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喝过了太多沙颍河的水
总想探询《道德经》里蕴含着的无穷智慧
寻访关帝庙里珍藏着不朽的传说

吃一口妇孺皆知的压缩馍

听一段韵味无穷的岳调

喝一碗老家浓浓的胡辣汤

用汝阳刘的毛笔书写中国骄傲

一直向前走

兴旺塔不远处招手

国防园里感受国防强军梦

和谐广场感受着随处可见的温柔

没有山的点缀

却有水的博大、包容和温柔
周口，叫我如何不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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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邑县紫气大道与闫沟河交叉
处东北角有座九层楼的酒店， 名叫
“格林豪泰”。我给妻子看病去了一趟
郑州，返鹿后按要求到“格林豪泰”酒
店集中隔离，隔离时体会到一系列的
暖心事儿。

去年底， 新冠肺炎疫情突袭河
南，形势十分严峻。鹿邑县委、县政府
带领全县人民结密网、堵漏洞，为防
疫情输入，还在县城和各个乡镇建立
了多个隔离点，“格林豪泰”酒店是其
中之一， 在这里隔离的 100 多名人
员，都是各地的返鹿人员。

隔离人员有老有少，来自五湖四
海，从事各个行业。 除了年老多病及
不能自理的儿童外，一律单人单间，
全员食宿自费。 为了方便联系，工作
人员特建立了“政府征用隔离酒店”
微信群， 隔离点所有被隔离人员靠
微信群内通外联。 日用品及外卖和
家庭亲友送来的衣物均由酒店 “前
台”服务人员配送； 每天每人一剂熬
制好的中药由服务人员在早饭后放

在门外，和送来的食物一样自取；每
天两次体温自测自报，通过本群“前
台 ”收集汇总 ，如有异常情况 ，由主
管人员上报。

我和妻子住在“格林豪泰”酒店
的 710 房间。 入住半个小时左右，就
有医务人员来到房间为我们测体温，
做核酸，还带着熬好的中药。 整洁的
房间，干净的床被，室内设施又齐全，
工作人员热情周到的服务，医务人员
贴心温暖的话语， 一次次暖着我的
心， 一扫我和妻子来这隔离时的阴
霾。

虽然是隔离，但我们的一日三餐
很丰盛，“南北风味餐”“金素菊糊辣
汤”“于记私房小厨”等应有尽有。他
们把每日三餐组合餐的模式或价

格、 特色食品都拍照传网， 有荤有
素 ，有甜 、咸 、麻 、辣 ；还有烧烤与凉
调，请食客选定制送。 超市、水果店
的经销商也把自己的手机号、微信、
支付宝的付款码都输入到隔离专用

的微信群；只要动动手指，即可如愿
品尝。 工作人员都热情负责，随到随
送，昼夜值班，非常辛苦。

隔离点工作人员少，楼层服务人

员特别忙， 工作中难免会出现漏洞。
隔离期间，没使用或不会使用智能手
机的隔离人员，面临着不可逾越的实
际困难，100 多位隔离人员的心情起
伏叠涌，有些还存在抵触情绪，我就
是其中一位。

针对这种情况，在 210 号房间居
住的隔离人员“毛遂自荐”任群主。为
帮大家解决实际困难， 他先到住房
部，与其负责人结合，解决了洗澡水
不热、倒垃圾不及时等问题，又和“前
台”服务人员联系，商讨解决了老年
人和无智能手机人员的困难， 实行
“就近 、就亲 、方便 、守规 ”的帮扶活
动。 我和妻子因年龄大，智能手机玩
不转，又因现实所迫，像体温上报，如
何寻找核酸检查结果等等，都是 705、
715两名郑州大学的学生义务承担。

有隔离人员问：“健康码为什么
突然由绿变黄？” “住宿收费高， 平
时管得太严” ……局面不稳定， 如
何做好思想工作， 稳住人心是当务
之急。 网名 “阳光” “花未全开月
未圆” 两位同志在群里因势利导帮
助解决， 他们上传疫情防控有关文
件精神， 用政策教育群众， 稳定人
心。 提倡隔离人员在不违规、 不影
响别人的情况下 ， 根据个人爱好 ，
在房间里打太极拳、 做俯卧撑、 拍
打推拿等活动； 看抖音、 侃大山等；
宣讲新冠肺炎疫情的危害、特点及传
播途径、防控知识。

集中隔离时间 14 天， 有隔离人
员提出自己并没什么问题，可不可以
提前回家？ 他们就把全国疫情“高风
险”“中风险”地区划定名单和媒体刊
发的《周口返乡人员最新要求》进行
详细对照，并认真进行解释，在微信
群发“河南安阳看了泪奔”“鹿邑抗疫
到了最关键的几天， 战友们守住阵
地”等小视频，进行教育感化……经
过辛勤努力，这个喧哗一时的隔离点
恢复了祥和与平静。

