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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 待 花 开 的 日 子
□ 洪 森

我 的 抗 疫 日 记
□ 陈 娇

疫情下的温暖守护
□ 余佳玲

致敬逆行者
面对疫情
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他们用行动证明
逆行者的责任与担当
向所有的逆行者致敬
向一线勇士致敬

逆行者也是普通人
平凡却伟大
用生命守护一方平安
抗击疫情
他们始终在路上

在疫情肆虐的时候
在人民需要的时候
迅速打响了一场
抗击疫情的阻击战

为了共克时艰
他们勇往直前
时刻绷紧抗击疫情的弦
万众一心 同舟共济
筑牢抗疫的铜墙铁壁
坚决打赢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

面对疫情防控严峻形势，少不了奋战在一线的医护
人员，值守在前线的工作人员，正是因为他们的无私奉
献，才守护着我们的安全。还有一些人，他们看似平凡
却伟大，他们做着一件件不起眼的普通小事，用行动诉
说着他们对家乡的热爱，对人们的关怀,让人温暖如初。

11 月 22 日，是全丰镇突发疫情的第 5 天。安静的
街道上，只有偶尔通行的参与疫情防控的人员及车
辆。这其中，有一辆满载着希望的车辆驶过，它正一
路畅通驶向半坑村，车内装着两箱来之不易的特殊奶
粉。原来这是半坑村一户村民急需的奶粉，因为一对
早产双胞胎孩子体质差，原用奶粉即将用尽，几经打

听发现，全丰集镇和县城都无处购买。因孩子体质问
题，暂时无法更换其他品牌。面对嗷嗷待哺的婴儿，
大人们一筹莫展。

全丰镇抗疫物资组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向县商务
局反馈，经过多方询问查找，最后在江西万福集团的帮
助下，从南昌带来了这一特殊物资。接到这份特殊的物
资后，工作人员马不停蹄将奶粉送到婴儿家中。接到这
来之不易的奶粉时，婴儿的家人激动不已。

“请您放心，耐心等候，我们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
内帮助到您……” 11月22日，全丰镇物资组接到了一位
来自黄婆冲村村民的来电，电话那头焦急的声音述说着

他的困境。原来，这位村民因患有糖尿病需每日注射用
药，但突如其来的疫情使他无法购买到接下来所需的药
品。全丰镇物资组工作人员紧急联系全丰及白岭卫生
院，但询问后发现并无此药。县派驻全丰镇的领导了解
情况后，主动和县商务局对接，县商务局几番询问后终
于打听到已封控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北院有此药，便联系
了县卫健委负责人请求协调。最后终于由北院出院爱心
人士带回镇内，并转交给患者。

疫情当下，这一个个默默无闻的举动，更能体现执
政为民的温度。全丰镇爆发疫情以来，第一时间制定了
应急方案，成立了五个工作组，其中生活物资组不仅包
括镇内工作人员的生活保障，同时也包揽了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

疫情无情人有情，凝聚力量向前行。在全丰镇这块
红色的土地上，还有许许多多类似的感人故事在发生，
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们却知道他们一直都在
默默地坚守。

自九月份出现了一次疫情后，没成想时隔两个月又爆
发了疫情。这次的疫情相较于九月份那次来得快而猛烈，
让人们猝不及防。

我记得九月的那个清晨，橘黄的阳光沿着山坡的线条
斜斜地切在教师宿舍的门前，温暖而美好，我下楼去看学
生们早起跑步。这时，校长神色慌张地站在门前对前来上
学的通宿生们说些什么。直觉告诉我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我看了看手机工作群，原来距我们不远的一个乡镇出现新
冠阳性感染人员，现在要将通宿生全部劝返回家。我让班
长叫住正在晨跑的同学，让所有的通宿生全部出列立即回
家。剩余的寄宿生则在翌日下午全部送回家。

好在那会儿疫情控制得早，没多久我们便回到了紧张
忙碌的教学工作。今年跨年级教学，还是毕业班，工作任
务重。相较以往，作为笛子演奏爱好者的我，练习吹笛子
和读书时间大大减少了，连同事也突然好奇地问我：“怎
么这学期都听不到你的笛声了。” 当学校下达全体教师居
家办公，线上教学的指令后，我的时间便又充裕了起来。

