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2月26日    星期三

7版
责任编辑：王卉  美编：李依涵  校对：李斌

副   刊

芳草地
fangcaodi

本报首发诗文入选战“疫”书
本报讯 用文字和图片记录、见证疫情来袭

的这段特殊的历史，用铿锵之声驱散这个春天的

阴霾。一部各界人士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文学作

品选《看不见的入侵者》，即将由陕西旅游出版社

出版，本报副刊推荐的多篇首发诗文入选其中。

该书由陕西省委宣传部指导，陕西旅游

出版社从全国众多诗人、散文家近千篇（首）文

学作品中精心遴选，其作者既有文坛名家，又

有后起之秀，其中不乏医护人员、警察、基层干

部、商人、学生等，暖心诗文配以精美手绘画，

展示了中华儿女在面对疫情时的崇高品质。书

中既有对一线工作者的歌颂，也有普通人在疫

情防控期间生活百态的表现，还有客观深刻的

理性反思，更有在抗击疫情中人们表现出的必

胜决心。本报副刊战“疫”诗文专号首发的名家

吴克敬的散文《英雄·白》和著名诗人祁念曾的

诗歌《英雄南山》、白麟《还人间清白》、陆子《战

“疫”之歌》、武岐省《出征》等被光荣收录。据

悉，《看不见的入侵者》还将以网络版、电子版

等形式发布。            本报记者 周勇军

“抗疫”文学作品致敬战疫一线
本报讯 近日，市文学创作学会动员会员

积极投身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创作一大

批主旋律诗文作品，用正能量文字凝聚力量，

鼓舞全市人民共同抗击疫情，向奋战在疫情防

控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致敬。

市文学创作学会自去年成立以来，组织策

划了多种形式的学术会议和文学创作活动。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会员们积极创作，用手中

的笔记录这个特殊时期的点滴感悟。该学会微

信公众平台接连十八期，采用语音视频相结合

的方式，刊发抗疫文学作品，并策划四个版的

专刊在学会内部刊物上刊登，贡献文学人的力

量。据了解，学会还捐款一万多元支持抗击疫

情，配合市公益慈善联合会将消毒水、酒精、方

便面等物资送至多处疫情防控一线。
（段序培）

市职工音乐人唱响战“疫”歌
本报讯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

来，我市职工音乐家协会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

命感投入抗击疫情的战斗，目前已累计创作抗

疫主题公益歌曲 30 余首、歌词 46 首，制作演

唱视频 22 首，汇聚了战“疫”的浩然正气。

连日来，在一件件感人至深的抗疫故事感

染下，市职工音协主席许森林已有 10 多首抗疫

主题歌曲“出炉”，他谱曲的《党徽闪光》《中国

龙真英雄》《早安中国》等歌曲在人民网等多家

媒体平台发布后，广受好评。词曲作家张富强

创作的《我是天使我是兵》《曙光》《逆行而上》

等 5 首抗疫歌曲，从不同角度展现疫情防控一

线工作者甘于奉献、服务社会的高尚品质 ；杨

健、闫宝才、蔺让礼、杨松森等词曲作家积极创

作，精心录制，用铿锵的旋律为医务工作者加

油鼓劲，作品频频“登陆”中国网、学习强国等

平台，展现了我市职工音乐人携手“战”疫的凝

聚力与创作实力。          本报记者 王卉

长篇小说《酒镇》 出版
本报讯 《酒镇》是凤翔女作家魏晓婷继长

篇小说《伤城》出版后，历时四年时间创作完成

的 40 多万字的乡土长篇小说，日前由陕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出版后广受读者喜爱。

该小说主要讲述了酒镇里柳、陶、王三家

的故事，围绕酒花和她的初恋情人柳德茂的

爱情故事以及柳德茂和他爷爷柳义振的酿酒

故事徐徐展开。故事情节一波三折、扣人心

弦，人物性格鲜明生动、形象丰满，读来如见

其人如闻其声。故事巧妙地融入了关中西府

地区酒文化、凤文化、秦文化、民间工艺文化、

丝路文化等，使这部小说犹如西府大地上一

幅波澜壮阔的民俗风情画卷、一座丰富多彩

的酒文化丰碑。
本报记者 麻雪

《西府儒商家族溯源》付梓
本报讯 日前，长安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

员李均宏编著的《西府儒商家族溯源》一书，由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李均宏是凤翔人，他编的这本书以凤翔周

