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安居家过春节
文 曹荣新（伊犁居民区）

岁月匆匆，时光荏苒。 一眨眼，
新春佳节又要临近了。 辞旧迎新，
去年春节开始的那惊心动魄的全民

抗“疫”又在脑海中盘旋，那感动山
河振奋天地的新冠阻击战，虽然没
有硝烟炮火，但却是那么刻骨铭心，
终身难忘。

刚刚过去的 2020 年，对每个人
来说都是特殊的不平凡的一年。 忘
不了，新冠肺炎病毒肆虐。 刹那间，
武汉告急，湖北告急。 一声“哨”响，
白衣天使从四面八方逆行阻击 。
“火神”“雷神”速送“瘟神”。忘不了，
中华城乡，瞬间变样。 大街小巷没
有了热闹和喧嚣，街镇社区处处管
控严防，人人自觉居家隔离。 年夜
饭取消了，亲朋好友的聚会不搞了，
线上拜年，网上学习……个个遵守
防疫规矩，戴口罩、勤洗手、用公勺
……我们尝了无数的艰难，悲欢离
合，逆行守望，说了千万次的加油，
流过百感交集的泪水。 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下，全国上下，团结一心，义无反顾，
干群齐力，每个人都是英雄和勇士。
终于用微笑告别了多灾多难的

2020 年，又昂首挺胸奋发向上地走
进了 2021 年，拥抱辛丑牛年。 牛气
冲天，福祉万家。

疾控专家说： 寒冬腊月气温极
低的天气， 也正好是新冠病毒的温
床，其存活期很长，给传播带来了很
大的空间。 唯有加强做好自我防范
和保护，尽量少出门、少聚集，勤戴

口罩、勤洗手，多晒太阳、多漱口，才
可以减少感染或传染的几率。 也只
有健康平安，才能家人闲坐，灯火可
亲，万事兴旺。

当下，国外疫情形势严峻，境外输
入病例不断增加， 我国北方的疫情又
开始抬头。 以河北石家庄为例，1人确
诊竟传染了 100多人， 随后，1300万
人在寒风中进行紧急核酸检测，2 万
多人大转移并隔离。火车站关闭，高速
公路道口封锁，街面上空空荡荡，商业

和娱乐场所关门闭户……正常的工作
学习和生活被搅乱。根据流调要求，如
有一例确诊病人， 就必须追溯找到亲
密接触者， 再要找到亲密接触者的接
触者，全部核酸检测，还要 14天甚至
更久的隔离……真是一个人可以乱了
一个小区或一个村庄， 一个小区或一
个街镇可以搅动整个城市甚至整个

省，并影响到全国的平安有序。政府正
正在进行全民核酸检测， 其他省市的
医疗救援队伍也积极增援， 再加上社
会其他方面人财物的投入， 一场抗击
疫情的人民战争打下来， 其代价不可
估量。

教训深刻，必须汲取。 有道是：
小不忍则乱大谋。平安居家过春节，
虽然少了亲朋好友之间相聚的热闹

和快乐， 但是可以减少病毒传播的
空间和途径。 我们宁可自己少些欢
愉，也绝不能给政府和邻里们添乱。
这既是为他人和家人的健康着想，
也是为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考虑。
国家已经投入那么多医护人员抗

“疫”，各级政府和各行各业也已经全
力以赴， 严阵以待做到防控常态化，

将防疫要求转化为健康生活方式，坚
持筑牢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我们
绝不能忘乎所以而重蹈覆辙。新春佳
节亲友团聚要建立在平安的基础上，
平安才是过大年的终极意义。我们更
要相信科学， 相信共产党和人民政
府。 时值建党百年大庆，暂时居家过
春节，春暖花开再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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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子店前
文 吴文元（安东居民区）

小区院墙外新开一家包子店， 价廉物美，味
道好极了。店里热气腾腾的包子散发着诱人的香
味，质地松软，容易咀嚼；肉馅儿又细又嫩，那个
鲜呀！ 一点也不亚于沪上南翔小笼、小杨生煎等
名小吃。 优质的食品，自然引来周边居民的热烈
追捧，人们十只廿只地抢着买，店前天天排长队，

