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月21日 星期五
本版编辑：刘漾 电话：（010）83161103
www.chinapostnews.com.cn 飞 鸿4

出版单位：《中国邮政报》社有限公司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东大街 2 号 邮政编码：100051 投稿平台：www.chinapostnews.com.cn 总编室：（010）83161680 传真：（010）83162330 广告联系电话：（010）83168551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市监广登字20170100号 本报每周二、三、四、五出版 月价：21元 印制单位：工人日报社印刷厂

□赵娜

1月 9日是个周日，我一早起

来，紧张地刷着手机新闻，急于了

解突发的天津疫情，才知道全市

要组织大规模全员核酸筛查。忽

然，一条微信传了过来，和平区小

白楼街解放北路社区的李书记问

我能否帮他找到志愿者。

报名志愿者

解放北路社区是天津邮政博

物馆的共建单位，社区内老旧小

区多、人员密集，上年纪的居民更

是不少。要在1月10号一天内完

成对几万人的核酸筛查，工作难

度可想而知。我想都没想就答应

了。

按要求，我直奔社区办事

处。此时，从社区汇聚来的志愿

者已有十七八人。李书记给我们

进行了培训，安排了每个志愿者

的工作岗位和时间，并再三叮嘱

我们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随

后，我们集体赶到核酸检测点检

测。这个点是为所有和平区从事

城市保障人员和志愿者特别设置

的。本以为没什么人，没想到从

远处就看到了黑压压的一片。排

队的有警察、环卫工人、快递小哥

以及超市、餐饮、社区工作者等。

上岗准备

1月 10日，我一早赶到单位，

用最快的速度处理好单位的各项

工作。11点左右，我吃了两口饼

干，就赶往核酸检测点替班。上

一班的志愿服务是从早上6点开

始的，每个班6小时，想着能早点

替班，我加快了脚步。尽管提前

有思想准备，但我还是被一条拐

了几次弯、长达几百米的见首不

见尾的排队长龙震惊了。

这个检测点位于海河边上的

津湾广场，四周都是高楼，广场上

形成了“过堂风”，加上气温不断下

降，风也越来越大。我赶紧来到

物资点穿好防护服。防护服有两

种，一种是白色的全包裹的隔离

服，由于天气冷，里面会穿着羽绒

服等厚衣服，穿上隔离服之后，就

是圆滚滚的样子，一般是验核酸

的医务人员穿的，被我们称为“大

白”。还有一种蓝色的防护服是

我们志愿者穿的，像一件大罩衣

一样套在外面，上面则戴上专用

的帽子、口罩和护目镜，我们则戏

称其为“蓝精灵”。

此时，广场上的风越来越大，

自己很难系上防护服后面的带

子。我们几个志愿者互相帮忙，

才能勉强穿上。突然一阵强风袭

来，只见一个志愿者刚穿上的防

护服整个被风吹了下来，竟然像

一个站立的人形一样，挥舞着手

臂顺着风“跑”了。我们赶紧去追，

将这个逃跑的“蓝精灵”抓住。

紧密运转法

由于气温越来越低，风越来

越大，指挥部将检测点从广场搬

进了一处空置的楼房里。四个检

测点分成四个通道，每个通道每

次从外面进来10人为一组，依次

进入等候区、登记区、检测区。我

的岗位就是和前面登记区的“大

白”配合，引导等候区的10人进入

登记区，随后与门口的“蓝精灵”通

过手势，通知其放行10人进入等

候区。之后，我要逐一检查等候

的10人是否完成扫码填写信息的

步骤，为下一环节做好准备。

就这样，我在引导了几组人

员之后，很快摸出了规律。这不，

就像咱们邮政内部作业一样，一

个环节连着下一个环节。我不禁

想起了天津邮政很早以前提出的

口号：“为缩短邮件在邮局停留时

间而奋斗！”用交叉作业、紧密运

转的科学方法创建了“京津投递

法”，在全国推广。于是，我留心

观察，很快总结出了一套方法：在

检测区完成 3人时，引导 10人进

入登记区，登记区10人完成一半

时，放10人进入等候区。这样一

来，几个环节既能做到连接紧密，

不浪费一点时间，又能做到避免

人员交叉聚集，符合防疫要求。

效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速度明

显提升。想到能让寒风中排队的

人哪怕提早几分钟检测完回家，

我心里不由得感到格外自豪。

两个暖宝宝

排队的人中有不少老人和孩

子，尽管他们在寒风中等待了多

时，但我没听到有人抱怨，反倒是