家大院儒商家族历史为中心，是一本研究宝鸡

儒商文化的学术著作图书。从 2010 年起，李均

宏就开始搜集资料，研究古籍、碑文、志书等，

历经十年完成编著工作。《西府儒商家族溯源》

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研究文章卷，下编是历

史资料卷。书中有明清及民国时期，凤翔、岐

山、宝鸡等地儒商家族和书香门第的珍贵图文

资料。具体内容包括这些家族的住宅、人物、书

籍、家谱、碑刻、墓志、传说等研究论文和文字

史料，可以让读者了解六百年来西府凤翔地区

各家族的人情风貌。
本报记者 张琼

宅 家 好 读 书
李会芳

今年春节不走亲戚不聚餐，我
们全家待在家里，进入未经历过的

“宅”家模式。
我很不适应这种生活方式，有

些不知所措的焦虑，每天除了关注
疫情，就是做饭、吃饭、睡觉 ；一天的
行走线路也就是卧室、客厅、厨房。
正当我吃饭无味、睡觉无眠，天天为
疫情牵肠挂肚之时，一位文友给我
手机发来一篇关于读书的文章，对
我触动很大。文中说有一个国家，一
年中有一天是不能工作的，无论商
店、饭店、娱乐场所大都关门谢客，
公交车也停运，人们不能走亲访友、
外出旅游和参加其他社交活动，唯
独一件事是允许的，那就是读书。也
因此，那个国家多人获得诺贝尔奖
而闻名世界。读完全文，我的心平静
了。利用这段宅家的时光，与自己的
内心对谈，沉淀下来审视得失，不是

很好吗？
仅仅是不出门，我们衣食无忧，

那就在家做一些有意义的活动，比
如 组 织 家 人 读 书、陪 孩 子 学 习、做
饭、做家务……想明白了，心静了，
心态好了，兴趣也就来了。都说阅读
点亮人生，我就利用家人爱读书的
习惯，为每天的活动安排了固定时
间 ：中午读书，下午在家活动，晚上
互相探讨、交流读书体会。老伴喜欢
看新闻、读报、关心军事 ；儿子、儿媳
爱读与自己工作有关的专业书籍 ；
上小学二年级的孙女喜欢杨红樱、
金波、冰心笔下的儿童世界 ；我则翻
出了朱自清、徐志摩、张爱玲的散文
集，心想一定要利用好这段大饱眼
福的机会，把平时没有时间读的书
集中精力认真地过个瘾。在家人相
互交流各自的读书取向间，我们每
个人都开阔了眼界，大家浸润在书

香里，其乐融融。
读书，可以是精读、泛读、略读、

默读、朗读。为了调动小孙女读书的
积极性，培养她读书习惯和朗诵水
平，我常常提前选好内容，与她一起
朗读。因朗读不仅能给周围人带来
愉悦的听觉体验，也有助于她自己
更好地理解书中内容。小孙女朗诵
作品时，还学会了先查字典“消灭”
生字再熟读，直到能有感情地朗诵
给大家听。儿子、儿媳也都加入到朗
读 队 伍，到 了 晚 上，小 孙 女 当 主 持
人，我们家人开起了诗文朗诵会，其
间还穿插孙女的舞蹈、独唱等节目，
有趣极了，原来宅家的生活也能充
满乐趣！

儿子儿媳回单位开始疫情防控
工 作 后，只 有 我 们 祖 孙 在 家。这 几
天，我写了《预防新冠肺炎三字经》，
发到朋友圈及几个文学平台，尽了

一个普通人的绵薄之力。我陪孙女
读古诗，读《三字经》 《弟子规》 《朱
子治家格言》 《论语》等。虽然我在抗
疫工作中作不了多大贡献，可教育
好下一代，在家读书也算是为国家
分忧了。小孙女一遍又一遍地朗读
着，慢慢体会出诗的韵味，从中也明
白了“责任”“众志成城”的含义。我
教小孙女写日记，她写道 ：我想念老
师，我想念教室，还有操场上的小伙
伴……我相信阴霾之下，仍有希望
的火苗 ；荒原之上，还有点点星光。

