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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皎洁的月光，洒向高
山大泽，洒遍平畴沃野。宁
静的月光，把思绪带进了已
逝的童年。仲夏时节，每到
夜晚，打谷场上就聚满了纳
凉的人群。晚风吹过池塘边
的竹林，发出沙沙的响声，
竹影在月光下摇曳。时不时
青蛙入水的“咚咚”声响，
打破了夜的宁静。

如今的打谷场已经整治
得很有点像城市公园了，但
晚间没有了纳凉的村民。那
闪耀着亮光的不锈钢防盗门
窗，就像一道栅栏，隔断了
邻里交往。此后就再也没有
了端着饭碗，从村东挨家挨
户串门一直到村西的自在了。
周围的一切，无时无刻不在
改变，唯有明月光华依旧。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

应觉月光寒”，秋夜的月，显
得有点孤冷。仰望天心，风
轻云淡月朗星稀，明月一如
既往，把略带寒意的清辉，
洒向正在发生日新月异改变
的人间。“白兔捣药秋复春，
嫦娥孤栖与谁邻。”现在的嫦
娥肯定不会像从前那样孤寂
了。千百年来，嫦娥的后裔
从未丢弃过“探月”的梦想，
如今梦已成真。中国人已经
向全世界庄严宣告：2030年

前“炎黄子孙的脚印肯定踏
上月球”。“人攀明月不可
得”的时代已经过去，“踏
月凌天探星河”不再是梦。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
欢离合。关山万里，时空遥
隔。唯有那淡淡的月光，在
默默地充当着传递情愫的使
者。当年身在扬州的李白，
听到江宁好友王昌龄被贬龙
标县尉的消息，正在为无法
送达自己的牵挂与慰藉而感
到焦虑时，忽然想到了那轮
孤悬的明月。对着月光，他
写下了绝句 《闻王昌龄左迁
龙标遥有此寄》。诗中“我寄
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
西”，真切地表达了李白对好
友的关切与担忧。

此时的李白感慨万千，
他端起酒杯，对着那一轮明
月，发出“唯愿当歌对酒时，
月光长照金樽里”的感叹。
他仿佛是在说：古往今来，
不知有多少“黄沙百战穿金
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铁
马金戈岁月，就这样消融在
谈古论今的玉壶金樽之中。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
照古人”，唯有那一轮穿越时
空的孤月，却从不懈怠，时
时刻刻地关注着人世间的沧
海桑田。

弯弯的月就像一只弯弯
的船，载满了人间温情。船
下月影摇曳，伸手可掬；船
头明月高悬，拒人万里。孟
浩然站立船头，仰望天心那
轮明月，写下了 《宿建德
江》。他在诗中由衷地发出
“江清月近人”的“邀约”。
他似乎是希望高高的明月，
能离人近一些、再近一些，
以便能听到来自人间充满深
情厚谊的绵绵祝福。

月不可能夜夜团圝如镜，
人也不可能日日宾客盈门。
离别后的短暂相聚，接下来
便是更长更久的离散。不过
这也不用纠结，无论是聚是
散是合是离，也无论远隔重
洋还是近在咫尺，更无论是
秦时宫阙还是汉时关山，都
沐浴在同一轮月光里。

现在的人已经习惯了用
各种新鲜、刺激的娱乐，将
原本安静的夜填得满满当当，
已经少有闲情再去关注那一
轮高悬的孤月了。唯有那光
满环宇、辉映古今、亘古不
灭的月光，依然不离不弃地
照着人间。那些盘桓在月光
下，已经远去了的岁月，将
成为镌刻在脑海里的永恒印
记。

“常州三杰”瞿秋白、张
太雷、恽代英，是常州这片
热土走出去的中国共产党早
期重要领导人，他们是常州
人民的骄傲。影片 《觅渡》
通过饱含温度的历史细节、
诗意深情的演绎，讲述 3 位
革命先驱的故事，展现出国
家和个人命运血肉相连的波
澜壮阔的时代，激励大家传
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精神。

片名“觅渡”二字颇为
新奇。“觅渡”是常州城内
一座桥名，该桥在片中多次
出现。觅渡桥于明正德八年
（1513），由常州知府李嵩主
持建造，初为单孔石拱桥，
后多次重建、修建。上世纪
70年代，觅渡桥随子城河的
填没而被拆除。觅渡桥北，
便是著名的瞿家祠堂和觅渡
桥小学。瞿秋白的童年因家
境变故，居住在瞿家祠堂
（今瞿秋白纪念馆），在觅渡

桥小学就读，他自小便在觅
渡桥上流连徘徊。

瞿秋白、张太雷、恽代
英 3个青年人，他们是同乡，
是挚友，更是在马克思主义
道路上最坚定的战友。他们
曾经迷茫、曾经失望，但他
们心中的红色信仰支撑着他
们苦苦寻觅，为的就是找到
通往新世界的“渡口”。“觅
渡”一词，就是他们一生行
迹的隐喻。

