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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观瀑图李白观瀑图（（国画国画）） 袁士珍袁士珍

1910年的秋天，在呼伦贝尔大草原
上，一群以狩猎为生的猎人已经提前来
到了这里，准备猎杀一种被称为“旱獭”
的动物。旱獭，其实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土拨鼠。

这些猎人抓到旱獭后，将皮剥下，卖
给俄国商人。至于肉，便当作辛苦一天
的晚餐。旱獭的肉质很好，可以食用，但
最贵的还是它的毛皮，保暖耐磨，很适合
寒冷的天气。一张旱獭皮的价格，大约
在一两白银左右。

猎人们可能做梦也没想到，因为吃
了旱獭肉，竟然引发了一场烈性传染病：
鼠疫。

鼠疫从西伯利亚暴发，很快就传到
了中国东北。得病者发烧、咳嗽、出血，
每天死亡人数以百计。东北疫情“如水
泄地，似火燎原”，引起了民众和清政府
的极度恐慌。

当时的日本与沙俄政府，以保护侨
民为由，威胁清政府：如果不能有效控制
疫情，他们将派专家和军队接管东北。

在此紧急关头，一个30多岁的年轻
人挺身而出，被清廷任命为北满防疫处
总医官，全权负责东北抗疫事宜。

这个年轻人，就是伍连德，剑桥大学
第一位华人医学博士，中国现代医学的
奠基人之一。

伍连德祖籍广东台山，生于马来西亚

槟城的一个华人移民家庭。他的父母为
他取名连德，是希望他兼备五种美德：温
和、善良、恭敬、节俭、忍让。他从小勤奋好
学，17岁获取英国女皇奖学金，进入剑桥
大学伊曼纽尔学院学医。1907年，胸怀报
国理想的伍连德，接受清政府的邀聘，回
国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
长），与梁启超、辜鸿铭等人交往甚密。

1910年 12月，伍连德带着助手林
嘉瑞直扑疫情第一线哈尔滨。他的行李
中，有一架英国制的中型显微镜以及酒
精、试管、剪刀、钳子等医用品。

在当时的医学界，以日本细菌学家
北里柴三郎为首的科学家，普遍认为鼠
疫是由老鼠传染给人的。伍连德却不这
么认为，他深入疫情最严重的傅家甸实
地考察，发现病源来自旱獭，早期患者多
为捕杀旱獭的猎人和皮货商。

为了弄清病因病理，伍连德找到了
一具因病毒感染死亡的尸体，亲手实施
了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例疫尸病理解
剖。经过三天的细菌培养，他在显微镜
下看到了鼠疫杆菌，并第一次提出了“肺
鼠疫”的概念，认为这种“肺部的瘟疫”，
通过空气飞沫传播，可以人传人，是一种
烈性呼吸性传染病。

找到病源之后，伍连德立即动用军
队、警察、邮差等社会力量，采取了强有
力的隔离措施。他的方法很简单，却很

有效：
整个东北实行封城，分区管控。每

个区配备一定的医生、警察以及医疗物
资。不同区的居民佩戴不同颜色的证
章，分别是红、黄、蓝、白，每种颜色只允
许在本区活动。

下令封锁山海关，任何人出入山海
关都必须在军人的看守下滞留五日，确
认无恙才可以放行。铁路交通严格管
制，南满铁路、东清铁路和京津铁路陆续
停止运行。

在当地建立“鼠疫医院”。伍连德要
求当地官员提供更多的房舍，供急性患
者用作医院。将疑似患者集中收治在隔
离营中，每天测量体温、检查症状，连续
七日正常方可解除隔离。对病亡者尸体
进行火化处理。

为了防止传染，伍连德发明了一种
用纱布和棉绒缝制的简易口罩，要求防
疫人员和老百姓都把嘴巴和鼻子遮挡起
来。这种“伍氏口罩”制作方式简单，成
本低廉，受到各国专家的赞赏：“伍连德
发明之面具，式样简单，制造费轻，但服
之效力，亦颇佳善。”至今，仍有医务人员
在使用这种口罩。伍连德后来回忆：“在
疫情猖獗时，防护口罩被证明最有用。”