白天上完网课后，我取下挂在柜子上的笛包，重新拿起笛
子和乐谱，抓紧时间练习那些没完成的乐曲。《燕归来》

《扬鞭催马运粮忙》《千山情》……嘹亮清悦的笛音，指尖
轻敲的赠音，颗粒性的吐音，每一个小小的音符掀起我内
心的狂舞。笛声在房间内回荡传响，时间因专注而变得不
着痕迹，内心在不断地丰盈。疫情，看似困住了人的步
伐，不得已囿于方寸之间，人的心灵却可在千山外。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快，人们忙于工作，忙于家庭，忙
于人际关系的往来。随着时间的流逝，科技文明在不断进
步，社会文明却有赖于人对自身心灵土壤的培育。当充实
的一天过去后，晚上躺在床上的我不觉想起新冠疫情最初
爆发的那年。那时，我在家等待研究生考试的初试成绩，
还记得除夕过后，大年初二小区就封锁了。每天看着网上
源源不断炸开的消息，屏幕前的我也曾为着那一桩桩亦真
亦假的消息陷入无谓的消耗。当时的我已经离职，唯一能
做的就是待在家里不乱跑。

君子敬在其己者，不慕其在天者。我想明白了一件

事，珍惜时间。这些年，我恐怕很难有这样宽裕的时
间。当我上班时想着如何去平衡热爱与工作，怎样从规
律的上班时间中匀出一点来培养爱好；考研时要去背一
些不得不背的书和资料时，我劝慰自己考上了就可以尽
情读自己喜欢的专业书籍。总之，人好像总是被生活推
着走。

当我放弃了抱怨，坚持读书和写作，将时间投入到为
自己而活的规律而充实的日子里，逐渐发现我拥有比以往
更加强大的创造力。生活像是给人装上一个新发条，明天
又是新的一天。

当我花费一个下午专注在过去没来得及打牢的基本功
上，一遍遍的长音、颤音、吐音，动作技能化作身体里的
肌肉记忆，流淌进血液。当我从笛声中听到完成度较高的
音色与节奏，通过乐曲表达出心灵的感受时所获得的那份
喜悦，绝非物质的奖励能够满足。

为此，我开始期待疫情过后的日子，期待站在舞台上
听见笛声回荡充盈起整个空间，所有的努力、付出迎来花
开和收获。而在此之前，我会更加珍惜和享受那些生活中
豁裂的时间缺口，它们带给我快乐、知足，教会人要有十
年磨一剑的耐心与意志。

在被阴霾遮没阳光的日子里，让我们回归本心，静待
花开。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我一直
“宅”在娘家，农村空气好，即便“宅”
在家里不出门，也没有在城里住着憋
闷。刚好自己又是自由职业，在哪里
都可以办公。

在家的时候，母亲甚是欢喜，不
过看得出来，母亲操持一家人的伙
食，有些力不从心。我主动承担起了
做饭洗碗的任务，每天变着花样做好
吃的，包子、饺子、馒头不重样，母亲
轻松了很多，也吃得心满意足。

那天，我煮了一锅汤圆，鼓励母
亲尝几个。母亲牙齿不好，很多年没
有吃过汤圆了，在我的鼓励下，她吃
了一小碗。吃完，她兴奋地感叹道：
“没想到，这汤圆里面还包了芝麻馅，
味道真好。”

母亲邀我去屋后种菜，我们扛着
锄头就下了地，我挖地，母亲撒种撒
肥。我们一边种，一边聊天。我跟母亲
讲这些年的收获和对未来的计划，母
亲跟我讲左邻右舍的趣事，讲她种地
的成就感，我们相谈甚欢，时不时笑
出声来。

我多年没下过地了，几天干下来
便有些吃力，而母亲是种地的一把好
手，自然她干得多些。可是，这丝毫不
影响母亲的快乐心情，偶尔，她还会
唱起了老歌，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她说有我在身边，
就感觉非常幸福。而我也是很久没有和母亲这样长久
地相处了，这样的亲近让我倍感温馨。