往往得等候半小时才能一饱口福。为让更多的人
尝到这一美味，店老板规定，每人最多只能买 5
个包子。

话说这天居民区的冯阿姨，手里端着一个空
食品盒，来到包子店前排了一会儿队，便弃位而
去。 她说家里事情多，实在等不起。 过了一段时
间，冯阿姨又来张望了一下，见队伍仍然很长，正
失望地转身走人时，忽听队伍中间有人在喊：“阿
冯，阿冯，你快过来。 ”冯阿姨定睛一看，原来是退
休前的工厂同事阿珍，想不到她大老远的路程也
过来买包子。 “这么好的馒头，你咋不买啦？ ” 阿
珍觉得好生奇怪，忍不住问了冯阿姨一句。 “我想
买几个给阿拉姆妈尝尝，她最近身体不太好。 队
伍排得这么长，又要照管她，我真是没有时间。 ”
冯阿姨皱着眉头，表现出心中的纠结。 “苏州好婆
仍是你在管？ ”同事阿珍眼中闪出惊喜的光芒，队
伍中只有她知道苏州好婆指的是谁。冯阿姨微笑
着点点头。

原来，苏州好婆仅是冯阿姨楼里的一位独居
老人，早年丧母的冯阿姨，从退休前三四年开始，
就像侍奉自己母亲一样照料着她，并亲热地把苏
州好婆喊为“阿拉姆妈”。 阿珍掐指一算，冯阿
姨如今退休七八年，她已服侍这位高寿老人足有
十来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冯阿姨忙里忙外，
付出了多少劳动和艰辛？ 想到这里，阿珍把冯阿
姨往怀前一拉，说：“你站在我前面，一会儿就排
到了。 ” 她的话音刚落，身后的人们就骚动起来，

有人在嚷：“秩序，秩序！ ”有的在说：“谁家没有老
人啊？ 都要破例，这社会岂不乱套？ ”阿珍扭转身
子，跟众人打招呼说：“我这位朋友的情况还真是
不一样。 ”接着，她就把冯阿姨甘当社区助老志愿
者，十几年如一日，倾心照料一名非亲非故独居
老人的事迹，向大伙儿说了一说。

这难能可贵的好人好事，引来队伍里一片钦
佩赞美之声。 但队伍后面仍有不谅解的，冲着阿
珍瞪眼睛说：“你送人情做好人，我们算什么？ ”阿
珍听罢，即从队伍中闪出，却将冯阿姨摁在原地，
对身后那人说：“我把位置换给她，我重新到后面
排队，这样总可以吧？ ”阿珍的话还未说完，冯阿
姨眼前竟然出现了一幕十分感人的景象：排在她
前面的二十多位食客，纷纷像阿珍一样向两旁闪
开，让出一条通道，他们摊开手掌，颔首微笑着，
请冯阿姨上前先买包子。冯阿姨向这些好心人连
连拱手致谢，她明白，他们代表着社会上绝大多
数善良的人， 在向她表达着肯定和尊崇之意；冯
阿姨这时候又觉得， 此时此刻那一张张笑脸，似
乎正幻化成一朵朵鲜花，这是对她多年来辛勤助
老的一种褒奖。

第二天，包子店前即贴出一张告示，其大意
是“本店即日起，对居民区助老志愿者、军人、孕
妇、残障人士、85 岁以上老人，凭适当证件，毋庸
排队便可优先供应。”。这无疑是包子店老板针对
前一天的排队风波，做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个
回应。

难忘 2020年

【生活随笔】

古琴悠悠
觅知音

文 沈方（伊犁居民区）

中国传统文化的 “四艺” 是琴、
棋、书、画，寄寓书生风凌傲骨、超凡
脱俗的情怀和心态，仿佛是文人的标
配。 那么居于首位的为什么是琴。

汉朝的文献 《白虎通义》 说；
“琴，禁也，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
原来， 悠扬的琴声还蕴含着教化意
义。 琴，静也，在静谧的月色下聆听
仿佛来自天籁的声音， 让浮燥的心
绪得以平静。

琴，中国特有的民族乐器，又称
瑶琴、玉琴、丝桐和七弦琴，至少有
三千五百年以上的历史。 传说黄帝
造琴、舜定琴为五弦，文王增一弦，
武王伐纣又增一弦为七弦， 可见古
琴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只是
近代外国的钢琴传入， 为了与之区
别，才把琴改称为“古琴”。 2003 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古琴列为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要说古琴的故事， 最有名的莫