就这样不到 4个月，伍连德成功扑
灭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瘟疫。

1911年 4月，清政府在奉天（今沈

阳）召开万国鼠疫研究大会。这是中国
第一次举办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会
上，来自英、美、法等十多个国家的专家
学者，公推伍连德为大会主席。因为在
抗疫中的杰出表现，伍连德被授予“鼠疫
斗士”称号，从此名扬全球。

梁启超先生由衷赞叹道：“科学输入
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
见者，伍连德博士一人而已。”

此后，伍连德又兴办了哈尔滨医院、
中央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
协和医院、东北陆军总医院（中国人民解
放军202医院），担任了东三省防疫事务
处总办、中央防疫处处长、哈尔滨医学专
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首任校长、全
国海港检疫处处长等职，被公认为是中
国近代公共卫生学家、中国现代医学先
驱、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创始人。

1935年，伍连德被提名为诺贝尔生
理或医学奖候选人，成为首位获得诺贝
尔奖提名的华人科学家。

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病逝于马
来西亚槟榔屿，享年81岁。在伍连德的
自传序言里，有这样一句话：“我曾将大
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

伍连德留存的照片中，有一张戎装
照片，伍连德佩戴着二等双龙勋章，英气
逼人。二等双龙勋章，这是中国历史上
医生获得的最高奖励。

聊斋闲品

富贵长春富贵长春（（国画国画）） 白金尧白金尧

如 果 说 汉 字 是 中 国 文 化 的 源
泉，书法就是中国艺术的源泉。中
国的绘画和篆刻，都与书法紧密相
连。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一切艺
术都是书法的延展。

现如今，社会上兴起“书法热”，
书法也被列入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
纲要之中，练习书法俨然有成为全
民文化运动的态势。但是，因为现
代教育体制的限制以及展览等活动
形式的影响，当代中国书法创作缺
少了传统的人文内蕴，过于强调技
法和形式，能够全面领悟传统、发扬
传统的人越来越少了。全民热情高
涨地练字固然是件好事，但是缺少

了文化底蕴、单纯追求技法的用功，
有可能会不得其法。

当代著名书法家、北京语言大学
教授朱天曙，将他近几年在北京语言
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大学等高
校授课的内容，整理成新著《书法答
问》。全书共分三编，分别涉及书法
常识、临习指要和审美鉴赏。内容以
问答形式展现，生动直观，是一本书
法入门佳选。阅读《书法答问》，就仿
佛和当代书法名家促膝对坐，进行了
十五场由浅入深的娓娓对谈。这些
对话，解答了书法初学者不可不知的
问题，解读了传世名作的局部细节，
也揭示历代名家的风骨神韵。

新书架

♣ 孙 倩

《书法答问》：道出中国书法的风神骨气

“良人朝早半夜起，樱桃如珠露如
水”，在这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初夏，
超市、水果店里，个头饱满、闪着明亮光
泽的红樱桃，浸润着田野朝露，特别诱
人。樱桃虽为果中小品，却带有山川灵
秀，气韵不凡。

樱桃不仅味道鲜美，玲珑可人，是
老少皆宜、深受欢迎的时令水果，还蕴
含有丰厚悠久的文化信息。在古代，樱
桃可不是口中俗物，而是果中上品，它
时常被奉为宴请宾客、宗庙祭祀的重要
佳肴，成为一种风俗符号。宋代朱淑真
《樱桃》中有“味重不容轻众口,独于寝
庙荐先尝”；元代王冕写道“海国尚闻歌
蔓草，山陵谁与荐樱桃”，都把樱桃当成
祭品首选。唐代戴叙伦则说“丹荔来金
雀，朱樱贡玉盘”，陈去疾也有“流莺春
晓唤樱桃，花外传呼殿影高”，说的是樱
桃已晋身贡品。刘言史说“城里万家闻
不见，君王试舞郑樱桃”，和凝更直接写
道“含笑试弹红蕊调，君王宣赐酪樱
桃”。这些诗句中跳荡的樱桃，和荔枝
一样，都是上层社会享用的美味。

