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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青年 你们真棒
□有有

太仓疫情发生前，可能很多老百
姓都没有想过会城陷“疫”中，但疫情
就这样骤然而至。在这场娄城战“疫”
中，作为一个妈妈辈的“疫”中人，更多
地看到了新时代青年的昂扬向上和自
信从容。

青年医护 ，冲在“疫”线奋斗。“疫”
线医护的奋斗，是“为天地立心，为生
命立命”的责任使然，更是再苦再累他
们一起接龙“加油、共克时艰”的坚守！

他们的奋斗，融在了防护服的汗
水里。从春寒料峭到烈日炎炎，从暖
宝宝到冰袋，防护服内的洗手衣一直
湿润着。

他们的奋斗，化在了闭环管理的孤
独里。援沪援苏、发热门诊、隔离点……
每个闭环的日子，思念化成了力量。

他们的奋斗，刻在了“请党组织考
验我”的坚定里。一封又一封的入党
申请书，一笔一划写下入党决心、许下

医心卫民的心愿。
青年志愿者，“志愿红”化身“天使

白”。疫情发生后，当医务人员连续作
战身心疲惫、核酸采样人员越来越紧
张时，政府及时公开招聘，一批前期从
事普通服务的青年志愿者明知有风
险，但仍然积极主动地报名。经过理
论和实操培训及考核，快速加入到核
酸采样队伍中。

从最初的卡口查验、秩序维护，到
核酸信息登记，再到核酸采样，青年志
愿者能快速变身为“大白”，得益于知
识素养不断提升和身心素质的向好向
强。他们能很快接受新事物并迅速化
为己用，他们在报名志愿服务时只是
想服务他人，不会纠结劳务费，“有么
就拿，没有么也不会去要”。

做情绪的主人，要韧性不要任
性。节前召开了一次单位团委委员座
谈会，主要对疫情防控中的压力和今

后的工作谈谈想法。参会的几个委员
都表示压力肯定有，但能很快自我克
服，因为“人面对压力是有弹性和韧性
的”。比如刚开始出去采核酸，一轮下
来很累很情绪化，但两三次后就不感
觉了，现在出去采样恨不能多采几个、
再多采几个！

至于对今后工作的想法，有委员
说要做好病人和家属的工作。我问：

“这块工作谁做？是科主任护士长做
还是院领导做？”

“当然是我们一线医护做。”他回
答得很淡定，“但如果遇到不能解决
的，我们也会及时报告！”

70后操心，90后暖心。“五一”节
当日在小区采核酸，看到出口发采样
证处有一盘旺仔牛奶糖，工作人员说
是给居民缓解采样不适的暖心安排。

那以前怎么没有呢？了解下来，
原来是我市第一批核酸采样志愿者中

的一个小姑娘准备的。
小姑娘第一天上岗采样，原来她

在前期做志愿服务的时候发现很多小
朋友紧闭着嘴巴和眼睛，根本没法采
或者采完了还哭哭啼啼，所以提前准
备好了糖果，采样时轻言软语：“不要
怕不要怕，好了有糖吃哦……”小区人
不多，除了小孩，我们大人也甜到了。

其实啊，当70后还在操心着子女
“不好好找个工作”时，当有人说这一
代青年个人利益第一，甚至直指中国
青年面对困难消沉、面对压力逃避时，
我们的当代中国青年已经主动“扣好
了人生第一粒扣子”！他们不是这个
盛世的旁观者，他们正以蓬勃的青春
朝气，不怕苦、不畏难，在平凡岗位上
奋斗奉献、在急难险重中冲锋在前、在
创新创业中走在前列。

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 ！

相传远古洪荒，海之滨，
沙之头，长江入东溟。春秋
时，设东仓，及至晋，龟化凤。
大唐以降，吴门名盛，宋代伊
始，娄东文化凝聚。

今太仓有浏河、沙溪、双
凤、直塘等名镇区，罔不丰登，
故称天下粮仓，田园福地。明
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
洋，咸起锚于太仓。泱泱神州
宜下西洋处万千，郑和何独钟
情于斯？殊知太仓港旧称刘
家港，始于隋唐，兴于宋元，素
有“古六国码头”“天下第一
码头”之美誉。天下良港虽
多，独太仓港乃江河海集会之
地，物品用度，船工技师，筹备
更易。七下西洋，以华夏之
名，凿空之旅，劳师远航，外接
列国，贯穿东西文明。

