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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檬树和“打工的老头”

走到硬卧车厢，一棵用塑料膜和胶带缠好的

树苗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这是柠檬树苗，我们老家阜阳不适合种柠

檬，这次想带一棵回去，给孩子泡水喝。”在温州打

工的李影说。

“你能想到的肯定早就有人做了，就是种不活

的。”上铺李影的老公泼了盆冷水，不过这棵树还

是他扛上来的。

李影的公公老王坐在对面小心地摸了摸树

叶。1997年，他从安徽阜阳到温州开始了“城市

梦”，在厂里做吹膜，一做就做到了现在。

那时候，在城市里站住脚的他，也算是村里的

一列“T字头”特快列车。“每年回去一次，大包小包

往家带。当时没买过硬卧，十多个小时都坐着，运

气不好的话只能站着。”彼时的绿皮火车没有空

调，老王曾经抱着儿子坐过，人挤得密不透风，开

窗透气却把儿子冻感冒了。

而现在的绿皮火车，不仅有软硬卧可以选择，

还有了空调，“冻感冒的事情我再也没碰到过。”老

王笑着说。

二十年后，同在温州打工的他和儿子儿媳一

起回家过年，“高铁票回去要460元，火车票只要

200多元。”李影算了笔账，果断选择绿皮火车。

李影老家还有正在读书的孩子，钱得省下来

给孩子报兴趣班，“几个孩子加起来，费用要两三

万元。”

这个家庭希望自己的下一代，成为更强劲的

“动车”。

和他们告别时，老王热情地拿出了准备带回家

的温州特产小黄鱼，想跟记者分享，记者连连拒绝。

在众多低头刷手机的乘客中，一名安静看书

的中年男人很是特别。

“别采访我，我已经老了。现在是年轻人的时

代，我们就像落下的夕阳。”记者的“软磨硬泡”下，他

终于打开话匣，“我是农村出来的，没念过书，却喜欢

看书。从杭州到淮南，火车开得慢，正好用来看书。”

“怎么称呼您？”

“叫我‘打工的老头’吧。”

“打工的老头”把生存和诗与远方串了起来。

而在两节车厢连接处，没有买到坐票的庞爷

爷席地而坐，65岁的他在杭州萧山打工，是一名环

卫工人。他的梦想是给孙子买新衣服，“睡一觉就

到家了，到家就买”。

火车继续前进，发出隆隆声，仿佛是父辈们关

于生活和梦想的伴奏。

等坐回餐车，记者已出了一身汗。沈浩仍在

巡车，而张智鹏第二天将坐上去广州的火车，再回

来就得一周后了。

中午11点52分，K1050准时到达安徽芜湖

站。记者走下火车，狠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连伟丹 刘立伟 实习生 俞欣可

“各位漂泊在外的被执行人：你有多

久没有回家了？……作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你应该也晓得，在家乡有很多人在盼

着你回来：有当时好心接济你的亲戚，有

帮你周转资金的朋友，有信赖你的生意

伙伴……也有盼你早日履行的执行法官

……最关键的，还有日夜思你念你的家

人……”这是象山法院执行法官写给失

信被执行人的一封信。

春节临近，台州、象山等地法院纷纷

以写信的方式，向被执行人发出敦促自

动履行的强烈信号。

“法官，我要支付执行款！”2月5日

早上8点，临海法院执行干警汪圳洲刚

到办公室，就接到了被执行人陈某的电

话。汪圳洲迅速联系申请执行人汤某发

放执行款，“年前能收到钱真是太好了，

我在贵州老家也能安心过个好年。”汤某

兴奋地说。

陈某经营的公司是汤某的老东家，

汤某因工资问题提起劳动仲裁，但临近

年关，钱还是没拿到，汤某向临海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2月4日立春，陈某路过附

近的村文化礼堂，无意中看到橱窗中张

贴的《致被执行人的一封信》，“郑重提醒

你，如存在规避执行、逃避执行、抗拒执

行等行为，你将面临：财产强执、信誉‘拉

黑’、寸步难行、形象受损、事业受阻、司

法拘留、判刑‘坐牢’……”了解到拒不履

行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的严重后果，陈某

赶紧给执行法官打去电话。

记者了解到，近期，台州10家法院

陆续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向

被执行人发出《致被执行人的一封信》，

着力对涉企、涉民生案件开展集中执

行，聚焦急难愁盼，吹响助企纾困保民

生“春雷”集中执行行动冲锋号。在这

封信中，法院不仅强调了拒执可能带来

的各种后果，同时也告诫被执行人的亲

属、朋友，如果帮助转移、隐匿财产，规

避、逃避、抗拒执行的，被执行人和提供

帮助的案外人都将受到民事处罚甚至

刑事制裁。

象山法院还在信中对被执行人说了

几句心里话，“这个世界很大，大到你可

以暂时逃避你要承担的义务，但这不代

表你永远可以躲下去。不管何时、不管

多远，你都要随时做好被法官‘请’到法

院的思想准备。”“去年一年，象山法院共

对189人采取了拘留措施，对51名自作

聪明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的被执行人采

取了以拒执犯罪移送公安机关的措施。

今年农历腊月以来，象山法院已拘传被

执行人115名。”

