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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春节假期
|| 刘宏福

1 月 20 日， 农 历 腊 月 二 十 六，
距离鼠年春节还有四天，老家在陇东
高原的我踏上了回乡过节之旅，天
津—北京—西安—我家。夕发朝至的
火车是在京津地区工作工作的陇东人
每年回家最经济和方便的方式，也是
我选择次数最多的乘车方式。

虽然几天前我已经关注到武汉出
现某种传染性很强的流行病，但是想
着武汉离天津隔着好几个省，也没太
在意。下午四点多的天津站看起来和
往常并无差别，旅客似乎并没有受疫
情的影响，候车室里部分的戴口罩的
旅客也是出于防雾霾的考虑。辗转京
津城际和北京地铁，一个小时之后，
我来到了旅程的第二个乘车点北京西
站，候车室里旅客熙熙攘攘，尽显中
国春运奇迹的壮观场景，每一旅客的
脸上洋溢着归家的幸福笑容，时不时
抬头扫一眼检票口。那时我们并不清
楚，远在近千里之外的湖北武汉，一
场无硝烟的“战争”已经开始。

“咱们这节车厢有没有医务工作
人员？”乘务员向每一个车厢的旅客
询问，也许这句列车工作人员惯例的
询问，是最有可能和疫情关联的讯
息。列车运行 12 小时之后到达了终
点站西安，离家的距离又近了很多。
由于西北地区的铁路覆盖率较低，长
途客用汽车成了旅客回家最后一段路
程的选择方式。候车的旅客已经排到
了客运站外面，西北的早晨气温着实
很低，但耐寒的西北人似乎不习惯受
到口罩的约束，大部分人依旧顶着寒
冷，用最朴实的西北方言和同行人交
谈着或向远在家里的亲人报告行程，
即使少数戴口罩的人也以棉布防寒口
罩居多。谁又清楚，也许某个稍感咳
嗽或发热来自武汉的旅客就站在他的
旁边。 

下了火车到长途客运站，平时 1
个小时换乘，这次用了 3 个多小时。
11 点半，汽车终于出发了，我的心
情随着汽车的启动稍感放松。汽车在
黄土高原上穿山越岭，4 个小时过后，
终于到了离家还有半个小时车程的西
北小县城。泾河畔的县城依旧笼罩在
春节前祥和氛围中，道路两旁挂满了
红色灯笼和中国结，街上行人忙着置
办年货。“你们没看新闻吗，武汉的
肺炎好像很严重的，咱们这里的人怎
么都不戴口罩？”我随口向接我回家

的姐夫问道。“离咱们还远呢！”姐
夫随口说。

在北京和天津生活近十年的我，
因为雾霾已经习惯了戴口罩，路过一
家药店，突然发现自己的口罩落在了
汽车上。确认了是医用口罩后，就
很随意买了一包，5 元一包共 10 张。
然而谁也没想到两天之后武汉“封城”
的消息，让在西北人看来并不起眼的
口罩，竟成了买不到的稀缺物品。

1 月 23 日，除夕前夜，“武汉封
城”的新闻是全中国人民最为关注的
话题，此后的几天，新闻推送、朋友圈、
微博等，都是关注疫情的文章，武汉
加油、战疫情、如何预防肺炎、新增
人数、最美逆行者、物资紧缺、捐赠、
停运，成了人们在这个特殊的春节期
间关注的话题。春节的微信群本来是
祝福和红包满天飞的群体欢腾，今年
的微信群却成了人们普及防疫知识、
贯彻防疫政策、上报相关信息的工作
群。从 1 月 22 日开始，部门的微信
群就开始陆陆续续发布关于做好预防
此次肺炎的相关通知和要求，“每日
一报”成了部门同事每天的打卡必备，
领导每天都会询问是否自己或身边家
人身体出现异常、目前所在地有变化
和与接触武汉人员接触的情况等。返
程的计划也随着单位防疫工作的要求
多次调整。 

“宅在家也是为社会做贡献”。随
着部分列车的暂停，长途汽车的停运，
高速道路的封停以及乡村道路的硬核
把关，人们渐渐停下了出行的脚步，
路上很少看到走街串巷的行人，人们
用实际“行动”参与应对疫情，共筑
抗“疫”铁壁铜墙。年过八旬的奶奶
算是周边同龄人里身体比较硬朗的老
人，和其他上了年龄的农村老人一样，
喜欢串门聊天。“老年人免疫力差，
容易被传染疾病。”这是我在过年期
间对奶奶多次强调的话，经过几次说
教，过年期间，奶奶脚步最远的距离
是门口的大路边。

