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疫”言
——我的抗疫周记

仿佛疫情来得措手不及，仿

佛疫散就在眼前，今天终于可以脱
下防护服，摘下 N95 口罩，只有耳
边的勒痕、耳朵被手指碰到后的丝
丝微疼，以及每天记录的朋友圈，
告诉着我自己曾在防疫一线连轴
转了一周。现在回想起这一周的
点点滴滴，除了众志成城、温暖守
护，还有满满的感动，以及对所有
防疫一线工作人员的感激和敬佩，
今天写下这段文字，只为记录我们
曾勇敢过……

——题记

时光倒回到 3月 13日下午，东
湖社区开始通过“微嘉园”招募党
员教师志愿者，我义无反顾填了 3
月 20日，为的是跟学校工作错开，
不影响正常教学。但事实上，3月
14日疫情突然有了扩散的迹象，我
所在的小区被封了。怎么办？既
然出不去，不如主动请缨成为社区
志愿者。就这样，当天中午，我马
上奔赴一线，因为平时党员教师就
挂职在社区，这个站点就成了我的

“战场”。
说实话，疫情演练学校开展了

很多次，程序我也了然于心，但真
的要实战，仍不免有些紧张。特别
是第一次穿上防护服，第一次有可
能与随时转变的“红码”“黄码”正
面交锋，又要维持辖区内2000多人
正常有序进行核酸检测，简直“压
力山大”。幸亏当天的站点点长和
医护人员、志愿者都很给力，大家
配合十分默契，顺利完成了首次核
酸检测任务。当我们收拾好东西
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而那个晚上
因为各种原因，我们一直空着肚子
连轴转，特别是嘉兴荣军医院的三
位医护人员，前来支援却未喝上一
口热汤就得转场。我想也许这就
是“嘉”情，愿花开疫散时定要来平
相聚，到时咱们促膝言欢，共话

“嘉”常！
时间不停往前走，我每天都在

我的“战场”上，守护着我的家。我
们有了自己的医护人员、志愿者微
信群，叫“守湾人”，我们有了学校
防疫团队“崇小抗疫志愿者群”，我
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严防死守，尽

力完成各项任务，哪里缺人手就立
马顶上。“今天核酸检测样本数量创
新高，有 1600多份。”“再创新高，
1700多了。”“今天 1846份！”“突破
2000！”……全员核酸检测人数的一
天天增长，是上级各部门的政策引
领，更是一个个“守湾人”和“崇小抗
疫志愿者”以及千千万万抗疫者的
奋斗成果。我们按户敲门，我们跑
楼喊话，我们扫楼到凌晨，每天消
杀完又紧紧守着手机，等待第二天
的公告。于无声处听惊雷，大风大
雨不停歇，每一天都在与时间争数
据，都在与病毒划界限。

当然，守护和等待除了艰辛也
让我看到了美好的一面。除了嘉
兴，绍兴、安吉各地支援力量也汇
聚而来，这是大爱，而大爱无疆。
同样的，我们当地的“老平湖”饭店
也天天在为一线防疫人员送爱心：
热腾腾的包子、鹅头颈、粽子……
是当地的美食，更是家人的温暖。
而御珑湾的业主也是变着法子给
我们温暖，除了积极配合防疫，他
们一周以来都自觉遵守一米线，对
我们开设的绿色通道，对孕妇、婴

幼儿、上网课的孩子、子女不在身
边需要刷身份证的留守老人、行动
不方便人士的照顾毫无怨言，还给
我们送来热腾腾的圆团、甜甜的粑
粑柑和饼干、狂风暴雨中的暖宝
宝、扫楼中的随身包酒精……每
天，到站点来的工作人员总会在卸
下全副武装后夸我们站点井然有
序、配合默契。

与“疫”语，曾经我觉得疫情真
的很可怕，但当我连轴工作七天，
与平均睡觉不到一小时的社区工
作人员，几天几夜不睡觉的医护人
员和各类驻扎一线的工作人员共
同抗疫时，我才真正发现作为一名
党员教师志愿者的勇敢与无畏。
与“疫”一战，让我发现只要我们平
和报本、勇猛精进的平湖人，能够
继续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疫情就
将停止它肆虐的脚步。

一笑姐姐曾说：“人生没有幸
不幸福，只有知不知足，温饱无虑
是幸事，无病无灾是福泽，至于其
他，有则锦上添花，无则依旧风
华。”那就让我们春分时节待疫散，
赴一场校园之约！

