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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生活
□ 杨金坤

　　

　　排队做核酸检测时，我的前面是一位满头银

发的老人。

　　“大娘，做个核酸还这么浪漫？”见老人左手

拿着“个人采样信息预登记二维码”打印纸、右手

举着一枝花，心情抑郁的我，语气中满是揶揄的

味道。

　　老人扭过脸，似乎没有听出我的揶揄，一次

性口罩仍遮不住满脸笑容。她晃晃左手的“个人

采样信息预登记二维码”，又摇摇右手的鲜花，

对我说：“二维码是孩子帮着打印的，鲜花是我

自己养的。”见我仍脸色阴沉，老人的声音变得

庄重而柔和：“左抗疫，右生活，这是打败疫情的

最好方式。”

　　“左抗疫，右生活，这是打败疫情的最好方

式。”我回味着老人的话，越琢磨越觉得有道理。

　　疫情进入第三个年头，人们心中难免产生

一些疲惫感和焦躁感。面对这种疲惫和焦躁，

我们不仅要做到保持理性、尊崇科学，不恐慌、

不信谣、不传谣，而且还要做到不沉沦于消极

情绪中，以乐观的态度和必胜的信心去面对

生活。

　　同学王敏在社区工作，每天都要对外地返

还人员的核酸检测报告、返还时间、来源地及行

程轨迹一一进行核实，经常加班到很晚。翻看王

敏的朋友圈，我却发现她晒的最多的是自己的

生活。比如，为家人准备可口的午餐，在灯光下

手端一杯咖啡，斜靠在床上看一本书。最有生活

情趣的是，二月二她和丈夫、儿子比赛竖鸡子的

一组照片，她的面前有一个鸡子竖着，丈夫的双

手正扶着鸡子小心翼翼地竖立，儿子正在为妈

妈鼓掌。看得出来，她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有声

有色。

　　我忍不住在微信上问王敏：“你每天忙着抗

疫，怎么还能把生活过得这么有情趣？”她回复：

“左手抓抗疫，右手抓生活，抗疫、生活两不误。”

　　人类的强大之处在于不断适应环境，尤其是

当正常生活节奏被打乱时，我们应当找回生活的

节奏感，做到抗疫、生活两不误。

　　同事小李每天都在朋友圈晒美食。工作间

隙，我问他：“每天下班后都围着厨房转，不烦

吗？”小李笑着说：“越是在疫情期间生活越需要

仪式感，民以食为天，厨房是普通人的烟火气来

源，只有让久违的欢欣在一日三餐中荡漾开来，

把每一天过得有滋有味，才能更好地战胜疫情。”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这是一种觉悟，更是一

种担当。虽然疫情打乱了我们的生活规律，但是

经过调整，树立“左抗疫，右生活”的思维，用“生

活的仪式感”做到“抗疫、生活两不误”。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从疫情手中把生活夺回来。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检察院）

漫画/高岳

□ 罗本森

　　

