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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纸重千钧，家书意万重。新冠肺
炎疫情袭来，医务人员、党员干部、公安
民警、解放军官兵、民兵挺身而出，为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因为离
别，他们写下或收到一封封家书，言语
谆谆，浸润人心。

家书里有战鼓擂，涌动着家国情
怀。听说妹妹杜富佳参加援鄂医疗队，
杜富国录了段视频：“虽然你个子不高，
但在我们心里，你也可以顶天立地！”女
儿跟随援鄂医疗队即将出发，90岁的
老党员于春华颤巍巍地在一张小纸片
上写下：“支持你服从党的安排，对党要
忠心，对国要尽力。早日战胜疫情，胜
利回家。”笺短意长，是赞赏，是支持，是
勉励。此时，所有人心怀同一个信念：
为民请命不能避，为国赴难不能避，临
危受命不能避。

家书里有大风歌，激荡着侠骨柔
肠。出征前，北京援汉医生文力为了不
让家人担心，只和父母说自己要去南方
出差，几天后不得不说出真相：“你们可
能在媒体上看见了我的身影，谎言不攻
自破，那就希望你们担心之余少一点‘被
骗’的伤心吧。”在被公开的多封家书中，
一些话语频频出现：“儿子，妈妈还是决
定要进隔离病房，没有听你的话，跟你道
歉”“没能实现与你一起回家过年的愿
望，但我必须奋斗在最前线……”他们被
大家称为英雄，但英雄也是普通人，他们
是挂念着母亲安危的儿子、是深夜抹泪
思念幼子的妈妈、是吻别新婚妻子的丈
夫……歉疚的背后是挺身而出的担当、
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无畏。

家书里有同理心，鉴照着满腔赤
诚。除夕夜，彭渝跟随军队援鄂医疗队
出征，几天后收到爱人信息：“我也报名
加入了医疗救护组第二梯队，有可能和
你一起在一个病房并肩战斗！”25岁的
护士颜沁进入隔离区前，一同出征的母
亲张小君发来信息：“你不要害怕，妈妈
也不害怕。我们母女携手，和全国千千
万万的医务工作者一起，打一场漂亮的
疫情防控阻击战！”在这场中国必须赢
的战斗中，父与子、夫与妻，从家人变成

战友，与汝同袍，举家纾难。
家书里有鸿鹄志，记录着成长履

痕。看着妈妈离去的背影，重庆市中学
生顾馨月懂得了责任与担当：“我知道
这是军人的使命、医生的职责，也是您
一直以来对工作的态度。您是让我感
到自豪的妈妈。”父母出征后，13岁的
刘睿天翔学会了照顾爷爷奶奶，学会拖
地、煮饭、洗碗：“您的儿子是一位玉树
临风的少年了。您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我会安排好一切，请相信儿子。”疫情像
一本教科书，教会孩子从榜样的身上学
会担当、学会勇敢。

信笺短短情意长。战“疫”家书，传
承着生生不息的血缘文化，守护着不屈
不挠的民族精神。它不只属于一个人，
更属于一个时代，它将薪火相传，烛照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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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刻意营
造的故事，本篇新闻里的主人公用一本
笔记本，记录着一座城市里的人们齐心
战斗的模样，同时也记录着对奋战在一
线的同胞的最高敬意。情动于中而形
于言。在这里，战“疫”记忆以文字的方
式延续。

小人物见证大时代。故事中记录
的每一个人不仅是守护者，更是历史见

证者。那些关于小人物的战“疫”故事，
像盛放的春树夏花，绚烂着刚刚经历过
一季寒冬的原野，带给人们希望和温暖。

人们都说记忆会随着时间消退，但
文字会为记忆留下印痕。当疫情结束，
人们回过头来再翻阅这些故事重温历
史时，时间会在文字中发酵，我们也会
获得更多的新知和思考，并将鼓励我们
继续勇敢前行。

眼底有泪 落笔有文 心中有光

“本色没有变，作风没有丢，还是
当年红军那个样儿。”4月 8日，湖南省
炎陵县炎陵中学初三年级正式复课。

“开学第一课”，在专武干部李修平讲
述的战“疫”故事中拉开序幕。

今年35岁的李修平在炎陵县江家
试馆附近长大，馆里保留着工农红军
开展革命活动时留下的红军标语和革
命宣传漫画。1951年，李修平的爷爷
李声新开始在江家试馆担任义务讲解
员。2002年江家试馆被列为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后，李修平和父亲李超生从
爷爷的手里接过义务讲解员的工作。

“馆里保存着‘红军是工农的军
队’‘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等681字共25
条标语，我能把每条标语背后的故事
讲得明明白白。”李修平告诉记者。

工作之余，李修平还不间断地整
理记录当地的红色故事集，至今已累
积起厚厚一摞。

1月末，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后，
炎陵县派出医护人员支援武汉。同
时，县人武部迅速启动联防联控机制，
动员300多名现役官兵、退役军人和民
兵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担负警戒
值勤、卡点封控、物资运送等任务，李
修平也是其中一员。

