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至，木垒艳阳高照，街道
行人来来往往，人们手里拎着大
包小包，行色匆匆。鲜见扎堆的
人群，人们都在刻意地保持着安
全 距 离 ，与 病 毒 做 着 顽 强 的
抗击。

我们医院好多医护人员也
“阳”了。近期，各个医院相继报
告因“阳”请假而“减员”严重，有
的医生感染了，手术不得不推
迟，有的科室护士“阳”了一大
半，病人照顾不过来了。但医务
人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岗
位的特殊决定他们需要接触大
量的阳性患者。要知道，越是在
这个节骨眼上，就越多人指望着
医 院 ，其 中 不 乏 很 多 老 人 和
儿童。

在发热门诊，医护人员顶着
极大的感染风险，承受着巨大的
诊疗压力；在检验科，因为请假

“减员”严重，工作人员不得不连
轴转，以确保检验结果精准和及
时；在临床科室，医护人员加班
加点；在保障线上，工作人员想
方设法筹措药品、物资……医生
和护士们康复后立刻返岗。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中医在
新冠病毒预防治疗中发挥了举足
轻重的作用。中医药预防治疗认
为这是属于中医中所指的“湿毒
疫”。基本病机为疫毒外侵，肺经
受邪，正气亏虚。病理性质主要
是湿、热、毒、虚、瘀。以解热毒、
化湿毒、祛瘀毒为治疗核心。中
医药在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着眼
点是调整人体阴阳失衡，激发和
恢复人体本来就有的免疫力以清
除病毒，也就是扶正祛邪。

木垒县医共体总院中医团
队认真研讨并借鉴国内知名中
医大家抗疫经验，推出抗疫“三
兄弟”——“免疫方”“解热镇痛
方”“退烧饮”；西吉尔镇分院推
出了适用于无症状感染者的益
气养阴、清热化湿方；照壁山乡
分院推出了清肺排毒汤剂；昌兴
医药集团结合木垒县气候特点，
推出“秋冬预防方”“自治区新冠
1 号方”；各乡镇分院也是八仙
过海，各显神通，推出了一系列
各有特色的“抗疫”中药汤剂。

县医院、乡镇卫生院最忙的

科室要数药房的工作人员，领导
们亲自督战，组织人员加班加点
熬制新冠病素感染的中药汤剂，
县医院通宵熬制了 1300 袋，各
医共体分院也是快马加鞭，连夜
奋战熬制中药汤剂。

照壁山分院的何凤琴是主
任护师，我们称她为“何大拿”，
她临危受命，接任了药库的重要
岗位。为了把急需的药品尽快
购进、调拨到各药房，她已经一
周没有回家了。她向来身体不
好，6月初下村采集核酸标本时
不小心崴了脚，因为没有时间住
院治疗，留下了病根，至今走路
还拄着拐杖；马热亚木汗身兼数
职：护士长，防疫科干事，医疗垃
圾暂存点、医废水处理站负责
人，她也是下村采集核酸标本时
崴的脚，整天拖着跛脚忙碌在各
个工作岗位。两个跛脚的白衣
身影成了走廊里一道特殊风景，
成了每个医务工作者继续前行
的一面旗帜，感动了身边的每一
个人。

各分院的工作重心，已把医
疗救治放到最为突出的位置，竭
尽全力保障发热门诊、急诊有序
转运和危重症患者的救治。随
着老年患者感染人数的增多，门
诊就诊量日益增多，医共体总院
病人人满为患，急诊科已经 24
小时无法清零床位了。新来的
急诊病人没有床位，这时候各乡
镇分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迅速
行动起来接诊分流病人。启动
DR 胸片筛查、上心电监护、开
展氧疗；中医科专家团队不断地
根据病毒的继发症状调制出各
具功效的中药汤剂。当医院有
药、治疗有方时，老百姓安心了。

三年抗疫我们携手走过，共
担风雨我们勠力同心。三年前，
我们逆行出征，在病毒和群众之
间筑起生命屏障；三年后，我们
直面病毒争分夺秒、恪尽职守。
我们是冲锋陷阵的战士，也是儿
女、是父母、是妻子或丈夫。“班，
继续上”，因为“手术等不起，病
人等不起”。

寒冬将过，暖春可期。请相
信，阳光会洒遍大地，我们携手
同心，终将战胜千难万险！

细雨飘零着，若即若离，似有
似无，一切都显得那样自然、空旷、
清新。

行道树已显出淡淡的青黄，那
大概是白蜡树困倦了，露出慵懒的
秋意。

出了小区右拐就是海棠大
道。大道被高大的榆树包裹着，形
成浓密的林荫道。两旁林木葱郁，
花草铺陈，构成一个开放式的城市
公园。兴许是下雨，中央大道显得
比平时安静多了。地面还是比较
干爽的，毕竟高大茂密的榆树承接
了大部分雨水。但树干和枝丫却
是湿漉漉的，泛着浓重的墨意，线
条也更加清晰起来。青灰色的天
空在枝丫间支离破碎。

