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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南商丘的巡逻队员发现一名白发老
太没戴口罩，一问才知道她迷路了。 经了解，老太
98岁了，担心70岁的大女儿疫情期没吃的，拎个
桶给她送馍和面，走了4公里发现迷路。 后辗转联
系到家人，顺利将其接回。

点评： 都说人老了多健忘， 但对父母而言，
却永远都会记得要全力去守护孩子。 惟愿天下
儿女， 莫忘感恩父母那一份份温情。

98岁母亲给女儿送馍迷路
“防疫封路，怕她没吃的”

近日， 受疫情影响而关闭的南京梅花山开
放， “淡妆宫粉”、 “粉红朱砂”、 “江南宫粉”
等梅花品种陆续盛开， 吸引民众前来徜徉花海
沐浴春光。 据悉， 为确保安全， 所有进入景区
的人员需要佩戴口罩， 并进行体温测量。

点评： 游览过程中不聚集、 保持安全距离，
务必佩戴口罩。

梅花争艳引客来
佩戴口罩不能少

■本期点评 博雅

2月21日， 中国长航集团长江海外游轮公司
的长江豪华游轮 “蓝鲸” 号， 安全停泊在汉囗王
家巷码头。 该游轮将在战 “疫” 期间， 为全国各
地奔赴武汉支援的医务工作者提供舒适的水上临
时住所。

点评：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万众一心， 一
定可以战胜疫情！ 为良心企业点赞。

近日， 昆明一家餐饮企业复工后启用 “史
上最严” 卫生标准， 实行员工测体温消毒、 填
写外卖安心卡、 穿着洁净服工作等措施， 对取
餐的外卖小哥也要测量体温。 老板坦言， 这样
做虽然麻烦一些， 但一定要对一直支持自己的
顾客负责。

点评： 在全国复工复产的关键时候， 防控
依然不可放松， 千万不能麻痹大意、 心存侥幸。
只有刹住松劲侥幸的苗头 ， 才能让病毒不再
“抬头”， 早日迎来彻底攻克疫情的时刻。

“水上酒店”驰援武汉
为援汉医疗队员提供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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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一餐饮企业
采用“最严卫生标准”

为节省10分钟
这对医护夫妻“以车为家”

44岁的涂盛锦是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医师 ，
40岁的曹珊是病区护士。 到2月22日晚， 已是这
对夫妻在车上度过的第29个晚上。 正月初一开
始， 陪伴8年的爱车成了他们第二个家。 “房间
是有， 但酒店到医院开车10多分钟。 遇到抢救
的， 那是按秒算， 有这时间就可能把患者从死亡
线上拉回来！”

点评： 人的美与善， 在面对困境和艰难的时
候最能体现。 向所有勇敢在前线抗疫救人的医护
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祝福所有人都能早日平
安回家。

从古诗中汲取抗击
疫情的智慧和力量

前不久， 在抗击疫情中出现了一段感人的佳
话： 来自日本的物资上出现了很多中国古诗， 如
引用 《诗经》 的 “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 王昌
龄的 “青山一道同云雨， 明月何曾是两乡” 等。
这和国内其他地区捐赠物资的口号： “武汉加
油” “湖北加油” 形成了另一道文化景观。

严格地说， “武汉加油” 之类的口号， 也很
铿锵有力、 一目了然， 让人振奋。 不过， 来自日
本的捐赠物资上面的口号， 却别出心裁， 为抗疫
中的国人带来了诸多中华古诗的深厚的文化底
蕴， 为我们开阔了文化抗疫的视野。 用网友的话
说， 这些古诗， 凝练、 深刻、 隽永， 为网友开了
一次特殊的中国诗词大会， 极大地唤醒了国人对
古诗的热爱和深厚感情。 我相信， 随着这次疫情
最终烟消云散， 我们的古诗也会在更大程度上被
更多国人所喜爱。

其实， 从小到大， 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地都
背过不少唐诗宋词， 甚至是 《诗经》。 我也注意
到， 每当重大历史事件、 重大突发事件发生之
时， 一向沉睡的诗歌创作就会被唤醒。 在诸多文
艺创作中， 诗歌都是第一时间冲在最前面。 几乎
连平时都和诗歌创作不搭界的人， 都会写出鼓舞
斗志、 抒发真实情感的诗歌。 与此同时， 那些代
表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诗歌也会被极大地传
播、 提及。 这是因为， 诗歌这种题材， 能最大限
度地抒发人们的情感。 因此， 面对这次日本友人
捐赠抗疫物资附赠古诗， 我并不感觉到奇怪。 只
是对这些有着深厚底蕴的古诗被很多人所冷淡表
示一种深深的遗憾。

对绝大多数国人来说， 如此之长的居家生
活， 的确是罕见。 我发现， 很多人并没有每天在
嗟叹中生活， 而是开启了畅游古今中外名著阅读
的奇妙之旅。 当然， 也有很多人迷恋唐诗宋词元
曲， 试图从这些博大精深的古诗文中汲取更多的
智慧和力量。 这无疑是明智之举。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 ， 为数众多的古
诗， 是一座座富矿， 足够有心人毕生的学习。 汉
语的优雅和深邃， 在这些古诗身上体现得更加充
分。 以 《诗经》 为例， 这个诞生在华夏大地上的
文化瑰宝， 就是我们的文化基因， 它的深刻影响
很难用几句话来概括。 大思想家梁启超曾经说
过： “其真金美玉， 字字可信者， 《诗经》 其首
也。” 据专家介绍， 最常见的， 古今多少文化名
人， 他们典雅别致的名字， 都来自 《诗经》， 如
琼瑶、 屠呦呦、 王国维等。 这次日本汉语水平考
试HSK事务所捐赠给湖北高校一批应急物资附上
的诗句： “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 来源于公元
八世纪， 日本长屋亲王曾在赠送大唐的千件袈裟
上， 绣上十六字偈语： 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 寄
诸佛子， 共结来缘。 鉴真大师被此偈打动， 由此
六次东渡日本， 弘扬佛法， 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
上最具标志性的故事之一。

可见， 优秀的古诗， 不但带给我们崇高的艺
术享受， 还能启迪我们的智慧， 增强生活的勇
气。 在疫情期间， 多读些优秀的古诗， 会带给我
们乐趣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