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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加油！

我的“宅”生活

梅常青

武汉，你历史悠久。据考古发掘和

古籍记载，远在 5000 年前，已有先民

在此生息繁衍。黄陂区的张西湾城址

为武汉市迄今发现的最早城址；盘龙

城遗址则是距今 3500 年前的商代方

国都邑，也是迄今为止在长江流域发

现的唯一一座商代古城。三国时期，在

武昌和汉阳筑有江夏和却月古城，唐

代已是著名商埠。武汉三镇之一的汉

口，明末清初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被

海外誉为东方芝加哥。中国近代史上，

武昌首义，体现了武汉人敢为天下先

的精神。

武汉，你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素有“知音故里”“白云黄鹤的故乡”

“英雄之城”等美誉。古琴台、黄鹤楼、

江滩等人文景观天下闻名，引得多少

游人止步、文人感慨。李白曾云游至

此，登上黄鹤楼，放眼楚天，秀丽景色

尽收眼底，胸襟开阔，诗兴大发，正要

提笔写诗时，却见崔颢的诗，自愧不

如，只好写“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

诗在上头”。崔颢题诗，李白搁笔，从此

名气大盛，也让更多后人对此地产生

了无限的向往。

武汉，你还有楚剧、黄梅戏，以及

与国粹京剧有着颇深渊源的汉剧。汉

派方言，将武汉人的亲切、爽快与热情

展现得淋漓尽致。一声“拐子”，表现的

是人对有江湖豪气大哥的尊敬；“挺了

头”，夸赞他人说话办事、着装漂亮，可

谓是入木三分……

在几千年的交流融汇中，武汉还

形成了丰富的饮食文化，地方小吃常

让人流连忘返，湖北菜也闻名全国。热

干面、三鲜豆皮、汤包、鸭脖，都是叫得

出名头的。清蒸武昌鱼更负盛名，南宋

诗人范成大就有名句“却笑鲈乡垂钓

手，武昌鱼好便淹留”，对其表示赞叹。

武汉啊，武汉！你那么美丽、繁华，

却在这个冬日，因突如其来的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成为舆论关

注的风暴眼。原本热闹的街道早已空

空荡荡，空气中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

偶尔出现的市民也是戴着口罩行色匆

匆……但是，武汉不会被打倒！武汉，

不仅是疫情的最前沿，也是彰显14亿

国人战“疫”力量之地。疫情之下，各地

医疗团队、爱心物资源源不断地驰援

武汉，举国下上汇聚而成的中国力量

与武汉同舟共济。在后方，全国各地人

民也以自己的方式为武汉加油。有的

隔空喊话，有的捐赠物资，有的拿起画

笔用线条和色彩向湖北同胞传递信心

和力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在一

起！武汉，加油！

随想录

肩负重任，加油！ 张安朴/绘

今年春节，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令人猝不

及防。“少出门、不串门、不聚会、戴口

罩、勤洗手”，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我们

能做的，就是“宅”在家里。

开始，一家人觉得挺好，不用上

班，没有事要忙活，我们不是玩手机就

是看电视。当然，最关注的莫过于每天

的疫情通报了。妻子每每看到有感染

人数增加，她都会偷抹眼泪。我就安抚

她，要相信党和政府，一定能打赢这场

防疫战争，我们一家人“宅”在家里，就

是和大家一道共克时艰了。多次的安

慰，妻子渐渐想开了，趁着这难得的闲

暇时间，在家学起了广场舞。跳累了，

她还会找小姐妹打视频电话，打听各

自的“宅”生活，相互鼓励、相互温暖。

女儿的对象春节前回东北老家

了，本来她计划年初三要去东北见见

未来公婆，没曾想疫情发生，订的机票

也只能退了。年轻人比较好动，一旦长

时间“宅”在有限的空间里，就会郁闷、

烦躁。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得想办

法把一家人‘宅’日子变得活跃起来！”

女儿的嘴特别挑，除了妻子做的

饭菜，去哪儿吃都不习惯。记得她去年

到韩国旅游，回家就哭着向妈妈抱怨

在外面饿坏了。但她又和很多孩子一

样，宁可叫外卖，也不愿自己下厨。何

不抓住这次“宅”在家的机会让女儿学

学厨艺呢？

吃晚饭时，我就提议：“我们家的

食物储备充足，不如从明天开始，我们

来个做菜比赛。一人做一天，看看谁做

得好。”没想到，女儿爽快地答应了，并

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明天老爸先来！”

因为在她记忆中，从未见过我下厨。

第二天，早饭我熬了锅小米粥，中

午准备了三菜一汤，晚上则自己和面

包了猫耳朵饺子，一家人吃得津津有

味。女儿对我更是赞不绝口，她说:“原

来老爸不光文章写得好，做菜水平也

很不错，让我对你有了新了解！”我笑

着回应道：“老爸小时候在农村，烧饭

做家务都要做的。后来结婚了，你妈看

我工作要忙到很晚，才让我不要做这

些家务了。”