愿我们在危难中成长
梁小婷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们
停下了欢聚的脚步，安心宅家也为
抗击疫情作出了贡献。在“停课不
停学”的号召下，我所在的班级里，
同学们陆续进入学习状态，同学们
在家一边读诗诵词，一边健身锻
炼，而那些勇敢的“逆行者”与感人
的故事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底。 

危难之时，我们的“白衣天使”
挺身而出，当家家团圆之时，他们
离开含泪的孩子，告别忧心的父

母，奔 赴 重 疫 区 武 汉 ；在 人 人 谈
“冠”色变之时，我们的“战士”选择
了逆行的方向，他们冒着被感染的
危险日夜与病魔战斗，无怨无悔，
只为早日战“疫”胜利。 

我 们 惊 叹 于 中 国 速 度，我 们
无法忘记工地上与时间赛跑的工
人们，在数以千万“云监工”的助威
下，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火速开工，
24 小时昼夜不停地加紧建设，仅用
10 天时间就建成。当同胞遭受病痛

的折磨，我们的建筑工人们分秒必
争，提前一分钟交工，就能提前一
分钟遏制疫情。我们无法忘记，84
岁的钟南山院士逆行的身影。“试
问大海碧波，何谓以身许国？青丝
化作白发，依旧铁马冰河！”他用
实际行动为我们诠释了什么叫民
族大义。92 岁的敖忠芳奶奶坚持
在一线接诊，她说 ：“作为医学战
士，死在战场上是死得其所！”他
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面对危难，

我恐慌过，我心痛过。面对危难，是
他们的不畏艰险勇往直前，是他们
高大的逆行背影，让我不再焦虑惶
恐，让我坚定了我们一定能够取得
抗击疫情的最终胜利！古人说 ：事
不避难，义不逃责。在危难面前，没
有人选择逃避，新冠病毒肆虐，英
雄的人民挺身而出，共克时艰。 

我相信，只有敢于担当、勇于
尽责，生命才能成长。愿我们在危
难中学会思考，不断成长！ 

约你陌上看花开
常红梅

此刻我们正以一种疏离的方
式，向健康平安靠近。

大 多 数 店 铺 都 关 着 门，路 边
掠过几辆车行色匆匆，偶尔几位
行 人，戴 着 口 罩，保 持 着 安 全 距
离。空 荡 荡 的 街 道，本 不 是 一 座
城 市 该 有 的 面 貌。而 我 们 的 对
手——那个侵蚀着我们的健康，
甚至要夺取我们生命的病毒，它
躲在暗处，窥伺着我们。

连 日 来，朋 友 圈 已 经 被“ 新
冠 肺 炎 ”刷 屏，大 家 都 在 谈 论 着
这 个 不 速 之 客。信 息 化 时 代，网
络 拉 近 了 你 我 的 距 离，世 界 变
得很小，像极了我们小时候的村
庄，谁家发生了什么事都躲不过
全 村 人 的 目 光 ；而 现 在 这 个 大

“村庄”里，哪怕离我们千里万里
发 生 的 事 情，也 瞬 间 传 到 眼 前。
当这一场疫情来临时，不少人都
曾恐慌过，但大家又自觉地相互

“ 拥 抱 ”在 一 起，相 互 鼓 励，不 断
分 享 防 护 措 施，一 起 抗 击，一 起
期待着疫情结束的那一天。我们
要 让 这 个 春 天 里 本 该 盛 放 的 鲜
花，以及那些和鲜花一样灿烂的
心情，在阳光下同时绽放。

宅家的日子也许并非如我们
想象中那般美好。你的岁月静好
里，总需要一些人的负重前行来
成 全。你 诗 情 画 意 的 小 家，却 是

许多人回不去的地方。我们致敬
“最美逆行者”，也致敬平凡岗位
上的普通奉献者。离我最近的宝
鸡金台医院，二百多名医生护士
主动请缨支援一线，甚至我们小
区门卫处也是坚持 24 小时值守，
非 常 时 期，他 们 坚 守 岗 位、他 们
选择负重逆行，都是为了万家灯
火的团圆，他们都是我们身边最
可爱的人。

