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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从武汉回来，
整个村子都被封了

我老家位于赣东北的上饶市，鄱阳湖平原南部的一个小山村。
这是一个典型的空巢村——全村原有90多户人家，目前已有20多户外

迁。平时村里留守的多是老人和小孩，几乎所有的青壮年都长期在外务
工，只有农历年底时才会陆续返乡与家人团聚，一起过春节。

因此，每年春节前后约一个来月，是村里最热闹、最喜庆的日子。
今年也不例外，从腊月中上旬开始，村里就喜事不断，相亲的、结婚

的、乔迁新居的……整个村子沉浸在被烟花爆竹和大红灯笼烘托出的浓
浓的喜庆与祥和之中。

直到除夕当天，也就是1月24日上午，几名镇村干部神情肃穆地突
然到来，打破了小山村的平静。

他们在村小组长的带领下，开始挨家挨户排查有无从武汉等疫情
严重地区流入人员。当天，江西省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一级响
应，各地接到通知紧急排查离汉返乡人员去向，实行严密追踪！

很快传来了消息，隔壁村里有3个小伙子，几天前从武汉驾车
返乡了。所幸，经调查，他们此前均无与确诊或疑似病人接触史。
回来后，他们也一直在家休息，并未外出走亲访友。

根据上面统一部署，此3人及其接触者均要求在家隔离观察。
村里取消一切10人以上宴会，要求村民尽量减少外出，并谢绝外
来人员走亲访友。

与此同时，“取消聚会，平安过年”“响应政府提议：不串
门、不拜年，闭门谢客，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等倡议开始刷爆朋
友圈。

从此，一个叫新型冠状感染的肺炎像阴霾一样笼罩着小山
村，也像一块大石头重重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

村民们空前紧张起来，开始四处联系买口罩等防护用品，
而此时周边乡镇所有药店的口罩也在一夜之间被抢购一空。

我三叔是乡村医生，从此开始忙得脚不沾地，每天早晚
两次要对留观人员进行体温检测，还要走村串户向村民宣传
防护知识。

老天爷似乎在作弄人，怕什么就有什么。
很快又有消息灵通的村民打听到，约10公里外的另一

个村子，也因为有人从武汉回来，“整个村子都被封了”。
消息在朋友圈里不断发酵，很快周边村子，不约而同

地用乱石或树木设置路障，阻止外来车辆进入。事实上，
即便撤了路障，路上来往的车辆和行人也寥寥无几。

1月27日开始，周边各村主要通道口开始派人值
守，进出车辆一律要说明事由、去向，登记备案。同
时，镇里的宣传车开始在各村巡回宣讲防控知识。

一切开始走向正轨，有条不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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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春运史上
最空闲的高速公路

从最初恐慌，到慢慢适应，从仓促应战到秩序
井然……正月初五，小山村又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
静，也迎来了久违的暖阳。

往年，这个时候，一些在外开厂、务工的年轻
人就开始返程了，但今年大家都在观望，不少人把
返城日程推迟至元宵节后——

“有人昨天去上海被劝返了。”
“小倪在义乌的房东昨天来电话了，劝他退

房，连年前一个月的租金都退还给他了！”
“这样的形势，什么时候能开工、员工能不能

如期返岗真不好说，再等等吧！”
“现在，宅在家里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也

是对疫情最好的防控！”
……
以往春运返程，是最紧张的话题，有的要想法

设法去抢票，有的担心被堵在高速公路上，但在今
年这些根本不是事儿，反而显得格外轻松。

浙江是除湖北之外，第二大疫情省份。对我的
返程，父母是百般劝阻。但因工作在身，1月31
日，我不得不做通了父母的工作，踏上了返程之路。

一路上畅行无阻，甚至在一向拥堵的G60沪昆
高速上，从鹰潭到上饶一段近百公里的路段，同行
的只有3辆小车。

这是我所见的，有史以来春运期间最空闲的高
速公路。然而，驾车行驶在空荡荡的高速公路上，
反而有些不适应，加上沿途随处可见的疫情防控宣
传标语，一种莫名情愫涌上心头，是离别，是孤
独，又似乎有一种义无反顾的决绝。

我不知道自己此行，究竟是对父母的愧疚多一
些，还是对疫情理性认识多一些，反正我回来了。

在三清山服务区，偌大的停车场内，只停了二
三十辆车。我们计划在这里吃个午饭，但进入服务
区，里面灯光昏暗，店铺都关门歇业，只留下一家
便利店在正常营业。从告示得知，从1月28日起，
这里除便利店外所有档口就全面停止营业了。

多数旅客来此只是为了上个厕所，个个戴着口
罩，行色匆匆，昏黄的灯光下，影影绰绰，让人不
由得紧张。

同样紧张的场面，出现在常山服务区。浙赣线
跨省收费站取消后，这里成了进入浙江省境内的桥
头堡。

“湖北车进服务区检查”，在服务区入口处，竖
着一排醒目的告示，所有车辆被引导到服务区，分
流检查，几辆鄂A牌照的小车被挡在卡口，几位全
副武装的警察和医护人员正在对车上人员仔细询查
……