　　春夏之际，家乡的荒地路边，房前屋后，到处都

会悄然冒出绿油油的艾草。每当看到它嫩绿的身姿，

就会想起奶奶做的艾叶糍粑，舌尖马上滚过一层唾

液，那香气仿佛扑鼻而来，浑身的细胞在欢腾奔涌。

　　奶奶当年双腿患风湿痛，经常去割艾草，用来煮

水泡脚，说能去除风湿，舒筋活络。奶奶还说，我幼儿

的时候常用艾草煮水洗身，洗得皮肤微红，一身艾香

味。这是我初识艾草这个东西。有年春天新雨后，艾

草长得又嫩又盛，奶奶带我去采艾草，做出一锅艾草

糍粑，从此我便对它情有独钟。

　　奶奶说，艾草具有祛湿、暖胃、清肠、避邪气、驱

寒毒等功效，对病菌病毒有着抑制和杀伤的作用。难

怪它如此神奇！既可洗身泡脚祛病，又可填腹暖胃，

善莫大焉。

　　我小时候生活清苦，艾草糍粑成为仅次于肉类

的高级食品。每当奶奶做艾草糍粑，我都会跟在她身

边左右，眼巴巴看着她的一举一动。艾草被奶奶洗干

净，煮到熟烂，用刀剁碎成糊，再从缸里舀出几碗糯

米粉放到艾草糊中搅拌均匀，反复地揉搓，雪白的糯

米粉被青绿的艾叶染成碧绿。此时，奶奶用粘着米粉

的手指在我额上一抹、鼻尖上一点，引得周围的人哄

声嬉笑。这时，母亲炒的花生芝麻拌糖馅料也到位，

母亲拿点糖在我嘴唇抹一下，我用舌尖一舔，香甜甜

的，我也咯咯地笑了。

　　这时，奶奶拧下一小团面，用手一压一拍，母亲

拿过来，用小勺挑点馅料一包一捏，一个圆润饱满的

糍粑便成形了。点缀一片剪好的细小蕉叶，一个挨一

个整齐地摆放在蒸笼上，一圈一圈碧绿的小面团看

着就十分诱人。而等到锅中氤氲的水汽腾腾升空，满

屋弥漫着香味，我已经开始一口一口吞着涌泉般的

唾液。

　　开锅了，奶奶一边把碧绿的糍粑夹到碗里端给

我，一边嘱咐：慢点吃，小心烫着。我趁热一口咬下，

只觉糯软滑润，先是微苦，后有清香，当吃到馅料，就

是十分爽口的甜。艾草独特的异香与糯米粉和其他

作料味道交融，只觉苦尽甘来，齿颊留香。

　　几十年过去，奶

奶早已去世，母亲也

已经做不动了，我

自己也开始有了白

发。前些时梦见老

家的土墙黑瓦，柴火

灶台，蒸锅冒着热气，

奶奶递过一碗香

喷喷的艾糍，刚

接过来未及动口

便醒了，留给我

淡淡的惆怅。那充

满温馨的味道仿

佛还在鼻间流动，

当年那欢天喜地的

温馨已如老旧的电

影，再不回来。

　　

  （作者单位：广东省信

宜市委政法委）

艾叶糍粑

□ 张升祥

　　

　　“老板，来碗豆花饭。”

  “要得，马上就来。”

　　老板一手拿着海碗，一手从门口的大锅里舀了两勺豆花，带着汤水，然后送到食客桌

上，调料自理。

　　豆花饭应该算是配得上“重庆特色”了吧，虽然远没有重庆火锅、重庆小面那样的名气，

但在本地人内心，三者是可以相提并论的，都是过了一段时间内心就有念想的那种，更甚

者，不少人把豆花饭视为早餐必备，当然，这不是说豆花饭只适合早上食用，对想吃这口的

或图简单应付的人来说，午餐来碗豆花饭也是“安逸惨了”，因为价钱实惠，味道巴适，简单

方便。晚饭很少人会吃豆花饭，因为时间一长，豆花也就不新鲜了，商家自然也是懂得这个

的，一般只储备食用到中午的量。

　　外地人一开始是吃不惯豆花饭的，因为它比豆腐脑老，又比一般的豆腐嫩，这种介于两

者之间的软固体豆腐，加上一碗豆水，对外地人来说就是“地方饮食文化差异”了。外地人第

一次吃豆花饭都会觉得它除了本身的豆腥味外，实在太淡，虽然是蘸着调料，但就着米饭，

入口还是太淡，这与重口味的重庆风格显然不搭啊。其实不然，一碗豆花饭好吃与否，全靠

两点，一是豆花的品质，二则是调味料的调配。外地人大都不像本地的老手，调的一手好料。

调料大概十多种，除了一般的盐味精等，还有炸黄豆、碎花生、榨菜丁、糊辣壳、油辣子等，哪

些先放哪些后放，一种放多少，甚至最后淋热油的方式，都会对成品的味道有影响。初来乍

到的外地人模仿着本地人加调料，但最后的味道总是差那么一点，所以就只能怪罪豆花饭

太淡了。当然，本地人只会觉得好笑，毕竟调料自理，全凭喜好。外地人在此住久了后，也渐

渐深谙其道，进而对豆花饭黑转路人，路人转粉。

　　豆花饭考究的除了做调料外，还有一个夹豆花，第一次吃的人要么夹不出碗，要么刚夹

出碗就掉在桌上浪费了，要么两块完整的豆花硬是夹成稀碎，这都是不得要领的结果。夹取

豆花的时候不能太小，否则容易碎，手腕力度适中，整体向上，筷子两端趋于相交但要分开

一定距离，然后一口气夹到调料碟里左右上下翻身，让调料能够渗透入味，而后直接入嘴或

是夹到饭碗里就米饭一起扒进嘴，回味十足。

　　按照本地人的习惯吃法，豆花吃完了必定是要喝几口豆水乃至喝完的，一来中和一下

调料里的辣椒，二来豆水清热下火，实乃上好饮品。吃完喝完，酣畅淋漓，身心舒适，心生感

恩，下回再来。

　　豆花本身淡而无奇，搭配各色调料后却直触味蕾，百味绽放，回味无穷，犹如这淡水生

活，碰到百色人，遇到万难事，方可尝尽人间酸甜苦辣。

　　豆花饭简单方便，价格实惠，深受本地百姓喜爱。我想，一碗豆花饭看似粗糙，却凝结了

这座城市人们共同的喜好，其背后不仅是一座城市的韵味，更是一座城市在地理的限制与

历史的淘汰中所积淀下的文化习俗，在万千复制的城市里，正是那些不上高雅之台的街边

食物，保留和唤醒了一代又一代人对自己生活之地的一片热爱，至于外来与迁徙，也正是这

些食物扮演了最好的媒介，以其包容一步一步化排斥为理解，最终容纳，扩散，创造。

　　食物，让人类相遇。

　　