樱桃更是一种重要的文学意象，
成为文人雅士笔下的珍馐，许多诗词

佳作都有樱桃的倩影，具有临别抒情、
赞誉女性、感慨时光等修辞作用，为作
品增添情趣，独树一帜。清初诗人钱
谦益有句“夜乌啼断门前柳，春鸟衔残
花外樱”，表现依依惜别之意；唐代白
居易的“何处曾经同望月?樱桃树下后
堂前”，忆的是樱桃树下望月的美好时
光。诗人们写出了樱桃喻示的多种面
相，表达诗人的不同情愫。珍珠似的
红樱桃中，亦可窥见中国传统文化的
吉光片羽。

樱桃入诗，用来代表美好事物、鲜
活爱情，抒发情感，借喻女子。常被不
同的艺术手法表现。如“樱桃小口”形
容美人，宋代诗人白玉蟾有“罗髻双鬓
堆浅翠，樱唇一点弄娇红”，樱唇，便是
古人对“樱桃小口”的诗意表达。“樱桃

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唐代诗人白居易
对姬妾樊素、小蛮姣美容貌的描绘。“凤
眼半弯藏琥珀，朱唇一颗点樱桃”“着词
但见樱桃破，飞盏遥闻豆蔻香”，这些诗
句也都用樱桃形容女子的美好风姿。

国画大师齐白石笔下的樱桃，不经
意间被点染得十分美妙。不论堆盘盈
碟，或三五散遗，都红艳鲜嫩，活色生
香，质感十足，似乎吹弹可破，逗人馋
涎。白石老人把樱桃色称作“女儿口
色”，在所画樱桃上题句说：“若教点上
佳人口，言事言情总断魂。”文字里流泻
出浓情蜜意，跳跃着火样的热烈！红玛
瑙般的樱桃，如童婴的脸让人看了心生
爱怜与迷醉。

在西方国家，樱桃更蕴含着珍惜之
义，其英文名cherry(音译车厘子)，意思

就是“珍惜”。其实，对美好事物的颖
悟，古今中外，艺术大师们是相通的。
南唐后主李煜在《临江仙》中写道“樱桃
落尽春归去，蝶翻金粉双飞”，百花千
卉，硕果累累，他独独青睐樱桃，以之感
慨时光，欲挽春归。最为人称道的，当
然还是宋代词人蒋捷的《一剪梅·舟过
吴江》中的名句：“流光容易把人抛。红
了樱桃，绿了芭蕉。”春意就是这样，在
风雨阑珊中悄然抽身离去。他慨叹的
不光是“时光易老”的气象物候，更是红
绿依旧、而岁月不居的易老人生。这种
深切的哲思内蕴，自然具有撼动人心的
艺术魅力，所以脍炙人口，千百年来广
为传诵。仅此一句，就让作者获得了

“樱桃进士”的美称。
樱桃色香味三绝，味甘而性热，有

较高的药用价值，全身皆可入药。它可
用于四肢麻木和风湿性腰腿病的食
疗。其益气、健脾、和胃、祛风湿气的功
效，在《本草》中都有记载。

又到初夏，便会想起绿肥红瘦、春
花秋月。人如飞絮无时定，一树樱桃带
露红，且莫辜负了光阴，蹉跎了岁月，而
无端地变生惆怅、徒唤奈何啊。

人与自然
史海钩沉

♣ 王 剑

鼠疫斗士伍连德

一树樱桃带露红

门前那片小树林
♣ 王之双

♣ 宋子牛

将近黄昏时分，门外响起嘈
杂的脚步声，有人高声叫着：“沈夫
人在吗？我们是孙总司令派来的，
接您和小姐回洛阳。”

奕雯闻声喜不自禁，跑上去
便开了门，冯氏想拦也拦她不得，
只好无奈地摇头苦笑。门开处，站
着一队国军，都是荷枪实弹满身灰
土，领头的中士班长进院，上下打
量了院里三人，对冯氏敬了个礼，
道：“沈夫人吗？”冯氏忙点头，又从
包袱里拿出大洋，分给来人。中士
班长看着贻海，疑惑道：“这位先生
好面善，在哪里见过吗？”贻海含笑
道：“是集团军总部直属特务营的
吧？我姓赵，在长官部参谋处作战
科，你扈从孙总司令到洛阳开会，
兴许是见过面的。”中士班长闻言
肃然立正，敬了个军礼，道：“原来是
赵科长！”接着絮絮叨叨，跟老婆婆
似的讲了半天，大意是赵科长为国
亡命，不惜深涉险境潜伏在郑县，
堪为军人楷模，三军无不景仰。中
士班长最后道：“现在郑县刚刚收
复，鬼子残军还没清理干净，零星
战斗随时都有，请跟职下尽快到陇
海花园总部去，那里最安全。”