之后，女儿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

主动向妻子请教做菜。看到她俩在厨

房忙活，不时传出欢乐的笑声，我的心

里也美滋滋的。“宅”在家里，也要找些

乐子，让枯燥乏味的生活活泛起来。

看到新闻里每天都有医护人员奔

赴武汉疫区，还有患者治愈出院的喜

讯传来，不禁精神一振，感觉看到了希

望和曙光。我提笔在红纸上写下一个

大大的“宅”字，因为它是普通家庭抗

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良

药，我们一家都感激它，也感谢它给了

我们一个不一样的春节。

张新文

王永青

戴着口罩出门扔垃圾，没想到一

转身，一阵浓香扑鼻而来。抬头一看，

原来院子里的蜡梅开花了，满树的蜡

梅静静绽放，给原本萧瑟的日子添上

一抹亮彩。哦，春天来了。春天正在一

步一步的，向我们走来。

我想起，在外工作的儿子原本 1

月29日要飞来上海和我们一起过年，

然而，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发生，他毅然选择一个人在外过

年。初四早晨，他告诉我，他正式上班

了。他见两个同事没买到口罩，便把自

己购买的口罩送给了他们。初五，他又

电话告诉我，被学校任命为教工校卫

队副队长。我在电话里问他：“武汉疫

情你有捐款吗？”因为我知道，儿子对

于武汉有着很深厚的感情，他在武汉

读了四年大学，毕业后年年捐款给母

校。他告诉我，通过深圳武大校友会和

基金会两个组织捐了。我很欣慰地说：

“你做得很对，无愧于学校对你的培

养，也无愧于家人对你的期望。”

还有我那在山东泰安肥城市场监

督管理局工作的侄子，原计划去广东

珠海和哥嫂一起过春节，也取消计划

在家待命。年初三一早，我接到他打来

的电话，告知我他已提前上班。他自豪

地说：“我是党员，又是一线，这是我应

尽的责任！”

最让家人牵挂的，是我那在北京

一家公立医院做护士的小侄女。她去

年才毕业，很有责任心和上进心，这次

面对疫情，她主动请缨坚守岗位。年初

二，我们就接到了刚下班的她打来的

电话：“连续上班24个小时，很累，但

疫情紧急，这是我应该做的。你们尽量

不要外出，出门要戴口罩。”我们一边

担心她，一边应着她的叮嘱。

妻子说，你看，今年春节被疫情破

坏了很多计划，儿子、小侄子、小侄女

都没回家团圆。我说，明清思想家顾炎

武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孩

子们都长大了，懂得“为天地立心，为

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的道理。多年过后，他们回忆起自

己的人生历程，回忆起这些事，才会觉

得青春无悔、人生无憾。

话落，我又不仅抬头望向院子里

的那棵蜡梅。满树的芬芳，不正预示

着，春天正向我们走来吗！寒冬总会过

去，疫情也终将散去。

一树蜡梅春意浓

九省通衢，

夕阳里，冻雨未歇。

今时节①、玉笛声噎，

落梅似雪。

眼底长江烟波尽，

楼头黄鹤仙踪绝。

万巷空，新冠状病毒，

风波孽。

浦江水，沪上血；

自兹去，挥手别。

白衣偏逆行，壮心如铁。

众志成城精气在，

共克时艰肝胆烈，

待归来，玉宇喜澄清，

酹江月。

注①：节，入声

满江红·上海援鄂医疗队
王威尔/词 张波/书

看着这几日的新闻报道，我常想，

对突如其来的肺炎疫情，我们每个人

都要懂得“理解万岁”。

理解，才能心平气和；理解，才能

温暖如春。一位快递员送快递被“堵”

在小区门口，快递员打收货人的手机

告知后，收货人二话不说，立马戴着口

罩到门口来领，没有一点怨言。但是，

也不排除有少数人会不乐意：“为何不

让快递员进小区？”这是非常时期采取

的必要措施，虽然会有一些不方便，但

更安全。所以，还是老话说得好，“理解

万岁”。

还有些人，因沪上采取的“居村委

会预约登记+指定药店购买口罩”的

方法，要登记、要排队，而产生了不满。

其实，沪上不少居委会都在想尽办法

解决问题，尽量让居民少跑腿，有的采

取了网上登记的方式，有的则挨家挨

户上门登记。甚至，不少社区工作人员

为早些将工作做好，饭也来不及吃、家

也没时间回。

社区工作本就量大又繁琐，如今

他们为打赢这一场战“疫”，都放弃了

休息，奋斗在一线。我们这些在“后方”

的居民，更要“理解万岁”，同心协力一

起努力，迎接春暖花开的到来。

卢忠雁理解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