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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之天涯（中国画） 庄明正作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新冠病毒潜行荆楚

武汉告急 湖北告急——

驰援江城 刻不容缓 迅即行动

紧急集结的人群 背离家园

奔向同一个方向 作为

爸妈 儿女 姊妹 弟兄

来不及告别 眼神里含着凝重

到疫情一线去 到江城武汉去

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响应党中央号召 打响了

战疫总体战 阻击战 人民战争

悄无声息人涌动 于无声处胜有声

举目相望 两座“神山”拔地而起

侧耳细听 16所方舱医院就地扩容

四面八方4万2千名白衣战士

步履匆匆 重任在肩 使命神圣

逆境中披星戴月 一路前行

他们躬身救治在重症患者床前

他们倚着墙角桌椅困乏间入梦

他们脸上深深的沟壑不掩芳容

啊，一幕幕感人的故事

伴着“九省通衢”回荡的钟声

奔腾不息的浩浩长江

烟波浩渺的大美东湖

拂去往日冲动与淡定

擎手致敬 击掌相迎

壮士断腕以锁钥 置于绝地而后生

口鼻方寸几层面纱筑起鹤列雁阵

护目镜下呵气中闪现坚定目光

防护服内层层汗湿浸透隐忍苦衷

呼吸机以自己的生命节奏

延伸人的生命历程

900多万英雄的武汉人民

76个日日夜夜 演绎了新版

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

长江有情长流泪

黄鹤楼风物人情 见证

风暴之眼白衣执甲的英雄

苦难中孕育希望 伤痛中迎接新生

全国一盘棋 一省包一市

召之即来 援鄂子弟兵

从中央到地方 从北方到南方

命运相连 心灵相通 目睹荧屏

全神贯注“暂停键”下江汉之城

武汉，新闻发布会上标示的

疫情箭头 走出拐点 一线拉平

凌晨 一声啼哭

又一个新生儿

呱呱坠地 那天

正值武汉解除“封城”禁令

夜暗中江汉关大楼迎来日升

啊，隔离痊愈的人们笑颜归来

社区义工快递小哥热饭相迎

左邻右舍招手致意颔首送暖

敞开的门厅飘洒着缕缕春风

停运的动车一声长鸣

转动的机器复产复工

江城上空飘动朵朵白云

家校线上传递琅琅书声

吐绿的春芽带来一片生机

武大的樱花满枝盛放

北归的飞雁衔着歌鸣

春风又绿江南岸

梅花杉树成对影

天地清明人思念

慎终追远祭英灵

举国哀悼敬烈士

逝者安息寄衷情

一声警报长空鸣

江水呜咽山川哽

战“疫”正在继续 阻击仍在进行

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不容乐观 不允懈松

中国的抗疫斗争 为各国赢得

防控“墒情” 难忘江汉危难时刻

友国人道相助 患难与共

应对全球疫情 大国担当

雪中送炭忙 天涯传温情

窗外嫩绿的树梢 风雨中摇曳

显示着生命的坚韧

大江南北一片翠绿 簇拥着

准时到来的春天 助阵抗疫

人民战争 初战愈挫愈奋

阻击愈战愈勇 我们依旧秣马厉兵

直到抗疫战争彻底完胜

抗
疫
战
歌

■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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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把疫情防控称为“人民战
争”？在上海采访，让我对这句话有了
更为深刻的理解。

在乘车去位于金山区的上海公共
卫生临床中心的路上，我的脑海里蹦出
一句话：人活着就是一口气。

难道不是吗？新冠病毒再一次给人
类这样的提醒。人体一旦被病毒侵袭，
危重症患者在垂危时，给医生留下的时
间或许只有几分钟、几十秒……正是这
种残酷，让我对把患者从地狱之门拉回
人间的医务人员产生了崇高的敬意。

正是春燕衔泥的时节，然而看着一
架架银燕从四面八方飞来飞去、进出于
国门之时，人们心中也多了一份担
忧……当我带着这份担忧走进上海公
共卫生临床中心，它固若金汤、坚不可
破的姿态让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词：
“生命方舟”。