■王慧兰

我和你
■徐卫卫

在我写下这三个字的标题

之前与之后，我的耳畔一直回响
着，以这三个字为题的那首歌的旋
律。在这旋律里，中文与英语反复
着交替与重合。

接连三天了，小区的连心广场
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都是悄无声
息。以往，那里总会有三五成群的
上了年纪的业主聚集聊天，无论白
天或是夜晚。这让我一而再再而
三地想起很久很久以前在文学作
品中读到的那个词语——乡场上。

今晚，广场依旧悄无声息。我
在键盘上的敲打声显得格外清
脆 ，而心头那“我和你”的旋律也
越发地嘹亮了起来。

今天小区居民开始了第三轮
的核酸检测。上午九点多钟，一支
出殡的队伍在铜管乐声中回到小
区。

我不知道，是哪位老人在乐声
中向这个世界作别。

我也不知道，是否有人在铜管
乐声由远及近的那一刻想到，生与
死，原来近在咫尺。

但我知道，开始于两年前的这
场疫情，大大改变了人类世界的生
存状态。在很多人的潜意识中，那
个带着花冠的病毒，可以成为死亡
的代名词。

只是，总有人不怕死，或者即
便也怕死，但终究愿意为了“我和
你”，向死而生。

我曾经在那座被誉为英雄之
城的城市被封城的前一日，开始了
我的疫情下的写作。

2020年1月22日深夜，我写下
了题为《思念那根苇草》的千字文。

几天之后我才意识到，我开始
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的书
写。

从 2020年 1月 22日到 2020年
4月 26日，其中有 77个夜晚，我坐
在窗下敲打键盘，与我的文字约
会。无论窗外是否有月华，无论夜
空是否有星星，我的心都在仰望。

2020年 4月 26日深夜 11点 36
分，我写完了我的第三本散文集的
最后一篇《我们需要安息》。那一
刻我知道，我已经与祖国一起，从
寒冬走向了春天。

不曾想，就在 3月 13日，疫情
发生在了家门口。我居住的这座
城市启动了一级应急响应。

之后，我开始收到一封又一封
微信。或远或近的亲友、姊妹、同
学、同事、学生，甚至我母亲的九秩
老同事，都借着微信向我表示关
切。那声声关切在我听来，便是声
声叠叠的“我和你”，我甚至可以看
到微信那一头的眼睛，双双含情。

虽不至于让我热泪盈眶，但内心委
实是被一次次暖到了的。

我很惭愧，我没有以志愿者的
身份走上抗疫一线。

我只是划着屏，在微信里向一
线奋战的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点赞，
向他们献上一支支玫瑰，道上一声
声辛苦。

我也在微信里，向着那一头的
那个“你”，感恩回应，一并分享各种

“关乎”——关乎大爱，关乎和平，关
乎灾难，关乎牺牲，关乎良善，关乎
价值，关乎生命，关乎信仰……

这让我的心，得以将羞愧放
下。

这几天，小区的广场安静了，
业主群里却是前所未有的热闹。

以往，常见的大抵是各种报修
与抱怨，各种争执与撕裂。这几
天，画风陡变——

大门口的小超市为志愿者送
上了好几箱点心与饮料，业主们纷
纷为超市点赞。老板娘则表示只
是尽了一点点微薄之力，不值一
提，还一再感谢各位街坊邻居多年
的关照和支持。

有人健康码转黄了，在群里为
核酸检测发愁。马上有人回应，市
区有哪几个黄码采样点，可以就近
前往。

有人为小区呐喊“加油！撑

住！”
有人安慰害怕疫情临到的邻

里。
有人为出丧的住户送上“逝者

安息”。
有住户昨晚被疾控中心通知今

天起居家隔离，因不符合社区配送
食物的条件而为明天的菜篮子担
忧。大家纷纷支招，愿意互帮互助，
直说“你需要什么，与我单聊”。被
隔离的业主一边感谢大家关心，一
边表示“再想办法吧，坚决执行居家
隔离要求，不给大家添乱”！

还有人提议，疫情面前人人有
责，咱需要一批年轻的志愿者加入
进来，让年长的老前辈们休息一下！

……
此时此刻，我不能不想起千里

之外的那座被命名为“鸟巢”的建
筑物。那是国家体育场，借着形态
如同孕育生命的“巢”和摇篮，寄托
人类对未来的希望。2008年 8月 8
日，“巢”里点燃了北京奥运会的圣
火。那个夜晚，“我和你”响彻了地
球村——

