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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不要出门，如有需求，我给大家送
菜”“请保持好2米以上安全间隔、佩戴好口
罩”“请不要扎堆，不要下楼遛弯”……不知
疲倦的“小喇叭”在一个个小区门口、一个个
核酸检测点耐心疏导、巡逻劝解，引导群众
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不添乱、不添堵。

根据统一安排，市人大机关干部唐建
志、田鹏负责值守芦淞区曹塘坝社区一无
物业管理小区——湘中小区。小区住户多
为上了岁数的老人，日常买菜、看病等需求
多。11 月5日上午，唐建志、田鹏二人了解
到小区一位 90 多岁的老人独自一人卧病
在床，生活物资匮乏。“别怕，我们帮您想办
法，您安心等我们的消息。”得到肯定的答
复后，老人心安了不少，在严格遵守当前疫
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老人的问题得以成

功解决。
哪里有需要，党员干部就服务到哪里、

守护到哪里、战斗到哪里，带动更多的志愿
者参与社区服务，守护这座城市。

11月5日晚，天元区山水印象小区业主
群内传来了求助信息：11 月6日，小区开展
核酸检测，需要 10 多名志愿者维护现场秩
序，请有意愿的报名……不到五分钟，接龙
人数远超需求人数。“在志愿者的帮助下，静
默期能买到菜、买到药、老式燃气卡能充值、
下楼就能核酸检测，这就是一种幸福。”有居
民在朋友圈发出感慨。

共克时艰，故事还在继续。党员干部身
后的旗帜像一盏明灯，激励着越来越多的人
奉献爱、传递爱，汇聚起打赢这场战斗的磅
礴力量。

“疫”不容辞！我是党员我先上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邓伟勇 通讯员/江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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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一些不理解
我告诉自己要调整好心态
讲述人：市应急管理局人事科科员刘婵

11月6日，我下沉到嵩山路街道莲花小区参
与志愿服务。穿戴好防护服和口罩后，我来到小
区核酸检测点，开始信息录入工作。

来做核酸的居民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不一
会儿，我身上就被汗水浸湿，面罩和眼镜上也是
一层水雾，手机屏幕上反射着刺眼阳光，看久了
眼睛有些不适应。

大部分居民都能做到安静有序排队等候，但
也有个别居民显得有些急躁。

“我要出去拿东西！”一名40余岁的男子急匆匆
地走到卡点。我告知他不能出小区。他随后大声
嚷道：“我就是出去拿点东西，一下子就回来了。”

鉴于当前疫情防控工作要求，要是没有特殊
情况，原则上是不可以出去的。“疫情防控是大
事，如果有紧要的东西，我们志愿者可以帮忙。”
志愿者引导他往回走。他嘴里还有点碎碎念，但
还是打道回府了。

看着他的背影，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自己
明明是按照规定去做事，却得不到群众的理解。
但转念一想，静默管理这么多天了，不单是群众，
自己又何尝不是有些心浮气躁呢？我认真反思，
告诉自己必须迅速调整好心态，用微笑化解老百
姓的焦躁情绪。

“我想出去买菜，屋里没有菜了。”一位大娘
有些急了。

“您想买什么菜，我帮您网上下单，到了就可
以下来取。”我说。

大娘把手机掏出来，很信任地交给我。我帮
她采购好，等待配送员送到小区门口。

大娘对我竖起大拇指：“小姑娘，工作干得
好！”听到她的夸赞，我心里暖暖的。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马文章 整理）

心中有希望“疫”路遍生花
讲述人：市国信公证处公证员杨茸

11月2日，天刚蒙蒙亮，还在睡梦中的我突然
接到紧急电话，原来是市里发布了紧急通告，即
日起实行静默管理。疫情面前，我们都是战士。
作为一名党员，我主动请缨、迅速奔赴，没有一刻
迟疑，没有一刻停留……

