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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春节以来，长时间蛰伏家中，不能与亲戚朋
友走动相互拜年、聚会聊天、喝酒品茶，确实令人心
中郁闷，对好动不爱静、爱群居不爱独处的我，尤其
难耐，一下子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神经也
有些难以承受了。

我便发微信和朋友回忆多年前去渭北塬上秋游
的情景。那里，山是活的，水是动的，风吹过来，一股
泥土气息令人感到清新爽快、心胸顿开。山坡地长
着无数棵酸枣树，绿绿点点的碎叶，红豆似的小果，
宛若绿丛中的点点红星在闪烁。当你着急动手去采
撷那迷人的小果时，掩在叶下那纤细的酸枣刺会轻
轻地刺你一下，使你那莽撞的手立刻缩回，而尽量让
你动作轻柔些，那一种淡淡的疼痛，令人回味。

当时，面对美妙的大自然，我不由得想，假若能
天天与山相伴，与风相伴，那该多好啊！我想得如痴
如醉，而头上那片闲云却飘一飘、停一停，欲语还
休。对面山上，一股青烟袅袅生起。我循烟望去，却
有一土屋宅院，屋门虚掩，静若寺宇。我不禁想：住
在那半山的人家，吃些什么？油、盐、酱、醋这些生活
不可或缺的用品，又是怎样一瓶一钵、一坛一罐带到
山上？这样看来，即使隐居深山“云深不知处”，依旧
是脱离不了人间烟火的。

友人在微信中告诉我，说我们常常烦恼，是因为
我们不够豁达，不像山，以不变应万变，永远沉着；我
们常常失望，是因为我们太贪心，不像山花，山梁上
开，悬崖上开，道边上开，石缝里也开。没有奢望，只
有本能。

友人还说，幸福其实是一种及其主观的自我感
觉，一个人如果总觉得自己很痛苦，也许是他把自己
幸福的底线画得太高，期望值过高，欲望太大，与现
实产生了一定的差距，所以痛苦就降临了。退一步
讲，即使你遇到灾难和不幸，此刻你适度调整一下幸

福的底线，降低一点要求，对自己调整心情、渡过难
关、坦然面对生活是大有好处的。还记得俄国作家
契诃夫说：“如果你手上扎了一根刺，那你应当高兴
才是，幸亏不是扎在眼睛里。”原以为这是一种幽默
的调侃戏谑，现在想来，其实是一种豁达的生活态度
和人生智慧。

友人的话引发了我的思考，碰出我思维的火
花。是的，残疾作家史铁生曾这样写道：“生病的经
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
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
详。刚坐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不把人的
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又生出褥疮，一连
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见端坐的日子多么晴
朗。后来又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
念起往日的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
是幸运的，任何灾难面前都可能再加上一个‘更’
字。”这实际上和契诃夫一样，在为幸福画底线，只是
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底线也就各异而已……现
在我们虽然们在家里不能随意出门，但总比住在有
疑似病例、被完全封闭隔离的小区要好，起码可以在
小区院子里转悠；住在被封闭隔离的小区总比自己
有疑似新冠肺炎的家人要好，起码不用住在医院监
护室；自己家人有疑似病例总比确诊患有新冠肺炎
要好，毕竟还有仅仅是疑似的可能，还可能被排除；
纵使确诊了还能治疗也有可能康复……何况家里有
吃有喝，咱们还能吃能喝！好好待在家里，不给国家
添乱，不给亲朋好友找麻烦，不打扰别人的幸福修
行，本身也是一种美德和善行。

这时，一位远方的朋友发来微信：“不小心掉进
了路边的水洼，溅起了一身泥浆，却暗自庆幸，幸亏
不是深井！”读着它，我笑了。是啊，不过是再蛰伏几
日嘛，都立春了，花开的日子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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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大人了，自己解决，正忙呢！”
啪地挂断电话的是镇纪委副书记王大

