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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赞美草原犹如赞美自
己

那苍莽辽阔的胸襟
那足够一生流浪的大地
珍珠般洒落的湖泊和羊群
在高天无言的光芒中
而汹涌而来的花海
顷刻间就淹没了我的想象
天山南北，经纬日月，长啸兮
看一只苍鹰盘旋蓝天
它矫健的翅膀是英雄的摇篮

让我们赞美自己犹如赞美草原
巴音布鲁克的十八湾河流
那是对大爱的委婉表达
托木尔峰的插天形势
那是昂首世界的冷峻思考

历史的传唱，在战士的马背上
所有的神话，都刻在不朽的头

骨
可以死！不可以分
大风飞扬兮吹我灵魂

让我们赞美草原犹如赞美自己
赞美引颈向上的葵花和孩子
赞美抱紧籽粒的石榴和家庭
在伊犁河流经的每个日子
听冬不拉弹唱皎洁的月光
而你舞蹈的长裙秀丽的姿容
那是我向往的草原之夜
斟满一杯马奶子酒吧
把我醉成风雪中的一棵树
等春风前来牵手，等你啊
和我一起迎迓日出——

战“疫”进入白热化状态，小
区大门出入凭证，原来每晚到外面
公园绿地散步的习惯受到限制，但
习惯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改变的，
每天晚饭后，稍事休息，两条腿就
如满弓上的箭一般，总想弹射出
去，大幅度运动运动。

最先是在房间内，原地踏步
走，但在一个地方抬腿甩胳膊，机
械枯燥，三两分钟，就兴味索然
了。又想做广播体操，哪知绞尽脑
汁，也回想不起中学时期做的第六
套广播体操的多少内容，甚至连第
一节“伸展运动”都做不完整了。
体操没做成，胳膊却把冰箱上的东
西划拉到地上，幸亏是不怕摔的物
品。

那天晚上，无聊，不顾春寒料
峭，站阳台上，看不远处闪闪烁烁
的霓虹灯，看高架桥上稀稀拉拉的
车灯，看天上清清冷冷的月亮。有

收音机播送着评书，自远而近，经
过楼下，又自近而远⋯⋯过不多
久，评书又自远而近，经过楼下，
再自近而远⋯⋯我灵光一闪，那拿
收音机的人，可不是在散步呢。我
来了精神，换上鞋子，更重要的是
戴上口罩，一溜烟儿下楼，来到了
小区的主干道上。

小区是老小区，不大，绿化也
很一般。尽管小区很小，我还真没
有在里面转悠过，每天上班下班，
都是走那条连接 9 栋和小区大门的
主干道。怎么走？这时候，我发现
有三两个人也在散步。我就与他们
保持一些距离，跟在他们后面，沿
主干道向南走，走到头，左拐，向
东行不多远，再左拐，发现这里竟
然有一个立着运动器材的小小的运
动角，擦着运动角往北走，走到路
的尽头，再左拐向西，回到南北主
干道上，就完成了一周。

知道了路径，我一圈一圈地与
两条腿摽上劲儿了。因小区不大，
这一圈，我默数了好几次，在 270
步左右。圈子内围绕着两栋楼房，
绕圈散步中，生活的气息从楼房的
各个灯火通明的窗户里飘逸而出，
扑面而来，不仅仅是嗅觉上的，也
有听觉上的：开怀的笑声，孩子的
哭闹声，夫妻拌嘴的怒声，电视剧
中的枪炮声⋯⋯尽管圈子不大，却
有八九条红色的防疫宣传条幅，拉
扯在墙壁上、行道树间，在路灯下
清晰可辨，时时提醒着每一个人，
这是非常时期，大家都要珍重啊。

这个圈子绕熟悉了，我感觉圈
儿太小，走 20 圈才 5000 来步，就
试图找个更大一点儿的圈子。从运
动角向北走到路的尽头，是另一栋
单元更多的楼房，楼房前有一条东
西走向的路，与来路构成 T 字形。
先前我走到 T 字上的一横时，都是

