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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娇小的身材里

流淌着土地纯朴真实的血液

拒绝廉价的吹捧

素来默默无闻

当你邂逅病态的年味

宴请来无孔不入的新型冠状病毒

你把自己所有的腰酸背疼

织成一张张弯弓似的幸福

当你奔波于防疫抗疫的前线

踏上祈祷胜利的征途

你把虛伪与正直 善良与邪恶

隔离成没有色彩的大灯笼

一切的一切都不应对你指手画脚

面对生命 面对白衣天使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这块难啃的骨头

你顾全大局

捍卫并创造命运共同体的哲学

一
89岁高龄的岳父在经过长达连续两天两夜的

神智恍惚后，从昨天下午一直沉睡到今天凌晨 2

点半都没有动静。我有些不放心，便去他床前叫

醒了他，问他喝不喝水。他说不喝，然后又沉沉地

睡。见岳父无大碍，我放下心来，回到书房睡觉，

自己却睡不着了。脑子里老是旋转着一些生老病

死的问题，差不多有些疑心自己也恍惚了。当然，

我下意识地告诫自己绝对不能恍惚。于是用“意

守丹田”之法收住了脑子里那匹脱缰的野马，昏昏

沉沉地、迷迷糊糊地躺着。挨到4点，听见岳父在

咳嗽，我连忙起身去到他跟前，问他喝不喝水。岳

父点了点头说：“要喝。”我便给他倒了半茶杯温开

水，看着他用吸管喝了一半。

“爸爸，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呢？”我放

好茶杯后，问他。

他摇了摇头，看着我说：“不晓得。”

“凌晨4点。”

“才4点呀！哎呀，还要睡一阵！”

“嗯。你接着睡吧。”

我关了岳父房间的灯，回到书房，也睡了。

二
早晨，我用两个土鸡蛋给岳父冲了一碗蛋花，

适当加了一点儿白糖，以便吃起来可口一些。我

把蛋花端到他床前时，他还没有醒来。我叫醒了

他，并告诉他：“今天是正月十三了。现在是上午9

点钟，该吃早饭了。”

岳父睁开惺忪的睡眼，自言自语地念道：“今天

正月十三……”接着，他举出右手，一根一根地点动

着手指，若有所思地说：“明天、后天，后天是戴秀

生，戴秀生的第二天，春就要去深圳上班了哟。”

我说：“不一定吧。现在疫情这么严重，还不

知道春去深圳走不走得成呢。”

岳父仰起头来，望了一眼天花板，自言自语地

说：“狗日的，这个‘非典’啷个恁个凶嘛！”之前，我

跟岳父讲过当前发生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

情况，怕他不明白，顺便提到了2003年发生的那场

“非典”疫情。结果，他把这次疫情记成“非典”疫

情了。

我解释道：“不是‘非典’，是湖北武汉那边发

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瘟疫，全国都受到了影响，

国外也有几个国家出现了病例。”

岳父不再说话，望着天花板出神。于是，我先给

他洗了脸，然后一勺一勺地喂他吃完了蛋花。

“蛋花好吃不？”我一边用餐巾纸给他揩嘴巴，

一边问他。

“好吃！”岳父点了点头。

“看电视不？”

“哎呀，不想看，我想睡觉。”

“好吧，你又睡嘛。”

整个上午，岳父都睡得很安稳。

三
岳父中午吃的面条，有大半饭碗的量。考虑

到他吃面条不方便，我便一口一口地喂他，他很顺

利地把面条吃完了。

我又问他看不看电视，他还是那句话，不好

看，想睡觉。我就给他盖好被子，让他继续睡。这

一睡，又是安安静静地一个下午。大约是下午 6

点钟，他醒了，喊我给他倒开水喝。喝水时，仍然

是用吸管吸。

“该换尿不湿了吧。”我说。

岳父也很干脆利落地说了一句：“要换。”

我给岳父换了尿不湿，就到了吃晚饭的时候。

我给他盛了饭菜混在一起的大半碗饭。他端

在手上，看了看说：“吃不完，要舀点出去。”

“你先吃了看，能吃多少算多少。——万一吃

得完呢？”

“不得行！肯定不得行！你还是先给我舀些

出去！”