茂，一旁站着的柳镇长疑惑地瞥他一眼。
“嘿嘿，娃子。”怕镇长误会，王大茂忙

解释。
大茂口中的大人和娃子，一个十三岁，上

初一，一个六岁，第一批二胎。俩孩子知道爸
妈忙，自抗击新冠肺炎阻击战打响，他们一个
在镇上忙，一个在医院忙，关键是正热饭呢，
电磁炉坏了，哥哥这才打电话，哪承想话没说
完，那头就挂了。

大茂是正月初二返的岗，妻子更早，年三
十就开始在医院忙活。他正准备和镇长到各
村督察，已经起身，电话响了，以为是报信息
的，一听不是，没好气地嘟囔一句，撂了电话。

柳镇长知晓大茂脾气，没说啥，一个箭步
先上车。

县里已经发了第五号通告，要求群众不
出门、不串门、不上街、不聚会、不聚餐，居家
防护。为落实“五不一居”，他们反倒要时时
出门、常常串门、每每上街，消聚会、灭聚餐。

车子出镇政府大门刚拐弯便被拦下，大
茂使劲按喇叭，无济于事，他们这一组五个
村，想在天黑前全部跑完，必须提速，急得他
吼起来：“没看见是我吗？认不得我，认不得
这车子？认不得车，认不得这几个字？”

柳镇长没理他连珠炮似的指责，扯扯口
罩，跳下车，表扬做得对，又不厌其烦地反复
叮嘱，大茂在驾驶座位上听得清清楚楚，“不
管是谁，都要拦下，测体温，细盘问，发现症
状，立即报告。”抬脚上车又扭头轻声叮咛：

“保护好自己啊！”
大茂自知冒失，待柳镇长上车后，从车窗

伸出手臂，给值守同事们比划了两个大大的
大拇指，又按两声喇叭以示告别。

他们第一站是到最偏远的虎坪村。这一
路，“过五关斩六将”，大茂的车不时被拦，群
防群控威力大，各村各组守土有责，凡是路

口，都有值守。大茂纳了闷儿，思忖：他和镇
长戴着口罩，认不出很正常，可他这私车公用
查岗纠错的黑色越野，没人不识啊，引以为傲
的“456”顺子牌照，谁人不知？有同事作打油
诗调侃他“油门一踩，问题整改。喇叭一按，
吓倒一片”。为此他还捞了个“黑猫警长”的
外号，这次，他专门在前玻璃贴了张“疫情指
挥督察车”，难道他们也不买账？今天咋了？

虎坪村 489户，1623人，在外省务工 117
人，其中，在湖北境内务工 26人，涉及 19户，
在武汉务工 2人，涉及 1户，他们都是在除夕
前返回，全部居家隔离十四天，截至昨天晚上
二十点报告都无可疑症状，这些数据、情况，
他和镇长清楚得很，已经印在脑子里了。

山里百姓永远淳朴，张婶从窗户看见柳
镇长、大茂路过，赶忙出门打招呼让进来坐，
末了，调皮地歪起头笑眯眯地说：“你们戴着
口罩，我也认得。”

“不了，我们到处检查，怕有病毒传染
你。”柳镇长摆手让大娘进屋，半开玩笑半认
真地说完继续大步朝前。

“你老也莫让别人进屋啊，现在串门就是
相互残杀，聚会就是自寻短见，来串门的都
是敌人，敌人来了不开门。”大茂的标语滚瓜
烂熟。

“好干部啊！为我们，不要自己命。”
大茂听到张婶在身后夸赞，喜滋滋的，小

跑撵上柳镇长。
志斌家到了，这对夫妻年前从武汉返乡，

已经隔离十一天，大茂望着自己的创意和杰

作——大门上悬挂的“本户有武汉返乡人员，
请勿相互来往！”横幅和警戒线，既感滑稽，又
觉得非常必要。

“柳镇长、王书记，是你们啊！”大茂正要
喊话，隔壁家门开了，是村监委刘主任，村里
实行人盯人，刘主任包志斌夫妇。

没等柳镇长开口，刘主任就汇报了：
“他们一家自觉，没出门，也没得哪个敢找。
昨天说没盐了，我已经送了，顺便送了一捆卫
生纸。”

