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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方庄街道
所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首要任
务， 紧盯重点行业、 重点区域、
重点环节， 不断强化疫情防控工
作， 通过 “三个坚决” 落实落细
各项防控要求， 不断扎牢疫情防
控网。

周密安排部署， 坚决扛起疫
情防控工作职责 全员下沉， 深
入辖区药店、 商场超市、 农贸市
场等开展疫情防控检查工作， 确
保对辖区经营单位的检查全覆
盖。

强化宣传引导， 坚决压实疫
情防控主体责任 加大对辖区餐
饮服务单位、 大型商超、 农贸市
场等公共场所宣传力度， 充分利
用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疫情防控
宣传标语， 通过微信工作群推送

疫情防控相关信息， 做到 “横幅
悬挂好、 公告张贴到、 电子屏显
示亮”， 进一步压实市场经营单
位主体责任。

加强日常监管， 坚决落实疫
情防控措施 加强冷链食品、 冷
库经营单位监管， 严格落实进货
查验、 进口冷链报备等制度。 督
促经营单位对从业人员定期进行
核酸检测， 严格落实防护措施。
强化药品经营单位监督检查， 严
厉打击药品药械违法违规行为，
维护药品市场秩序和价格稳定。

下一步，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方庄街道所将以更严格的监管、
更扎实的举措， 抓实抓细重点场
所常态化疫情防控， 确保辖区内
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杨坤）

“三个坚决”扎牢疫情防控网

■工友情怀

守护山河无恙
□李仲

【情怀】11副刊２０22年 12月 14日·星期三│本版编辑 周薇 卢继延│美术编辑 李媛赵军│校对 刘芳 │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我的战疫日记
□杨敏 文/图

11月中旬， 我所居住的小区
被列为管控区。 作为一名党员民
警， 我第一时间联系街道社区 ，
就地转岗成为志愿者， 积极主动
投身到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中。

经过简单的培训后， 我被安
排负责小区 “弹窗” 人员核酸采
样信息录入工作。 在每天核酸检
测前， 我要提前穿好防护服， 戴
好口罩、 手套、 头套、 脚套以及
全密封的护目镜， 每次他们在我
防护服后面写上 “公安 杨敏 ”
几个大字时， 我都感觉浑身充满
了力量。

录入信息工作动辄五六个小
时， 由于护目镜和口罩必须严密
佩戴， 再穿上防护服， 穿脱很不
方便， 为此， 我每次早上会选择
吃点面包 ， 不喝水与稀饭等流
食， 尽量避免工作时如厕。 后来
因为小区里筛查出确诊人员， 一
夜之间， 小区里的 “弹窗” 居民
陡然增多。 我深知接下来我要面
对的不仅是高强度的核酸采样及
信息录入工作， 随之而来的还有
管控区的感染高风险。

初冬的北京， 刚经历过一次
寒潮， 虽然穿着防护服， 但在空
旷没有遮挡的小区中心公园依旧
冰冷刺骨， 纵使戴着两层手套 ，
却也经不住一次次的酒精侵蚀 。
忙里偷闲， 我只有通过核酸采集
管短暂的 “封箱” 时间空隙， 起
来跳跃两下缓解肢体的僵硬。 暖
心的居民看到我们冻得瑟瑟发
抖 ， 不停地搓手缓解手部的僵
硬 ， 主动送来电热水袋和暖宝

宝， 当冻得已经快没有知觉的手
触摸到热乎乎的电热水袋时， 我
觉得自己的一切付出都是值得
的。

小区疫情形势开始好转， 来
不及休息， 我又开始接受新的防
疫任务： 为居家隔离观察人员上
门核酸采样。

“您好， 我们是社区上门做
核酸采样的工作人员 ， 请您开
门。” 这是我每天讲得最多的一
句话， 为了尽快完成任务， 我和
医生两人一组， 每人身上系着两
个大袋子， 一个放空采集管、 棉
签， 一个放采集后的试管， 一个
放垃圾， 一个放发放的药品。 我
们手拿酒精喷壶， 穿梭在各个楼
栋单元之间。 小区里大部分都是

