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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众安，心安
□杨铁金

2020年元旦，我在朋友圈发了新年
第一句祝福：“爱你爱你，新的一年。”

那一刻，我在河南南阳。有霾，不
见太阳，天空忧郁阴冷。我满脸疲倦，
半因列车夜行，半因旅馆失眠。

早上，正在当地中医院实习的女儿
带着一包防霾口罩来找我。我们来到
长江路的候车亭，看到宣传窗里贴着

“南阳五圣”的画像——谋圣姜子牙、商
圣范蠡、科圣张衡、医圣张仲景、智圣诸
葛亮。

我专为张仲景而来。转过两路车，
终于到了医圣祠。门口进去，便见他忧
国忧民地立在那里。我对着“万世医
宗”匾额下的石碑许了三个愿：学业有
成，家人平安，天下无灾。我希望能从
医圣那里获取一束穿透迷雾的阳光。

忙忙碌碌，很快就到了农历年底。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消息
通过各种小道新闻与正规媒体迅速扩

散，几乎所有的微信群都在谈论这事。
谴责乱吃野味的恶习，颂扬治病救人的
善举，也在传播着人心惶惶的不安。小
城里，许多家族的团聚年夜饭都取消了。

有人选择逃离，有人选择逆行，更
多的人选择坚守。大家相互鼓气：不出
门，不给社会添堵，就是为防控病毒作
贡献。

庚子年春节。我被单位安排值
班。此时，药店里的口罩已经断货了，
上次女儿所给的防霾口罩还剩几只，终
于派上了用场，戴着它出门。路上，看
不到一个走动的人，也难得见到一辆行
驶的汽车。从没有见过这样空荡荡的
马路，这样冷清的大年初一。我坐在会
议室里，同样感到空荡荡。窗外的梅花
冷艳地开着，竹叶越发地苍翠，光秃秃
的樱花枝头站立着一两只小鸟，低吟几
声，飞进冬青树叶丛里躲了起来。

我们所在的小区也开始安排志愿

者在门口控制人员的出入。在这样的
日子里，妻子与女儿直到今天，仍然安
安静静地呆在家里，足不出户。

我在家休息了两日，心却时时提着，
“钉钉”不时地响起，传递着信息，布置着
任务。年初四，我开始上班，安排到一线
落实防控，到社区协助排摸。同事们的
肩膀承担着沉甸甸的压力。

立春那天，我家门口插上了一束青
翠的竹枝与侧柏。竹枝是对生的，柏枝
是结籽的，是前天下午收工时在溪岸得
的。正巧看见有人在其屋后砍取柏枝，
于是向他要了两根。将竹枝与柏枝用
红绳子扎在一块，寄寓以后“百事平
安”。

面对毒疫，我们应该相信医学，不
管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只要有疗效；
我们应该依靠组织，无论是政府的，还
是民间的，只要它阳光、透明。

众安，便是让每一个人的心安。

致敬你
□嗣林

你
普普通通，简简单单
是位民仆
没有防护服
伴随的仅有一只口罩
实属简配
没有动员令
一句“我不上，谁上”
实乃忠诚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穿梭于镇村弄堂、街道胡同
不管刮风下雨
没有了白天与黑夜
处处烙下一桩桩你的艰辛
和那一个个无声无息的背影

你
无私无畏、守望一方
宛如父母
春假无休，无怨无悔
放下团圆，义无反顾
走村串巷抓宣传
登门访户搞摸排
昼夜不分查隔离
设卡查验量体温
织密防控筑牢铜墙铁壁
春风化雨植入心上温暖
舍己小家为大家
廿四小时工作制
凝望一域
守护安详

你
从未懈怠，彰显万能
犹如战神
110指令不马虎
村社反映不小觑
群众举报不轻视
百姓诉求不推诿
督查交办不拖延
一道道传递、一个个电话
不会说“不”，只有说“行”
没有无奈，更没有无助
埋头
用脚步丈量着清除风险
昂首
凭嘴巴话语化解一切

致敬你
简单得不容易
平凡得不简单
虽穷无华丽之词以表达
你的伟大
但眼前事实证明着
你的不平凡
你虽没有惊心动魄之壮举
却有笃定情怀
为着人民
冲在最前沿
物质无以回报
精神必将弘扬
人民心中的基层干部
好样的

这里的春天静悄悄
□卢俊英

戴好口罩和红袖章，我们今天进社
区参与疫情防控。放眼望去，昔日热闹
的社区一片静默，没有车来车往，没有
人声喧哗，没有彩灯音乐⋯⋯

今天的任务是上门排查走访。楼
道里仍是过年的氛围——福字鲜亮、对
联犹新，然而四周厚重的寂静让我们几
乎怀疑这里能否有人应答。

我们敲响了 101 室的门，敲到第四
下，门开了，是一位阿婆。我们说明来
意，阿婆笑了，她似乎很高兴看到有社
区人员来访。阿婆的笑容给了我们莫
大的勇气和信心。

两天时间，我们走遍了责任区域内
的 150 多户家庭，逐一做好查访登记。
过年以来那么多天的累加，都不及这两
天走过的路这么多、见过的人这么多、
说过的话这么多⋯⋯

敲开的门里，老人比例略多，态度也
最好。有的阿婆甚至门还没打开就一迭
声地呼唤着某个名字，可惜让她失望
了。被问起最近14天有否接触过湖北、
温州、台州、宁波、杭州等地区的人员，老
人们都是一致的回答：没有接触；从年初
一开始就一直两口子呆家里，没有出去