16点14分，我们顺利抵达宁波东高速收费站。
在出口处，又是一群熟悉的“白衣卫士”，手

持红外测温仪，远远地在向我们招手。
关闭空调，开窗，测体温……“正常，可以走

了！”得到工作人员的放行指令，我有一种大考过
关的窃喜，一路的担惊受怕，顿时烟消云散。

当天晚上6点多，接到老妈打来的电话，说3
岁的小女儿一直守在院门口不让爷爷奶奶关门，说
爸爸妈妈上山打老虎了，她要等我们回家……

我老婆听着，笑着，哭了。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

临。希望我们今天遭遇的每一件磨难与烦恼，都能
化作明天的岁月静好。

1月25日，也就是大年初一。根据当
地风俗，村民们会领着孩子给长辈们拜年。

当天，我忐忑地提着礼物、带着女儿
准备前往三叔家给奶奶拜年。刚走到半
路，就接到堂弟卫华的电话：“今年不用来
拜年了，大家都好好地待在家里吧，其他
叔叔伯伯我都说过了！”

这时我才猛然发现，以往人来人往的
巷子里，空空荡荡，原本到处蹦蹦跳跳的
小孩子都无影无踪了，家家关门闭户，只
有那些门前高高悬挂的红灯笼，似乎仍在
倔强地誓守着一个春节的礼仪！

按惯例，每年春节期间，我家几位伯
叔兄弟都会轮流做东，举行家庭宴会，接
着还有七大姑八大姨家的宴请，吃吃喝
喝，从正月初一到假期结束几乎不会断
流。但今年春节，我们一家老小，只能守
在电视机前嗑着瓜子，对着新闻里的疫情
长吁短叹；或是捧着手机，在朋友圈里与
亲友相互告慰。

“今年清净多了！我们取消家庭聚会算
不了什么，何况家宴年年都有，也不差这
一次。大家健康平安才是最最宝贵的。”卫
华感慨道。

这个春节，被打乱计划的还有徐军一家。
徐军在温州开鞋厂，长年在外，两个

儿子都有了小孩，却一直没回家办过婚
礼。徐家本打算在春节期间给两个儿子补
办一场盛大的婚礼，为此特意买了一头
200多公斤重的土猪。

可刚把猪杀了，上面通知不能举办10
人以上宴会，周围亲戚也明确劝止，眼看
这婚礼要“黄”了，徐家父母看着两箩筐
猪肉、近万元的损失干着急。

得知情况，1月26日一大早，村干部
就在朋友圈里帮徐家推销起土猪肉来。很
快，你5斤，他10斤，不到2小时，100
多公斤猪肉就被抢购一空。

“我本以为人家过年都准备好了年猪肉
的，不会再买了，没想到大家这么给面子
……”徐军的老伴连连感叹。

同样，村小组长阮军荣带头移风易俗
也赢得了村民一片叫好声。

军荣的父亲去年不幸病故，按当地习
俗，大年初三要在家设祭台，供亲戚朋友
给死者拜大年，吊唁亡灵。

阮父生前是窑厂的老师傅，手下的学
徒就有几十个，遍布周边好几个县（市）。
据说出殡时光亲友们送来的花圈就有近百
个。

死者为大，拜大年更不能缺席，如果
照常举行，肯定会聚集不少客人。为了配
合疫情防控，减少风险，阮军荣提前一周
就通知亲友，丧事从简，不拜年，不办
酒，不放鞭炮，大家在他朋友圈里给其父
亲留言，寄托一份哀思就行。

就这样，一场原本嘈杂喧闹的线下祭
拜活动，变成了线上文明祭祀，移风易
俗，深得人心……

众志成城，守望相助。这可能是这场
疫情带给我们惊吓之余，最大的惊喜。

当然，今年春节的变化远不止这些，
许多看得见的，或看不见的，点点滴滴，
正借着防控疫情的名义，化作冬日里的一
股股暖流，温润着彼此的心田——

“以往春节期间，我每天至少要倒三四
车的烟花爆竹残屑，今年除了除夕那天拉
了两车，平时连一车都装不满，村里安静
了许多，也干净了许多……”村里负责垃
圾清运的老洪说。

同样感到欣慰的，还有村里的“老娘
舅”徐欢悦老师。以前春节期间也是他最
紧张的时侯，不是这家有人酒后闹事找他
来评理，就是那家打麻将发生纠纷要他去
平息。现在减少聚会，闹事的少了，聚众
打牌赌博的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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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移风易俗 拜年、婚礼、祭祀都取消了

没有一个
不可逾越

腊月廿六日那一天，当我归心似箭地提前踏上回老
家的旅程时，万万没有想到，等待自己的这个春节会遭
遇一场巨变。

一场从武汉蔓延到全国的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计
划。一切都来得太突然，太仓促，太出乎意料，以至于
这两天，当我坐在电脑前想从纷繁的记忆中，整理一篇
返乡见闻，却不知从哪落笔。只能从中撷取一些
印象深刻的片段，来还原这段不同寻常的

日子。

返乡途中看到的情景返乡途中看到的情景

村口设卡值守村口设卡值守，，并挂上了宣传标语并挂上了宣传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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