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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去过武汉，那里什么样？
我想象着雄伟壮观的武汉长江大
桥，古朴厚重的黄鹤楼，墙壁斑驳
的归元寺，还有久负盛名的武汉大
学和人流熙攘的汉江路步行街。当
然作为吃货的我，还惦记着她的清
蒸武昌鱼，三鲜豆皮，四季美汤
包，蔡林记的热干面及近些年声名
鹊起的周黑鸭和精武鸭脖。然而，
当我真的来到武汉，这一切都无暇
顾及。我来得太匆忙，太仓促，甚
至来不及和亲友告别。突如其来的
疫情，疯狂肆虐的毒魔，让武汉告
急！一声令下，我义无反顾地报了
名，我是一名白衣天使，更是一名
战士，战士的使命就是永远听党指
挥。

2月17日清晨六点，岛城正是
睡意蒙眬，我们集结了。海军971

医院第一支医疗队共计57人乘坐高
铁朝向武汉，踏上征程！下午三
点，列车驶抵武汉，封城之后的火
车站空荡荡的，没有了往日的喧
闹，静得让人心里发毛。坐上大
巴，我们驶向江夏区光谷青年公
寓，一路上马路空荡，不见人影，
仿佛是一座空城。是的，武汉已经
摁下了暂停键。

我们进驻的湖北省妇幼医院光
谷院区新冠肺炎专科医院，是一家

刚刚完成主体工程，内部装修还没
完工的新医院，整个医院可谓“多
国部队”进驻，来自军队的多家医
疗单位共同承担医院的救治任务。
我们医疗队整建制接管了一层病
房，命名为“感染七科”。不顾舟
车劳顿，放下随身物品，我们就投
身到病房和治疗室的规划和布置
中。万事开头难，平素只会拿听诊
器手术刀的我们，立马变成了“设
计师”“搬运工”“保洁员”。不
到三天，一个设备完善，功能齐全
的传染科病房改造成功，静候病号
的到来。

开诊第一天，一下午接诊了
2 5名患者，病区6 3张病床很快满
了。队长李露嘉和护士长楚立芸
第一批进入“红区”接收患者。
对于一些不可预测的风险，谁也
没有考虑得过多，因此我们每天
迈向红区的脚步是坚定的，从未
有过迟疑。

厚重的防护服，令人呼吸不
畅的口罩和防护罩，每一个工作
日都会使我们衣衫湿透，满脸勒
痕，但每当看到患者病情减轻，
痊愈者出院，我就感到再苦再累
也值。和那些被病毒折磨得痛不
欲生的患者，因疫情而失去亲人
的家庭相比，我们这点付出又算

什么 ？ 我 有 一 位 患 者 ， 她是 8 5

后 ， 父 母 在 这 次 疫 情 中 都 去世
了，家中只剩下她自己。我知道
任何安慰的语言对她都是苍白无
力的，但我仍要去这样做，哪怕
是一个关怀的眼神，一句轻轻的
问候，因为伤痕太深的心灵，是
需要关爱和时间一点点抚平的。
81岁的杨奶奶，是我接诊的年龄
最大的患者，老人家经过我们的
精心治疗，加上自己坚强乐观的
心态，终于痊愈了。出院那天，
杨奶奶流着眼泪拉着我的手说：
“李楠医生，我感谢你啊！武汉

人民感谢你！你们是天使，更是
战士！”那一刻，我的眼泪一直
在眼眶里打转，我一直忍着，我
怕奶奶动容，因为她心里已承受
得太多太重。

来武汉转眼一个多月了，这
些天来我一直被汗水浸渍着，被
泪水打动着。武汉的凡人小事，
一草一木都使我感动。不辞辛劳
日夜接送我们的公交车司机，为
我们搬运物资送一日三餐的小战
士，还有那些蛰居宅家隔离疫情
的市民百姓，抗疫的功劳簿上也
应该有他们的名字啊。

武汉的樱花开了，春天的脚
步越来越近。一天下班后，几位
战友在病区大楼下争相观赏一株
盛开的樱花，我赶紧拿出手机拍
下了这张照片，我想这一定是初
春最美的照片。是啊，“没有一
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
不会到来。”疫情结束后，如果
条件允许，我想好好地去看一看
武汉，她一定是“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本文作者为海军971医院主
治医师）