多层楼房， 没有电梯， 工作强度
与难度可想而知， 经常是爬到楼
上后， 防护面罩已经蒙上了一层
雾气 ， 防护服下贴身的衣服全
被汗水浸透。

我的丈夫也是一名警察， 我
在小区里做志愿服务时， 他在高
速公路一线与疫情 “战斗”。 夫
妻离得虽近， 却又咫尺天涯， 每
天下班后打个电话， 互相鼓劲 ，
互相依靠， 忙碌而充实。

“予人玫瑰 ， 手有余香 。 ”
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索取而在于
奉献 。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志愿
者， 没有任何超乎常人的特殊才
能 ， 但我却可以用一颗真诚的
心， 去散播爱的种子， 诠释生命
的意义。

作为一位曾经的军校学
员， 阅读 《山河望》 的过程
让我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在那些诗性的、 略带忧伤的
文字里， 我仿佛看到了自己
曾经的军校生活， 书中的人
物就好似我的军校战友。

上世纪90年代， 士兵赵
多考入了湘江边的某炮院 ，
《山河望》 就是以他的视角，
展开了军校学员的成长故事。
诚如作者曾剑所言： “炮兵
学院的学员 ， 清一色男性 ，
没有感天泣地的爱情故事 。
和平时期， 非特战部队， 非
特殊岗位， 很难出彩”。 但赵
多身上有曾剑的影子， 借助
第一人称叙事的代入感， 曾
剑把不出彩的平淡写出了生
动的意趣。 更是用独特的目
光， 发掘了军校平凡、 琐碎
甚至苛刻生活下的深层温暖。

日复一日繁重到近似惩
罚的劳动， 教导员肖正荣对
学员说了这样一段话： “你
们只要能经受得了剪草这种
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 ，
就几乎能忍受一切， 能闯过
军校三年时间里的每一道难
关。” 年轻的学员并不明白，
军校里处处都是课堂， 事事
都是教材， 日常生活的点点
滴滴更能磨炼他们的心性 ，
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
识经验。 而朝夕相处的肖正
荣， 就是他们最好的人生导
师。 周善仁顶替牺牲的弟弟
入学， 马德礼救人恢复学籍
等等棘手问题的处理， 体现
了他 “非宽大无以兼覆， 非
慈厚无以怀众” 的管理经验，
展示了他勇于担责， 敢于担
责的魄力。 所以学员毕业后
都很敬重他， 因为他不仅在

一些学员命运转折的关口拉
了他们一把， 而且无形中将
自己丰富的带兵经验传授给
了所有人。

书中塑造的学员形象 ，
有着毫无雕琢的自然生动 ，
他们不完美， 都有各自的小
心机、 小算盘， 但他们对生
活有善意的期待， 也就有了
继续前行的勇气。 主人公李
大林主动替赵多承担了私换
铺位的责任， 赵多和其他战
友经过有针对性的训练帮助
李大林通过军体考核 ， 他们
彼此用光温暖对方， 诠释了
战友情深。 但战友情亦有度，
李大林帮助赵多学习 ， 但不
帮赵多作弊。 正如李大林所
说， 正因为我们不会 ， 所以
才来军校学习， 不能自己欺
骗自己。 抗洪救灾中营救群
众和战友， 面对歹徒冲锋在
前， 在一系列严峻的考验面
前，李大林和战友是坚韧刚强
的， 有战友情的温度和美好，
更有激荡于心的家国情怀。

曾剑笔下流露的忧伤 ，
有着现实的缘由。 他的战友，
也就是李大林的原型在现实
中牺牲了， 湘江边的那所炮
院也早已消失在时光深处 。
但所有人都不应忘记，正是这
些曾经的军校学员，让生命之
花开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所
以才有了我们眼中的山河无
恙。 这可能就是曾剑用“山河
望”作为书名的缘由。