抗战军兴之后，装备最好的

仍是中央军嫡系，第三集团军的底
子是当年西北军韩复榘部，自然归
为杂牌军，最能拿得出手的，无非
是总部直属部队，如特务营、重炮
营之类。这次来的是特务营的一
个班，人手一支美制冲锋枪，另有
一支巩县兵工厂仿制的驳壳枪，装
备火力都算精良，可见孙桐萱总司
令受沈行长之托，的确是上了心
的。中士班长见人已接到，一刻不
敢耽搁，马上安排了尖兵在前，自
己陪贻海等走在中间，趁着天没黑
透，一行人离开罗家胡同，朝城南
陇海花园方向行进。路程并不长，
但因为有女眷，队伍走得并不快，
奕雯还好，可怜冯氏一双小脚，刚
行不远便走不动了，咬牙攒眉勉力
坚持。中士班长不免心焦，让士兵
背冯氏和奕雯。冯氏犹豫之际，奕
雯毫不迟疑，趴在一个士兵背上，
而冯氏见她下裙掀开，大腿结结实
实地被士兵揽着，衬裙亵裤若隐若
现，不由心中一颤，两手下意识攥
紧了裙带，再不肯挪动，急得奕雯
嚷道：“姨娘，都什么时候了，还讲
授受不亲吗？”中士班长知道冯氏
身份高贵，是孙总司令亲自吩咐要
保护的人，心里有火却发作不得，

只得焦躁地看着四周。夜色劈头
盖脸地罩下来，尖兵已经打起火
把，冯氏看着中士班长，很为难也
很坚决地摇头。整个队伍停下，士
兵们都盯着冯氏。贻海是老行伍，
深知底层官兵最讨厌的就是官太
太少奶奶，忙上前对冯氏道：“夫人
若不嫌弃，赵某背您吧。”冯氏咬着
牙眼睛一闭，似乎不再矜持，贻海
不容分说便背上冯氏，朝中士班长
点点头，一行人等这才继续向前。

耽误了这一会儿，天色黑得
更厉害，四处黑洞洞的。罗家胡同
靠近郑县东门，往城南陇海花园
去，还得经过东大街，转关岳庙后
街再一路向西，由主事胡同、书院
街再上南大街，这才能从南门出
城。好在特务营长期驻防郑县，地
形还算熟悉，倒也没走冤枉路。走
到书院街，离南门只有一步之遥
了，眼看城门在望，众人心里都松
弛不少，尖兵举着火把在前，步伐
最快，刚过一个转角，忽地一声脆
响，尖兵应声倒下，手中火把落
地。接着便是一阵点射，伏击的鬼
子准头极高，一排枪过去，两三个
特务营士兵就不声不响地倒下
了。中士班长血红了眼睛指挥反

击，但敌暗我明，仓促间根本找不
到鬼子，只能盲目地放空枪，而冲
锋枪枪焰又太烈，黑暗中分外显
眼，反成了被瞄准的靶子，夜战中
很吃亏。贻海情知不妙，背着冯氏
就近拐入一个胡同，走到胡同中
段，把冯氏放下，掏出马牌撸子和
南部九四，握着双枪护住了她，警
觉地四下张望。冯氏急得语无伦

次道：“小姐——奕雯——”
前方交火还在继续，贻海略一

沉思，将南部九四打开保险，递给冯
氏，道：“这枪指向好，你记住，枪口
指着谁，扣扳机就是，子弹一共六
发，省着点——我这就去找小姐。”
冯氏两手握枪，紧张地冲他点头。
贻海猫着腰，朝巷口慢慢摸去。头
顶一轮凸月亮辉如水，照着地上几
具尸体，中士班长也负了伤，靠在墙
边剧烈地喘，吃力地抬起驳壳枪还
击，每一次击发好像都拼尽了气
力。贻海一手举枪，一手抓着弹匣，
借着月光观察四周。三八大盖的隐
匿性极好，枪口几乎没有闪焰，但声
音很好辨认——三八大盖是栓动
枪，每打一发要手动退膛上膛，难免
会有枪机碰撞的金属响动，久经战
阵的老兵一听便知。贻海很快锁定
了一个黑暗处，试探地打了一枪过
去，紧接着把剩下的子弹一口气打
光，又换上新弹匣。还活着的特务
营士兵也各自还击。隐约中听见几
声轻微的日语，之后脚步响起，继而
枪声渐息，看来伏击的鬼子并不恋
战，已经撤离战场，不知往何处去
了。贻海暗自松口气，低声唤道：