来吧
朋友
伸出你的手
我和你
心连心
永远一家人

小区·晨景
■胡丽平

穿上白色的防护服，戴上

面罩之后，我的内心充满了自豪
和激动，我终于也可以为家乡的
抗疫做一份贡献了。

此时正是凌晨四点，沉睡的
城市，每个小区的门口，盏盏夜灯
点亮了黑暗的天空，也点燃了每
个人的志愿热情。

我们组六人，两个负责核酸检
测，两个扫码，两个维持秩序。大
家一起固定好帐篷，打开专用的黄
色医用废弃物垃圾桶，相互做好核
酸检测，趁小区人员还没过来，不
由自主地聊起了天。我才知道，做
核酸检测的两名医生是来支援平
湖的外县市医务工作者，她们也去
过平湖其他镇街道支援，她们说平
湖的老百姓很认真，很守秩序，很
客气，来得都很早。

我们静静地等候着小区的人
过来参加全员核酸检测。前几天
还是初夏的火热，这两天一下子似
乎又进入了严冬。检测点只有一
个帐篷，四周没有挡风帘，我们在
北门口的风雨中，感觉到阵阵凉风
叫嚣着试图撕开我们的防护服。

最先来检测核酸的是两名保
安，核酸检测完成，他们放下手中
的手电筒，坐在一边的台阶上，疲
惫地揉着酸痛的脚，有一搭没一
搭地聊着。“那个黄码的怎么样
了？昨晚你检查出来的那个。”

“申诉了，但目前还是黄码，已经
去黄码检测点检测了。”“他自己
也不知道，你倒是细心，给查出来
了。”“不是要每个都查吗？打开
查，他瞪圆了两眼珠子，我也瞪圆
了眼珠子。”“等核酸检测好了，我
们就下班了，又是一个通宵夜
班。”我笑着说：“你们辛苦了，为
小区守护好大门，让大家放心、安
心。”两个保安赶紧站起来，向我
们一个立正，微鞠躬说：“我们不
辛苦，你们最辛苦，谢谢有你们。”
我们赶忙鞠躬回礼。这样的鞠
躬、回礼，贯穿在整个核酸检测的
过程中，向我们鞠躬感谢的，有保
安，有老人，有孩子，每一个人都
友好温柔，都谦虚退让。

队伍慢慢长起来，我开始要
求大家保持一米距离。这时，一
个中学生模样的人走过来，一旁
是他的妈妈，她向大家恳求：“娃
要上网课，能否让娃插个队？”“来
吧，到我这。”还没等我安排，最前
面的一个小姐姐就走出来，自觉
地排到后面去了。妈妈和孩子赶
紧道谢。我看这个小姐姐，不高，
穿着睡衣，戴着帽子，只是脚上穿
着棉拖鞋。“你冷吗？不要紧的，
大家对有网课的孩子和家长都是
愿意让他们插队的，你不用退到
最后。”“没事，我扛冻。”小姐姐俏
皮地向我举了举手，“再说，队伍
也不长，很快的。”

一阵孩子的哭声传了过来：
“妈妈，怕！”“不怕，护士小姐姐会
很轻很轻的。”“不嘛，妈妈，不
要！”一个不过三四岁的女孩紧紧
地搂住妈妈的脖子，怎么扒拉也
不能让她转身张开嘴巴。女孩的
爸爸力气很大，一把将她抱过来
控制住了身体，可孩子的嘴巴却
闭得更紧了。

“你们先来。”妈妈不好意思
地做了个“请”的姿势。

“不行，已经扫码了，她是这
组试管的最后一个。”扫码的志愿
者着急，“要么我把码删除，稍
等。”

“我们能等，不要删了，我们
队伍不长。”后面排队的几个人纷
纷说。于是大家开启了各种逗娃
方式，劝慰的，转移注意力的，大
声鼓励的，有的甚至掏出了袋里
的冰墩墩钥匙扣。趁着孩子渐渐
从哭嚎到抽噎的空当，医生和爸
爸相互配合，医生用手挤开孩子
的嘴巴，另一只手迅速将消毒棉
签伸了进去。