没事的时候，母亲就和孩子们一块玩耍，打牌，打
陀螺，母亲像个孩子一样，玩得不亦乐乎。看着这幅其
乐融融的画面，我不由得灵机一动，在网上买了一些
花苗，栽在院子里，我想等疫情结束了，即使我和孩子
们不在母亲身边，而有我种的花陪伴着她，母亲也不
会感觉孤单。

疫情拉近了我和母亲的距离，让我“宅”家的日
子，得到放松，也让母亲享受到了难得的天伦之乐。屈
指算来，我和母亲一起“宅”了好长的时间，昨天晚上，
我提出等疫情一结束就回去，孩子们都说没玩够，不
想回，而母亲也盛情挽留，说：“急什么，又没开学！再
多住几天！”从母亲的眼神里，我读到了她的难过与失
落，更读到了她的眷恋和不舍。

那就继续“宅”在乡下吧，享受这难得的亲情时
光，待到花开疫散再出发。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使昔日热闹的街道失去了拥挤
的人群和车流，一切都变得平静。

从未想过身为教师的我们，也会穿上防护服上一线，
为家乡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11月20日接到学校紧急
通知到镇政府开会，我来不及细想，换好衣服火急火燎地
赶过去，才发现道路都已经封锁，好不容易找到了出口，
还和卡点值班的领导好一阵沟通才愿意放行。

我们到了镇政府，就立刻进行简单地输机培训，我
们都在想着疫情的进展如何，就被分好组上了 “前
线”。那是我第一次穿防护服，没想到是那么的难受，
因为憋得我实在喘不过气来。身穿防护服，录了一下午
信息，身体各种不适应随之而来。脑袋疼，脸疼，胸闷
气短……那一刻，真切体会到了医护人员的不容易。本
以为，做一天抗疫战士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
们还发朋友圈纪念这有意义的一天。可是谁能想到，我
们还要继续做志愿者。

我们被告知不能与家人接触，晚上要集中住宿。我
拿着家人送来的行李，心里有太多的不舍。来到学校宿
舍，战友们聊着一天里遇到的有趣的人和事儿，我便释
怀了，后悔自己那些不争气的眼泪来。

同事徐高望老师说，你不做，总得有人做，既然来
了，就好好做。是呀，来都来了，还怕什么，不如保持好
心情，与疫情抗战到底，因为我们身后，站着的是一群群

需要保护的普通老百姓。
几天下来，我们从最初的忐忑与不安，到现在能开玩

笑地说：“什么都不怕，就怕工作没有做好。” 从刚穿上防
护服的不适应到现在能穿着它爬楼梯，上五楼下五楼，上
七楼下七楼……你看，几天时间，我好像又成长了。

参加抗疫这几天，心里特别想念家人，真希望疫情早
日结束。参加抗疫一线的渣津中小的老师们，大多都是有
小孩的。我想，孩子才是我们的希望和动力，每次跟儿子
视频，他都会大声说：“妈妈你是奥特曼吗？你现在是不是
在打怪兽呀？你是大英雄！”

每次都听得我热泪盈眶……真的很感谢我的婆婆，在
我最困难的时候帮我照顾孩子，如果没有她，我怎么可能
成为儿子心目中的大英雄呢！现在，我也成为了我儿子的
骄傲了。我想，以后他也能和朋友们炫耀：“我的妈妈是个
大英雄，为了守护家园上前线！”

第八天的一大早，天空开始淅淅沥沥下着冬雨，气
温骤降。是的，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因为有许许多多
人在负重而行。没有一个冬天不会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
会到来。

我坚信，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会很快结束！疫情只
是一个过客，待到解封的那一天，我会美美的睡上一
觉，静静地享受时光，攒足能量，迎接疫情褪后的春
暖花开。

11月 21日下午 4点，接到电话要我来县城隔离。
当天晚上十点多到达隔离地——修水良锦佳园，一晃
日子走过七天七夜。这七天七夜，我恍若隔世，四分之
三的时间在手机上工作，剩下的四分之一也是寝食难
安，感觉日子很漫长。