复数百载，太仓发展更入
佳境，水路交汇，人文阜兴，
天下粮仓位于斯，昆曲源于
斯，江南丝竹发于斯。至明
清，王姓家族勃兴，即明王锡
爵、王鼎爵兄弟，及王世贞、
王世懋兄弟，才学文治，名满
中国。清初，王时敏、王鉴、
王翚、王原祁创娄东画派，遂
成中国画之正脉，领画坛风
骚数百年。

现代工业兴起后，太仓持
续深耕，久久为功，竟成德企
之乡。中德合作，双元职教，
先进制造成果累累，“隐形冠
军”层出不穷。中国前驻德国
大使史明德君喟然叹曰：太仓
在德之声名，竟胜于其在本
国。至今朝，千年纳福，万瑞
百祥，太仓连续六次登中国最
具幸福感城市县级市榜首。
厚泽流长，好人层出。有矢志
科研者，有抗疫身先者，有敬
老助残者，有志愿捐献者，有
守望相助者，蔚然成风，山谷
留声。太者，放眼量无穷大。
仓者，虚其心能容物。

吾生于斯，长于斯，受其
蒙而得其养，曾远行十载，阅
山川大地，然常念家乡之风
物，定居于斯，游子遂愿。词
云：“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
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
听雨眠。”故土不言，岁月依
旧。吾乡太仓，此心安处。时
壬寅谷雨，疫情未尽消，而湖
光水色正好，春花灿烂宜人。
疫情防控特殊时期室宅作文
以感怀。

家乡太仓赋
□王燕

三月弇山风，且忆娄东。
明光拂面柳梢丛。
傍绿醉听莺歌处，总是花红。
而今却未同，窗隔艳容。
七七之期万人共。
凭栏眉抬盼疫去，何日途通？

浪淘沙·疫情

□钱宇忠

“五一”假期，身处上海的我看到家乡太仓文友微
信群中有人晒出买了两元一斤的时鲜蚕豆，做了一碗
葱炒蚕豆，让我非常羡慕。

每年立夏前后，正是江南时鲜蚕豆上市的时候，当
地还流行着立夏吃三新的习俗，其中一新就是蚕豆。
不知为什么，我从小对蚕豆就很感兴趣，尤其爱吃炒青
蚕豆。记得十来岁时，正逢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紧
张，而青蚕豆既可尝鲜，还可充饥。后来我到北方当
兵，因为北方没有蚕豆，每当立夏时节就分外想念家乡
的蚕豆。记得第一次从部队探亲回家，正是五月初，让
我赶上了吃青蚕豆的时节。母亲知道我爱吃蚕豆，每
天都要为我做一碗葱炒蚕豆。母亲在热锅里倒入菜
油，放入葱花，再放入剥好洗净的青蚕豆翻炒，然后放
盐和糖，再放入少量水，待水快煮干，蚕豆壳有些开裂
时，一碗葱炒蚕豆就做好了。我津津有味地吃起来，真
好吃啊。可惜吃青蚕豆只有一个星期时间，过了时节
蚕豆就老了。当然老蚕豆还可做成五香豆，将老蚕豆
拌上盐、糖和茴香，在锅里煮熟后，放到太阳下晒干，就
成了多味的五香豆。如上海老城隍庙的五香豆，还成
了中华老字号品牌。还有鲁迅家乡浙江绍兴的茴香
豆，也非常有名。这些年，我到上海老城隍庙和绍兴游
玩，都要买些五香豆和茴香豆尝尝，但总感到不如葱炒
青蚕豆好吃。几年前，我和妻子到上海带孙儿，住宅楼
下就有菜市场，由于大城市交通运输发达，一年到头都
能买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鲜蔬菜，从三月份就能吃到
时鲜蚕豆，开始是海南产的，然后是本地大棚种的早蚕
豆，一直吃到立夏时节本地价格便宜的普通蚕豆上市。