海棠大道对面的时代新城小
区进出的人少，显得有点冷清。门
口有几个红马甲的身影在晃动
着。旁边的馕房亮着灯，没有往常
欢快的音乐。人们排着队，保持着
一定距离。不一会儿，一道金黄的
弧线划过半空，“啪”，落在了铁皮
案板上，油润清亮，热气氤氲，麦香
已是四处弥漫。

那已是久违的景象了。
周边的药店、菜店、商店、便利

店都开着门，进出的人不多。菜店
门口堆着洋葱、土豆、青萝卜、胡萝
卜、大白菜等时鲜秋菜。大概是小
区刚刚解封，人们该买的都买了，
倒是便利店门前排着队，一次只让
一个人进入。

海棠大道牌楼旁有一棵高大
的沙枣树。柳叶般的灰白色树叶
依然保持着原貌，只是风雨吹落了
许多尚未成熟的沙枣，青黄一片，
一粒粒如打磨好的沙枣青籽料。

小广场上的李子树最先有了
秋色。青绿的叶片边缘已是浅红
晕染，似梅含苞欲放，透着一股清
冽的风骨。

拐上大道旁的人行道，几枚海
棠果映入眼帘，嫣红，带着雨水，秋
意落在了木桥上。

池塘边的秋菊是小片地盛开，
五颜六色，很是艳丽。剑菖蒲一丛
一丛的，密密地排列，青碧、挺拔、
刚毅，没有丝毫的萧瑟感，透着一
股清秋的犀利。萱草已经枯萎，但
也有零星开着的，橙红色，凌空绽
放，孤独而不失温馨，在微雨的寒
气中带给人一丝暖意。

到了文化东路的路口，原先热
闹的小广场冷冷清清。饭馆和烧
烤店门都关着，夜市上的桌椅都收
拢了去，没有了往日的烟火和喧
闹。偶尔会有小朋友在林荫下滑
着轮滑。三两个人似乎在交流着
广场舞,尽管没有音乐，但还是能
感受到那种节奏和韵律。

经过一排欧式建筑，越往里
走，愈发幽静。小道上散落着青黄
的柳叶，是那种自然的分布，或成

片、或成堆，一直延伸到远处。掉
落的海棠果散落在林间，静静的，
嫣红。火炬树的花苞微微露出脸
儿，远看像一只只火烈鸟。桫椤般
的叶子有的翠绿、有的青黄、有的
火红，在湿漉漉的林道中是如此的
斑斓。期间还不时夹杂着爬山虎
的叶片，零星的枫红。

雨有点大了。整片林子里回
响着“沙沙”声，亦是久违的声音。
有时候这种很平常的自然现象却
显得那么的珍贵，以至于停留了很
久。我带着伞，但没有打开。

走过健康东路路口，豁然开
朗。日日新超市门关着。周围的
药店、副食店、果蔬店、理发店开
着。

环卫工人在打扫着掉落的果
实和树叶，一堆一堆的，散发着淡
淡的腐味和酵味。

有一种不知名的黑鸟，喙是橘
黄色的，很显眼，三五一伙，在林间
跳来跳去，觅食虫子和浆果。

雨停了，两行海棠树高大茂
密，果子密密麻麻，呈现出青黄，秋
意写在了每一片叶子上。

满地的海棠果微黄，在湿漉漉
的地面上映出柔和的色调。

不久，这里将变成一片金黄。
临近的在建小区在施工。高

大的塔吊转动着，令人眩晕，楼层
也在一天天增高。

人慢慢多起来了。商贩们也
三三两两来到大道上，依次排列开
来。青嫩的玉米、带泥的萝卜、红
的地瓜、青绿的白菜，板栗色的南
瓜、火红的线椒，还有各种水果、鱼
虾、副食、手工面筋、煎饼果子等
等，画面渐渐饱满起来。

园林宾馆在海棠大道的侧门
供应着烤馕、抓饭、蒸饼、馒头、羊
杂、苹果酱、各种卤制煎炸烧烤类
食品。

人们来来往往，挑选着需要的
食材，并没有菜市场里那样的拥
挤、喧闹，但烟火味还是有的。

宁边东路依然是高大的榆
树。人行道青草碧绿，也夹杂着不
少落叶。街头摆放的花卉盛开着，
九月菊最艳丽。

西边流云似火，在林荫间的天
际中燃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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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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