也没有客人来，连孩子们也没有回来
过。语气中或略带委屈，或略带骄傲。

或许，我们的爸妈面对社区的来
访，也是这样的回复和神情吧？我们柔
声安慰道：再坚持几天，尽量别出门，疫
情很快就会过去的。老人们一副乖巧
听话的样子：一定不出门！然而，应门
的老人有些不戴口罩而且没有意识保
持安全距离，这让我们感觉揪心。

戴口罩开门占比最大的是中年人
和青年人。虽然看不清他们的表情，但
能感觉到开门那一瞬他们的警觉和抵
触，不过等我们指着红袖套表明身份
后，他们很快就撤去了敌意。

问起最近 14 天有否去过湖北、温
州、台州、宁波、杭州或者接触过上述地
区的人员，获得的常常是带有情绪的回
答：没有！一直宅家呢，哪能接触到！
我们理解这通牢骚，笑着竖起大拇指：
很好，要表扬你们！经这么一夸，对方
的口气也软下来：必须的，为国家作贡
献嘛。有的人还会贴心地嘱咐：你们社
区工作辛苦了，要多保重。

敲门响应最快的是孩子们，穿着睡
衣、光着脚就雀跃地跑来开门了，即便

被随后赶来的家长训斥加驱逐：“进去、
进去”，却还努力地在背后踮起脚尖、伸
长脖子探听大人们在说些啥。

我们瞧见一个十来岁的男孩，那脑
袋像个按不下的葫芦、蹿起来的瓢，忍
不住笑说：刚才架子鼓是你在敲吗？好
热闹。那男孩获得发言机会，喜不自
胜：对呀对呀。我朝他举了举拳头：再
坚持几天哦！那男孩一个劲地点着头。

有一幢房的楼道门没有关，我们进
去后逐层敲门也都没有人出来接应，上
到顶层阁楼才发现墙上贴着一张告示，
门上还有封条：“居家医学观察期间严
格限制外出”，门边有两大袋蔬菜和水
果。看来，社区先前已经做了不少工
作。第一次真切感受到疫情离自己如
此之近。我们相视无言，犹豫稍许，默
默退出楼来。

我们透过潮湿的口罩，深深吸了几
口清冷的空气，仿佛闻到依稀的花草清
香。由于去年冬天不太冷，小区绿化带
里的植物依旧绿意盎然。一树深红的
梅花已经怒放，在绿树掩映下显得有些
突兀和孤寂。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
报。春天终究是近了，不是吗？

宅家抗疫
□黄田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自
武汉突如其来后，一个短视频很快在许
多微信群里传开：女儿提着一只鸡，带
领孩子高高兴兴回娘家拜年，母亲劝女
儿不要回家，过了这个风头再回来；父
亲举着一根长竹竿，吊着两个红包给外
甥和外甥女，女儿把拜年货放在路边，
一步一回头而去⋯⋯这个风趣而富有
启发意义的视频，我看了一遍又一遍。

无独有偶。今年春节，我们公司
提前十多天放假，我和妻子从浙江回
到长沙新家，想和儿子一道回邵阳老
家过年，儿子的小车是几年前在武汉
工作时买的“鄂 A”牌照，他于 2019 年
年初就辞工回长沙创业。随着疫情扩
散，我们预料，开着武汉牌照的车子回
家肯定过不了“关卡”。因为别人不了
解儿子的情况，看到牌子是武汉的，村
干部不会让你进村，当地派出所会叫
你登记、隔离、观察，躺着“中枪”。所
以，为避免增添不必要的麻烦，我们一

家人就安安心心地留在长沙过年了。
果然不出所料，过了几天，老家派

出所工作人员就给我打来电话，询问儿
子的有关情况，我一一作了说明，他们
才放心。

我们公司原计划是正月初十上班
的，为响应政府号召，做好疫情防控，公
司决定推迟到正月十七上班。因此，我
们把原来辛辛苦苦抢到的高铁票毫不
犹豫地退掉，又赶紧抢购了正月十五的
高铁票。

我所在的小区，为防范疫情，每天
在大门口对进出人员进行登记，测量体
温。从早到晚用广播反复播放“倡议
书”，广泛宣传抗击疫情防控知识。

当前正值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一
不小心就会得感冒，会引起咳嗽和发
热，就有可能被当作疑似病例隔离观
察 。 因 此 ，我 每 天 坚 持 健 走 或 慢 跑
8000 步以上。晴天，我就戴着口罩沿
环区马路慢跑；下雨，我就在客厅来回

小跑，不断增强体质。
常言道，每逢佳节胖三斤。历来苗

条的妻子，每天宅在家里，除了看电视
刷微信，基本无所事事。有天往电子秤
上一站，竟然比春节前重了五六斤，她
高兴得合不拢嘴：“达标了，不能再重下
去了！”为了把春节过得充实一些，她努
力给自己找事做，把每个房间的地板、
瓷砖、玻璃和家电擦洗得闪闪发亮，又
把全家的鞋子、袜子、被子和衣服一一
清洗，整理得井井有条。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自 2003
年发生非典以来，中国人一直在买卖
野生动物，一直在大吃野生动物，10 多
年来为什么屡禁不止？为什么这次病
毒传播得如此迅猛、这般令人恐惧？

这天，我看书看得腰酸背痛，索性
下楼在小区散散步，看到一株桃树的
枝头，绽开了许多星星点点的嫩芽，我
想，这该是预示着寒冷恐怖的冬日快
要过去，温暖明媚的春天即将到来！

居家和公共场所要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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