由此看来，片名“觅渡”
一语双关，耐人寻味。
《觅渡》通过独特的叙事

手法和深入人心的配乐，使
得整部电影充满了艺术感染
力。这里面有政治历史的风
暴，有山川风景的感怀，有
人生社会的思考，有腥风血
雨的考验，有刀枪剑戟的拼
搏，有思想意识的碰撞，有
同志兄弟的情怀，有革命伴
侣的温馨。影片以独特的视

觉，巧妙地穿越时空的阻隔，
精心地把建党初期的若干大
事件有机结合起来，情节处
理恰到好处，既有艺术性又
尊重史实，让我们在这波澜
壮阔的历史巨浪中感受时代
的沧桑巨变。
《觅渡》不仅仅是一部讲

述历史的电影，更是一部激
励人心的作品。它以瞿秋白、
张太雷和恽代英为代表，向
观众传递了革命精神的力量
和价值。无论是在哪个时代，
这种追求真理、追随革命、
不畏艰辛的精神都是值得我
们学习和崇敬的。虽然我已
退休，但是对党和国家的忠
诚和信仰一直都在，我将不
忘初心，退休不褪色，为祖
国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余热。

传承红色文化
奋进新的征程

———电影《觅渡》观后感

□武进区委党校退休教工支部 万军

□李虎驼

□记者戎易

没有破获惊天大案的“丰功
伟绩”，有的只是处理矛盾纠纷
的琐碎点滴。家庭纠纷、婚姻矛
盾、事故纷争……这些“硬骨头”
在武进区司法局退休干部陈超
荣那里皆化为“绕指柔”。
寒来暑往，62 岁的陈超荣

已经在调解路上走了 20年，调
解的大小纠纷超 1500件。他用
“一张嘴”“一双脚”“一颗心”，成
为众人心中贴心的“老娘舅”。
“如果群众需要我，我会一直干
下去。”尽管年逾花甲，他却依然
坚定。

用真情解民忧让调解暖民心

2004年，陈超荣开始从事
调解工作。他坚持在一线接待
来访群众，为当事人排忧解难，
平均每天接待 10批次以上。从
处理违章停车、房屋漏水，到
协调离婚、欠薪、亲子关系、
人身损害赔偿等各类纠纷，他
参与调解的事件纷繁复杂，而
他总是不厌其烦，直至事情得
到圆满解决。“这些事件都是
老百姓心目中的大事、要紧事，
要把每一起事件都当成‘天大
的事’来办。”陈超荣说。

刚开始调解的时候，被
“泼冷水”是常有的事。“有的

纠纷要见面十几次。刚开始人
家不待见你，要自己上门一遍
遍‘磨’。去得次数多了，人家
让你进去坐坐，给点水喝喝。
你再耐心坚持下去，当事人慢
慢对你就有好感了。”说起调解
诀窍，陈超荣分享起经验。

此外，陈超荣认为，待人
真诚是做好调解工作的重要基
础。“看上去是靠嘴上功夫，
其实靠的是真情付出。”只有设
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用真心
实意来打动双方，才能有效消
除当事人的对立情绪，促进矛
盾纠纷的化解。

化解家庭纠纷守护幸福生活

点开陈超荣的微信视频号，
“真正的教育是不‘教育’”
“唠叨的危害性”“育人先育
心”等不同主题的家庭教育短
视频让人目不暇接，这些短视
频均由陈超荣出镜拍摄。

基于几十年的婚姻调解经
验，陈超荣在婚姻家庭方面颇
有研究。他称，现如今，一方
面家长工作与生活压力大，另
一方面部分家长原生家庭的创
伤没有得到疗愈，这些都导致
负面情绪日益增多。因此，陈
超荣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多种方式化解矛盾。他主
导拍摄婚姻家庭辅导微视频，
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开展
“婚姻家庭”服务公益活动，进
行婚姻一对一个案辅导，线上
线下累计 1000 余个家庭受惠；
围绕“武家幸福，进享和美”
主题，开展“幸福加油站”系
列活动，对新人进行婚前指导、
普及法律法规，提升新人的家
庭经营能力和技巧；提供离婚

冷静期的家庭挽回、法律咨询及
心理疏导等一对一咨询辅导服
务；开设“亲子同修”系列课程，
分设家长课堂和孩子课堂，有针
对性地进行家庭教育……陈超
荣用真心为居民们排忧解难，
逐渐赢得大家的认可与信任，
身边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为“老
陈”。

一个“老陈”的力量是微
薄的，无数个“老陈”的力量
就是巨大的。2012年，陈超荣
在锦绣东苑社区成立了“陈超
荣调解工作室”，吸引爱心人士
加入调解工作，如今工作室被
评为 3A级社会组织；2015年，
在陈超荣的参与筹建下，武进
区成立了首个纯公益调解组
织———武进区大爱调解协会，
主要调解婚姻、家庭、邻里等
常见纠纷。

“老娘舅”20年
调解纠纷1500余件
———记武进区司法局退休干部陈超荣

月映万川耀古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