“这块地盘，虽然只有 500亩大小，
但它的使命重大，必须抵御任何一次最
严重的疫情袭击。在这里，所有的战斗
没有退路，只有决一死战、直到胜利为
止！”卢洪洲是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党委书记，他又是全国新冠肺炎医疗救
治专家组成员。他从 2004年就来到这
艘占地 500亩的巨型方舟上当“船长”，
老到的掌舵经验和判断能力，让他的表
达简洁干脆又十分专业。

当年的“非典”曾经把大上海“惊”
得不轻。这一惊，也让他们卓有远见地
迅速做了一件大事：建立上海公共卫生
临床中心。平时是一所三甲医院，疫情
发生时就是一座开足马力守护上海人
民生命的安全岛。在“船长”卢洪洲的
眼里，新冠肺炎病毒虽然凶险狡猾，但
他们有充分的信心战胜它！

我当然知道卢洪洲的这份底气，来
自他几十年奋战在各种恶性、急性传染
病医疗一线的经验，也来自他身边强大
的专家团队。这是“方舟”的“撒手锏”。

二

现在是战时。新冠肺炎病毒已经
兵临城下。
“一级响应——！”即时启动全市“联

动联控”机制，全市最强的医疗专家团队
第一时间到达“方舟”的战斗岗位……

卢洪洲所说的这些专家，是从瑞金
医院、仁济医院、第一人民医院、第六人
民医院、第十人民医院 5所著名医院精
心选调出的 178名市级专家，他们携手
“方舟”上自有的 300多名专家和专业医
生，联合组成五大专家治疗团队，驻扎
在隔离病房的重症区和危重症区。这
就是被行内传为佳话的上海战疫“五军

会师”。他们的“帅将”是人们熟悉的华
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瑞金医院急
诊科主任毛恩强、中山医院呼吸科教授
朱蕾、中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胡必杰，还
有卢洪洲、朱同玉教授带领的“方舟”团
队，专家团队的组长是大名鼎鼎的张文
宏教授。真正的上海战疫“梦之队”。

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摆在面前。
面对强大而凶残的敌人，射出的子弹一
定要快而准！“敌人”尚未进入“防区”，
就要瞄准靶心——“老船长”卢洪洲与
掌舵人朱同玉第一时间拨动了“方舟”
的疫情防控齿轮——

2020 年 1月 6日，“方舟”正式成立
了针对“不明原因肺炎”的专项应急办
公室。

启动病毒研究实验室！中国最强的
病原体诊断与鉴定团队——徐建国院
士、张永振教授的队伍进入“舱位”。“我
们将全力以赴揭开‘不明病毒’之谜！”

1月 11日，团队在《病毒学组织》网
站发布了所获得的新型冠状病毒全基
因组序列。声称该病毒与 SARS病毒同
源性高达 89.11%，且是历史上从未有过
的新型冠状病毒。
“不明病毒”终于露出真面目。

同时它也清楚地告诉我们：“敌人”来
者不善！

1月 20 日，上海首例病例确诊后，
“方舟”第一时间切换到应急迎战模
式。市卫健委调集的全市首批专家和
医护人员，与陆续在各个发热门诊确诊
的患者，一起聚集到位于金山区的“生
命方舟”之上……

一场场与病毒抢夺生命的残酷战
斗就此展开。

三

“平时大家在上海地盘上被人捧到
了天上，这回拿不出硬气的本领，看你
们有何颜面见江东父老！”组长张文宏
说话从来不留面子。
“是党员的别躲在后面，关键时刻

跟我上！”张文宏眼睛盯着专家们毫不
客气地说，“对了，胡必杰老师，你别躲
到一边啊……”张文宏对着自己的老乡
加好友胡必杰直愣愣喊了一声。
“我、我又不是党员……”胡必杰红