左拐绕小圈子，这次，我右拐，向
前走，走到这栋楼的东头，左拐，
穿过楼东头的小巷子，然后再左拐
上这栋楼后面的路，向西走，又走
到主干道上——探路成功了，新的
更大的圈子走出来了，心里不免有
些窃喜。其实新路程也没有长多
少，只是圈子里多了一栋楼，散步
中，我曾经默数过好几次步数，也
就接近 500 步而已。

走大圈子没几天，我就基本上
不走了，依然走 270 步左右的小圈
子。并不是因为大圈子比较绕让我
放弃的，而是因为在东头的小巷
口，经常有一黑一白两只小宠物狗
在那附近出没，我一走到那里，它
们就使劲狂吠，在夜间煞是扎耳
朵，太烦人。有趣的是，一只狗在
的时候，或黑，或白，我经过那
里，小狗都乖乖地卧在路边，不吭
一声；一旦黑加白，两个家伙就比
着看谁叫得更欢。

在南北主干道上，连接着一条
通向小区大门的道路，每在南北主
干道上散步至连接处，我都会扭头
向小区大门口张望，总能看到大门
口站着几个门卫和戴红袖章的社区
志愿者。一座城市，一个省，乃至
全国，像这样坚守岗位的劳动者该
有多少啊。他们和奋战在战“疫”
一线的医护人员一样，也令宅在家
里的我们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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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天气不错。但是，自武汉
封城后，心里面每天都阴雨绵绵。

醒来看手机，已成习惯，看专
家和官媒说些什么，有没有新动
向，期待有特效药出现，期待疫情
数据不再走高。

儿子于初七回沪上班了，说是
缓解同事工作的压力。初六晚上儿
子问我家里有没有新口罩，我说没
有。出发前给了他一个用过的旧口
罩，心里不安，叮嘱他上服务区尽
量与别人保持距离。一大早，我各
处询问哪里有口罩卖，未果。儿子
说，别担心，说不定单位会有。到
单位后，儿子发来信息：已安全到
达，同事送了他好几个口罩，够用
了。他叮嘱我们没事不要出门，好
好在家呆着。

今天又有新增，新增病例也就
新增了不确定因素，让人惴惴不
安。有时候神经质地感觉空气里到
处都是病毒，不知什么时候就被吸
进喉咙。清一下喉咙，都会觉得害
怕，生怕被病毒沾上。

弟媳是医务工作者，在人民医
院内镜中心上班。1 月 20 日下午，
弟媳所在的医院开始召集护理应急
梯队，有多年护理经验的她主动报
名，被安排在第三梯队，需保持
24 小时手机畅通，做好随时进入
隔离病房的准备。21 日上午 9 点，
医院开始报名去发热门诊上班，她
又报名，因为是内镜中心的护士
长，领导让她缓缓再说。和平年
代，我们看不到战场，看不到英
雄，其实英雄就是身边的普通人，
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方显英雄本
色。我问她，怕不怕？她说不怕，
我们护士群里面每个人都争着报名
呢。我问弟弟，如果她真去了武汉
一线，你会阻止吗？弟弟说，她如
果想去，我会尊重，毕竟她从事的
职业就是救死扶伤。说完，又补充
了一句：幸亏家里岳父岳母住着，
可以吃上热菜热饭，我最近开始也
要下乡值班了，但愿疫情早点结
束。

哥哥是警察。节假日值班是常

态，一有情况，放下饭碗马上出
警。跟他一起吃饭，最怕电话铃
响。今年春节，一家人原计划安排
一次短途旅行，疫情的发生打乱了
计划，现在他原地待命，随时等候
召唤。1 月 23 日哥哥值班，接到电
话，说有一辆来自湖北咸宁的私家
车要到他所在辖区的村庄。拨通电
话，沟通了好长时间，对方最后表
示愿意配合隔离。当晚哥哥等在高
速出口，天下着雨，寒风刺骨。拦
下车，车上有 3 个小孩 4 个大人，
哥哥安排他们去滕头民宿入住，隔
离观察。我说你这工作真辛苦。他
说这是我的职责啊，初七正式上
班，这些天要去高速出口设卡，一
上岗就是 9 个小时。我说，你一定
要做好防护措施啊，不要跟人急，
耐心点。他潇洒地告诉我，那当