（作者单位：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

豆花饭

□ 黄喜祖

　　

　　入夏的闽南，满目苍翠，花香四溢。不久前，我来到乌

礁湾附近的白埕村，去欣赏沙生植物园。

　　尚未进门，我就被一堵别具一格的石臼墙吸引住了。

那墙全部由一个个四四方方的石臼垒叠，砌成一堵平平

整整的1米多高、长达20多米的石臼墙。

　　所有的石臼，全部都敞口朝外，更使整堵墙十分抢

眼。刹那间，让人觉得岁月的沧桑，世事的更替，历史的厚

重，似乎全都写在这堵石臼墙上。热情的主人介绍，这堵

石臼墙一共用了200多个石臼，每个重约1000斤，全部都

是从四乡邻里那里收集的。

　　据几位八九十岁的老人回忆，这些石臼，在他们

爷爷的爷爷那一辈就已经在使用了。这些记载着劳动

人民生活艰辛的物品，实在是极具价值。可以毫不夸

张地说，在东山岛，能有如此规模地收集并又巧妙地

把它积聚成让游人欣赏的“石臼墙”，仅有此家，别无

分店。就我收集的资料来看，在福建省乃至全国，恐怕

也很少见吧。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由于年代久远，有的石臼几乎被

舂穿，石臼的表面及四周边沿，已经被磨打得极其光滑，

个别的几个几乎就是一面镜子。我一直在琢磨，古代劳动

人民是如何制造出如此耐用，而且是采用石头来作为生

产生活工具的呢？也许，造物主在赋予人类创造历史使命

的同时，特意将智慧和才能作为劳动的“命题”，赏赐给人

类，而劳动又把人类的聪明才智不断地激发出来，才使得

古代劳动人民能够用他们杰出的才智在与大自然搏斗的

同时，创造出更加适应自身生存、发展、进化等实用价值

的东西来。

　　“给劳动和智慧安个‘家’，是我们砌这堵墙的初衷。”

主人说，自从这堵“石臼墙”垒成之后，许多人慕名而来，

在石臼墙边合影留念。据说从开园至今10多年来，来此欣

赏石臼墙的游客不下10万人。

　　此时，“劳动创造了美”这句马克思的名言再次在我

的耳边回响。回眸一看：蜂蝶翻飞，鸟儿呢喃，叶露笑意，

春到农家……

　　

　　（作者单位：福建省东山县人民检察院）

劳动与智慧的“家”

□ 郎晶

　　

　　公文包，方方正正，有棱有角，虽然没有时尚手提包

的精致唯美，也没有各式背包的新潮休闲，但公文包大肚

能容，满载着法官成长的点点滴滴，一直陪伴左右。

　　公文包安静地置物收纳，默默奉献，它是法官外出办

案的随身物件，里面塞满了笔墨纸砚等卷宗材料和庭审

准备前的工具。每一次办理完案件，沉重的公文包却塞不

下当地老百姓的土特产，任一声声道谢回荡在山野间；每

一次跋山涉水之后，来不及留下一丝喘息，又奔赴下一个

现场，任当事人的红包在手中摇曳而不停留犹豫半分。公

文包扣好了“廉洁”的扣子，见证了法官的辛勤耕耘，见证

了司法审判的公正、文明、高效。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公文包随法官走过乡间阡陌的

小路，雨天泥泞的小巷，雪中刺骨的寒风。从最开始装载

纸质材料，到现代智慧法院打造下随身携带的平板电脑、

执法记录仪等集约电子设备，公文包的功能越来越完备，

储备越来越丰富，它见证了法官从坐堂审案到巡回办案，

从传统的书面材料到无纸化的电子办公，从专门审判法

庭庭审到互联网的“云上法庭”，基层法院审判事业日益

智慧化、信息化。

　　时代在进步，法院的工作也与时俱进，公文包更新了

一代又一代，上面略带沧桑的磨痕，见证了法官艰苦朴

素、勤俭节约的奋斗情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沉甸甸的

不仅仅是公文包的重量，更是人民法官为民服务的责任

和使命。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人民法院）

法官的公文包

刑警

□ 罗皓予

　　