“小姐！沈小姐！”奕雯匍匐于地，刚

才背她的士兵倒在旁边，正大口地
咳着血，喃喃道：“给我姐——寄钱
——”奕雯不顾一切道：“你姐？你
姐在哪里，你告诉我！”那士兵却再
也说不出话，两眼还睁着，呼吸已然
停止。贻海见她无恙，松了口气，站
起朝她走去。奕雯抱着那个士兵的
头，任他嘴里身上的血沾满了衣服，
表情呆滞黯然。贻海蹲下，轻轻叫
了她几声，竟然毫无反应。经此骤
变，一个十人的步兵班损失大半，中
士班长拖了条伤腿，挣扎着归拢手
下残兵。贻海猛地想起冯氏，转身
朝胡同口跑去，叫着：“夫人？是
我！没事了！”

贻海站在胡同口，却没看见
冯氏，不由心里一急，又道：“夫人，
你在哪儿？”

话音刚落，只见冯氏从黑暗
中走出来，手里还牢牢地攥着那把
南部九四，贻海放下心来，微笑着
正要上前，却愕然一惊，冯氏脸上
的表情看不真切，但枪口黑洞洞
的，分明冲着他。没有任何间隙迟
疑，枪便响了。一颗子弹射入他的
左胸，紧接着是第二颗，打进了下
腹，第三颗、第四颗都打空，第五颗
子弹打在他的右腿上。马牌撸子

脱手，掉在一旁。贻海残留的意识
很顽强，虽然感觉不到痛，但他分
明知道已经倒在地上，冯氏正朝他
走过来，她的身躯显得那么的瘦削
颀长。冯氏就站在他面前，像是一
根标枪，劈空而来，无牵无挂，就这
么斜着扎在地面上。冯氏的表情
依旧看不真切，而黑洞洞的枪口瞬
间变得很大，狰狞地朝他一笑。贻
海的意识至此变得混沌了，他疲惫
地闭上了眼。他的确是有些话想
跟她说，可惜再也没有机会了。因
为很快，又是一声枪响。

第四章
姐妹

时隔一月，奕雯再见到徵茹
的时候，她已不像一月之前的她，
徵茹也不再是一月之前的徵茹。
父女两人自春节前绝交，彼此音
讯不通，消息俱无，弄得跟仇人相
仿，甚至连仇人都不如。即便是
寇仇，还会偷偷摸摸打听点仇人
的动静，而沈家父女则是一刀两
断。用静姝的话来说，像是罗马
与迦太基为敌，破了人家的城，杀
了人家的人，还在人家田
地里撒上盐，好让人家寸
草不生。 34

连连 载载

从我记事起，我家门前就有一片
小树林。枝叶繁茂，郁郁葱葱。树林
里有榆树、楝树和杨树。每到夏天，这
里便成了人们避暑的好地方。

那些下晌回家的人们，放下锄头，
端着饭碗跑到这里，边吃边聊，把碗里
的饭吃光了，也不想回那蒸笼似的屋
子里，干脆把碗往旁边一推，靠着树
干，似睡非睡，解乏纳凉，好不惬意。
旁边，高一声低一声说得热闹哄哄的
妇女们，便会压低嗓门，家长里短继续
念那未念完的经。

到了下午，上了年纪的人，拿着蒲
扇，迈着悠闲的步子，不约而同来到小
树林，脱下一只布鞋放到屁股下，坐成
一个圈，东一句，西一句，你一言我一
语，有意无意地搭讪，一直不愿离开这
绿树成荫、通风透凉的地方。