同心同德抗“新冠”，齐心协力送
“瘟神”！ 隔离是无奈之举，阳光来自
隔离点工作人员的关爱和温暖，凝聚
的是战胜疫情的合力。

隔离时的
暖心事儿

■吴万金

������新年新气象， 今年春节， 有几个细
节我印象深刻， 特意记下与君分享。

灶爷画
春节之前， 父亲反复强调要请一张

灶爷画。 我不禁疑惑： 这年头谁还兴贴
灶爷画？ 父亲则说： “灶爷、 灶奶奶一
年到头最辛苦， 哪有不敬之理？”

儿时逢年集， 便有孩童手拿灶爷画
穿梭于人群中叫卖： “请灶爷、 灶奶奶
喽， 2毛一张。” 那时的灶爷画纸如薄
纱， 图像是人工刻制， 二十四节气时
间排列清晰。

腊月二十八， 在老家一春联摊位，
问及老板灶爷画， 老板拿出一沓， 横批
“一家之主” 跃然纸上， 灶爷画纸张光
亮、 色彩艳丽。 一眼相中， 便未细看，
扫码付钱。

除夕， 父亲安置灶神。 灶爷、 灶奶
奶容颜依旧， 但以往的当年节气时间表
变成了节气歌， 2022、 壬寅虎年等标识
均无。

如今的灶爷画成了年年能用的 “万
能板”！ 父亲不满地说： “商家图省事，
印个灶爷画， 这是不是太敷衍了？”

烛光
春节前， 家里客厅换了一新灯。 这

灯造型华丽， 暖光、 日光、 彩光、 射光，
绚丽无比。 按往年习惯， 过年还是要买
对红蜡烛， 寓意新年红红火火。

忆儿时过年， 一对新蜡点上， 火苗
旺盛， 光影闪烁， 烛光布满整个屋子。
此景令人心悦， 老屋的夜， 只有春节才
会如此明亮。 最难忘父亲弯腰 “噗” 的
一声吹灭蜡烛， 屋里弥漫着的那股味
道。

除夕晚上点上新蜡， 关闭电灯。 火
苗仍如旧时之旺盛， 光影有如旧时之闪
烁， 但照亮不足半米。

妻儿嚷叫开灯， “啪” 一声响， 一
派光明世界。 问妻为何与旧时不同？ 妻
语： 不是蜡烛变了， 是你的眼睛变了。

吹灭蜡烛， 一股白烟生成， 空气中弥漫
着一股味道。 细闻， 是儿时过年的味道。

拜年
儿时在老家， 大年初一凌晨五点左

右， 晚辈便相约出门向村里的长辈拜年，
有心者带着手电照路， 更有人秉蜡烛前
行， 场面甚是壮观。

来到城里， 初一起五更不曾改变。
早上 6点， 想必家乡拜年高潮正起， 便
拨打同辈电话， 向其父母拜年， 十之有
八不通。 等窗外暖阳高照， 再拨， 均通。
一番问候之后， 随口问起疑虑： “现在
初一几点起床？”

“七八点， 和往常一样。”
“咋起那么晚？”
“老年人年纪大了， 不能起太早，

年轻人都喜欢睡懒觉。”
“那拜年不得一个村子转一圈？”
“不用转了， 咱这辈人都胡子一大

把了， 小辈儿该给咱磕头了！”
一语听完， 心生感慨： 一年又一

年， 日子把我们从满村子跑着拜年的孩
子， 慢慢熬成了被拜年的老年人。

咸汤
儿时走亲戚拜年， 吃上一顿丰盛的

饭菜， 是不畏严寒去拜年的最大诱惑。
一晃数十年。 多年来， 我对 30多

年前去姑父家拜年时的一顿饭菜一直耿

耿于怀。 记得那年我骑车 10多公里才
赶到姑父家， 冻得直打哆嗦， 中午招待
我的竟是一碗全素的咸汤。 当时我失落
至极。
今年， 我又去姑父家拜年， 表哥表

嫂做了满满的一桌子饭菜， 足有 20余
盘， 荤素搭配、 酸甜交替， 却总感觉缺
了点什么。 此时姑父跟表嫂说： “快去
熬锅咸汤， 一人一碗。”
此时感觉对了， 众人皆乐。
食毕， 心生感悟： 虽有红酒和白

酒， 热菜和凉菜， 但还是一碗咸汤最暖
人心。

年
■常全欣

周口，叫我如何不爱你
■张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