今春，我是一名战士
李楠

2020年的春节，突如其来的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打破
了节日本该有的安详和喜悦。很多
人义无反顾，奔向这没有硝烟的战
场。他们中，有医护工作者，有基
层网格员，也有保障衣食住行等生
活所需的一线工作者。他们没有延
长的假期，一直在超负荷工作。

为鼓舞斗志，凝聚人心，本报
沃土副刊在疫情防控期间面向全国

征集“我身边的抗‘疫’故事”优
秀文学作品。内容为一线医生护
士、基层干部群众甘于奉献、不辞
辛苦，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的奋斗故事。

文章体裁为报告文学、散文、随
笔。报告文学五千字以内，散文、随
笔两千字以内，来稿可发至本报征
文邮箱jfjxzg2017@163 .com。作品须
原创首发，创作单位和个人应对作

品拥有完全知识产权。
如有采用，稿酬从优。

本报编辑部

“我身边的抗‘疫’故事”征文启事

（微信扫
二维码，可在
本报“我身边
的抗‘疫’故事
"栏目入口直
接投稿。）

配合抗击疫情，鼠年春节后的
这段日子，和大多数人一样，除必
要的活动外，我几乎足不出户。

越是宅在家，对外面世界的关
注就越强烈。亲朋好友间的电话沟
通更多，除了节日的问候，还有互
相的嘱咐牵挂。

远在东营市的外甥女发来语音
问候。外甥女毕业于山东中医药大
学高级护理专业，后来考进了东营
市一家医院。本打算正月初二回莒
县娘家，此时却连电话都没时间
打。原来，她已报名驰援武汉，正
在进行紧张培训。从小到大，外甥女
一直以乖乖女形象示人，如今变得
强韧而有勇气。她的父母，虽然担
心，但还是支持女儿的决定：国家需

要，该顶上的时候就要顶上。末了还
不忘补上一句：她去年成为预备党
员，应当带头报名。

老家库山乡一位族人，是一名
兽医。他讲了这期间遇到的一件
事：邻村村支书姑姑家的羊闹病，
打电话让他去帮助医治。族人匆匆
忙忙赶到邻村村头，却让正在检查
防疫的村支书给挡了下来：没有特
殊情况外人禁止进入。族人理直气
壮：“你姑姑家的羊病了，耽误了
事损失的可是你们自家。”不想这
位村支书毫不讲情面：“那就更不
能让你进了，一只羊没什么，要是
因此影响防疫罪过可就大了。”没
办法，只好递上药品，视频指导他
们自行疗治，终于把羊治好了。这

位族人事后很理解：“人家当干部
的豁得上，舍得出，咱就更不该添
乱。”

还是在老家邻村，有三名村民
驾车几百里，为全村人购置了1100

副口罩儿，赶到村党支部办公室，
免费发放给村民。他们说：“别的
忙咱也帮不上，帮老少爷们做好自
我防护吧。”朴实的话语背后，是
他们金子一般的心灵！

正月初一，在万家团聚的时
候，我所在的莒县有一名女护士义
无反顾踏上了支援武汉的战场，成
为疫情发生后第一个驰援武汉的莒
县人，年仅25岁。现代京剧中有段
唱：“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
越向前。”这其实是对共产党员、

大多数的中国人的真实写照吧。
儿子在我们眼中一直是懒散惯

了，可这回抗疫却刷新了我们的认
识。单位要求正月初三到岗，后又
转为轮班倒。因为交通等原因，一
些外地的同事不能回归工作岗位，
儿子主动为这些同事顶岗，比平时
还要早出晚归。谈起防疫事项，一脸
的郑重其事，没抱一丝辛苦。妻子不
由感叹：儿子长大了！我说：都是预
备党员了，思想境界早超过你了，你
还拿他当小孩子看？

那天正居家刷屏浏览，突然有
人敲门。不串门，不走访，电视里
手机里说得耳朵都要生茧子了，谁
还这么不合时宜？

原来是所属街道的工作人员，
正在挨家挨户排查摸底登记，一大
堆的事由，包括常住人口多少，有
无外来人员，有无外出旅行史，有
无重点地区人员接触史，必须签字
确认，末了还一再嘱咐没事不要外
出，不要聚集，注意消毒。让居民
安心守在家中，他们却冒着风险走