这次上海新冠疫情暴发，居民住宅封控后，购买蔬
菜就不那么容易了，网上团购虽然基本解决了居民买
菜的困难，但存在着难以挑选、价格较贵的问题。为了
维持日常生活，能买到就不错了。自从看到太仓文友
微信群有人晒出炒青蚕豆，我就让女儿留意有没有团
购蚕豆的信息。前天女儿终于买到了十斤蚕豆，每斤
6.8元，第三天网购的蚕豆到后，还送了一把葱。昨天家
里蔬菜断档，全家五人吃了一天面条。今天网上团购
的蔬菜到了，妻子马上做了一碗葱炒蚕豆、一个蒜苔炒
鸡蛋、一个芹菜炒豆腐干、一个咸肉豆腐砂锅汤，全家
美美地吃了一顿，这是封控以来吃得最好的一顿午餐。

今天和太仓乡下的妹妹通电话，得知家里种的蚕
豆吃不完，疫情防控期间又无法拿到街上卖，放到路边
一元一斤都卖不出去，只好让蚕豆在豆萁上老去。回
想没有疫情的时候，吃一碗蚕豆是非常平常的事。而
过去一件平常的事并不知道珍惜，只有当失去时，才感
到分外珍贵。希望疫情能早点过去，让我们过上平常
的生活。

一碗蚕豆
□朱凤鸣

这个开端就无比艰辛的壬寅
年，从初春至今，在疫情的反复肆
虐中，让我一次次看到这座我身居
多年的娄城，那些平凡而伟大的劳
动者，他们在极其复杂与严峻的疫
情形势中，苦累交加打响的这场战

“疫”。“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犹如
被疫情逼进了同一艘“诺亚方舟”
里，在我们居家而无恙的生活背
后，正是这些城市的“摆渡人”拼了
命在守护。

一位记者朋友给我讲述，她深
入抗疫一线去采访那些社区工作
者，他们的故事听得人眼眶潮湿。
他们每天睁开眼就是忙不完的工
作、接不完的电话、回不尽的海量
消息。核酸检测、卡口站岗、数据
核查，以及隔离与封控户的日常供
应等，事无巨细，哪个环节都不敢
疏漏。一位在社区工作的女士说，
快两个月了，一直连轴转，感觉身
体都已经透支了，累得身体机能都
紊乱了，不吃也感觉不到饿，深夜
躺下去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但任务
一来就又“满格电”投入工作了。
有位社区主任说，组织了二十多轮

的区域核酸检测，他们清晨四五点
就得起来，忙得连家里生病的老人
和幼小的孩子都顾不上。就连与
他们一起工作的医护人员都无比
心疼地说，他们才是抗疫最辛苦的
一群人，千万不能忽视这些“背光”
处的抗疫平民英雄。

在此次疫情中，还有一群底
层劳动者，他们每天载着各种大
家急需的生活物资，像工蚁般逆
行于寂静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
风里来雨里去，有人亲切地将他
们称为“骑士”。一位快递小哥跑
遍上海，为“断粮”新生儿送去“救
命奶粉”的报道，一下子刷爆网
络。因小区封控，出院后回不去
了，所有为新生儿准备的急需品
都拿不出来，一个出生才四天嗷
嗷待哺的小婴儿，家人想尽办法
都购不到婴儿急需的奶粉，无奈
之下只好求助快递小哥。当快递
小哥接到这个“救命订单”，他心
急如焚用两天的时间跑遍上海，
最后在一家已关闭平台的母婴
店，说尽好话终于为小婴儿买到
了奶粉。这一善举感动了无数网

友，一位经历过武汉疫情的快递
小哥留言道：“那是一种明明我可
以帮助别人，那我就一定要去帮
助的信仰在支撑着，致敬，兄弟！”