我只得照办。

就这样，岳父今晚只吃了小半碗米饭，欣慰的

是，是他自个儿动手舀起吃的。

这是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场景。面前是一

个乳黄色的水杯，几本叠放着的教材和学习资

料，一个立放着的手机。戴着黑镜框眼镜、白色

口罩的这名女学生，坐在病床上，左手扶压着本

子，右手握笔正专心做笔记。在她身后，一位

“白衣战士”匆匆而过，多位病患在病床上接受

治疗……

这是武汉方舱医院的一个情景。

坚持学习的这名女生，你真是个好样的孩

子！在你面前的手机里，也许正有老师在给你们

上网课；在你繁忙的笔尖下，也许正发出“沙沙”的

书写声；你周围的病友们，也许有人在大声说话，

有人在用手机聊天，有人在唉声叹气……但是，

专注学习的你，似乎听不到这些嘈杂的声音。

看到专心学习的你，就看到了一种特别的

静。这种静，会让你的父母以及更多的学生家

长感到踏实；这种静，能使你的老师感觉欣慰。

这种静，是今年即将参加高考的你，即便感染住

院也倍加珍惜学习时间的真实写照；这种静，透

视出你面对新冠肺炎的乐观与坚强。

孩子，也许你不知道，你在方舱医院坚持学

习的身影，会打动和振奋多少人！孩子，此时方

舱医院的窗外还春寒料峭，但在你的身边一定

暖意融融。疫情防控正是吃劲的时候，全国医

务人员奋不顾身，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每

天有成百上千病人治愈出院，一个又一个捷报

从各地纷至沓来。孩子，你就放心治疗吧，有你

的坚强和乐观，有医务人员的精心诊疗，病魔一

定能被我们击退。孩子，你就安心学习吧，寒冷

而短暂的冬日马上就会过去，待你康复走出方

舱医院，迎接你的定是和煦阳光、盎然绿意。

在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遏制的当下，全国

人民抗击疫情的决心和信心得到进一步增强。为

弘扬伟大的抗疫精神，激发人民与疫魔鏖战的斗

志，人物传记类作品《钟南山：生命的卫士》（接力

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20年2月出版），以平

实的语言，生动讲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

病学专家钟南山在医学领域敢为人先的优秀事

迹，有力诠释了他“院士的专业、战士的勇猛、国士

的担当”。

全书重在情感激励。从钟南山学生时代立下

宏图大志，以父亲为榜样从医救人；到海外学成归

来，用精湛的医术驱病御魔，造福于人民。一个医

者仁心、不畏艰险、敢挑重担的勇士形象，鲜明呈

现在世人面前。本书深入刻化了主人翁的内心世

界，力求从他丰富多彩的情感律动中，去塑造一个

既平凡而又不平凡的钟南山。让人敬佩的是，钟

南山对祖国对人民始终满怀一腔真情。上世纪七

十年代，他获得去英国爱丁堡医学院留学的机会，

当两年留学期满，爱丁堡医学院许以高薪，希望他

留在英国时，钟南山却不为所动。他深情地说：

“我是中国人，是祖国送我来的，我得回到中国。”

简朴的话语，却字字带情，连他的英国导师弗兰里

也不禁为之动容。

在公众眼里，钟南山是当之无愧的医学泰斗，

更令人仰慕的是，他对自己所从事的医学事业充

满了无限的热爱。多年来，在呼吸系统相关疾病

的研究中，钟南山以广州呼吸研究所为“根据地”，

团结带领科学团队，一边诊疗，一边从事学术研

究。没有实验仪器，他们就自己动手制

造，没有现成的经验，他们就身体力行从实

践中一点一滴积累。在钟南山的带动下，简易

支气管激发实验仪、电脑化膈肌动能测定仪、峰

速仪等一台台实验设备，都在他们的巧手下诞生

了。肺心病、慢阻肺等呼吸病症的研究，也相继取

得进展，使得广州呼吸研究所的科研水平一举跻

身国内先进之列，他们的实验室也成为目前国内

唯一的呼吸系统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1996年，

由于钟南山的出色表现，他被授予中国工程院医

药卫生工程学部院士，从此，他从事呼吸病学研究

的劲头更足了。

科学是没有止境的，只有敢于攀登的人，才能

登上顶峰，收获到累累硕果。钟南山就是这样一

个不畏前行的人。2002 年底，一场突如其来的

“非典”侵袭了中国。66岁的钟南山冲锋在前，以

“把所有的危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的大无畏精

神，与冠状病毒展开了殊死搏斗。通过大量的临

床诊治，他推翻了“非典是衣原体感染”的妄断，并

总结出“加大临床医学信息交流、中西药结合治

疗，以及将危重‘非典’病人集中到专科医院救治，

以减少交叉感染”的宝贵经验，这也成为我国抗击

“非典”的诊治指南。由于他在抗击“非典”中的突

出贡献，2003年，他先后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CCTV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等一