天气一转冷， 便有火锅香味
在街上弥漫。 醇厚的牛油混合着
麻辣香鲜的味道， 吃火锅的瘾立
刻就被勾了起来。 邀上三五好友
或与家人一起去火锅店， 红汤点
起， 鸭肠、 毛肚、 鸭血、 宽粉、
豆花、 青菜一个一个上来下锅，
辣椒随着沸腾的油水跳动， 捞出
的每一块食物都裹着亮闪闪的红
油……

事实上， 火锅在我国历史悠
久。据说，都江堰在合万民之力建
成后，李冰父子设宴行赏，由于人
数多故烧鼎烫油，一时香飘十里，
在座无不食指大动， 一旁各色菜
肴由众人自取投而熟食之， 众人
美曰“二王宴”。后来，为避免不同
味道的料汤串味， 想出能同时吃
到不同风味的分格鼎同时煮不同
的食物， 可以说与现在的 “鸳鸯
锅”有异曲同工之妙。

火锅发展到唐代， 已成为一
种时尚饮食， 富人设家宴时， 一
般都会备用火锅。 唐朝的火锅，
多用陶烧成， 叫 “暖锅”。 从出
土的唐三彩看， 分锅体、 烟囱和
支架三部分 ， 与今涮羊肉锅近
似。 白居易在诗中称： “绿蚁新

醅酒 ， 红泥小火炉 。 晚来天欲
雪， 能饮一杯无？” “红泥” 即
指陶制小火锅。 到宋代， 火锅已
很平民化了。 南宋词人林洪抓到
一只兔子， 机缘巧合发现把兔肉
涮熟的吃法很鲜美， 在大雪纷飞
的寒冬中， 与三五好友围聚一堂
谈笑风生 ， 随性取食 ， 非常愉
快 ， 为这种吃法取了个 “拨霞
供” 的美名。

成都是我喜欢的城市， 大街
小巷弥漫着浓浓的火锅味道， 加
上川妹子泼辣的嗓音， 给这个城
市增添太多韵味。 吃过成都各种
著名和非著名的火锅， 到底吃的
还是一种氛围。 我喜欢那种嘈杂
的院子， 一桌一桌挨得近近的，
左边回头看看邻座在吃什么菜，
右边看看有什么我没有吃过的。
高声喊妹子加菜， 妹子大声回应
“要得”。

冬季进补， 作为力量源泉的
牛羊肉当仁不让成为主角， 而重
庆则把火锅发挥到了极致。 火锅
汤底添加朝天椒、 花椒、 鲜姜等
辛香料， 加上用熬煮了几个小时
的老鸡、 龙骨汤作底子， 红油，
红椒， 把整个冬天都吃得红红火

火、 热气腾腾。 牛肉、 牛杂、 牛
鞭 、 牛尾 、 牛筋 、 牛蹄还有羊
肉、 鸡、 鸭、 鱼等都能用作火锅
食材， 这川辣感十足的火锅， 即
便在隆冬时节吃起来也大汗淋
漓， 好不痛快。

火锅最大的好处在于不挑 。
它不拒荤腥， 不嫌寒素， 用料不
分南北， 调味不拒东西， 山珍、
海味 、 河鲜 、 时菜 、 豆腐 、 粉
条， 来者不拒， 一律均可入锅；
荤素杂糅 ， 五味俱全 ， 主料配
料 ， 味相渗透 。 火锅 “共火而
食”， 体现出 “亲热团圆” “以
柔克刚” “中和之美” 的哲学味
道， 火锅不仅是一种烹饪方式，
也是一种用餐方式； 不仅是一种
饮食方式， 也是一种文化模式。

有人用火锅美食慰藉心灵 ，
有人拿火锅滋补养颜， 有人宴请
火锅呼朋引伴……亲爱的火锅 ，
已越来越大众化了， 常态化了。
如今， 火锅不仅是一口美食承载
体， 更是时代变迁、 社会发展、
生活富足的缩影。 空闲时， 家人
亲友围坐在热腾腾的火锅边， 倾
诉衷肠， 畅谈梦想， 满屋的鲜香
弥漫， 那就是悠长精致的幸福。

亲爱的火锅
□□甘甘武武进进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读曾剑长篇小说 《山河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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