然，我口袋里还准备了几只一次性
口罩，看到没戴口罩的，就送上一
个。

午饭后，阅读报纸。感动之余
突然想到：纸媒不会消亡。铺天盖
地的微信推文固然有你想看的资
讯，但报纸也有自己的优势。那一
篇篇激动人心的前方报道，有妻子
即将分娩却毅然报名驰援武汉疫区
的丈夫；有新婚七天就第一个报名
的新郎；有抛下年幼孩子动身前往
疫区的母亲；有把孩子交给父母去
第一线的夫妻⋯⋯有位记者去隔离
病房采访，看到白衣天使的工作，
他惊呆了：穿脱一次防护服需要
30 分钟，为了节省防护服，还需
克服生理现象，因为小便一次就要
报废一套。有时因工作需要，不能
脱，只好用上尿不湿。脱下防护

服，每一道都要洗手，洗到手发
白，而口罩勒得脸上有深深的印
迹，几小时都不褪。还有社区工
作 者 在 居 家 隔 离 点 24 小 时 守 候
着，排查核对居民信息、摸清返
城人员人数、为重点人员提供上
门服务、化身“快递员”为小区
隔离住户送菜送粮送药、当临时
妈妈照顾隔离病人的孩子。有一
位准妈妈预产期在 2 月 6 日，1 月
28 日挺着大肚子仍在工作，29 日
凌晨 2 点生下孩子，生孩子前她
在微信上吩咐同事：“××幢那家
人总是忘记报告体温，你明天一定
要盯着点。”

在武汉某个重症隔离病房，护
士们的平均年龄只有 25 岁，最小
的刚满 20 岁。为了方便工作，10
多个 90 后姑娘把长发剪了：“我们
连命都交上去了，何况是头发！”
我还看到一张照片：一群白衣天
使，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席地而
睡。不由得眼眶湿润。

这个春节，一想到许多人在没
有硝烟的战场上穿越，而我们宅在
家里，吃饱穿暖，晒着太阳看手
机、看报纸，心里便涌起无限的感
慨。

今年春节我们一家和往年一样
去乡下过，原打算住几天就返城，
哪知疫情来袭道路被封，只得多住
些日子了。我们的房子有一个大院
子，院子有一圈铁栅栏，栅栏上缠
着叶子已青的蔷薇。院内有许多
树，一株红梅开得热闹非凡，还有
个小池塘养着鱼。当然，农家院子
少不了一垄菜地。我每天除了吃睡
看书，就是在自家院子里走走，东
看看西摸摸，日子过得很安静，好
像这疫情离自己挺远。

初四那天午后，天色晴好，我
闲着没事，从前门踱到后门，瞅见
了堆放在屋角的花盆。花盆是前几
年种多肉时留下的，大大小小，形
状不一。今天正好趁着阳光，把它
们洗洗晒晒搁起来，等疫情结束，
该种花种花，该种草种草。我一趟
趟搬花盆洗花盆，腰酸且不说，手
指也冻红了。待我拿起最后一只花
盆，突然发现一团黑乎乎的东西贴
在地面上。蹲下细看，竟是一只冬
眠的蛤蟆。我之所以认定它是蛤
蟆，是因为它表皮偏黑，背上还有
许多小小的突起，就像长了一个个
肉瘤子。它这一身疙瘩看得我起了
一身疙瘩。

平日，我不太喜欢这一身糙皮
的家伙，但今天这位“不速之客”让
我有点兴奋。我虽是农村长大的孩
子，但动物冬眠的样子也很少看到。
书上说“青蛙钻进洞里冬眠了”，没
想到蛤蟆还会躲在花盆下面冬眠。
这肯定是只懒蛤蟆，连洞都懒得钻。
尽管躲在花盆下面，但风会钻进去
雨会漏下来，该多冷啊！它可能万万
没想到，突然会有人掀开它的藏身
之所，搅了它的清修！