目前，确诊的人数虽然还在上升，
但是治愈出院、抗病毒药物取得突破
进展、临床实验正在进行等好消息，
也在为每一个奔波在外的中国人多了
一份保护。“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
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作为这场
战“疫”中的每一个我们，硝烟不熄，
我们奋战的脚步就不会停下，阴霾总
会过去，春暖自会花开。

维修是我的超能力
|| 滕飞

工作以来，除了业务能力的增
长以外，动手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
提升，在单位里时不时动手修模块、
装机箱，回到家里也经常顺手帮家
人修修补补 ：从汽车到电水壶，从
电视机到 iPhone，从自己家到父母
家再到岳父岳母家，最后再修到姥
姥姥爷家，算下来七七八八修了不

少东西。这些维修的工作，大多与
电路、计算机硬件有关，我的维修
技能，也算是在单位里修模块得来
的副产品。

春节宅在家里，修了家里买菜
的小拖车。对于维修这件事，也许
很多人会觉得无聊，但我自己却总
是乐在其中，因为我不仅动手解决
了故障，还将一件本来要丢弃的物
品修复如初，最重要的是，我通过
维修这个技能，拉近了我与家人的
距离，让我能够用双手替姥姥姥爷
分忧解难，一边维修一边唠家常，
我很乐意，也很享受用这种方式报
答二老的养育之恩。

在我居住的小区里，缺少照料
的老人很多，对我来说，修电视机
就是个简单的小事 ；但是对他们来
说，这简直就是“超能力”。以后
我要利用我的这点“超能力”帮助
身边更多的老人，时不时去他们家
里，帮他们紧固一下座椅板凳，踩
梯子换一颗灯泡，修理一下电视机
和机顶盒，让他们的晚年生活更舒
适。

为了不给社会添乱，宅在家里就
是为社会做贡献！在家休息的这些天
里，才发现公婆年龄大了真的需要更
多的关爱。婆婆竟然询问牡丹是不是
开了，要我带她去看牡丹。解释了很
多遍不管用，我就拿起我画的牡丹给
她看，这一关算是勉强过去了。为了
让孩子有个安静的环境学习，我就陪
伴在孩子旁边画画，自己也充实起来。
每天变着花样给家人做好吃的。养好
身体，春暖花开时再带他们看真牡丹！

（安文聪）

一个春节，数个第一次
 |  李豪

不同寻常的年，永远忘不了的
年，一直都觉得时光如飞而逝，就
在此时第一次感觉时间过得如此
慢，一天咋会这么长，于是开始盼，
盼疫情早点结束，盼国人安康，盼
奋战在生命一线的医护人员平安归
来。

这个年领悟到了我人生太多太
多的第一次 ：第一次这么心平气和
地陪父母说话、吃饭、聊天 ；第一
次学做父母喜欢吃的饭菜 ；第一次
品到了和父母吃饭时的甜 ；第一次
知道了妈妈做家务的累 ；第一次给
妈妈洗头发 ；第一次清晰地看见了
妈妈眼角和额头的皱纹 ；第一次理
解了父母这么多年的不容易……这
么多的第一次，这么多的点点滴滴
触动了我的心，在一天天的渐行渐
悟。

我还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虽

然没有生日蛋糕，但像小时候一样
与父母待在一起，已经很久不曾有
过了。而镜头里那些逆流而上的英
雄们，他们用最温暖人心的故事书
写着人间大爱，用勇敢的牺牲精神
替我们负重前行，也给我上了人生
的一课。让我对人生、对未来有了
更多的思考与担当。

| | | | |平时就爱健身的杨群伟和聂
硕在家中坚持进行锻炼。

阅读让春节假期更加充实
|| 邓潮

这个春节最让人关注的就是抗击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了。为了响应号召，
不添乱，多节约一些防护用品，整个
假期我基本上过着“离群索居”的生
活。每天早上起来先做个体温检测并
在部门群里报告个人情况，再把同事
们的情况做好台账，然后根据公司应
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安排做一些
工作，疫情虽然严重，但一切向着开
工有条不紊地推进着。公司相关职能
部门部门的第一批党员突击队早已行
动起来了，把手里工作做得更细一些
就是对他们的支持。做完这一切后剩
下的时间，就交付给阅读。