不少人对我们说上一句：“你们辛

苦啦！”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总是感

到格外温暖。

虽然我们的岗位转移到了室

内，但场内没有暖气设备，时间一

长，还是冻得手脚冰凉。此时一

个7、8岁的在等候区的小姑娘塞

给了我两个暖宝宝，当时，心中一

股暖流涌了起来。由于身上穿着

一次性的隔离服，这个暖宝宝没

法贴身上。小姑娘就帮我贴在了

脚脖子上。别说，原来冰凉的脚

还真慢慢暖了起来，身上也渐渐

热了起来。

就这样，时间一分一秒地过

去，直到又来了一个“蓝精灵”提前

替班，我才知道已经到了晚上8点

半。我将我的“紧密运转法”传授

给他之后，回到了指定区域脱下

防护服、全身消毒。而此时的津

湾广场上灯火通明，依然排着长

队。十几个“蓝精灵”在维持秩序，

引导大家间隔排队。

回家的路上，风停了，皎洁的

月光洒在空旷的街上，家家户户

窗口透出的灯光格外温馨。我相

信大风过后阴霾定会一扫而光，

明天一定会是晴空万里的。

情系万家九州行，

信达天下百业兴。

连接美好春秋赞，

无处不系父老情。

绿衣素装责任重，

红色基因使命承。

国之大者扛肩上，

时代潮头化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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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岐彬

“爆仗”源自于“爆竹”，上可溯至南朝。梁宗懔

撰《荆楚岁时记》曰：“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

前爆竹”，以驱恶鬼。早期的“爆竹”，是名副其实的

燃竹，取其不断发出的爆裂之声以驱鬼邪。北宋发

明了火药后，人们逐渐改用纸卷火药，以药线作引

芯引燃而爆响，从而取代了燃竹爆响，但“爆竹”之

名却一直被沿用下来。之后，各地又有了“爆仗”

“炮仗”等诸多方言异称。

儿时，过年去买爆仗，母亲一般只给五毛钱。

因为那时候家庭经济困难，平日里省吃俭用攒几个

钱，过年的时候要给家里人添些衣、帽、鞋、袜，还得

再置办点儿年货，正月里好待客，此外已经没有多

余的“银子”可供消费的了。

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年味浓了，年集也开始活跃起

来。离老家村子三里路有个城子集，历来就是一个较大的集店，

平日里周边十几、二十里的村民都相约来此赶集，到了傍年根

儿，赶年集的人就更多了，卖爆仗的生意自然是格外红火。

集上卖的爆仗，都是当地人用旧书报纸卷制的，两头呈白

色，中间腰部缠绕一圈红纸，红白相间，图个吉祥。小爆仗一般

每一百响为一盘，粘合成圆形；大爆仗约几十个粘合成一盘，多

为八角状。零卖的爆仗论“把”卖，每把10个，小的一把一毛或

一毛五；大的一把约两毛到三毛，特大的还要更贵一些。相邻公

社的沙沟村制作爆仗历史悠久，生产的爆仗较为知名，故而赶集

买爆仗，大多买沙沟的。

拿五毛钱到集上去买爆仗，能买两把小的加一把大的，约

30个左右。买的爆仗少，过年的时候得算计着放，除夕晚上吃

年夜饭的时候放几个大的，初一到初三每顿饭前放一个小的，剩

下的留着过元宵节和“二月二”。

我长大了去当兵，退伍后被安排到本县邮电局工作，后来在

城里安了家，过年买爆仗的习惯依然。

县城西郊有个全县最大的鞭炮市场，里面的爆仗让人眼花

缭乱，购买者更是熙熙攘攘、络绎不绝。而自己买爆仗的额度已

非当年，尽挑心仪的选，小时候那种想多买两把爆仗过年的渴

望，终于如了愿……

后来有了孩子，过年我带上孩子一起去买爆仗，那选的花样

儿就更多了，基本上是孩子喜欢什么样儿的，就买什么样儿的，

还一边挑一边跟孩子念叨：“爸爸小时候想放爆仗没钱买，现在

咱也能买得起爆仗了，只要儿子喜欢放，爸爸就舍得花钱给你

买。”就好像是让孩子去补上自己小时候的“爆仗欠账”似的。

如今，县城也禁放烟花了，过年也不能再买爆仗了。而乡村

却不在禁放之列，过年的时候，依然可以听到远郊村子里传过来

的鞭炮声，从中嗅出一些“爆竹声中辞旧岁”的年味儿来。

时代考卷谁作答？

百万邮人爱中华。

宗旨牢记明方向，

革故鼎新绽繁花。

精耕细作争先进，

比学赶帮恐有瑕。

岁月静好心未老，

高歌一曲向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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