着脸瓮声瓮气地回应道。
“别人可以不上，你胡老师不行！

我们这个团队缺不得你！要是有一个
医生护士染上了毛病，我就死磕你胡老
师啊！”张文宏的嘴就是不饶人。
“哈哈……”全场都乐了。胡必杰

更是满脸通红，喃喃道：“你看他这张
嘴！”他跟张文宏平时就是一对“好哥
俩”，只是性格各异，一个是心直口快的
“大喇叭”，一个是不愿多说一句废话的
“闷葫芦”，但两人私下里很“铁”。

仗要打胜，但不要天天板着脸。张
文宏这个专家团队就是这样气氛活跃、
生龙活虎。但到了较劲的时候，个个冲
得上去，有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概。卢
洪洲指着一间会议室对我说：“每逢重
大病例和疫情变化的紧急关头，专家们
都在这个房间里研究讨论问题，最终形
成决策方案。可以说，这里是作战总指
挥室。不管是张文宏还是胡必杰，或者
是我和朱同玉教授，都得像战场上冲锋
的指挥员，一边指挥官兵，一边自己也
端上机枪去杀敌！”

从第一个患者进来后，仗就没有停
止过。卢洪洲已经两个多月没回过家
了。一百多位各医院的专家大部分也
是在吃年夜饭前后便进驻此地，以病房
为家……可憎的病毒根本就没有留出
时间让大家回家探望一下亲人、吃顿可
口的饭菜。
“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看到一个又

一个患者恢复健康，开心地走出医院，你
就觉得我们有点伟大了！”卢洪洲笑着说。

王鹤是重症病房的医生。自 2月 6
日一头扎进重症病区后，这位年轻医生
的神经绷得像上膛的子弹。“多数患者
的病情变化真的太快了，你根本没时间
去想其他事，就得死盯着。说不准什么
时候病情就会突然恶化，让你与死神拼
抢生命。两个月了，我已经没有白天、
黑夜的概念了。”参加工作以来，王鹤这
还是头一回经历这样的考验，“确实跟
打仗一样，而且常常打得很残酷……”

残酷到什么份上？王鹤仰头想了
一下，说：记得进驻医院当晚，就有一例
从外院转来的确诊病例。那患者开始
没有咳嗽和胸闷的症状，只是发烧了两
三天。王鹤与同事们按照流程给患者
做入院检查，结果一看影像、化验，惊得
王鹤直冒冷汗：“这个病毒变化太快，快
到它会在极短时间内使两叶好端端的
肺片完全变白……”王鹤补充形容：“说
病情急转直下，丝毫不夸张！”
“直接送重症病区！”王鹤和同事们

连忙将患者的情况向专家组报告，治疗
的意见立即下达。

又是一位患者病情急转直下。那
时是凌晨2点。
“快快！李欣医生，你们快过来帮

忙——”已经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的
中山医院心外科体外循环专家李欣刚想
眯一会儿，一阵紧急呼叫声将他惊醒。李
欣立即带着两位同事，飞步跑进重症病房，
给那位生命垂危的病人用上ECOM。等
患者的病情稳定时，东方已露出晨曦。
“在重症病房、危重症病房，你必须

24小时全神贯注，不能有丝毫马虎，可
谓步步惊心、惊心步步！”呼吸内科专家
陈宇清已经是第三次进驻“方舟”了，他
感叹此次“战役”时间最长，打得最激
烈。“我在重症、危重症病房，真正体会

到了什么叫‘忘我’。不管是专家，还是
医生、护士，大家都清楚：病房就是阵
地，就是战场，守住它，便是我们这些人
的责任。所以护士们平均每天只能睡
三四个小时，医生平均睡五个小时左
右，10天换防一次，身边的战友眼看着
一天天瘦下来……”
“你们快来！快点来抢救——”有

一天深夜，瑞金医院的一位医生斜靠在
椅子上高喊了这样一声梦话，从此同事
们见了他就喊“快点”。
“快点有啥不好？我喜欢‘快点’！

在这里不‘快点’，是会丢命的！”这位医
生幽默又认真地说。
“这里没有响亮的口号，只有与病

毒死磕的争夺战！”刘继，“方舟”上唯
一的麻醉医生，他是同济大学附属上
海市肺科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2月
10日，战“疫”紧急时刻，他临危受命来
到“方舟”上，负责危重病人切插之时
的麻醉，一连战斗了 40多天，顺利完成
了每一例紧急麻醉手术。他这样理解
自己的“战场表现”：“临战时，我不允
许自己有丝毫失误。虽然身穿防护服
增加了手术的难度，但我必须确保每
一个动作和环节百分之百成功，因为
病人的生命有时就掌握在我的手指间
和眼神里……”

