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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收获
文/张 超

城市笔记

非常记忆

哪里需要就去哪里
文/刘蓓蕾

有一种精神叫“中国精神”，它

在疫情面前彰显的淋漓尽致，它的

光芒闪耀在疫情防控的每个角落。

2022 年春节的气氛还未退

去的时候，我的城市生病了。疫情

的出现，让整个城市平静下来。我

所在的单位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紧急召集167名医护人

员前往各个社区点支援采样，大

家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一声抱怨，

都在规定的时间内准备好了行

李，到达了集合地。虽然有放心不

下的老人，有没人照顾的孩子，还

有其他无法解决的困难，但是大

家依然冲锋在前，义不容辞。这就

是“哪里需要，我们就去哪里”的

中国精神。

我和另外 26 名小伙伴被安

排去了武川县，这里天气寒冷，条

件相对差了一些。我们凌晨四点

半到了防控点上，那里就有了排

队的人。尽管天还没亮，寒风还在

用力地吹，但是为了自己家乡的

安全，为了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

更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大家积

极配合，按一米线排队，让采样工

作快速有序地进行。这就是“团结

一致、共渡难关”的中国精神。

在抗疫一线不仅有医护人

员，还有人民子弟兵、公安干警、

社区人员以及志愿者。他们共同

筑起守护人民生命健康、打响疫情

防控阻击战的钢铁长城。困了，他

们就趴在桌子上眯一会儿；累了，

他们就躺在冰冷地上展展腰；渴

了，他们从不喝一口水，就怕上厕

所，“浪费”一套防控物资；饿了，他

们也会本着今日工作今日毕的原

则，坚持到最后一刻。这就是“不怕

牺牲，大无畏”的中国精神。

在武川乡镇的防控点上，有

着许多善良朴实的村民，他们为

大家舍小家，自发地捐出米、面、

油、肉，希望防控疫情的工作人员

能吃好吃饱。还有的拎着牛奶、酸

奶，拿着充好电的暖宝宝，递给工

作人员的时候，还不忘说一句“你

们辛苦了”。这让我们瞬间泪目。

在特殊时期他们并没有吝啬，为

疫情奉献着。这就是“爱国如爱

家”的中国精神。

疫情来到的时候，正因为有

了中国精神的支撑，才让我们在

困难面前，砥砺前行，自强不息。

我坚信，只要我们携手共进，就能

迎来胜利的曙光。

成功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

喜悦的，充满挑战和激情的。也是

每个人体现价值的一杆秤。

可是，往往成功也只是一个

结果，过程却被每一个人忽略。只

有自己，才能感受这个过程当中

的拼搏和心路。

成功和失败总是对立的，也只

有这样，才能相互体现对方。成功，

需要在不断的失败中逐渐成长。

春风苏醒，寒冷的空气里透露出

暖意，晨光一日早过一日地划过窗帘，

点亮了窗台扶桑枝头的几簇花蕾，只

待气温再回升几度，就会从冬天的沉

寂中复苏。当体会到周遭这些细微变

化时，不觉已经身处春天之中。

惊蛰节气，又到万物皆荣的时

节。每每到了节气更迭，少不了翻查

资料，重温节气的由来。

据说，汉代之前，惊蛰名为“启

蛰”。只是到了汉代为了避讳汉景帝

刘启的名讳，被改成了惊蛰。当时启

蛰还在节气雨水之前。

成书于元代的《月令七十二候集

解》中写道：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

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说的是

冬眠蛰伏的动物，被春雷惊醒而出。

而除却这个被广泛认可的观点

以外，还有另一种较为生僻的说法。

说是震，只是单纯的卦象，与雷声无

关。因为“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以

震是东方之卦，斗柄指东为春，春时

万物生也。”所谓雷声之说，大概是时

间久远造成后人望文生义的注解。

无论哪一种说法，这些肇始农

时，饱含历史积淀的典故，每每读来

都觉得妙趣横生，感觉寻常的日子

也都变得有滋有味。

南方的惊蛰，已经可以在视觉

上直接感受到桃红李白菜花黄的色

彩美感，而此时的北方似乎和刚刚

过去的冬天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

同，也因此，总觉得惊蛰在北方是素

来缺少存在感的节气。只不过今年

的惊蛰却因为持续在新冠疫情之

中，令人记忆深刻。

仿佛前几天还沉浸在过年的余

味当中，一转身，新冠疫情已经告

急。很快，微信朋友圈就有了朋友居

家隔离的消息。每天早晨醒来，第一

时间先看和疫情有关的新闻，然后

到社区规定的核酸检测点，做完核

酸再去上班。一天一次的检测频率，

也就戏谑“嗓子长茧”的段子不胫而

走。虽然有幸还能出门，不必居家隔

离，可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在口罩

之内，手机壳的核酸检测标识从数

字变成了字母，看着手机壳背面不

多的地方，真切希望贴满之时就是

疫情结束之日，到那时手机壳也要

留存，纪念这个特殊的春天。

疫情到来的几天后，父母居住

的小区居家隔离，每日都在家庭群

里交流报平安。幼儿园停课，妻居家

弹性办公照顾孩子。这次虽然看起

来严重，可有了之前的经验，心态反

倒变得淡定。但正常的生活节奏总

归被打乱了许多。

往常工作忙，工作日吃饭基本

都是凑合。周末去外面吃饭的次数

更多一些。当下虽不擅庖厨，但也翻

看菜谱，依样画葫芦的学做起来。家

里每日开火做饭，比往常增加了不

少烟火气，我的体重似乎也隐隐有

了增加的趋势。这段时间的朋友圈，

更成了朋友们交流厨艺的平台，看

到晒出来的图片，大家的厨艺似乎

都眼见的进步。或许这是疫情带来

的意外收获。

小区里平日里并不怎么联系的

孩子们，也因为疫情影响熟络了起

来。有限的空地，都成了孩子们玩闹

的场所，孩子们总能想出各种花样

玩得不亦乐乎。这段时间里，每到下

午，小院里就要喧闹一番。可能对于

这群刚上学的孩子来说，线上开学

是他们最喜欢的方式吧。

上班时，家庭群里有了提示音，

弹出来一看，又是儿子十斤和院里

同样不上学的孩子们一起踢球的视

频。随后又跟进一条让我下班买梨

的语音。日子就这样平平淡淡日复

一日地过着，流转的光阴里一直承

载着希望，大家都在期盼着，期盼着

疫情早日退散。春天到了，相信一切

都会过去的。

一寸芳草

心路
文/李文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