三月初，儿子去昆山的公司
上班，因疫情加剧连洗漱用品都
没拿的他，两手空空被困于公
司。24小时吃住全在公司，每天
睡在冰冷的地板上，睁眼就投入
忙碌的工作中。有天设备出现故
障，他们几位技术人员竟然连续
忙碌了24小时。有人戏谑调侃：

“一睁眼一闭眼就到公司了，节省
了通勤时间，以厂为家了。”这个
特殊时期，为防止交叉感染，配合
疫情管控，周边的很多公司都实
行闭环管理，即使困难重重，日子
过得苦不堪言，可这些平凡的劳
动者依然听从指挥，坚守岗位，为
社会创造价值。

让我们向所有为抗疫付出艰
辛努力的劳动者致敬！道一声：辛
苦了！感谢这些平凡的劳动者在
这危难之时，做着不凡之工作，他
们用米粒之光，汇成了人间星河，
温暖着你我。

疫情下的劳动者
□李仙云

“立夏”是季节的列车从春深处驶到了浅夏的领
地，过了立夏这一节点，气温回升很快，白天的时间长
了，夜晚的时间短了，人们往往还在梦乡，天就破晓了。

我喜欢乡村生活，偶有去乡下小住的习惯，每至立
夏时节，房东家是有节令提示的。其一，房东的院子里
有一丛很大的石榴树，立夏日，树上挂满了红艳艳的石
榴花，如同一盏盏燃烧着的火球，欢天喜地告诉人们：
夏天开始啦！其二，房东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把昨天的
日历页纸撕了，放到院门外的垃圾桶里，立夏日，他每
年雷打不动的动作，就是把吃饭的桌子搬到院子里，从
立夏开始，他家的晚饭不会再在屋里吃了。

提到宋朝，总觉得这个朝代有点委屈，恓惶得东躲
西藏，皇家天地被无情地压缩，北宋没了，到南方建了
南宋。虽是这样，宋人的生产、生活还是很不错的，我
们先来看看北宋的东京汴梁（今天的河南开封市）立夏
的时候，是怎样的光景。“迤逦时光昼永，气序清和。榴
花院落，时闻求友之莺；细柳亭轩，乍见引雏之燕。在
京七十二户诸正店，初卖煮酒，市井一新。唯州南清风
楼，最宜夏饮。初尝青杏，乍荐樱桃，时得佳宾，觥筹交
作。”（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立夏日，气暖燕舞，生
命勃发张扬，古人有了口福，从果盘里拿起红红的樱桃
和青青的杏儿，品尝时果的新鲜味。

北宋是在北方，那么南方的南宋王朝这一天又会
怎样呢？“初夏，气序清和，昼长人倦，荷钱新铸，榴火将
燃，飞燕引雏，黄莺求友。正宜凉亭水阁，围棋投壶，吟
诗度曲，佳宾劝酬，以赏一时之景。”（宋·吴自牧《梦粱
录》），临安（现在的杭州市），南宋的都城，立夏时节与
遥远的东京汴梁还是差不多的，但是也有不同，多了竞
技和诗书气息。

古人以立夏为主题创作的古诗词很多，我很喜欢
张大烈的《阮郎归·立夏》：“绿阴铺野换新光，薰风初昼
长/小荷贴水点横塘，蝶衣晒粉忙/茶鼎熟，酒卮扬，醉来
诗兴狂/燕雏似惜落花香，双衔归画梁。”五月繁花落地，
对于酒酣醉来诗的诗人来说，就有了伤感，借着双燕衔
花归巢，大有对春逝的不舍……好在五月艳阳高照，一
切奔走在成熟的路上，比如鼓胀的油菜籽；比如灌浆的
麦穗；比如开始膨胀的瓜果……

苏州，因富庶而闻名于世，此地“立夏”日有见三新
的风俗，清·顾祿《清嘉录》卷四记载“立夏日，家设樱
桃、青梅、穗麦供神享先。宴饮则有烧酒、酒酿、海蛳、
馒头、面筋、芥菜、白笋、咸鸭蛋等品为佐，蚕豆亦于是
日尝新。”但凡节气，先得敬神灵（自然）、敬先人，而后
才能心安理得地品尝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新鲜美味，
才能饮酒狂欢，祈福国泰民安！