四

尽管春风中还带着丝丝寒意，但上
海的阳光仍然是暖融融的。瞧，以为再
也不能与儿女团聚的 84岁章老，在走出
“方舟”那一刻，精神抖擞地想去拥抱这
个春天！7岁的小旺仔在扑向母亲怀抱
的那一刻，开心而天真地说：“妈妈，我
在这里一点都不害怕，还长了好几斤
肉！”母亲搂着儿子亲了又亲，叮嘱道：
“要永远记住，是这里的医生阿姨和伯
伯们救了你的命！”
“哈哈，胡老师火线入党了呀，好消

息啊！”听说自己的老朋友胡必杰刚刚
在党旗下宣过誓，张文宏竟然高兴得手
舞足蹈起来。

于是有人转过头来，打趣地问胡必
杰教授，你当了30多年“名医”，怎么这回
想起来入党了？胡教授的脸上泛起一丝
红晕，认真地说：经过了这场疫情的考验，
我觉得自己人生的方向更明确了……

明确了啥？
“明确了今后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为这个城市服务。”胡教授的话简短而真
诚。说完，他又指指前方：几个从境外输
入的新患者又来了，我得赶过去！

远远地，我看着胡教授和几位医生
护士脚步轻快地走进“方舟”……

在正午灿烂的阳光下，这艘“生命
方舟”依然稳稳地、自信地挺立在这场
前所未有的疫情风浪之中。

生命的方舟
■何建明

庚子春始，病毒肆虐，在扑面的阵阵
春寒中，我们看到一个个温暖的身影、一张
张热情的笑脸。或年过花甲，或青春稚嫩，
你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志愿者。你
们有着共同的心声：做点什么吧，以大爱、
以忠诚，无需记住、无需回报、无需证明。

我深情地凝望，清晨早起的你，昨日
的疲累写在眉心，露珠晨霜里有你拉长
的背影。来不及回应妻儿的问候，将父
母的牵挂洒在匆匆赶路的行程上。今天
要做点什么？一份萦绕心头的惦记，化
作骑行路上悦耳的车铃。

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豪言壮
语，出征的号角已吹响。默默的回望，点
一盏不灭的灯，送你出征。用一颗跃动

的心，温暖整座城。
我终于明白了，走出去，为的是力所

能及地付出绵薄之力，表达国家兴亡、匹
夫有责的朴素心声。这一天，你又收获
了不少“谢谢”，回复了更多“没关系”。
但正是这声“没关系”，让你同这个世界
建立了关系，焊接起患难与共、同舟共济
的大爱真情。

感谢有你，是一个个你用“做点什
么”的推己及人，点燃星星之火，送出光
明和温暖，使我们的家园雾霾尽散，重回
万里晴空。

感谢有你，给这座城市，给这个春
天，注入了最温暖的力量。愿这份温暖，
一直接力，永远传承……

感谢有你
■李建林

“孩子，这是为了国家的事，你去
吧！”卧床多日的父亲一边说，一边吃力
地从床上撑着起来送我。那年返回部
队，我将要参加边境作战。父亲坚持从
床上起来，拄着拐棍送我到巷子口。一
路上，我拉着父亲那粗糙瘦削的手，却
不敢看他。父亲依然沉默寡言，但我感
觉到他的内心很不平静。临行前，我鼓
起勇气抬头看了父亲一眼。对视的那
一刻，我从父亲的眼睛里看到了牵挂和
不舍，但他马上把目光转开了。我的眼
睛一阵酸涩，生怕父亲看见，扭头就走
了。走出好远，我回过头看，一个小小
的身影依然立在巷子口……从一个遥
远的梦中醒来，我才发现自己眼角有
泪。父亲去世已经整整 25 年了，尽管
时光流逝，但是我对父亲的怀念之情与
日俱增。