几天前，朋友打来电话，我刚
想说保重做好防护之类的问候，对
方却让我打住，先听听他那边的鸟
鸣。他老家院子后面是一座山，疫
情防控期间，他在老家陪老娘，每
天都要站在院中，专心地听听鸟
叫，他说山上静悄悄，一声声鸟鸣
传得很远，而且非常好听，就像鸟
在跟我们说话一样，婉转悦耳。他
说自己听得高兴，还对吼几声秦
腔。我听着羡慕至极，鸟儿蓝天和
白云，心里也向往着那一份安宁。

每 一 次 磨 难，对 我 们 人 类 来
说都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敬畏自
然真的不只是一个口号。生活原
本就是一本书，还是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中寻找心安地。相信疫情
结束后，春暖又花开，鸟儿的歌声
更动听，明天的太阳会更好。

亲爱的，待到春风再舞时，约
你陌上看花开，可好？

今 天 我 值 守
刘巧玲

一上班就接到电话，安排我当
天去值守，我爽快地答应了。

戴着大口罩，围着厚围脖，我
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可仍感到寒
气逼人。我大步流星地赶到阳光小
区，一到岗，我和同事俩就开始了
工作，出入人员的排查、测体温、登
记信息备案、消毒、发宣传单……
这 小 区 真 大，9 栋 楼，362 户，
1300 多人，小区里住着医务人员、
公安干警、机关干部，他们要去参
加疫情防控工作，也有外出购物的
人，我深感责任重大。排查时，大多
数人对我们的工作很支持、配合，
有人还说了谢谢，让我很是感动。

小区物业给我们送来了开水，一

句“你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尽量提供”，
让我心里热乎乎的。住在小区里的好
友，得知我来值守，送来热豆浆和包
子说：“趁热吃，增加能量，抵御寒冷。”
看着热腾腾的包子，还有她匆忙离去
的背影，我心里一阵阵感动，这种被
惦记被关爱的温暖，很贴心，更激励
我履行好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我必须
全力做好防控工作，不让疫情扩散。

不到两个小时，一个本子已记
录了十来页，我分明感到腰酸腿也
疼。突然，一位背着重重行李的小伙
子，头发脏乱，胡子拉碴，风尘仆仆
赶来登记，我立即警觉起来，一询问
才知道，原来他是一名基层干部，
从大年初四开始，坚守疫情防控一

线，24 小时无缝隙防控，驻守着我
们的安全，二十多天了，才从一百多
里外的卡点赶回家。看着秦岭山下
最美的“防疫守夜人”的身影，真为
他心疼，也对他更多了几分敬意。疫
情当前，正是这些基层干部、医务人
员、公安干警、红马甲志愿者……默
默无闻地为大家撑起了防疫的保护
伞，才有了大家的安宁。

忙了一上午，没喝一口水，却
突然内急起来，小区没有公厕，听
说附近最近的厕所，也要走上十多
分钟。怎么办？我急忙出了小区，
顺着马路狂奔，遇到一位刚才登记
外出购物的阿姨，她热情地说：“你
们值守不容易，天寒地冻的，别客

气，快跟我来，我家在一楼。”幸亏
遇到好心人，要不，真是尴尬了。

当天下午，社区工作人员要为
一家独居老人送生活用品，不仅有
蔬菜蛋奶，还有一盒大蛋糕，原来
是老人过生日，每年社区都会为老
人奉献爱心，细心周到的服务，让
大家感受到了如家的温暖。

不知不觉已是灯火阑珊，一天
的值守工作顺利结束，我疲惫地回
到家里。妈妈做了可口的晚餐正等
着我回来，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正
是无数同我一样的普通人，在平凡
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地为大家筑起
一道道防疫安全线，才有各家温馨
甜蜜的小日子。

关散大
愿君安全归    马东理 作

一起读书观影吧
征文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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