“耶——”还没等孩子反应过
来，采样已经完成，全场欢呼，好
像打赢了一场大胜仗似的。孩子
不好意思地将头埋进妈妈的肩
头，那个冰墩墩钥匙扣被塞进了
她的手里，我们笑着和她说再
见。“妈妈，我再也不哭了。”“当然
不哭了，我家妮妮是个勇敢的孩
子，叔叔阿姨都知道。”远处传来
母女俩的低声呢喃。

“你们早饭吃了吗？”一位做
完核酸检测的阿姨问我们。“吃
了，有包子的。”我们指了指旁边
的包子。早饭刚被送到了站点，
但大家都在忙，再说穿脱衣服很
不方便，也就都没吃，包子渐渐凉
了。“你们到几点结束。”阿姨问我
们。旁边有人答：“九点，统一
的。”阿姨走了。我看了看时间，
八点二十，还有四十分钟就到时
间了。队伍依然有秩序，我们继
续紧张地进行量温、扫码、采样。

九点到了，场地上没有了人，
我们开始脱下防护服。远处，刚
才的阿姨走了过来，手里还拎着
几个袋子：“你们辛苦了，我给你
们每人下了一碗面。快，趁热
吃！”我们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不
了不了，我们有早餐。”阿姨看了
看一旁的包子，向我们下命令：

“早凉了，我的面热乎的，快吃
吧。”边说还边给我们倒热水。

我打开面，那是一碗干挑肉
丝面，面条软糯、肉丝鲜香，我挑
了挑面，筷子触到了一个硬邦邦
的物体，是什么呢？一翻开，蛋，
一个热腾腾红扑扑的酱蛋！

抬头，阿姨已经离开。远处，
阳光踢走阴霾，点点金光闪闪烁
烁于小区的廊前檐角，道边的枝
头树梢……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

■居丹荔

3 月 13日，突如其来的一场

疫情，让平湖这座我生活了20几年
的小城一下子变得不一样了。“疫
情”两个字重重地击在人们的心上，
或彷徨无助，或全力应援。第一时
间，小城的道路上设置了一个个卡
点，小区搭起了一个个帐篷，许许多
多的人星夜集结，增援的队伍呼啸
而至……大家以自己的方式全力支
持、应对着这场突发的意外。

作为一个媒体人，此次疫情，我
以观察者、讲述者的身份参与其中，
报道着抗疫一线事迹。从一开始，
我承担的任务就是挖掘暖心故事，
采写一线人员的战疫日记。这几
天，因为一场场的采访，我看到了七
八十岁还冲在一线的志愿者，看到
了熬红了双眼也不下火线的党员干
部，看到了风雨中依旧认真做着核
酸检测的医护人员，看到了24小时
轮番奋战的各类后勤保障人员……

一日，我蹲点在一个社区采访，
当天来到这边做核酸检测的是桐乡
妇保院的一名护士小姐姐，这个小
姐姐很瘦，个子小小的，说话轻声细
语。然而当她穿上防护服转身向前
走的那一刻，似乎一下子变得高大，

浑身上下满是让人心安的力量。当
天天气很热，她的检测工作从上午9
点多一直到下午 2点左右，当她重
新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头发已经
全都汗湿了，眼镜上也不知是雾气
还是汗水，嘴唇十分干燥。社区准
备了矿泉水，我给她拿了一瓶，她一
口气灌了下去，然后不好意思地朝
我笑笑说：“不好意思，今天好热，太
渴了。”这一句话，让我瞬间破防。
她告诉我，检测的时候不能喝很多
水，因为防护服穿着上厕所不方便，
而且一旦脱下就要重新更换，是对
资源的一种浪费。那一天，我的采
访重点并不是这位小姐姐，其实跟
她的交集只有她刚到时，我帮忙把
她带到了换衣服的地方，以及她结
束工作时那几分钟的交流。可是一
直到蹲点采访结束，那份震撼，那份
难受都一直萦绕在我心间。也是在
那个时候，我真正切身体会到了他
们的艰辛与不易。

这次疫情，除了自己需要在一
线采访，老公因为是党员、民兵也
第一时间冲上了一线。最早的两
天，他是作为党员志愿者在小区值
守。到了第三天，他应召到了民兵
抗疫团队，24小时值守。

“你知道吗，这个点，我刚把物
资送到封控区，这里的‘大白’站得笔
直。”第一天参加民兵工作的凌晨3
点多，他给我发来了这条消息。他告
诉我，以前小平湖一直都是平平安
安的，每次在新闻中看到别的地方
的“大白”们辛苦工作，星夜集结，其
实并没有太多的感同身受。但是这
一次，自己真正参与到了其中，真真
切切地感受到，我们所享受的平安幸
福，都是他们的坚定守候换来的。