两个月间，耳闻目睹英雄儿女最

美逆行的壮举，李修平又一次拿出纸
和笔，开始收录并整理“2020战‘疫’故
事”。记者翻阅这本红色封皮的故事
集，厚厚的笔记本上工工整整地记录
了近4万字31个战“疫”故事。

“有一种非写不可的使命感催促
着我，就想记录下炎陵儿女的英雄事
迹。”李修平告诉记者，故事素材都取
自身边人身边事，主人公都是炎陵籍
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和民兵群体。

故事集记录的第一个故事是《“战
场”上走来项勤东》。李修平告诉记
者，项勤东不仅是炎陵县首批援鄂医
生，还是当地民兵医疗分队队员。出
征武汉前，项勤东只告诉父母自己将
去外地出差。抵达武汉后，他的主要
工作是负责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采
样、消毒和流行病调查工作，感染风险
大。执行任务期间，项勤东为自己做
过最坏的打算。但即便如此，身处一
线的他从未退却，并高质量完成了各
项任务。如今，项勤东已经胜利返回
家乡并安全度过隔离期。

3月上旬的一天，项勤东给李修平
打来电话。“他不打算让父母知道自己
去武汉的事，但很希望能有人听听他
的战‘疫’故事和他在武汉的所见所闻
所感。”李修平告诉记者。时长70分钟

的电话里，项勤东口述，李修平整理。
“平凡英雄给我最多感动。整理

故事的过程中，我的思想受到了多次
洗礼，也是在整理故事的过程中，我
找到了被需要的感觉”，李修平对记
者说：“为奉献者奉献，我很快乐。”

听说李修平整理了一本战“疫”故
事集，炎陵县国教办主任莫玉涛主动
联系上他，并希望他能为当地的中小
学生上一堂国防教育课。听闻此言，
李修平一口允诺。

4月 8日 9时，李修平的国防教育
课在炎陵中学开讲了。《22昼夜疫情排
查战霞阳》《战“疫”中的牵挂》《520户
村民的“店小二”》等故事受到学生们
的欢迎。

“从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到解放
军，‘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人民’的
初心从没变过。”炎陵县县志办主任杨
琦告诉记者，后续他们将把李修平整
理的战“疫”故事编纂进炎陵县县志，
让炎陵英雄儿女的故事永流传。

湖南省炎陵县专武干部李修平收录整理31个战“疫”故事

“平凡英雄给我最多感动”
■罗塞辉 陈新建 本报记者 陈 静

本报讯 时庆报道：“感谢退役军人
事务局的帮助，过几天我就正式上岗
啦。”3月 26日，家住浙江省海盐县澉浦
镇的退役军人陆阳收到当地一家企业发
来的入职通知书。

受疫情影响，2月3日起，海盐县人力
资源市场暂停举办招聘活动。为解决疫
情期间退役军人就业难问题，3月10日，
海盐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当地人力资
源部门开展“2020年海盐县退役军人网
络招聘月”活动，帮助该县退役军人和用
工企业“不见面”就能顺利签订就业协议。

招聘活动依托该县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服务系统，为全县用人单位和退役军
人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免费提供线上招

聘、线上求职、线上面试、线上培训等一
站式服务。企业资质审核、岗位筛查、简
历投递、简历认证等工作也全部在互联
网上进行。

“退役军人只要扫一扫二维码即可
进入就业平台，成功投递简历后，就能和
企业进行‘一对一’视频面试，退役军人

真正实现足不出户‘码’上就业。”海盐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黄志华介绍。

截至4月7日，招聘月活动已经吸引
近 100家企业入驻，拟招聘员工 3000多
人，涵盖管理、销售、金融等多个行业，已
有190多名退役军人与用工企业达成就
业意向。

浙江省海盐县开展退役军人互联网招聘活动

足不出户“码”上就业

“老肖，你家的黑鸡‘飞’进直播间，你
也跟着出名啦！”3月19日傍晚，江西省吉
安市吉州区曲濑镇长乐村，正在养殖场忙
活的肖冬苟被老乡的一番话逗乐了。

3月15日，由江西省扶贫办、江西省
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百县千品消费扶贫”
助销活动在淘宝网直播，肖冬苟饲养的
黑鸡开始在直播间售卖。

受疫情影响，肖冬苟饲养的2.5万只
黑鸡面临滞销，如果不及时出售，不仅赚

不到钱，欠银行的30多万元贷款也将无
法及时偿还。

正在长乐村挂点帮扶的吉州区人武
部干部金鑫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请来
当地有名的网红主播“小辣椒”，采取网
络直播的形式，通过抖音、快手等社交平
台销售禽蛋：“‘长乐黑鸡’是散养土鸡，
口感好、营养价值高。立即下单优惠力
度大……”另一边，金鑫带着肖冬苟来到
当地一家纸品厂，以优惠的价格紧急订