但很快，我的内疚被另一种情
绪替代，我想到了我的孩子们。整
个寒假，他们都被要求宅在家里不
能出去蹦跶，正是活泼好动的年
纪，这样的束缚多么煎熬。我决定
让孩子们分享我的发现，让他们认
识这个大自然的朋友。我把蛤蟆的
照片和视频发到群里，提醒家长让
孩子们猜猜这是啥。

群里顿时炸开了锅，小家伙们
七嘴八舌议论起来。有的猜青蛙，
有的猜蛤蟆，还有说成乌龟的。虽
然只能看图，但他们观察得还真仔
细，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说青蛙
的，觉得它背上的颜色是深绿的；
说蛤蟆的，觉得它的颜色特别深，
还发现背上有凸起的疙瘩；说乌龟
的，遭到了大家一致反对。我听
着，并不出声，孩子们的观察和畅
想在我听来无比美妙，他们的声音
如同天空中小鸟婉转的鸣叫。

很快，大部分人达成了统一意
见，认为这是一只蛤蟆。唯独开心
果俞逸辰咬定是青蛙，他非要我给
它翻个身，他要看看肚皮是什么颜
色。据他说，肚皮白色的就是青
蛙 。 他 的 提 议 遭 到 了 众 人 反 对 ，

“ 俞 逸 辰 ， 你 疯 啦 ， 这 是 野 生 动
物，不能碰的！”有的说：“金老
师，别去碰蛤蟆，万一有毒怎么
办？”有的询问我有没有戴口罩和
手套，叮嘱我一定要好好洗手。听
着一片喧闹的童声，我心里倍感温

暖，一场疫情教会了他们课堂以外
的许多东西。

我决定给蛤蟆翻个身。说实
在，我自己也好奇它的肚皮到底是
白是黑呢。就在我用树枝小心翼翼
地把蛤蟆翻过身来时，蛤蟆醒了，
它的四条腿扭动了几下，又缩回到
肚皮之下，就像一个被扰了好梦的
小娃娃。我一手拿着树枝，一手举
着手机直播着，我想孩子们一定也
跟我一样屏息凝神，注视着它的一
举一动。

短暂的沉默之后，说话声四
起。

“蛤蟆醒了，金老师，你就收
留它吧！”开心果又出馊主意了。

“不行不行，野生动物的家在
野外，不能带它们回家。”

“ 老 师 ， 你 要 是 把 蛤 蟆 带 回
家，你就是天鹅啦！因为癞蛤蟆想
吃天鹅肉！哈哈⋯⋯”

“千万不能带回家，金老师！
新冠病毒就是野生动物带来的。”

孩子们一本正经地说着，我认
真地听着，他们的模样在我面前生
动地一一浮现，惊讶的，顽皮的，
害怕的，担心的⋯⋯仿佛此刻他们
就围在我身边，像无数个平常日子
一样。亲爱的孩子们啊，相信我们
很快就能回到校园。他日重逢，阳
光和煦，春风正暖，我们再一起愉
快地学习、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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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信
把
祝
福
送
给

你
。

妈
妈
，我
等
你
回
家

那
天
妈
妈
离
开
家
，

拉
着
行
李
箱
就
出
发
。

她
说
要
去
很
远
的
地
方
，

救
死
扶
伤
责
任
重
大
。

叫
我
做
一
个
好
孩
子
，

每
天
要
听
爸
爸
的
话
。

当
朝
霞
洒
满
大
地
妈
妈
就
回
家
，

再
给
我
带
一
只
布
娃
娃
。

今
天
妈
妈
来
电
话
，

我
的
心
里
乐
哈
哈
。

妈
妈
说
病
人
敬
她
念
她
像
亲
人
，

你
们
在
家
不
要
牵
挂
。

听
说
我
拿
到
小
红
花
，

她
笑
着
就
把
我
夸
。

盼
妈
妈
带
着
捷
报
平
安
回
家
，

我
要
把
小
红
花
献
给
她
。

这
些
日
子
（
外
一
首
）

汤

明

一路上有你东山

家事

在小区内散步张琳

纪实 在巴音布鲁克
陈云其

诗歌

春 光 周建平 摄

草原草原 海客海客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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