本周一下午，平湖疫情防控应
急响应等级调整为Ⅱ级。晚上11点
多，他忙完手头的工作，回到了家中，
跟我说接下来要准备陆续复工，他因
为手头积累的工作多，成了他们民兵
中首批回家复工的成员。在等待他
洗漱的时间，我翻看着他的手机，找
到了他第一天因为新工作带来的兴
奋所记录下的一点点时间日志：0：
40，有一批物资到了，赶紧出去卸物
资，一会儿人家就该来领取了；1：30，
各社区来领物资，分发物资；1：40，部
分人被抽调到了封控小区，我没轮
到，继续分发物资；2：00，给封控区的
民兵送物资；2：30，又有部分民兵抽
调到封控小区，我还是坚守着；3：00，
送了一趟物资到封控小区，回来后继

续等待社区过来领物资；6：30，社区
物资发放完成，天亮啦……当天白天
已经没有再记录了。简简单单的几
个小时，重复的工作，却是这些天，这
些值守人员最真实的写照。

等他洗漱完成，已经又过了 0
点，我们准备睡了，他的手机又开
始不停地响起。是他们抗疫团队
的微信群里，又有新的任务发布，
还在值守的同志们又要开始新的
一轮奋战……

这一次，小平湖对于疫情的控
制速度其实是很快的。一个星期
的时间，疫情取得阶段性胜利；一
个星期的时间，人们的生活逐渐恢
复正常；一个星期的时间，平湖这
座小城重新复苏……这一切，对于
普通群众来说，可能是困在家里不
能出门的一个星期，是每天被敲锣
声吵醒核酸检测的闷闷不乐。却
也是许许多多抗疫人员奋战的成
果，也恰恰是这些人，守住了平湖
这座城市的防线。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
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以前，对我
来说，这句话更像一句口号，而现
在，却成了一个个白色、蓝色、红
色、迷彩色的背影……

窗中窗
■邵 磊

办公室有一扇落地窗，朝

外望就是六里塘。上周末的时候
我还没想到要在这里，架上一张
行军床，睡上个十几天。窗边上
摆了两堆文件、报刊类的杂物，躺
在低矮的行军床上望着窗，两堆
杂物间的空隙，意外地变成了一
个小窗。这个窗中窗，透过晨光，
也看见风雨，和我一起度过了疫
情期间的日日夜夜。

虽说这次疫情，我一次也没
有出现在现场，但因为要负责所
有新闻的统筹和播出，疫情的信
息像连绵不断的波浪一样袭来，I
级应急响应、“三区”不断新增，党
员志愿者紧急集合，记者从前方
带回来的稿件……一次比一次令
人紧张，最初的几夜，忙碌的我倒
下床，从那扇小窗看出去的时候，
万家灯火都熄灭了，只剩下空旷
的黑暗。

但这座城市的温情依旧饱
满，大家的激情依旧滚烫。

第一天，来自全嘉兴的三百
辆出租车支援一线，担负起了转
运车、运输车的任务，农展公司的
员工连夜打包，第一批保障物资
当天上午就送到了封控区、管控

区。这些稿件在让人不安的疫情
通报中，燃起了希望的篝火。当
我们众志成城时，凶猛的疫情便
好像不那么狰狞了。

令人动容的，往往是一个个
个体。记者深夜去探访社区，已
经静下来的城市里，社区干部们
却把黑夜过成了白昼，忙着接电
话、整理物资。在百花社区，会议
室里用椅子拼成的“简易床”都成
了摆设，大家一天能在座位上眯
一两个小时已经非常不错了。身
处管控区的记者也没闲着，发回
了一篇又一篇的报道：做核酸检
测时，孩子和老人优先；物业人员
一起被隔离，热心居民就连夜叫
朋友送来了被褥和床……

这是一场整体战，但我们并
不是孤军奋战。嘉善的音乐制作
人为我们制作了抗疫歌曲，外地
医护人员和流调人员也在不断增
援。由于宾馆都被用来隔离，住
房紧张，不少外地医护人员连夜
赶回家，第二天一早又继续回来，
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万众一心。

这两天，我在窄窄的行军床
上，可以睡到天明了。再从那个
窗中窗看去，虽有风雨，但已经万
花齐放，终归是春天了。

疫情下的平湖温度疫情下的平湖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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