街串户走访排查。其实，他们也是
血肉之躯，同样身为儿女、父母，
也怕感染也惧风寒。虽然素不相
识，但我知道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
名字：党员或志愿者！看到他们，
不由得想起那首传唱一时的歌：
“……我不知道你是谁，可我知道
你为了谁……”

暖心事一件接一件：小区所在
的浩宇物业给每户配发一瓶75%的
酒精，还教给使用方法，一再提醒
注意事项。这让许多居民喜出望
外，因为此时各类防护物品紧张脱
销，有钱难买。

疫情像一面镜子，更像一把尺
子，照透灵魂，丈量人心。

那些不显山不露水的普通人，
在这场被动的疫情阻击战中，选择
了主动出击，选择了挑战与担当，
表面朴实无华，平凡无奇，骨子里
却顶天立地，义薄云天！彰显出大
写的人生，高尚的家国情怀。

这个春天，注定不同寻常。这
些人，这些事，注定令人难忘。

“快到振华路口了！”妈在视
频里说。我和爸戴上口罩，穿好厚
厚的羽绒服，提上准备好的饭菜，
冲出房门。坐在轮椅上的奶奶在身
后说，小丫，慢点跑，别洒了汤！
我哪管那么多，只想快点见到妈。
别看平时她在家老是唠叨个没完没
了让我烦，可这21天没见，还怪
想。

“我不能回家过年了，任务艰
巨！”大年三十，穿一身隔离服的
妈，剪掉了留了多年的、心爱的长
发，通过视频告诉爸。她本来准备
年休的，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她放弃
计划。她对我的警察爸爸说，我是
感染病房护士长，又是个党员，大
家都写了请战书，这时候不上，别
人怎么看！估计你这个年也过不素
净，早做值班准备吧。

爸是在大年三十下午被局里叫
走的，抽调到应急大队，负责进出
城市出入口设卡检查。

爸出门前不放心家里老的老小
的小。爷爷说，国家有难，就得挺
身而出，军令如山，不用担心过年
的事，我们有小丫呐！说着，爷爷
拍了拍我的肩膀，仿佛我一下子长
成他可依靠的大人。是啊，我都十
二岁了！今年的年夜饭，是我和爷
爷联手做的。往年都是全家人一起
看春晚，等候新年的钟声。今年不
到十点，爷爷奶奶就没精神了。

“我看到你们了，把饭放在街
心花园长椅上，离我远一点。”妈
在电话里说。爸有点不悦，问：多
远？妈说，一百米！我和爸按照她
吩咐，不情愿地把饭盒放在长椅
上，然后离开，站在远处等着她到

来。没三分钟，我看到妈从路边公
交车站一辆救护车上下来。她身穿
浅蓝色的隔离服，笨拙的样子，像
个企鹅。她走到长椅那儿，回身向
我们摆摆手，然后摘下手套、口
罩，打开扎得紧紧的塑料袋，用里
边的湿巾擦擦手，贪婪地吃了起
来。二十多天没吃家里的饭了，她
肯定馋极了！

妈今天送病号，路过家门口。
得知这一消息，全家人都很兴奋。
奶奶坐在轮椅上，亲自和面调馅包
水饺。我们准备的是一个多层的饭
盒，有大年初一的水饺八个（四个
熏猪脸韭菜的、四个豆腐大葱素
的，奶奶说，初一吃了素水饺，一
年到头肃肃静静），正月十五的元
宵八个（四个豆沙馅、四个五仁
馅），还有两个羊肉水煎包、炸藕

盒、炸带鱼、炸牛肉丸、芹菜虾
仁、小米粥和甲鱼汤。看到她大口
大口吃饭的样子，我心里好心酸。
我用手机录下妈妈吃饭的视频，好
带回去让爷爷奶奶、姥姥小舅都看
看。

吃完了，妈站起来，指了指长
椅上的东西，向我们挥挥手，走向
那辆救护车。临上车她回过头来，
向我和爸张望。我伸开双臂圈出一
个拥抱的样子，她也响应我做了同
样的姿势。

隔空拥抱
高杉

家国情怀
刘树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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