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春霞

防疫情
瘟神起岁前 搅扰大团圆
口罩出门戴 健身多睡眠

抗疫有法
起卧莫偷懒 闲忙有钟点
练身更必须 免疫抗传染

两无倦
读书与吃饭 家宅两无倦
体重直升高 心宽难示现

盼春
口罩出门戴 回家洗手勤
灾情莫松懈 静待雁来纷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中午吃什么
问着母亲， 却
看到母亲脸上气色不对

身体一向很好的母亲
住到医院， 但她不怕
因为有远方而来的专家

含泪默默念叨的朋友
告诉我母亲是他心里的太阳
太阳怎能落

如果没有付出
目标就不会实现
他告诉我有托着太阳的人

多年过去， 他
也许会记得2020年的抗疫情
母亲站在春天经过的路口

笑着的母亲
从重症病房走了出来的母亲
他说： 那么爱生活
春天总在人心里
任何时候有这个信念
重要的是春天终于来了

春天
总在人心里

□徐长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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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央高杆上大喇叭里， 传出村
书记尖细的声音： “老少爷们， 疫情
严重， 科学预防很重要， 大家要记住：
亲戚不拜年， 朋友不聚会； 出门戴口
罩， 进门勤洗手； 屋里常通风， 庭院
扫干净……”

娘眯着眼睛， 斜着身子， 竖着耳
朵专注地听 。 娘掉转身对我们说 ：
“听书记话， 安心呆在家， 哪儿也不要
去。” 这些年来， 一大家人只有在年夜
饭时团聚。 吃过团圆饭， 我们像觅饱
食的麻雀 “扑愣愣” 四散飞去。 今年
我们宅在家， 娘褶皱的脸乐成一朵花。
娘变着法子做我们喜欢的吃食， 面皮
子、 油饼卷糕、 韭菜盒子……我们吃
得嘴吧唧， 脑门渗汗， 直揉肚子， 娘
笑眯眯地嗔怪： “一群不知饥饱的馋
猫！”

天蒙蒙亮， 娘把我们叫起， 让我
们去村里小广场锻炼身体 。 娘说 ：
“早起早睡勤锻炼， 有好身体还怕啥病

毒……” 我们眷恋热被窝， 可禁不住
娘反复催促。 出门， 娘给我们戴好口
罩， 拉好拉链； 进门， 娘给我们准备
好热水、 洗手液。 白天， 娘敞开屋门、
窗户， 娘说： “冻一点不要紧， 要让
新鲜空气进屋来。” 娘指挥我们清扫房
前屋后， 掩埋垃圾； 喷洒消毒液， 对
院落 、 屋子进行杀毒灭菌 。 娘说 ：
“房干净人清爽， 污秽就没了。” 娘是
村书记的铁杆粉丝， 一丝不苟执行防
护措施。

村上检测点离家十多米。 娘看到
穿红马甲、 戴红袖套的值班人员吃方
便面，娘皱眉：“苦了那些娃娃，大过年
的顶风冒雪， 还吃不上热乎饭。” 娘做
了水饺， 让侄儿、 侄女送过去。 值班
人员在微信群里晒图感谢， 群里人们
纷纷点赞。 我们戏谑娘成了 “网红”，
成了名人，娘红了脸呵呵笑。 冬夜寒风
呼啸， 雪片飞舞， 娘睡不着， 她翻起
身叫起侄儿， 抱两床新厚棉被： “快

送给检测点， 不要把娃娃们冻坏了！”
村里有人捐款捐物， 我们热议夸

赞。 中午， 娘叫上我去检测点， 值班
人员很亲热。 娘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
一个分不清颜色的小布包， 里面有一
沓钱， 那是我们孝敬娘， 娘舍不得花，
攒下的。 娘从中抽出三张红票子， 停
顿一下， 又抽出三张。 娘交给值班人
员： “我老太婆也为战疫作点贡献。”
值班人员赶紧填表， 娘在表上摁下红
红的手指印。

晚上 ， 躺在火炕上 ， 和娘唠嗑 。
娘给我讲她一生经历的灾难， 许多往
事历历在目。 娘信心满满地说： “饥
荒、 地震、 洪灾、 蝗灾、 雪灾、 瘟疫、
旱灾……多大的灾难都遇到了， 只要
有党有政府， 没有过不了的坎！ 如今
这好时代， 有这么多贤才良将， 还战
胜不了这瘟疫？ 春天来了， 冰雪消了，
万物生长， 鲜花盛开……” 母亲描述
得蛮有诗情画意。

□赵自力

忙成最好的样子

娘 的 战 疫
□蔡永平

去年年底， 在外地生活的我们回
湖北老家过年。 没有想到， 一场猝不
及防的疫情让我们不得不滞留在老家。

老家所在的村， 尽管疫情不太严
重， 但实行了严格的管控， 所有人员
不得擅自出入， 不得串门， 不得聚集。
我们一家六口成天呆在家里， 最开始
那几天， 吃了睡睡了吃， 日子过得无
聊极了。

元宵节刚过， 单位打电话告知上
班时间延迟， 学校也延迟开学了。 我
们意识到再这样下去， 一天更比一天
无聊。 于是， 一直有开家庭会议传统
的我家， 在父亲的主持下召开家庭会
议 。 在充分听取家庭成员的意见后 ，
拟出了具体的计划， 每个家庭成员都
认领了具体的任务， 第二天开始实施。
两个孩子开始上网课了， 每天都有学
习任务。 我想办法弄了台电脑， 开始

在家里办公。 妻子是小学教师， 因为
不能开学就在家里进行视频教学。 父
母见我们都忙起来了， 又是生火又是
做饭， 为我们提供强有力的后勤保障。

日子慢慢发生了改变， 每天不再
因为无聊而漫长。 孩子们因为投入到
学习当中， 逐渐变得自律起来， 按照
作息时间表上课下课， 就像在学校一
样。 上课做笔记， 下课做作业， 每天
都快乐充实起来。 妻子的教学视频做
了一个又一个 ， 视频经过她精心设
计录制 ， 点击量还比较高 ， 有几个
教学视频被当地教育局推荐上传到
一流教研教学网站 。 我则在办公之
余， 陆续敲出十几篇散文， 心里满满
都是获得感。

看到我们如此敬业， 父母更忙了。
母亲每餐变着花样去做， 犒劳着我们。
虽没有山珍海味， 那些农家小菜却让

我们胃口大开。 父亲的劈柴， 在小院
里码得高高的， 看起来就很暖和的样
子。 父亲总是把炉火烧得旺旺的， 他
说最高兴的事， 就是看我们围着炉火
读书， 那是最好看的样子。

休息之余， 父亲经常给我们唱唱
楚剧， 或者湖北大鼓之类的 。 为了
编出更好的曲目 ， 他还经常一边翻
书一边哼哼唧唧的， 那样子让人忍俊
不禁。 这个老头儿啊， 无论做什么都
挺认真的。

现在疫情快过去了， 生活和工作
都快恢复正常。 我很欣慰在那段时间
我们都忙了起来， 没有耽误学习和工
作， 也没有让时间虚度。

日子就是这样， 当你觉得闲得无
聊时， 不如试着让自己忙起来， 做做
自己喜欢的事。 这样， 你很可能在不
经意间， 把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春风拂白纱，
雨水沏朱茶。

荆楚燃疫情，
瘟神揭旧疤。

恻然同万户，
滋味异千家。

九州观行复，
聚力战疫杀。

战疫魔
———雨水节气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