制 2万只带孔纸箱。一边直播、一边接
单、一边打包快递，一群人忙得不亦乐
乎。一个星期不到，长乐黑鸡日销售量
达到600余只，成了“网红鸡”。

“你好，我是江西电视台记者，3月
中旬我们将与江西省扶贫办联合推出

‘百县千品消费扶贫’助销活动，想把长
乐黑鸡推荐到直播平台销售……”3月
10日，金鑫接到江西电视台记者打来的
电话后，立即将好消息告诉肖冬苟。

长乐黑鸡“飞”进淘宝直播间后立即
成了抢手货，3天时间售卖 1万多只，销
售额突破50万元。

“感谢您雪中送炭，不仅让我还掉了
银行贷款，还赚了一大笔。”肖冬苟拉着
金鑫的手激动地说。如今，尝到直播销
售甜头的肖冬苟正着手扩大黑鸡养殖规
模，打算赚更多钱过更红火的日子。

长乐黑鸡“飞”进直播间
■李仲明 本报记者 龙礼彬

有感而发 ■侯 梓

一边吃着鲜嫩的油麦菜，一边望
着远处的雪山，新疆阿勒泰军分区白
哈巴边防连司务长高飞虎感慨不已，
服役13年，仲春时节能在西北边防吃
到这么新鲜的油麦菜，还是头一回。

“没有土壤和阳光，单是依靠营
养液和光照就能培植蔬菜，搁以前想
都不敢想。以前冬天吃不到新鲜蔬
菜，只有土豆、萝卜、白菜‘老三样’。”

高飞虎说。2019年 10月，新疆军区
为该团引进无土栽培技术，90平方
米的“植物工厂”正式落户白哈巴边
防连。负责日常维护管理工作的副
连长吕川达告诉笔者，“植物工厂”里
种植的蔬菜，从催芽、栽培再到收割，
整个周期只需 30天左右，还可以四
季循环培植。

目前，该连“植物工厂”已经种植
菠菜、油麦菜、孔雀菜等10余种水培
叶菜，不仅满足了连队官兵的日常生
活需求，也让驻勤的护边员一饱口
福。 徐明远摄影报道

““植物工厂植物工厂””让边防让边防官兵吃上时令菜官兵吃上时令菜

4月上旬，西藏军区边防某团
开展基础体能创破纪录活动，激
发官兵训练热情。图为官兵分组
进行单杠卷身上比武场景。

陈帝运摄

安徽省岳西县人武部

组织民兵开展灭火训练
本报讯 谢婷婷、仲斌报道：3月

20日，安徽省岳西县人武部组织 108
名基干民兵开展森林灭火专业训练。
参训民兵携带专业灭火设备进行了火
情勘察、火场警戒、灭火、余火清理等
多个课目的演练。

河南洛阳涧西区人武部

借新媒体开展征兵宣传
本报讯 刘白华、董志文报道：3

月份以来，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人武
部利用“魅力涧西”“洛阳征兵”等微信
公众号和抖音视频平台开展征兵宣
传，将征兵信息精准推送至适龄青年
及家长手中。同时，他们还开通了 24
小时征兵政策咨询电话，及时为适龄
青年答疑解惑。

与强军同行与强军同行

3月25日，北京卫戍区“老虎团”政
委董丽献接到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打来的电话，得知姜堰区
援鄂医疗队成员全部返回并顺利度过
隔离期、中小学校即将陆续开学的消息
高兴不已。

北京卫戍区“老虎团”是一支有着
光荣历史和革命传统的部队。战争年
代，“老虎团”转战大江南北，立下赫赫
战功。1940年9月，已改编为新四军抗
日先遣支队的“老虎团”，在解放姜堰的
战斗中，连续组织 3支勇敢队冲锋陷
阵，终于赢得了胜利。战斗结束，“老虎
团”便移防他地，失去了与姜堰人民的
联系。

知恩图报的姜堰人民从没有忘记
解放姜堰的“老虎团”官兵。新中国成
立后，他们为烈士立碑，在区革命烈士
陵园筑起《勇敢队之歌》群雕。

2002年7月，姜堰区党政慰问团千
里寻亲来到北京卫戍区“老虎团”驻地，
姜堰人民与“老虎团”官兵的手再次紧

紧握在一起。
18年来，“老虎团”官兵换了一茬

又一茬，姜堰区领导班子也换了一任又
一任，但双方的交流一直未间断。姜堰
区每年组织党政慰问团赴“老虎团”驻
地慰问，专门设立精兵奖励基金，用于
奖励在训练、作战中成绩优异、表现突
出的“老虎团”官兵。“老虎团”定期回
访，长期为姜堰区发展建言献策。军地
两家你来我往，鸿雁不断。逢年过节，
姜堰人民总不忘问候老虎团官兵，官兵
也常把立功受奖的喜讯报告给“第二故
乡”的亲人。

疫情暴发后，“老虎团”官兵十分牵
挂姜堰人民，了解到姜堰区派出一支
15人的援鄂医疗队时，既高兴又担
心。前不久，听闻姜堰区援鄂医疗队圆
满完成任务并安全返回，董丽献再一次
拨通姜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电话：

“请转达‘老虎团’官兵对逆向前行的勇
士由衷的敬意，我们为曾经在这片热土
上战斗过感到自豪！”

心手相牵共话鱼水情
■刁日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