今年计划看 40 本书，因为年初
工作有些忙碌，截至一月底才看完一
本。还有几本书在同时翻看着，还没
有来得及看完，因为不同的心境总是
翻看不同的书，以至于七七八八的各
种进度都有。我喜欢看日本的小说，
可能是因为日本作家细腻悠远的文

字，也可能是以前干过企业文化工作，
故事中浓厚的文化氛围会给我一些启
发。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冈仓天
心、渡边淳一、春上椿树、东野圭吾、
新渡户稻造、角田光代……他们的作
品都不错。

今年春节阳光也给予了疫情阴霾
中的四川人更多照顾。晒着太阳看书
是最享受不过的了。阴雨天躺在温暖
的被窝里，听着轻柔的音乐，用指尖
感受纸张的质感也愉悦身心。阅读是
一生的好伙伴，能够暂时和世界隔绝
开来，像潺潺清泉滋养心灵，也能解
除内心的困惑，当合上书时，不但解
除了身体的疲倦，内心也觉得通透，
精神为之一爽。

假期还没有结束，宅在家里能做
的不多，趁空闲完成自己的阅读任务，
多看几本书。公司对全体党员、职工
的倡议又让我迫不及待，等到开工的
号角吹响，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
把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需要中去。

|| 冀鹏屹

每逢春节，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
回家过年，一顿年夜饭，一家人聚在
一起聊聊这一年的故事，就能扫去疲
惫，唤醒我们对家乡、对过往最纯粹
且美好的记忆。

受新型冠状病毒影响，2020 年
春节些许有些冷清，少了亲朋相聚时
的欢声笑语，少了推杯换盏时的谈笑
风生，但疫情当下，深居家中就是一
个普通人对社会的贡献。家乡邓州与
湖北襄阳接壤，疫情也比较严重，当
地政府也采取了封村限流的强硬措
施。借此机会，恰好反思一下过去的
这段时间。离开校园，初入职场，面

对新的挑战，有些措手不及，相关知
识欠缺以及经验不足，使工作时有些
慌乱。假期延长，复工推迟，正好是
一个提高自己的机会，读读书，多学
习一下，做好准备，迎接新一年的挑
战。

面对疫情，我看到中国强大的组
织能力及中国人民的自觉性，举国上
下齐心，共同抗“疫”。在党的领导下，
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克服一切困难，
这片阴霾定会尽快散去。

那一刻的温暖
春节在家，推门看见妻子正在给孩子讲故事。那一刻没有手机里的疫情

信息，只有甜蜜与温馨。守护这一切的，正是前方一线的医生护士，还有窗
外无数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人们。愿疫情早些过去，让他们回家重温亲情的
温暖。| |（张鑫）

极简春节
|| 方久梁

2020 年春节注定是不会平常的。
原本计划待公司放假后一家人吃了团
圆饭就自驾到彩云之南游玩的——参
观大理古城，欣赏丽江美景，感受昆
明高原风光。殊不知，计划不如变化，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现身，粉碎了我
美丽的旅游计划。

整个春节，响应国家号召，增强
安全防范意识，严格遵守“戴口罩，
勤洗手，常通风，多消毒，不串门，
不聚餐，宅在家，多喝水”的倡议。
在家做得最多的事就是看电视和看书
了。看书慢，只看了一本《纪伯伦散
文诗全集》。不过，颇感有收获，对人
生有了新的启迪，比如，纪伯伦说“有

人向你伸手，你就给他一分钱 ；这一
分钱，就是一个金环，可把你与高尚
人格紧密接连。”是啊，社会发展永远
不平衡，在他人需要帮助时，如果你
有这个能力，为何不给予他人帮助呢？

春节几天，每天一睁眼不是看百
度、就是观微信，随时了解疫情防控
情况。除了做好自己和家人的防范工
作之外，也在了解防控常识，或利用
自己一技之长，撰写文章在《青年作
家网》和《原乡诗刊》等微信公众平
台为武汉加油、为全国同胞加油，尽
一份文字工作者的微薄力量。

细数起来，2020 年的春节是最为
极简的。年味就是团圆味，这一年的
春节应该是家人团圆最长时间的春节
吧，只不过形式特殊一些罢了。

与家人
在一起

疫情阻止不了
健身运动

四十五分钟连接的命运共同体
|| 刘瑾

1 月 30 日早上 6 点 54 分，文霞的
手机突然响了下，那时她刚醒。手机屏
幕显示有人添加微信好友，按下接受键，
对方的信息像潮水般涌来。

“你们为新冠恐惧的人心理疏导是
吗？”

