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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响应强化监管 第一时
间给辖区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医
疗机构下发 《加强疫情防控用医
疗器械质量管理的通知》，要求生
产使用单位落实主体责任， 毫不
放松抓紧抓实抓细生产使用各环
节，确保产品质量安全。

细化要求专项检查 医疗器
械监管科联合药品监管科对风险
系数较高的第三方核酸检测机
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社区
卫生服务站开展疫情防控用药用

械专项检查， 针对医用口罩、 医
用防护服、 呼吸机、 红外体温计
和新冠病毒体外诊断试剂等5大
类疫情防控用医疗器械， 细化规
范采购、 验收、 贮存、 使用、 维
护、 转让等6项质量管理要求。

风险控制监督抽检 根据风
险评判以及日常监督检查情况，
制定辖区医疗器械抽检计划，以
新迁入医院、 刚取得医保医院和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
务站为主，抽检安全风险程度高、

日常消费量大和需要一定保存条
件的高风险医疗器械品种。

监测预警重点防范 建立完
善疫情防控用医疗器械不良事件
监测体系， 联合食品药品安全监
控中心严密监测疫情防控用医疗
器械不良事件上报数据， 对监测
发现的异常风险信号、 聚集性信
号组织调查评估， 夯实监测数据
审核评价， 确保不良事件数据有
效传送至上级单位以及生产企
业。 （毛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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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里的当代文学史侧影

□李钊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读史鹏钊《文学的荣光》

书信是一种生命的书写 ，
襟怀坦白是信的主旨。 作家的
书信中， 他们以最真诚开放的
态度表露其写作思想和情感体
验， 往往比写出来发表的作品
携带更多的史实和真情。 一封
封充满温度的书信， 不仅能帮
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作
家， 而且对于重现文学活动的
轨迹， 勾勒人事交往与还原文
学现场等等， 更是弥足珍贵。

《文学的荣光》 是史鹏钊
以陈忠实、 贾平凹、 邹志安三
位陕西籍著名作家与 《飞天 》
杂志编辑李禾的书信往来为
线， 经过仔细的梳理串联， 分
别讲述了三位文学大家初入文
坛的故事， 回顾了他们的文化
心理和创作历程， 展现了作家
与编辑之间亦师亦友、 互相成
就的真挚情感， 带我们重回20
世纪80年代陕西文学以及中国
文学发生的现场。

著名编辑家崔道怡说， 作
家的成功靠天赋与勤奋， 但在
他们个人写作的孤独道路上 ，
也极为需要外界的扶持和培
养。 每一位作家必然经历从青
涩到成熟的过程， 遇上一位能
发现其身上创作实力和潜力 、
给予正确点拨和引导的编辑 ，
对其创作生涯的影响无疑是十
分重要的。

20世纪80年代， 被誉为青
年作家的黄金时代， 初入文坛
的陈忠实、 贾平凹、 邹志安是
幸运的 ， 因为他们遇见了李
禾。 三人中， 陈忠实与李禾书
信来往最为密切。 1978年， 李
禾在 《飞天》 杂志首次编发了
陈忠实的小说， 这是陈忠实第
一次在陕西之外的省级刊物上
发表作品。 两人的书信往来也
由此开启， 他们信件的内容往
往极为细密， 稿件修改、 工作
调整 、 家庭琐事 、 写作进度 、
创作思想、 文学发展无不娓娓
道 来 ， 两 人 关 系 十 分 亲 近 。
2016年4月29日， 陈忠实逝世，
李禾悲痛地写到： “老哥现在
走不了路……你就原谅老哥不
能到灵堂送你吧 ！” 两人因为
共同的文学梦想建立起一生的
友谊， 让人心生羡慕又感喟万
分。 李禾留下的书信让我们对
陈忠实的人生经历有更加全面
了解和认识， 也更好地知悉其
文学思想和创作历程。

贾平凹的创作之路并不平

坦， 当他将一封封投稿信寄出
去，收到的却是127张被他贴在
墙上的退稿签，让他十分苦闷。
直到他收到了李禾要和他商量
改稿的来信，心中异常感激，在
给李禾的回信中说，“的确在各
方面幼稚得很”“今寄来两个短
篇，十分粗糙”“若觉基础太差，
望能退稿”……不久，他的两篇
以故乡为题材的小说均被李禾
采用刊发， 这对于初涉文坛的
贾平凹来说，是极大的鼓励。

