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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小姑在家庭微信群发了
条消息：“明日起我被抽调到体育馆
新冠病毒疫苗集中接种点工作，负责
疫苗接种、医疗保障工作，这段时间
不能常回家看望妈妈，各位亲要辛苦
帮忙照顾一下啦！”

婆婆看到后，心急火燎地与女儿
视频：“小群，你这是上前线啊！你千
万要做好防护啊！看到‘保障’我就
觉得这次工作责任重大，你可不能大
意啊！”视频那端传来小姑的声音：

“妈，您放心，我们都是经过几轮培
训后持证上岗的，都会心肺复苏、气
管插管等现场应急抢救；每个接种台
都有紧急抢救药品；我知道，这个保
障工作来不得半点疏忽！妈，您自己
也要保重身体啊！”

接下来的两天，婆婆茶不思，饭
不想。我和先生商量着，婆婆长时间
这样焦虑，会生病的，不如让小姑发
些现场图片来，让婆婆了解她的工作
场景和情况，这样会缓解婆婆一些担
心和顾虑。小姑回复：为保护接种者
隐私，接种点现场禁止拍照，我发一
些新闻图片、新闻链接和疫苗接种相
关知识让你们了解一下。我们点开
新闻视频，只见体育馆门前，接种对
象有序排队、取号登记；医务人员逐
一为接种对象查验健康码、录入个人

健康信息；接种现场，设有健康申报
区、询问登记区、接种区、留观区等；
接种人员均戴着一次性口罩、帽
子，身着隔离服，套着一次性防
护鞋套，正在有序地为前来接
种的人们接种新冠疫苗。婆婆
看了后说：“这防护安全工作做
得很到位呢！关卡一道一道
的，打针的地方布置得多整
齐啊，这下，我就放心啦！”

隔三差五，小姑就会
在家庭微信群发些疫
苗接种点的相关新
闻和疫苗接种知识。
先生看后跃跃欲试：

“这么多人响应国家号
召打疫苗，我也去接种
吧！”于是，先生成了我家
除了当医生的小姑外疫苗接种第一
人。之后，在小姑的指导和先生亲身
经历接种疫苗的幸福体验反馈下，在
外地工作的亲友们，随即也行动起来，
相继去当地社区登记接种疫苗。婆婆
尤为积极，一有空闲就会翻阅家庭微
信群中小姑发来的疫苗接种信息。不
仅如此，她还当起了“疫苗接种宣传
员”，给老年保健操团队中的成员们讲
解疫苗接种知识。

家有“疫苗接种医疗保障员”，是

我们全家的骄傲！我们为抗击疫情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疫苗接种为人体
抗击新冠病毒筑起了一道重要的免
疫防线；进行疫苗接种时，有多少像
小姑这样的医疗保障员坚守在第一
线！他们是护卫保障军，护卫接种对
象的健康，保障着这场抗疫战的胜
利！家有“疫苗接种医疗保障员”，也
是中国人的骄傲！我们心中充满了
国家荣誉感和民族自豪感。做一名
中国人，真好！

春天一来，草木就激动了
荒坡上自生自灭的
田野里乡亲栽种的
丢掉去年旧衣衫

萌芽，开花，做梦，怀孕
白天在风中与蜂蝶游戏

夜晚用露水洗澡
懒得去远虑秋天

早已过知天命之年
我总是伫立春风中，沉默不语

心中涟漪阵阵
沐浴春光，却静若磐石

一声叹息
从泛滥的春水边飘出：

呵，草木一春

当岁月已经屈指可数
金秋梨是对人生金秋的最好慰藉
从雪峰山深处走出来的金秋梨

金灿灿的外表里包裹着
一小座洁白无瑕的雪峰

当它的内心被打开的一瞬
让你的眼前幻景闪现

青葱的日子里到处银装素裹
燃烧的激情宛如雪花漫卷

春去秋来太阳也已经走近黄昏
我听到了由外及内的一声锣响

如雪如歌的沉浸于深度甜蜜中振荡
金秋梨，金秋梨

你带着一小座一小座雪峰山越走越远
历经人们的口口相传

市场上演绎成了美丽的雪地飞狐

金秋梨
■三都河

门槛，实在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
东西。说简单一点，门槛就是门框底
下横着的那个东西。