回家过年，也别忘了诚信履行。春

节将近，浙江法院将继续加大执行力度，

以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打击拒执行为，同

时也提醒被执行人及时主动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所有义务，诚信过大年。

近日，在义乌市国际

博览中心酒店，2700多名

留守当地过年的环卫工人

欢聚一堂，共享由爱心人

士为他们烹制的“慈善年

夜饭”。这也是举办了十

一届以来，参与的环卫工

人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

一场年夜饭。

龚献明 摄

通讯员 陆晓芬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本报讯 2月6日，湖州公安召开新

闻发布会，“惠民惠企十大行动”如约而

至。记者得知，这是湖州公安连续15

年发布“惠民惠企十大行动”。当地公

安始终把年度惠民惠企项目交由群众

提、群众选、群众定，推动“惠民惠企十

大行动”走深走实。

细读今年的“惠民惠企十大行动”，

从走失人员快找回、高速公路重点区域

道路“亮灯”、“舌尖安全”守护，到“最有

感”护企安商行动、“e企安”再深化等，

桩桩件件都凝聚着群众对高品质美好

生活和高质量发展的追求。去年10

月，湖州公安专门组织开展项目征集及

票选工作，两个多月共收集到建议项目

82类 172小项，总数同比上升5.5%。

经征询多方意见后，汇总出备选项目

15类34小项。今年中国人民警察节前

夕，湖州公安线上通过官方微信、微博、

抖音等新媒体，积极发动广大网友投

票；线下发动群众投票，经过8天的社

会面公开票选，累计有6.03余万群众参

与票选，总投票数达92.03余万票。最

终，根据投票和征询意见情况，确定了

2024年“惠民惠企十大行动”项目10

大项28小项。

惠民惠企，重在办事，成于务实。

翻看去年的“成绩报告单”，“一窗通

拍、全域应用”民生实事项目实现全域

落地，一张小照片一拍搞定，每年可帮

群众节省400万元；实现一村一警，建

成300个智安乡村建设，可及时预警

处置各类险情隐患，家门口有了安全

防护网；推进“11087”网上服务专区

工作，提供在线服务1000余次，企业

的“急难愁盼”24 小时有人应答、解

决。

本报记者 肖春霞 通讯员 傅国建

本报讯 婺剧素有“中国戏曲音乐

宝库”的美誉，是金华市最具代表性的

文化品牌、最具标志性的文化形象。

日前，金华市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满票

通过《金华市婺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将提请省人大常

委会批准。这是金华率先在全省开展

戏剧类地方性立法取得的新成果。

近年来，金华市相继出台《关于支

持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发展的若干意

见》《关于促进婺剧高质量发展的实施

意见》，促进婺剧事业蓬勃发展。但在

发展过程中，婺剧仍面临精品生产机制

不够完善、精品生产投入不足，人才培

养机制不够完善、激励政策不够全面，

国有院团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等问题。

为了从法律层面系统性、整体性推

进婺剧保护传承发展，金华市人大常委

会于2023年将《条例》制定列入当年立

法计划。去年8月、12月，金华市人大

常委会对草案进行了两次审议，广泛征

求意见，认真研究论证，不断修改完善，

并提请市八届人大四次会议表决。

《条例》共6章32条，分为总则、保

护传承、人才培养、创新发展、保障监督

和附则。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汪

希燕表示，《条例》实现了婺剧高质量发

展从政策保障到有法可依的根本性转

变，将有力促进婺剧保护传承发展中遇

到问题的解决。《条例》有重点、有亮

点。如在保护传承上，拟创设婺剧资源

名录保护制度，推动婺剧进校园，将婺

剧文化列入中小学素质教育内容；人才

培养上，将建立婺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

机制，对长期从事婺剧的专业演职人

员，在职称评定上可以放宽学历资历要

求等。

金华在全省率先开展戏剧类地方性立法

湖州公安连续15年发布“惠民惠企十大行动”

共享慈善年夜饭共享慈善年夜饭

浙江法院致被执行人的一封信

回家过年回家过年，，也别忘了诚信履行也别忘了诚信履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