在李禾留下的书信中， 两
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邹志
安的来信不算多， 内容多为约
稿 、 改稿 ， 可其中一封长信
中 ， 他不但向李禾说了家事 ，
更絮絮叨叨倾述了自己在工作
上的不愉快和心中的苦闷。 两
人的交往密切程度可见一斑。

单纯的书信并不提供文学
演进规律的 “文学史 ”， 但它
所释放的一个个现场与细节 ，
却为史鹏钊提供了极为宝贵的
信息源， 顺着这批无比珍贵的
书信， 他描绘和还原了上世纪
80年代文学界的动态、 作家们
对重要的文学事件的回顾、 文
学思想的转变、 文学期刊的发
展、 重现文学活动的轨迹等等
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学问
题， 有助于我们丰富对当代文
学的理解。

2021年4月25日 ， 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位于广西全州的红军长
征湘江战役纪念馆。 在一幅油画
前， 习近平总书记驻足凝视。 这
幅油画中的主人公是陈树湘，油
画上方写着的 “为苏维埃流尽最
后一滴血”， 是他的真实写照，也
是他率领的红34师的真实写照。

陈树湘是红34师师长。 中央
红军开始长征后， 红34师随红5
军团担任全军的殿后任务。 湘江
战役打响后， 红34师与数十倍于
己之敌鏖战4天4夜， 直到中央红
军主力突围渡过湘江。 此时的红
34师却已被国民党军阻隔在湘江
以东， 退路被完全切断。 全师伤
亡大半， 粮弹告罄， 四面受敌。
陈树湘下令突围到湘南开展游击
战， 下决心万一突围不成， 就誓
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 然
而， 面对国民党的湘军、 中央军
和漫山遍野的地方民团， 突围没
有成功， 陈树湘途中遭当地民团
伏击， 他腹部负重伤， 肠子都流
了出来。 为掩护战友， 陈树湘不
幸被保安队抓获。

敌人一看抓住了一个师长 ，
欣喜若狂地用担架抬着陈树湘去
邀功请赏。 途中陈树湘猛地撕开
绷带， 强忍剧痛用手撕开自己腹
部的伤口 ， 绞断肠子 ， 壮烈牺
牲， 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
一滴血的铮铮誓言。

自己绞断肠子， 为革命洒尽
最后一滴血。 这就是中共党史上
著名的 “铁血师长 ” 陈树湘 。
2009年 ， 陈树湘被评为100位为
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
模范人物之一。

说起陈树湘， 还得从长沙市
小吴门外的清水塘说起。 百年之
前， 这里尚处于城郊， 地方比较
偏僻， 所处多为菜田。 菜畦里有
两口水塘 ， 上塘水浊 ， 下塘水
清， 由此得名清水塘。 1921年，
毛泽东、 何叔衡作为湖南代表赴
上海参加中共一大 ， 回到湖南
后， 于10月10日在长沙建立了全
国最早的省级支部———中共湖南
支部。 为了使党的支部有一个活
动和联络的地方， 1921年深秋，
由支部委员易礼容经手租下清水
塘边上的一座普通民房， 作为支
部秘密办公和毛泽东住宿的地
方， 门牌号码为清水塘22号。 为

了方便革命同志联络， 与毛泽东
新婚不久的杨开慧也搬到了这
里。 正是在这里， 陈树湘第一次
见到了毛泽东。

陈树湘生于 1905年 ， 小名
“春伢子”。 他的老家在长沙县福
临铺。 1914年， 老家闹洪灾， 8
岁的陈树湘随父亲迁居到了小吴
门外的陈家垄 （离毛泽东居住的
清水塘22号只有三四百米远 ），
以租地种菜、 卖菜、 帮厨为生。
由于陈树湘经常为毛泽东家送菜
挑水， 结识了刚迁到清水塘22号
的毛泽东， 之后在毛泽东的影响
下， 陈树湘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
义思想， 投身革命。 毛泽东很喜
欢这位聪明又精干的小青年， 就
按老家的称谓， 叫陈树湘 “春伢
子”， 时间是1921年。