“老刘，进屋喝两盅啊！”房里的志斌听到
外面声音，故意挑衅刘主任。

“喝你个头，有本事出来，看我不送你到
牢房。”刘主任回应后不忘继续逗乐：“两口子
晚上少折腾啊，卫生纸省着用。”

“不乘这大好时机弄个二胎，对不起
你啊。”

“不消耍嘴皮子的，我天天为你们站岗放
哨，半夜三更叽里呱啦那些事我可录着，小心
给你曝光。”

“哎呀！挨刀的，莫得正经。”志斌妻子发
话了：“刘主任，谢谢你们啊！等隔离结束，我
们庆贺。”

“我也没沾你边，无功不受禄。莫急，等
疫情过了，我来好好慰劳两个大功臣。”

听他们对话，柳镇长暗喜，想到其他村还
有个别人有抵触情绪，忍不住再提醒：十四
天，不要掉以轻心，前功尽弃。

他们正要离开，有人冷不丁从巷子探出
个头。

“简娃子，你做啥？”大茂一眼认出是住在
安置房有点智障的简娃子，猛地呵斥，吓得他
两腿一颤。

大茂年前才训过他，焚烧秸秆污染空气
还差点引起火灾。

“你个发瘟的，扯根蒜苗也乱跑，哪个让
你出院子的？找死啊！”紧跟着赶来的是村文
书，戴着口罩大茂也认得。

村文书家离安置房近，他包的是安置房
的所有人。

“站住！”大茂看简娃子没戴口罩，这个苗
头必须压，决定吓唬吓唬他。“你再不戴口罩
乱跑，信不信打断你的腿，新账老账一起算。”

大茂提高原本就大的嗓门，他要达到训
斥一人教育一片的效果，屋内、院里都有耳
朵啊。

柳镇长不做声，他知道，这时候对这类人
平心静气不行，就得“凶神恶煞”。

第二站是香炉村，这村有一个疑似病人，
已送市医院，虽省道横穿，但此时除了大茂的
黑色越野，马路上空旷无人。刚过疫情防控
值守站时，柳镇长和村支书做了交流，大茂想
加大油门赶往下一村。

“柳镇长、王书记，辛苦了！今天就不请
你们进门，改天见啊！”

大茂和柳镇长一齐扭头闻声望去，是年
前刚慰问的老党员高福堂。

“老革命，谢谢你啊！哪儿都莫去，待在
屋里就是作贡献。”他俩几乎同时说出这话，
相视一笑。

“我让孙子从网上捐了 600块，六六大
顺！”屋里又传出高大爷爽朗的笑声。这些夕
阳红，都是脱贫攻坚和双创宣传队的双料

“红袖筒”，这次宅家也不含糊，鼓气加劲、表
扬一线的快板、书画、花鼓子和三句半，都出
自他们。

大茂和柳镇长就这样走走停停，查看、交
代，到最后一个村天已漆黑，路口封死，人也
进不去，正犹豫先下车呢还是倒车，一束手电
光射来：“哪个？这么晚了还跑？”

“孙主任，是我们。”大茂和柳镇长下车
钻进用救灾蓬搭起的临时值守室，彼此都熟
悉，略了客套，直接进主题：“今天轮我值
班，晚上堵死，谁也不准出去，哪个也莫想
进来。”

“你这么严防死守，我们就不进村了。”柳
镇长看这阵势，手一挥：“我们回！”

“你放一百个心，零三年把我整美了，还
能不长心？”