过于“高山流水”，那是春秋时伯牙
和钟子期的神会，《吕氏春秋》记载；
“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
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
巍巍乎若泰山。 ’少时而志在流水。
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 洋洋乎若
流水。’钟子期死，伯牙摔琴绝弦，终
身不复鼓琴， 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
者。 ”可惜伯牙的这旷世名曲《高山
流水》并没有流传于世，而两人的知
音情愫却流传了二千多年， 成为楷
模。

另一对古琴的喜欢冤家是诸葛

亮和司马懿，一个在城楼上抚琴，一
个在城下听音， 然后，双方会心地
一笑， 留下空城计的美丽故事。 也
许， 司马懿与诸葛亮才是心灵想通
的知音。

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说： 众器
之中，琴德最优。 琴是修身养性，静
心悟道，追求精神世界的共鸣。以琴
为媒，渴望得到他人的理解和欣赏。
所以诗经说“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知音之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当知音已杳，伯牙毅然断弦绝音。唐
代诗人王维才有“冷冷七弦上，静听
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的感叹。一生为了抗金大业，最后屈
死在风波亭的岳飞，在《小重山》一
词中更是悲愤不已；“知音少， 弦断
有谁听。 ”

也许，司马相如是幸运的，他的
琴声感染了卓文君；也许，蔡文姬是
幸运的，她的琴曲《胡笳十八拍》感
动了曹操，终于回归故里，并留下传
世名曲。

1977 年， 旅行者 1 号升空，飞
向浩瀚的宇宙， 它是目前为止唯一
飞出太阳系的人造天体， 它携带了
一张铜质磁盘唱片，内容包括用 55
种人类语言录制的问候语和各类音

乐，其中就有古琴曲《流水》，但愿，
能为地球上的人类找到知音。

文 张人健（新顺居民区）

岁月匆匆，转眼间已跨进新年
的大门，春节马上就要到了。 回望
过去的一年，2020 年真的是令人记
忆深刻无法忘却的一年。

2020 年的春节来得很早，刚过
完元旦 ，1 月 24 日已经是大年夜
了。 年夜饭大家总是喜欢在饭店里
吃，一大家子开开心心在一起欢聚，
爷爷奶奶给孙子孙女发个红包，祝
孩子新年快乐，快快长大。 可是，就
在去年 1 月中旬， 一场突如其来的
疫情，引起全国人民的警觉，新冠肺
炎在武汉发现，并向全国蔓延。

1 月下旬， 疫情防控， 全国动
员，不走亲戚 ，少跑路 ，小区封锁 。
进入小区要戴口罩，测量体温。 外
来人员访客走亲戚，出差回沪人员
都要在小区门口登记 。 我们小区
北门通往安东小区安顺路的铁门

封锁了，长顺路上菜场的东门封锁
了。 小区居民去长顺路菜场买菜，
需走到虹桥路往西走，到长顺路再
往北走 ，才能到长顺路菜场 ，这真
是叫兜远路了 。 居委会号召居民
出门戴口罩 ，每家发张凭证 ，到弄
口的药房里买口罩 。 快递员送货
不能进入小区，只能在小区弄口设
立快递货架，快递员把快递件放置

在货架上，再通知收货人自己到弄
口来提取。

武汉封城了，全国各地派出 10
0多支医疗队 25000多名医疗队员，
还有解放军医疗队增援武汉抗击疫

情，建立方舱医院。 八旬老人钟南山
冒着风险，亲赴武汉参加抗“疫”。 火
神山、雷神山，有了钟南山，一定会
过关。 2月 3日，武汉首批 3家方舱
医院建成。 3月 10日，方舱医院患者
全部出院。 3月 31日，780名上海最
后一批支援武汉的医疗队员乘包机

回沪。 4月 8日，武汉解封了。
3 个月左右的时间里， 在中国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在全国人民

的努力下，打赢了这场战争，武汉解
封了，我们小区解封了。社区作为防
控疫情的第一线， 居委干部和社区
居民，以及社区志愿者，以最认真的
态度、最严密的精神，守护好小区的
大门， 为广大居民朋友提供一个安
全的生活环境。下半年，我们的安全
感强得多了。

难忘 2020 年 ， 感谢街道 、居
委 、 志愿者和街坊邻居的齐心付
出 、认真配合。 2020 年，我们牢记
着：“出门戴口罩 ，回家勤洗手 。 ”
2021 年元月已过，春节就在眼前 ，
祝大家新春快乐 ，身体健康 ，事事
顺利。

【生活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