他们说，这里的老榆树曾救过村
里无数条生命。在那饥饿的年代，人
们啃着玉米裤活命，由于玉米裤发涩，
肠子蠕动困难，解不下大手，就捋榆树
叶吃，榆树叶光滑有黏性，肠胃慢慢好
了起来。

楝树在当时的生活中也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在我们豫北一带有个风
俗，到农历六月初一开始炸油条瞧麦
罢。母亲带上油条，到出门的闺女家看
看闺女在收麦大忙中是否累瘦了，也好
补补身体。出门到小树林里折些楝枝
蒙住竹篮，楝叶属性苦，油条不招苍蝇。

我们这些孩子们也会跑进小树林
凑热闹。常常拉着大人的衣角问长问
短，那些幼稚的无聊的不着边际的问
话让大人们一时语塞。他们苦笑着把
胳膊一挥：“去去去，玩你们的，少插
嘴。”孩子们便“哄”地跑开了。男孩在
地上画一个正方形图案，找来土坷垃，
玩“小兵摆大炮”；女孩跳绳、抓石子。
还有男孩女孩组合，拔河、过家家。玩
得昏天黑地，不亦乐乎。

累了，找一片软绵绵的草地躺下，
看头顶摇摇晃晃若隐若现的天空，有
白云在树叶的缝隙间钻来钻去。树上
一对对鸟儿忽上忽下，嬉戏打闹；一声
声蝉鸣此起彼伏，震耳欲聋。

我们就找来一根长竹竿，在顶端
拴一根头发样的玻璃丝，打个活结，然
后小心翼翼地放到知了的头部，知了
感到痒痒的，开始用脚挠。眼看玻璃
丝扒进头部，我猛将竹竿一拉，知了一
阵惊叫，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我收入囊
中。当然，也有失手的时候，遇上狡猾
的知了，就会把丝套蹬到一边，你再
放，它再蹬，蹬来蹬去就是不上钩。我
不得不改变策略，将手里准备好的面
筋放到竹竿上，一旦粘住它的羽翼，便
展翅难飞。

有一次，我仰起头刚举起竹竿，岂
料知了早有觉察，撒泡尿，边飞边唱，
逃之夭夭。我急忙用衣袖擦着脸额，
那刺鼻的尿腥味很快弥漫开了。周围
那些捡知了壳当药材卖钱的姑娘们，
捂着嘴笑得前仰后合。

后来，几个村霸为一己私利想把
小树林占为己有，欲毁掉树木建一座
工厂。村长不答应，他们几个找村长
闹事，晚上又是往门上甩屎，又是往门
口放花圈。村长立场坚定，意志坚强，
面对威逼利诱，仍然说“不”！

随着政府提出“保护环境，人人有
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号
召，那些曾对小树林抱有私念的人们，
不得不收敛，遵规守纪，再也不敢有非
分之想了。

如今，小树林在村民的守护管理
下，更显得碧绿青翠，勃勃生机。在这
烈日炎炎的夏天，成群搭伙的人们来
到这里下象棋、做游戏、叙友情、讲故
事、话未来，成了人们向往的天堂……

诗路放歌

共苦同甘民十亿，
克难攻坚共战疫。
时不我待敢超越，
艰难险阻重拳击。
同舟共济驱恶魔，
心暖百姓筑根基。
携手并肩冲在前，
力挽狂澜风雷激。
无坚不摧炼赤胆，
所处险境秉刚毅。
畏缩岂能突重围，
惧怕二字早抛弃。
英雄固守金银潭，
勇者凭智调药剂。
奋斗舍生驻方舟，
战地官兵同呼吸。
天佑雷火二神山，
耀光亮剑斩肺疫。
中途千辛万苦路，
华夏儿女百感集。
春暖复工复产忙，
风和促农促经济。
化茧成蝶乘势上，
雨涤彩虹更绚丽。
双措并举莫懈怠，
防范输入勿麻痹。
严堵严防保安全，
管查结合彰法纪。
决除残孽点精英，
斗智拼杀不停息。
到此清剿初告捷，
底蕴迸发万钧力。
诚心付出各阶层，
爱洒乾坤无疆域。
义重笃行志愿者，
举国永奏和谐曲。
世赞社会制度优，
人类命运共同体。
铭刻庚子战新冠，
记载史册堪奇迹。

♣ 杨忠信

砥砺前行
战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