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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昔日世界首富比尔·盖
茨，在一次演讲中振聋发聩地提出，
如果人类不能认真吸取新冠肺炎疫
情带来的深刻教训，那么将来的某一
天，极有可能遭遇下一次的大流行。
在他的新作《如何预防下一次大流

行》（中信出版社 2022 年 6 月出版）
中，比尔·盖茨直面当下全球健康与
创新议题，为制定相关防控体系，以
应对下一次疾病的大流行，积极献言
献策。

近二十多年来，比尔·盖茨一直
深耕于全球健康和发展领域，探讨预
防大流行、消除疾病以及有关水资
源、公共卫生和卫生保健等问题。早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比尔·盖
茨就曾以其基金会的名义，邀请全世
界著名的流行病学专家共商此次疫
情会不会造成大流行。提示我们，尊
重大自然、敬畏大自然，其实就是给
人类自身营造一个和谐美满的居住
环境。现行的科学研究，已经能够确
保人类在短时间内找到致病的病原
体，并为研发诊断方法、抗病毒药物
和疫苗等工具做好准备。况且，随着
疫苗的研发成功，越来越多的人在接
种之后，受感染的风险也大为降低，
死亡案例更是会显著减少。当然，公
众也不能因此而松懈麻痹，必须理性
地认识到，与新冠病毒的较量，是一
场长期的斗争。

新冠病毒虽然严重影响人们的身
体健康，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
困扰和不便，但只要各国政府精诚团
结，加强国际间的信息共享和科技、医
疗合作，完全可以减少下一次疫情大
流行的概率。对此，比尔·盖茨在书中
提出了立即接种疫苗、遏制疫情蔓延、
协调全球响应等三条建议，呼吁各国
政府组织应对大流行病的全职专家团
队、加强投资研发挽救生命的工具以
及改善卫生系统和早期预警系统。调
查数据显示，一个卫生系统总体运作
良好的国家，更有可能对新冠肺炎疫
情做出积极反映。它们通常具有强大
的公共卫生网络，配备有大量训练有
素的专业人员，公民对整个国家出台
的一系列防疫政策也比较支持，客观
上，就为减少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创造
了条件。

比尔·盖茨在总结新冠肺炎疫情
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预防下一次疾
病的大流行，所提出的防范应对之策，
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既是忠告，更是警
世箴言，启人心智，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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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部下发了我的调动文件，我
即将到新单位任调研员，原有职务已
免去。新任文联主席已给我打过电
话，他即将来报到。我计划明天上午
将我使用了五年的办公室收拾一下，
腾出交给新任主席。

这天上午我到了办公室。我在这
工作了五年，对这里还是很有感情
的。收拾清理办公室，将一些小东西
如笔记本、水杯、毛巾以及午休用的
小被子等私人物品带走。我将这些
东西装进一个纸箱后，单位的小甘帮
我扛下楼。正准备装进车内时，我突
然想起我办公桌对面的书柜上端，还
放着一顶白色草帽。这是我五年前
到此单位时花25元买的，属于私人
物品，我不能丢下它，我要将它带
走。对我来说，草帽是有情之物，我与
草帽也有许多故事……

三十八年前我刚参加工作，被分
配一个小乡村当乡干部。那时的乡干
部天天下到大队和生产队，组织社员
开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经济社会活动，
比如当时的农村工作就有“大战红五
月，双抢夺丰收”“修渠灌溉，满栽满
插”以及生猪防疫、计生服务等。乡干
部包括像我等八大员之一的人员，都
包村驻队，农村社员叫我们为“掌握同
志”。

初到乡里，我感到很好奇。我也
跟着这些老同志学，提着小包，打着雨
伞下到生产队去，但我总感到我说的
话，社员不理解，社员给我说的事，我
也不明白……

半个月后，老乡长找我谈话。他
问了一些情况后对我说：“你以后下到
生产队，戴着草帽去最好。草帽在热
天可避日头，走累了可扇风，下小雨还
可挡雨。到山坡或院坝与社员吹龙门
阵，取下后可垫在地下当板凳。很多
社员都认为戴草帽的乡干部才是贫下
中农出生……”

老乡长是那么的语重心长。于
是，以后我到生产队，就很少打雨伞，
多是戴草帽了。你还不说，这还真方

便。阴天里草帽就背在背后，热天和
下小雨都可用草帽遮日避雨。当然下
大雨戴草帽不好，因为这样草帽坏得
快。社员和我的距离拉近了，他们都
爱与我说话了。

在我的小而简陋的办公室里，我
挂了两顶草帽。一顶是麦秆编织的，
晴天和阴天可用。一顶是塑料编织
的，下小雨可用。一天，县广播站的记
者老杜到乡里采访“抢收抢栽”工作，
他无意中看到我的这两顶草帽，居然

“小题大作”写一篇《“双抢”农忙中戴
草帽的乡官》，这文章在县报和广播站
刊播后，我居然出了点小名，被推选为
出席市团代会的代表……

老乡长退休这天，我到他办公
室。我问他：“乡长，为什么我戴着
草帽到农村院坝，院角的黄狗就不
追咬我呢？”老乡长看我一眼后说：

“你笨呀。你打着雨伞到农家院坝，
收雨伞时伞把还在手上拿着，就好
像拿着一根木棒，躲在墙角的黄狗
黑狗以为你是小偷，或者要攻击它，
狗是很顾家的，有灵性，它不狂叫乱
咬才怪……”

老乡长的话使我开窍。在此前，
老乡长还给我摆过许多龙门阵。他虽
文化不高，小学都没毕业，但在解放初
期就参加工作。他用这些龙门阵来教
育我，要我向好、向上、向美、向善。

十年后我调进城，先后换了两

个单位工作，又调到区文联任职。
文联工作就是组织开展文艺创作和
文艺活动。虽然没有经济指标上的
考核，但还是有对口扶贫、时政宣
传、采风调研等任务，文联干部仍还
要到基层镇街直至到村队院坝。年
内次数虽不多，但基本上每月有那
么一次或两次。

到文联后的第三天，我去城南农
货市场买了一顶草帽放到办公室书
柜顶上。如果我是到镇街的机关开
会或宣讲什么的，我就不一定带上草
帽，将一把折叠雨伞放到包里即可。
如果我是到镇街采风，到镇街后还要
到农村院坝，我就必须带上草帽。戴
着草帽在山村行走是很方便的，热天
或下小雨都可派上用场，采访社员作
笔记或者照个相什么的，就比打雨伞
方便得多。

这顶草帽陪了我五年时间，戴着
它到基层镇乡或村队院坝甚至是农村
的田边采风或调研的次数至少在25
次以上，每次戴着它采风归来，我都会
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到办公室书柜的上
端。五年来，我创作出了200多篇文
学作品，出版了多部文学和文史专著。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津
区作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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