“我有点恐惧，昨晚一夜没睡。”
“我要怎么放松，家里有人感染。”
“非常着急，不知道怎么办。”
这是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也是

“爱的循环”同理心倾听志愿者团队接
到的一次特别的案例咨询。在这个不平
常的春节里，新型冠状肺炎牵动着国人
的心，也让这个致力于倾听陪伴的专业
团队有了行动的愿望，希望能通过自身
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能帮助到更多因疫情
在而受困的人。去年 8 月份以来，我曾
两次参与同理心倾听工作坊，在情绪调
适方面大为受益，此次也有幸成为志愿
者团队的一员。

作为倾听志愿者，文霞此前有着丰
富的专业倾听经验。在这样一个初春的
清晨，伴随着连珠炮似的信息，没有寒
暄，没有客套，直指问题，隔着屏幕文
霞都感受到对方浓烈的焦虑，并且需要
马上得到疏导。

7 点 05 分，她们开始了语音通话。
听声音，文霞判断这是一位三十岁

出头的女士，她介绍自己来自湖北某市，
两位直系亲属这两天已被确诊在医院隔
离治疗。她从昨晚开始就已经恐慌到完
全无法入睡，浑身发抖，呼吸困难。刚
开始语音时，她的声音都是颤抖的，一
直在哭又拼命强忍。文霞感到对方好像
处于一个很空旷又杂乱的空间里，焦虑、
惶恐、无助，又毫无思绪，她要在接下
来的倾听中帮助对方找到和反馈感受背
后最深切的需要，并理清思路。

那位女士继续谈到，在两位至亲被
确诊隔离后，她每天会给她们打去电话，
说的话无非就是“好好听医生的话，一
切都会好起来的。”她希望能给到他们
力量和支持，却又感觉自己的语言是如
此苍白无力。大伯那边还好，有他家里
人关心照顾，可是妹妹那里，她作为家
里的老大却给不到任何的帮助。

“所以你是想给他们支持，但自己
又没有力量做到，你感到自责。”文霞
问道。

“自责”二字，像是突然击上她内
心某种深刻的东西，让她慢慢安静下来，
不再哭泣，也不再颤抖，开始一点点跳

出来看清自己的慌乱 ：两位家人的隔离
治疗如同晴天霹雳，让她承受了巨大的
压力，但她无法跟朋友说，跟家里人说，
只能把话深深地压在心底，让自己沉重
窒息。周围的人都无法支持到她，她更
没有办法支持到染病入院的亲人。对于
支持的深切需要却又无力满足，让她陷
入深深的自责无法自拔，继而惶恐忧虑。

“那么你现在可不可以听我说说。”
文霞柔和地问道。

“好！”对方的回复中已有了肯定
的语气。

文霞告诉对方，面对这样的情况，
首先要接纳自己的局限性，作为一个普
通的个体，没有能力能完全支持到自己
的亲人 ；然后是诚实，诚实地面对当下
的处境，思考我们能做些什么，能做到
什么程度。

这番话让那位女士又有了更进一步
的触动，对问题的解决也开始有了自己
的思路。她说妹妹性格内向，不善表达，
她担心妹妹只报喜不报忧，希望她在每
天的通话中能说出更多真实的情况，让
她安心。

“你可以尝试做一下自我连接，体
会感受背后对安全感的需要，然后不断
地对自己说，安全感、安全感、安全
感……”

“当你自己的情绪好起来，你传递
给亲人的，也是正向的能量，是充满力
量的支持！”

文霞说到这里时，那位女士说，自
己已完全放松下来，并略带欢愉地向文
霞道谢。

在倾听的整个过程中，文霞第一
次有了一种真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感
觉。她深刻地感受到对方的恐惧和不安，
慌乱与无助，她仿佛也来到她身处的城
市，看到她流下的眼泪，触碰到她颤抖
的身体。她看到她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
乱跑，又紧紧抓住她的手，像抓住救命
的稻草。她陪伴支撑着她，倾听她对旁
人无以言说的每一句话语，一遍遍反馈
她的需要，看到力量一点点从她被惶恐
自责肆虐的心底升起。

“如果你或者身边其他受到疫情困
扰的人还需要帮助，我们的志愿者每天
都可以提供倾听服务。”文霞在语音通
话中的最后一番话真诚而温暖。放下电
话的那一刻，她感觉身体里充盈着前所
未有的力量，倾听者与被倾听者之间，
相互信任，彼此支撑，情意相通，共渡
难关，身处异地的命运共同体，在这一
刻，更无限地连接共融。

假期充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