他是一位寓爱于严的父亲。自打
记事起，父亲在我的印象里总是不苟言
笑。父亲文化程度不高，性格内敛倔
强，与子女们鲜有语言交流，教子往往
靠“武力”。子女们哪一个与父母顶嘴、
在学校不听老师话或者做出有违公德
的行为，准得挨打。多年后，回想起父
亲的严厉，我才由衷地理解了父亲。作

为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信奉的是
“棍头出孝子、娇养无义郎”的传统思
想。他的严厉是为了让孩子建立孝敬
父母、尊师重教、与人为善、遵纪守法、
诚实守信的思想行为准则。这些人生
道理，正是父亲用他那特有的严厉教给
我们兄弟姐妹的。这种严厉难道不是
一种真爱吗？

他是一位存爱于心的父亲。在我
的记忆中，年轻时的父亲很少与孩子
们逗笑游玩，但总是用他的方式关爱
着我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家境
十分拮据的情况下，父亲和母亲坚持
让大哥上完了高中，让二哥学了一门
技术，让二姐考取了中专，为他们日后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上世纪 90 年代
初，大姐家孩子多、困难多，自己又身
患重病，常常无钱医治。每次大姐来
我家，父亲总是把他省吃俭用攒下的
钱悄悄塞给大姐。上世纪 60 年代，我
出生 4天后就得了破伤风，很长一段时
间都挣扎在生死线上。许多邻里乡亲
都说养不活了，劝父亲把我扔了，可父
亲砸锅卖铁也坚持给我治疗，为此他
把家里唯一值钱的飞鸽自行车卖了。
一次为了给我治病，他冒着瓢泼大雨
骑车 40多里去抓药，路上遭遇车祸，险
些被汽车轧死。父亲不放弃一丝一毫
的努力，最后硬是把我从死亡线上拉
了回来。这件事，从小到大父亲对我
却只字未提。上世纪 80 年代，我军校

毕业后，瞒着家里直接到边境前线参
战见习，见习 4个月期满到预定分配部
队报到，该部队已开赴前线轮战，于是
部队首长又确定我二次参战。当我回
家向父母告别时，深明大义的父亲没
有说一句拖后腿的话。送别的那一幕
深深印刻在我心中，直到今天还常常
在梦中出现。可怜天下父母心。哪个
父母不爱孩子，只是有的外向奔放，有
的内敛深沉。我父亲对子女的爱属于
后一种，这种深沉难道不是一种无言
的挚爱吗？

他是一位施爱于行的父亲。俗话
说，子不教，父之过。父母是子女的第
一任老师。从小到大，父亲基本上没有
给我们讲过立身做人的道理，却以他的
为人处世默默地影响着我们。青少年
时代，父亲的亲人中有人因抽大烟导致
家道败落，所以父亲一生拒绝烟酒、丝
毫不沾。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父亲
一生不辍劳作。他总是起早贪黑，不是
下田耕种灌溉，就是四处打工挣钱，从
来没有闲下来过。父亲是我们当地有
名的泥瓦匠，乡亲们谁家修房盖屋请他
帮忙，他都会停下手中的农活或宁肯不
出去打工挣钱，也要去给乡亲们帮忙。
行动是最好的引领。回顾我在部队的
成长历程，父亲的志气、骨气、正气，父
亲吃苦耐劳、乐于助人的品格，在潜移
默化中影响着我，不断校正着我的军旅
之路。身教重于言教，这种感召难道不
是一种大爱吗？

有人说：父爱如山。山，象征着坚
韧、挺拔、刚强、伟岸，如山一样的父爱，
是无言的、沉稳的，永远是我心中一座
可信、可爱的坚强靠山。25年过去了，
在人生的旅途中，每当我回头，总能看
到父亲那坚定的身影和关切的目光，一
直在目送着我前行。

父亲的目光
■王玉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