清水塘成为陈树湘从事革命
的出发地。

陈树湘进步很快 ， 1922年
秋 ， 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 。 1927年 ， 参加北伐军叶挺
部， 历任班长、 警卫团排长。 同
年9月， 随部参加毛泽东领导的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不久加入中
国共产党。 后上井冈山， 历任红
4军第31团连长 、 第3纵队大队
长。 参加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地
区的游击战争 。 1934年 10月 18
日， 陈树湘奉命移师于都， 率全
师作为全军后卫部队开始长征。
同年12月12日 ， 在湘江阻击战
中， 因伤重弹尽被俘。 12月18日
壮烈牺牲， 时年29岁。

如今的清水塘依然清澈， 毛
泽 东 与 杨 开 慧 的 故 居 被 保 护
起 来之后 ， 这里已经建成为中
国共产党长沙历史馆。 就在与历
史馆一墙之隔的清水塘街道， 这
里建起了陈树湘烈士的纪念园
地。 陈树湘烈士生前只留下一张
模糊不清的从军时的照片， 但只
要清水塘在， 烈士的浩然正气将
永存世间。

“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把党
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
党的光辉照我心……” 每每听到
这首旋律优美 、 歌词感人的歌
曲， 我不禁感慨万千， 眼前顿时
浮现出面对党旗庄严宣誓的入党
情景， 耳畔回荡起握紧拳头铿锵
有力的铮铮誓言。

没能在学生时代入党， 始终
是我心中的一大遗憾。 或许在我
心目中， 共产党员的形象过于崇
高， 过于伟大， 以至于在以后一
段时间， 我只能远远地仰视， 不
敢近近地靠拢。

毕业后， 我进入一家新建的
乡镇企业工作 ， 一次青年活动
中， 党支部书记鼓励有志青年积
极进取， 争取早日入党。 老书记

的一席话， 点燃了我 埋 藏 心 中
多 年 的 入 党 梦 想 。 我 连 夜 写
了 入 党申请书 ， 第二天满怀信
心地递交， 内心激动且心神不安
地等待。

几天后， 老书记代表组织找
我谈话 ， 问了一连串的问题 ，
“党， 在你的心中是什么？” “你
为什么要入党？” 其时， 我心中
的党员形象不再停留在父亲政治
面貌栏中， 工整地写上 “党员”
的那份荣光自豪； 不再停留在语
文课本中， “怕死就不当共产党

员” 先烈们的那份血染的风采；
不再停留在危险境地中， “我是
党员， 我先上” 英模们的奉献精
神……这些年春风化雨的滋润，
润物无声的熏陶， 让我明白， 党
员不再是印刷在政治理论书籍上
没有温度的生硬名词， 而是在平
凡岗位上开拓进取、 无私奉献的
炽热情怀。

由于我阅历短、 资历浅、 贡
献小， 离党员的标准还有较大的
距离， 组织上还需要继续培养 、
考察， 这一次的入党申请没能如

愿通过。
挫折是一种考验， 失败更是

一种历练。 “你为什么要入党？”
静下心来 ， 我仔细考虑这个问
题。 我想加入党组织， 既不是一
时的心血来潮， 也不是在人生的
履历表上填上贴金的荣誉， 更不
是为以后的提干和前途。 随着年
龄、 阅历的增长， 我从身边的党
员身上渐渐读懂了党员的责任和
使命， 明白了党员是什么， 党员
是积极向上、 锐意奋进、 甘于奉
献的一批人， 意味着在国家、 人

民最需要的时候， 党员要毫不犹
豫地冲在最前面。

我又一次向党组织提交了入
党申请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经历了入党积极分子、 预备党
员的重重考验之后 ， 在而立之
年 ， 我终于列队于鲜红的党旗
下， 高举右臂， 紧握拳头， 眼含
泪花， 庄严宣誓。 刹那间， 那份
身为党员的神圣感、 自豪感， 让
我心潮澎湃、 热血沸腾， 我的思
想得到了升华。

从18岁到30岁， 从青葱少年
到有志青年 ， 在党的阳光照耀
下， 我从一名普通办事员成长为
独当一面的部门经理， 三封入党
申请书见证着我的成长历程， 记
录着我的思想淬炼历程。

党党的的光光辉辉照照我我心心
□许国华

□辛望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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