受疫情的影响，困在陋室半个多月，解除封控，邻
居送来菜园刚采摘回来的蚕豆，甚喜！去壳，漂洗，投
锅添水清煮，新、鲜、嫩、绵、香，充盈着口腔，吃着吃着，
泪流了出来……

这是壬寅年春天禁锢的泪、坚守的泪、暖心的泪，
立夏始，愿一切都是新的！

“立夏”琐记
□雪莲红红

4月1日，我们从市区回到了
乡下老宅。想离疫情远一点，离父
母近一点。想离城市的热闹与喧
嚣远一点，离田园的蔬果和芳菲近
一点。

当日官宣本市无症状感染者
5例。很庆幸自己回到了离城几
十里的小镇。想着在最美好的人
间四月天，田园生活应该是静谧
而惬意的。清晨，可以踏着露珠
在鸟鸣声中采摘果蔬；午后，可以
轻轻叩响左邻右舍的大门，聊聊
家常和愿望；黄昏，可以踩着夕阳
伴着花香，漫步在乡间小路上；入
夜，可以在静得听得见自己心跳
的房间里，任思绪在黑暗中飞
扬。可从踏上故土的那一刻起，
不知自己怎么了，驿动的心一秒
都停不下来，每天刷朋友圈，时刻
关注着上海和苏州的疫情。每天
看新闻，躲在乡下的角落里，为那
些感染者祈福，为那些封控区缺粮
少药人群担忧，与那些因为疫情而
关停的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经营者
共情。

随着疫情防控的升级，考虑到
要为居家生活准备一些物资和药
品，4月11日早上7点，我先生来
到小镇菜场，采购了两袋大米及两
包面条，到小镇药店给我备足了高
血压和糖尿病的药。让人始料不

及的是，自4月15日上午6时起，
鹿河设立临时管控区。临时管控
区实行“不进不出，足不出户”。经
核查，小镇发现5例无症状感染
者，流调轨迹显示，因我先生11日
去采购的时间点和无症状感染者
有交集，我们全家即收到通知，4
月15日开始居家隔离七天。

俗话说得好，远水难解近渴，
远亲不如近邻。居家隔离的第二
天，家里先是断了蔬菜，左邻右舍
阿丽、五妹、凤娟、阿小家纷纷来投
食，菠菜、芋艿、荷兰豆，还有蒜苗
和蚕豆。第三天，家里断了荤菜，
老吴送来了小鱼和鲫鱼，说是刚刚
从河浜里捉到的，活蹦乱跳，关键
是野生的，还有他自家竹园里“活
杀”的竹笋。“疫情连三月，家蔬抵
万金”啊，为了让我受之心安，都是
同一个理由，自己家种的，吃不了
会坏的。我真的是悟出了一个真
理，那就是乡邻好、胜似宝。朴实
的话语、善良的举动感动得我鼻子
酸酸的，心里暖暖的。想到儿时娘
家老宅居住在鹿河宋家桥，几十户
人家枕涟浦塘而居，五六户人家共
用一个水桥，共享一个竹园。哪家
包馄饨裹粽子，总是要给其他几家

盛一碗送几个，那种和谐共生的邻
里关系，至今回想起来，依然是那
么的舒心和暖心！

随着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传
统的邻里关系也发生了巨大改
变。特别是在城市里，钢筋水泥下
的邻里关系尤其显得生分、疏远，
邻里间走动少，常常同住一层楼甚
至对门多年，却是相见不相识。其
实，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有的人，
你寻觅千山万水也无法相遇，而有
的人，你是注定要遇见的，比如邻
居。

因此，构建新型的邻里关系尤
为重要。毕竟和谐的邻里关系是
良好社会关系的基础，也是人类社
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吗？

疫情将我留在乡下
□高蓉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