矍铄，干净利落。
他一边打磨着菜刀，一边讲着他年轻时代磨

刀的故事来打磨着时间，让等候磨刀的人不
感到寂寞。

聊得最多的话题，还是他这门手艺，这门
后继无人、就要失传的老手艺。他说：“没有人
愿意干 ，这是腌 人干的活儿。”

不一会儿，陆陆续续从村庄里走出来几
个大婶，都拿了剪刀或菜刀出来，围着老汉讨
价还价，而后，一个个成交。

此时，我想到自己家里也有两把不锈钢
旧菜刀，已停用很久了，扔了怪可惜的，于是，
我抽身回家把它们找出来，也交给了老汉打
磨。

人越聚越多，有人开始东一句西一句地找
话题和磨刀老汉搭腔，问他：“家里有什么亲
人，过得怎么样？孩子们有继承这手艺的吗？”

老汉说：“孩子们过得都挺好，家家都住

着楼房，吃喝不愁。这个腌 手艺，只能混个
油盐钱，谁愿意学呀，他们都外出打工挣大钱
去啰。”

有人说：“你的孩子都有出息了，你这把
年纪了，不在家享清福，还出来干这活？”

老汉说：“闲着容易得病。老天爷给我个
好身体就是让我干活的。我从小跟随父亲学
了这门手艺，至今干了近六十年了，养活了一
大家子人。我父亲活到九十九岁去世的，我若
能赶上父亲寿数，还有几年好活头呢！”

老汉说着话，也不耽误磨刀。洒水，打磨，
校正……一连串的工序完成后，他拿着磨好
的剪刀，把刀锋对着自己的眼睛，左右端详了
一下，用右拇指一刮，用嘴一吹，再取出布条，
从中咔嚓一剪下去，干脆利落，而后，他拖着
长长的语音说：“好嘞——— 拿回去用吧。”伸手

把剪刀递给了蔡嫂。
老汉又开始接了第二份生意，话茬又接

着聊起了自己，聊着他这门手艺，怎样地养大
了六个孩子。他充满激情地说，“这人呐，在哪
都别好吃懒做和想着去占人家的便宜，靠手
艺混饭吃的人是不会挨饿的。我现在都七十
多岁了，一天也能挣个三十并五十的小钱，不
花孩子们的钱也能养老，心里踏实……”

老汉絮絮叨叨地磨了一把又一把，五块、
十块地把零钱塞进了腰包，十来把剪刀，费了
近两个钟头的功夫，才全部磨好。他收拾起板
凳，推起自行车继续赶路。乡村公路上又响起
了一连串的吆喝声：“磨剪子嘞——— 戗菜
刀——— ”

清亮的嗓音，打破了乡村的宁静，穿透了
岁月的时空，久久在我耳边回荡……这声音
好像歌手刘欢在舞台上放歌，在尽情地演唱
着《磨刀老头》这首动人的歌：
“虽然你们有点儿看不起我
可是你们自己也不知忙些什么
……
不管生活变化怎么多
你的剪子菜刀还得磨
别看我已经有六十多
我还必须每天去吆喝……”
声音由强变弱，人影渐行渐远！

时光的列车总是呼啸着疾驰
向前。2 0 1 9只是其中的一个小
站。

驻足站前，你会发现，我们给
年华以浅浅的堆积，岁月又会深
深地回赠给我们，安静和丰盈。

一辆车驶过，乘客有上有下，
井然有序。人们匆匆而过，一辆车
行驶过来，有离开，接着又是下一
辆。上上下下，一次次循环，虽然
人不同，做的样子却如此的相似。
悲伤，欢喜，焦急，踟蹰，人间的故
事充盈着这里。

在这里我曾亲自送儿子去远
方求知。见到他离别时的不舍，从
青涩到成熟，从男孩到男人的蜕
变。

从这里，我携妻第一次远行。
我们迷惘在都市繁华里，迷恋在
无边美景中。我们攀登高峰，也曾
迷失方向，于歧路徘徊。当夕阳西
下，我们相携从顶峰返回，一程疲惫，一身轻松。

在这里，我接收到侄儿考入理想大学，外甥女保送
心目中的优高的讯息。在这里，我见到鳏居父亲组成新
家，焕发青春。从不做家务的他，正忙着腌渍咸鸡咸鸭、
咸鱼腊肉等。看着挂满稻场的腊货在冬阳中流油，飘香，
家的欢腾从心底油然升起。父亲乐呵呵说:“过年都回来
哈……”

从这里，我去为六十出头的二伯奔丧，为五十挂零
和蔼可亲的老邻居阖然长逝痛惜，更为不惑之年就抛弃
苦难尚未留下一子半女独赴极乐的同窗哀嚎……有时
一捋被风撩起的白发，一个身材矮小酷似母亲身影，都
让我怔在原地，泪水涟涟，在匆匆岁月里，已成遗憾永
远。

渐渐明白，生活是要脚踏实地地走，而不是踮起脚
尖去够。人生是一场有来无往的列车，在我们路过的每
个站点中总会有一些我们忘不掉的人和事。有些是用来
怀念的。

小站小而平凡，是众多站点中的一站。平时冷冷清
清，一到冬腊月变得热闹起来。迎来送往的热情将小站
煮得沸腾。小站用它的温情拍打着你一路走来的风尘：
或心花怒放，或会心一笑，或潸然落泪，或伸手欲捉却惘
然。我沉醉于日子芬芳里，匆匆每一天，终一年。站立于
时光列车上，一路疾驰，一路风景，无论多少遗憾，多少
开心，幸也好，不幸也罢。