系列荣誉。与此同时，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

委员，他更是大胆发声，在两会期间提出的有关雾

霾治理、医改要加上医德教育等提案，均引起了国

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付诸实施，为确保人民

群众的身心健康，奠定了牢固的基石。

对于祖国的公共卫生事业，作为医者的钟南

山同样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2019年12月8

日，武汉出现首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此后，在短

短的一个月时间里，相似的病例频频出现。2020

年1月18日，已84岁的钟南山应邀到武汉，通过

调研，他指出此次疫情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所为，

可以人传人。但他又理性地劝导大众，基于目前

很好的防控和隔离制度，公众对此要有足够的信

心。特别是他所言：“武汉本来就是个英雄的城

市，有全国、有大家的支持，武汉肯定能过关。”这

动情的表白更是给全国人民的抗疫战斗以极大的

鼓舞。

当前，在强有力的防控措施下，新冠肺炎疫情

形势已开始出现积极变化。在这个特殊时期，《钟

南山：生命的卫士》的出版，无疑树立了很好的时

代标杆。特别是对广大青少年来说，钟南山身上

所洋溢出的爱国精神和无私奉献情怀，尤其值得

学习与铭记。

侍岳父记

夺
■陈晓莉

口罩
■何从花

孩子，
我们一定赢！

■朱芸锋
医者 报家国仁心

■刘昌宇

争争
人类与时间争夺，与动物争夺，与大自然争

夺，而今与病毒争夺——

新冠肺炎，听上去多么大气响亮的称呼，特别

是“冠”让你不由联想到辉煌华丽的装潢或具有威

严的权力。的确，冠状病毒具有“权威”，因为在极

短时间内给人类造成无比巨大的威慑和侵扰，甚

至于生命。

就在庚子年来临之际，所有人都在为即将来

临的春节假期做好各式各样的计划安排时，谁也

没有想到，疫情却在悄无声息中迅速布满各类人

群、各个地方。

空气中飘浮着无数细小又带有威胁的病毒，

我们无法用肉眼看到，也不知这些小小颗粒具体

的位置。人类在病毒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渺

小细微，唯一可做的就是避免外出交叉感染、消

毒、通风、洗手。

就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火开战时，有一群人

冲锋在最前沿，他们没有枪，却用双手将一个个患

者从战场上救护下来，治愈出院。他们没有神一

样的法力，却用一生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帮助患者

抵御病毒侵害。他们没有华丽服饰，没有光彩耀

眼的外表，就连他们中大部分人姓什么也不知道，

只知道他们统称为“白衣天使”。

尽管我不是一位医务工作者，但我的幺妈、姨

父、二叔、侄女以及儿子至今依然奋战在医务一

线。我曾听到他们讲述关于救死扶伤的故事，也

曾亲眼看到治愈患者感谢的场景。还记得，小时

候在武警医院，一大群刚下班的护士阿姨在劳累

一天后，仍欢喜为我编小辫的模样。还记得，在市

中医院等候家人延迟下班的我，被救治患者家属

抚摸着头，叫我再等等的画面。我虽然没有亲身

体验医务工作的辛苦，但我深知，作为一名医务工

作者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

大年三十，本是辞旧迎新的日子，往年的这一

天，各家各户喜气洋洋，可今年的这一天是武汉封

城后的第二天，也是全国各地派往武汉第一批援

助医疗队出征的日子。看到那些即将出征，支援

武汉的医务人员脸上透露出一股勇敢、无惧的力

量，他们逆行在抗击疫情中，而他们的家人都祈祷

他们平安归来。

就在心中还沉浸在这些勇士奔赴武汉的情绪

中时，儿子从北京打来电话：“我的老师、同学即将

奔赴武汉”。

“你呢？”我反问儿子。担忧、焦虑一下涌上心

头，这种条件反射是每位母亲最平常而又最真实

的表现。同样，那些已经奔赴或即将奔赴湖北的

医务人员都令自己的父母家人、亲朋好友牵挂与

担忧。

“没办法，这是任务，也是责任。”电话一头的

儿子说出这句话时，我突然明白孩子已经不仅仅

属于我，更属于广大的患者，因为这是医务工作者

应肩负的责任和担当。

护目镜、口罩、防护服……当医务人员做好一

层又一层的防护措施后，可以想象得出身体包裹

在不透风的“密闭室”内，会是怎样的难受。而此

时，无处飘浮的病毒会趁人不注意便侵入身体繁

殖，企图让生命快速湮灭且消失。

人类在战争中争夺利益和权力，可今天的争

夺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火，不见敌人的抗争。我

们每个人都在拼命争夺，争夺追赶这一切来得突

然又可怕的病毒，而那些投身在一线的医务人员，

他们所争夺的不仅仅是生命，更有希望和未来，因

为生命气息带来的希望会疗愈每一位受伤的心

灵，而未来是每个人向往的期盼。

蔚蓝天空下总会有笑脸在花丛中媲美。生活

中的美好期望靠每一位中国人去努力。争夺，不

只是你或我个人之间的事情，而是要在大家齐心

协力下共同完成。我们看到了一线医务人员，也

看到了输送物资的志愿者，看到了依然忙碌的快

递员，看到了坚守在执勤岗位的警员，每个人散发

出自己的能量与病毒争夺。

天空中遍布许久的灰色逐渐消失，阳光照在

大地上，照亮每一位与疫情抗衡的人的心。嘹亮

的呐喊声从内心深处传了出来——

武汉加油！重庆加油！中国加油！

■龙泽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