住进来的当晚，与我一同隔离的王穗华老师凌晨
三点多被家长的电话吵醒。一个又一个的电话接到早
上七点多。听说不仅仅是政府基层干部，渣津的同
行，县城的同行，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志愿者都齐心
协力奔赴抗疫第一线，为修水能早日打赢这场抗疫战
贡献力量。

虽然已是隔离，但我们一刻也没有停下，作为上
级与家长学生之间的沟通桥梁，我们时刻盯着手机，
传达着上级下达的每一项指令，完成领导布置的每一
个任务，收集着家长接龙的每一份资料。缺纸少笔，
手机电不耐用，我们利用有限的条件，赶在每一个时
间点上做好工作。

集中隔离后，我和搭班老师轮流在群里交待家长
们 “务必闭门不出，坚决配合工作”。每日核酸接
龙，网课安排，作业批改。本以为 “慢” 下来的日
子，会这样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然而，隔离区的家
长偶尔也会有这样那样的抱怨，或需要寻求老师的帮
助时，我会尽力帮助他们解决。我想，只要他们能安
好，我才能安心。

隔离在小房间里，不像冲在抗疫一线的英雄们英
勇无畏，但我会发着自己的光，散着自己的热，做一些
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隔离的日子让我体会到
不一样的生活，让我在今后的人生路上，学会豁达处
事，向阳而生，做一个温暖的人。

我的隔离生活
□ 胡方娟

仰抗疫白衣天使有感
□ 傅筱萍

洁白衣裳国士颜，逆行抗疫壮如山。
双肩负重安为贵，一意持医时不闲。
无倦郎中怀热血，有情乡里爱斓斑。
何须隔岸加油喊，齐力驱冠晴自还。

致方舱大白
□ 万华林

故乡新疫尽愁山，寂寞空城不胜寒。
洞外桃源终梦幻，方舱义士阻瘟顽。
至亲难顾逆行勇，罹病常忧济世艰。
汗湿衣衫家便饭，新冠去日露欣颜。

致敬抗疫人士
□ 饶小鹏

凄风乱叶起残颜，故里又闻瘟疫顽。
阡陌空空人迹少，城池寂寂客愁艰。
拳拳志士迎危难，脉脉情怀向险关。
期待雪融春色暖，繁花绽笑凤凰山。

致敬抗疫先锋
□ 水歌

狼烟带哭夜无颜，一片孤城寂寂山。
昨日心惊仍在目，初冬疫乱复成班。
笑迎卡口经离别，露宿营棚若等闲。
毕竟寒梅霜是骨，更兼风雨到春还。

遥寄修水
□ 戴嵩青

久困高楼未展颜，又惊新冠卷家山。
全民抗疫天行健，几度封城事亦艰。
党政英明维大局，区村管控筑雄关。
义宁子弟多骁勇，一曲长歌动海寰。

致敬抗疫勇士
□ 龙吉山人

飞霜带雪惹愁颜，掩扑江南百万山。
谁解风侵医者苦，空怀露冷职人艰。
官清济物怜无宿，政肃分忧自少闲。
急难须知民有国，断将瘟疫折夷关。

礼赞抗疫白衣天使
□ 廖剑华

全身大白久遮颜，守护城乡稳如山。
每日持签窥玉峡，时常消毒送标斑。
离乡别井援邻地，废寝忘餐只等闲。
不悔今生医学路，疫情除尽把家还。

致敬抗疫工作者（一）
□ 陈水生

入城半月未曾闲，日战瘟魔夜值班。
铁骨担当防控地，柔情倾注隔离间。
旗开修水收三镇，气壮分宁过五关。
待到花红春草绿，阖家再看凤凰山。

致敬抗疫工作者（二）
□ 赖喜文

新冠反复锁愁颜，咫尺邻居似隔山。
医护请缨时列阵，干群抗疫每连班。
餐风饮露从无悔，骇浪惊涛若等闲。
尽扫妖氛离赤县，诸君高奏凯歌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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