每天都要经过很多门，家里的
门、单位大院的门、办公室的门，有形
的门、无形的门，看得见的门、看不见
的门，让我魂牵梦萦的，还是老屋的
那道门槛。

老屋是心的归宿。喜欢老屋的
门槛，是因为它淳朴、自然，有情感。
不管在外面怎么流浪，当抬脚跨进门
槛的一刹那，一种久违的感觉涌动全
身：真的到家了。

老屋在一个山湾里，并不华丽，
只是普普通通的几间砖瓦房。堂屋
大门的门槛，是纯木头做成的，大约
有半米高。

曾经，坐在门槛上，是我的习惯
性动作。我常常在门口搭一根条凳，
然后坐在门槛上写作业。时常写完
作业时，父母在地里干活，还没回来，
我就静静地坐在门槛上翘首以盼，等
他们归来。如今虽住在城里，却总会
不时想念那门槛。

门槛，在过去人们只是把它当成

一个防御物。木匠修建门时，总是让
门和地面留一条或高或低的缝隙，因
为贴得太近，一来开关不方便，二来
地面的湿气容易腐烂门。修一道门
槛，既防止风吹进来雨水溅进来，也
防老鼠、虫子等钻进来。

衍生而来，“过门槛”就有了很多
说法，也有了很多讲究。在国人心
里，很多地方有“不让踩门槛”的习
俗。《弟子规》里就有“勿践阈”之说，
就是“不要踩门槛”的意思。

有史料记载，“忌踩门槛”这一
风俗始于先秦时期，那时臣子们出
入君主的门户时，不能踩着门槛，只
能侧身而行。门槛有地位尊卑之
分，是君臣礼仪。所以有古话说：

“官宦人家门槛高”，门槛越高，身份
地位就越显赫。

莎士比亚曾说：“一千个观众眼
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许对于这

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原生态”门槛的
理解，大抵也是如此，每个人的心境
和处境不同，会有不同的认知。

这门槛，让我想起了曾经非常流
行的“抢座位”游戏：十个人九把椅
子，座位总比人少一个。音乐响起，
人们开始围着椅子转圈；音乐一停，
大家马上抢座位，结果总有一人因抢
不到座位被淘汰。几轮下来，抢到最
后一个座位者就是获胜者。人生如
这游戏一般，能成功跨越门槛的大多
也是佼佼者。至于跨进门槛是喜是
忧，那就另当别论了。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别人把你当
风景。这门槛内外的风景是旖旎无
限还是糟糕透顶，全凭个人领悟。这
也诚如“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
里面的人想出来。

中国有句俗话：家有黄金万两，
不过一日三餐；家有良田万顷，不过
只睡三尺宽床。不以“门”喜不以

“槛”悲，虔诚而敬畏地对待人生路上
的每一道门槛，不违背规则，不贻误
人生，定会有“看门前花开花落”的泰
然自若。

南江村，我们来了
放下匆匆的行囊

开始投身乡村振兴
敦厚热情的南江人
绿水青山的南江村

让我情不自禁就爱上的这片土地啊
脱贫攻坚虽已有积极成效

但必须守住防规模返贫这根底线

巩固脱贫成果
推动有效衔接

这是我们光荣的使命
调查研究摸底数
明确责任促实效

联动共建美丽南江村
摸实情捉活鱼冒露珠干实事
积极为乡村振兴积累经验

面对村民期待的眼神
我庄严地承诺

我来了，我就是南江人
我要像对待职工群众一样
用心对待南江每一位村民
我要像对待自己家乡一样
用脚丈量南江每一寸热土
我要像对待工会工作一样
用脑思考南江的振兴事业
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驻村人追求的目标
和努力方向

（作者系市总工会驻丰都县栗子
乡南江村第一书记）

你们离雪山最近
你们有雪山的圣洁
你们离海洋最近

你们有海洋的宽广
你们是一颗颗种子

撒在哪里
就在哪里生根发芽

你们用雄鹰般的眼睛
巡视着每一寸国土

你们用泰山般的身躯
保护着每一个生命
你们是一株株大树

站在哪里
哪里就是祖国的钢铁长城

你们用汗水洗亮太阳
让我们在明亮的教室里

快乐地学习
你们用青春照耀黑夜

让我们在温馨的世界里
健康地成长

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作者系重庆大学城人民小学学

生 指导老师：何肖蓉）

最可爱的人
——致戍边战士

■姚泽熙

家有“疫苗接种保障员”
■王阿丽

我就是南江人
■谢 斌

门槛
■周汉兵

草木一春
■石 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