大茂知道，“非典”那年，这村石木匠与一
位疑似病人同过车，结果整村人受牵连，最后
虽然虚惊一场，但对村民触动极大。

大茂返回镇里已经八点多了，柳镇长说
自己一个人和金书记、袁主席他们碰情况就
行，让他先休息，明天继续。

大茂进了宿舍熟练地泡了方便面，靠在
床上，翻开手机，挑了几条自认为有用有趣的
文章和抖音发给儿子。不一会儿，孩子那头
来电话了，他不开摄像头，他只想看到俩儿
子，不愿让他们看到自己。俩儿子抢着报告：
楼上张姨给他们包饺子了，二舅送了电磁炉，
妈妈明天回来……大茂想问孩子作业情况、
嘱咐老大看好弟弟，不能出门、不要老玩手
机、早点睡觉等等，可他一张口，变了：“晓得
了，没事少打电话！”

■小小说■

数据像洪流里的水位线
拍打着心中的标杆
每个波浪都会劈头盖脸
让人分不清脸上流淌的是泪还是汗
惊惶、迷茫、恐怖、伤感
黑蝙蝠的阴影像噩梦一般
困扰了国人二十多天

蓦然回首，才发现
魔鬼嚣张的攻势开始削减
全民隔离，收效显现
继续固守严防
反击总攻的战机就会出现

待江城敌顽被正面全歼
各条战线捷报频传
十四亿义勇军冲出掩体
嘹亮歌声响彻云端

那时，你会为亲自参战而点赞
你会把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当作一个传奇故事，代代相传
告诉孩子，在困难面前挺住
岿然不动就是英雄好汉

梅艳花羡妒，悄寂意添愁。
未几寻芳顾，春日不顿留。
惟兮瘟似虎，怨叹水东流。
自始观鸿雁，新潮喜解忧。

□春草

庚子·雨水

是春天派驻前线的记者
把消息写在了山坡、崖畔、田间
沟坎的版面上

山青了，水绿了，花开了
你却闭上了小眼睛
没了声息

是在享受胜利的喜悦
还是积蓄生命的能量
准备再一次释放？

2020年的春天
如期而至，只是春雨
迈着有些胆怯的脚尖

窗外的油菜花抹着泪
沉默而忙碌地修建着
遍野金黄的宫殿

还有那红着眼的桃花
把迎接金乌的红地毯
从日出铺到日落

多情的春天，总是
让多情的诗人冲动
这却是个无情的春天
诗人啊，将何去何从？

还是写一首诗
永远铭记这个春天
只是语言的的宫殿里
供奉的不再是镀金的泥塑
而是梨花圣洁无瑕的真身

这
个
春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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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新冠
□赵振华

新冠来势猛，无迹分西东。
攻克新冠毒，必做先防控。
人人入排查，目标逐日清。
社区民警承，战冠立大功。

五千年文明
如今国难当头
病毒蔓延
十三亿中华儿女
众志成城共抗疫情

每一次灾难降临
都是一次冷静思考
都是一次力量爆发和搏击
都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心声的大合唱

灾难面前
我们不怕
中华民族历来不缺智慧和脊梁
大风大浪再显勇毅顽强和果敢精神

新冠肺炎恶魔般悄然降临
让我们不得团圆
也许一次侵袭
会让华夏儿女更加珍惜和团结

每一次灾难来临
总有英雄勇士辈出
灾难面前
我们从来不怕

武汉加油
湖北加油
中国加油
万众一心必将战胜疫情

二0二0，庚子元年
适逢春节，举国同欢
各行各业，捷报频传
中国梦圆，万民企盼
危机潜在，祸起萧端
荆楚大地，病毒新冠
极速蔓延，长江两岸
病毒肆虐，相继传染
波及海外，全球遇险
课题小组，奔赴一线
分析疫情，科研攻关
湖北告急，武汉封关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初夕之夜，万家团圆
人民军队，始终向前
医疗骨干，空降武汉
展开施救，刻不容缓
白衣战士，勇敢逆行
致敬勇士，期盼凯旋
众志成城，共克时艰
祖国山河，春意盎然
神州大地，国泰民安

□吕战锋

万众一心
战疫情

——献给奋战在抗击
疫情一线的所有战士

数 据
□李鸿印 中国力量

□崔宏建

迎春花
□周养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