　　今年元旦，刘国翔又没有兑现对妻儿的诺言。

　　刘国翔入警时就进入刑警大队，一步一个脚印，从

一个普通侦查员到大队长，案子破了不计其数，同事们

都叫他“拼命三郎”。参加公安工作17年，他没有请过一

天假，还长年加班加点，妻子小敏和儿子把他说成是

“不爱家”的人。

　　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得树立老爸的形象，摘掉

“不爱家”的帽子。刘国翔决定请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假，

元旦假期带妻儿去海南看大海，好好陪她们几天。

　　元旦越来越近，一家三口把假期的行程和路线都

规划好了，行李也收拾就绪。元旦前一天，小敏还特地

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可晚饭刚刚张罗上桌，刘国翔

的手机响了：“队长，我们久侦未破的砂糖橘基地60万

现金被盗案有线索了……”

　　刘国翔眼睛一亮，起身迅速换上警服，对坐在餐桌

边发愣的妻儿说：“你们先吃，我一会儿就回来。”

　　小敏追出门外：“早点回来，别忘了明天要出行。”

　　“好的，知道了。”刘国翔一边答应，一边骑上摩托

车头也不回地走了。

　　整个夜晚，刘国翔没有回家。小敏明白，刘国翔没

有三五天是不可能回家的，这是他工作的常态。第二天

一早，小敏默默地把机票退了。

　　1月7日晚，下着大雨，刘国翔才骑着摩托车摇摇晃

晃地回到家，但是卧室的门被反锁了。他轻轻地敲了敲

门，里面没有动静，便一头倒在客厅的沙发上睡了过

去。良久，小敏感觉不对劲，出来开灯一看，只见刘国翔

浑身湿漉漉地躺在沙发上，“怎么不把衣服换了再睡？”

小敏强忍一肚子气，想帮他换衣服，伸手一摸，浑身发

烫：“呀，发烧了！”无论她怎么喊，刘国翔仍是不省

人事。

　　小敏急忙抓起电话，拨打了120……

　　7个昼夜艰苦侦查，刘国翔几乎没合眼。60万元现

金被盗案破了，犯罪嫌疑人也被抓获归案，可他却累得

病倒了。

　　当刘国翔在医院醒来的时候，已经过了24个小时。

　　小敏声泪俱下：“家不顾，老婆孩子不顾，连自己的

命也不顾。你图个啥？”

　　刘国翔抬起正在输液的手，擦了擦小敏脸上的泪，

然后紧紧握着她的手，没有说话。他知道，妻子已经听

烦了他的解释。

　　出院没几天，刘国翔又接了一桩大案，要赴云南

追捕。

　　“不去行吗？”小敏哀求道。

　　“不行！”刘国翔回答坚定。

　　小敏默默地转身回卧室关上了门。

　　一边是工作，一边是家人。出征之前，刘国翔拿出

纸和笔给妻子写了张字条———

亲爱的老婆：

　　我知道你嫁给我，受了很多委屈，我很自责，对不

起你和孩子。但是，我没有办法，既然选择了刑警这个

职业，就得为这个职业负责。我是个不称职的丈夫，可

我深深地爱着你和儿子，还有我们这个家。明天我又要

出征了，对不起。等把案子破了，我回来后给你补一个

浪漫的烛光晚餐，这次一定不会食言……

　　第二天早上刘国翔醒来，发现身边一个装满衣物

的行李箱。上面贴着一张纸条：注意安全！

　　刘国翔眼睛湿润了……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西林县公安局）

□ 迟慧

　　

　　那一天，城市上空飘雪

　　一定是个悲伤的日子

　　一双双陌生的眼睛

　　有什么，融化最坚硬最寒冷的冰

　　沿面颊而下

　　打湿了春天的足印

　　来不及相识

　　如果知晓“王春天”这个名字

　　必须从牺牲的那一刻算起

　　多想打破传输冰冷噩耗的音波

　　请求时光给予彼此陌生

　　不敢翻阅报纸

　　不敢解锁手机

　　不敢打开电脑

　　

　　甚至，仅仅听到那个———

　　曾经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名字

　　和死亡有关的一切

　　从来令人悲伤

　　

　　你来不及和世界道别

　　我来不及与你相识

　　就像两只素不相识的蜜蜂

　　却永远因同一朵藏蓝色的花朵儿

　　各自忙碌，勇敢飞行

　　

　　（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铁路公

安处）

追忆
缅怀已故公安英模王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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