岁月静好。
2019这一站的温暖，供养着最简单的快乐。

1974年春，我
初中毕业回到家
乡，那时上高中不
像现在凭文化考
试，只要你家中有
当公社领导的，或
学校校长、班主任
是你的抵实亲戚，
能请起客，成绩再
差也可念高中。我因上述条件无一能
占上，只能回乡。

十几岁的我回到家乡，干什么呢？
目睹的是乡亲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无
休止的劳作，得到的却是一天几角钱
的收入。父亲让我参加集体劳动，记得
第一次与妇女们下地割麦，因我年小
不能与男劳力一道干活。我割的麦趟
较窄，那是婶子、大娘有意给我留下
的，就那样我也跟不上她们，两趟下
来，坚硬的镰刀把把我笨拙的右手中
指磨掉一大块皮，血不停地往外流，我
咬着牙偷着将那块皮扯平贴在原处，
用手帕包好，虽钻心的痛，但我没叫一
声苦。我知道，此刻叫苦是没用的，在
困境中能救自己的还是自己，我坚持
下来了。下午换了工种，我的手也渐渐
好了。

在农村参加劳动需早出晚归，清
晨随着队长的一声吆喝，男女老少
从各家操起当天农活需要的农具
向目的地走去。干着活能有很多趣
闻：谁家谁家的一头猪卖了一百多
元，娶儿媳还要借账呢；谁家谁家
的女儿因不满父母的包办婚姻与
心上人私奔了；罗成本该活到七十
三岁，因十字路口劫花轿、黄泥岗
上活葬母，只活到二十三岁；还有
刘、关、张结义；姜子牙封神……等

等。我在人群中听
着，越听越想听，越
听越有趣，不知不
觉中劳累的半天过
去了。

那时我最怕的
是 中 午 队 长 的 哨
音 ，吃罢 午 饭 ，劳
累 了 半 天 的 我 觉

得浑身散了架似的，刚躺在床上队长
的哨音响了，我无奈地拿起农具向工
地走，我不知我们的队长哪来那么大
精神。半年后我因表现较好被乡亲们
推荐为生产队记工员、会计，一个几
百口人的生产队虽然记工员、会计工
作很多，但我 仍坚持与乡亲 们多劳
动，把要做的业务尽量放在晚上。那
时会计的会较多，会余我仍坚持下地
干活，总觉得与乡亲 们 在 一 起 才 踏
实。

五年后我考上了民办教师，又几年
后我转正了，走上讲台的我，不忘教育
学生：要好好读书，赶上这个好时代，
不辜负党恩、国恩才是。

而今我已退休在家，每每忆及回
乡的日子，告诫子孙们要努力工作、
学习，不怕吃苦，吃苦也是人生的一
份财富。

磨 刀 老 汉
史云喜

小
站
记
忆

孙

军

回 乡
曹文花

小时候，总是听到老人们哄小孩子：
“小孩小孩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小孩
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过年。”确实，腊八
一过，小年大年就接踵而至。

小年的时间并不统一。不但有地域差
别，也有行业差别。有“官三民四船五”的说
法，在我们家乡叶集，还有“庄稼三买卖四”
的说法。就是说，兴田种地的农民是腊月二
十三过小年，而做生意的买卖人是腊月二十四过小
年。近些年，也有很多家庭根据家庭成员的情况，灵活
安排过小年的时间。比如说，家里有孩子在外面生活
或居住，如果二十三回来了，那就二十三过小年；如果
要腊月二十四才能回来，那就二十四过小年。还有一
些家庭，因为都是独生子女，腊月二十三在婆家过，二
十四就回娘家过。

范成大有诗云：“古傅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
言事。”小年是民间祭灶的日子。传说，玉皇大帝在每

家派驻一位灶神，以监督考察这家一年中的所作所
为，到了腊月二十三这一天，灶神要上天向玉皇大帝
述职，玉皇大帝根据表现来决定下一年对这家是奖
励还是处罚，第二年新年，灶神再回来继续监督这家
的作为。

小时候，我们吃不饱肚子，瓜果成熟的季节，我们
总想出去采摘一点充饥。妈妈就会告诫我们说：“你们
千万不能动出去偷瓜果的念头，我们虽然穷，但饿死
不做贼。再说，你们做了不好的事情，灶老爷也会知道

的。如果他上天告诉了玉皇大帝，来年我们家
的生活就更苦了。”

“祭灶”，要有祭品和香火，这些事情通常都
是家长的任务。他们祈求灶神“上天言好事，下
界保平安”，既是对灶神的良好祈盼，也是对家
人的有效约束。因为只有一年来家人都积极上
进，灶神“上天”才能“言好事”，否则，“上天”就会
降下责罚，让未来的一年更加难熬。

现在想想，所谓家家都有灶神，而且灶神要监督
每家人的所作所为，上天还要奖优罚劣，这或许是我
们的祖先为了教育家人和子女克勤克俭、严于律己所
树立的一个道德标杆吧？

如今，人们的生活好了，祭灶的习俗也没有过去
那么认真了。这既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也体现了道德
的松弛。不管什么年代，祖训不可忘，为人根本不能
丢。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需要我们代代相传的。小
年大年，起码的仪式感，还是要有的。

小年与祭灶
李成林

汪

诚

摄

夕夕阳阳佳佳苑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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