百度地图显示，从我家到对接的经开区菖塘
社区有42公里，路途时间显示1小时11分钟，但
距离显然阻隔不了我们抗疫的决心，我与另外2
名公证员迅速集结，共同组成公证志愿工作队，
于早上8时前赶到了菖塘社区。抵达社区后，我
们立即投入防疫工作，进行防疫管控和政策宣
讲，或是在核酸检测现场维持秩序，提醒居民戴
好口罩，保持距离，为需要帮助的市民提供服务。

志愿服务过程中，我们在人群中发现了一位
80多岁的娭毑，她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着，我
立即和社区工作人员一同迎上去，帮助老人扫码
登记接受采样。采样结束后，我们又搀扶老人离
场，交给在场外守候的家人。老人和家属再三向
我们表达谢意，我们心里也很温暖。

疫情之下，没有谁是旁观者，也没有谁是局
外人。不论是共产党员，还是普通民众，每个人
都应是疫情防控的责任人、参与者，每个人也都
是疫情防控网的重要一环。越是危难时刻，越显
责任担当；越是艰难险阻，越显人间大爱。愿疫
情早日过去，株洲早日清零。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周圆 整理）

这样一个组织，从群众中走来，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群众有需要就会“闻令而动”；
这样一群人，只要组织有号召就会“召之即来”……
连日来，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全市各基层党组织坚决扛起抗击疫情的使命担当，机关企

事业单位广大党员干部迅速下沉一线，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同心协力共同筑起
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铜墙铁壁”。

疫情突袭，连夜出征。11 月 1 日，我市
在主动就诊人员中筛查出新冠肺炎阳性病
例。当晚 11 点，根据市委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紧急会议精神，我市连夜选派217支
疫情防控工作队下沉社区，织密群防群控工
作防线。

大战大考，上下一心方能所向披靡。
市委组织部第一时间发出倡议，要求各

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立即行动起来，扛牢“战
时责任”，全力筑牢“战斗堡垒”，奋勇争当

“战疫先锋”，履职尽责，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
控硬仗。

全市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积极行动，
带头从严加强静默管理、宣传疫情防控政策、

参与社区防控志愿服务、维护社会秩序。
形势越发严峻。11月3日晚，市委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再次召开调度
会，分析研判全市疫情形势，要求严格落实
静默管理措施，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发挥作
用，集中力量争分夺秒扑灭疫情。

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迅速行
动，通过“幸福株洲”微信群在社区报到，就
地就近就便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工作。

“我是党员，我守夜班”“我是党员民警，
派我去交通卡口”“组织召唤，我有行动”……
一声声铿锵有力的话语，一句句斗志昂扬的
请愿，党员干部以温暖迅速的实际行动彰显
责任担当，筑起抗击疫情的铜墙铁壁。

穿上“绿马甲”，戴上“红袖章”……面对
来势汹汹的疫情，全市党员干部挺身而出，
奔赴基层社区，坚守付出，成为万千群众最
有力的依靠。

这份依靠背后有专业知识赋能——11
月 5 日，接到上级命令，短短 10 分钟，市资
规局 28 名党员干部集结出发，奔赴嵩山路
街道临江社区。立足社区实际，党员干部发
挥自身专业优势，为志愿者和社区送去了量
身定做的社区抗疫地形图，细化责任分工，
现场摸排标记，精准部署防控。

这份依靠背后有“夫妻档”的坚守——
社区群里发布党员干部志愿者招募活动后，
天元区从事教育工作的李剑勇率先在群里
接龙报名。白天，他为所在社区的数百位居

民服务，组织封控期间居民核酸检测、社区
日常巡逻等工作。晚上负责学校“停课不停
学”工作，召开线上视频会议，敲定线上教学
方案。而他的爱人也是一名教师，同在菱溪
社区参加志愿服务。“在这个特殊时期，相信
在所有人的努力下，我们会战胜疫情，迎来
更美好的明天。”李剑勇说。

这份依靠背后有青春的担当——“90
后”年轻基层干部易子惠，不分日夜开展重
点人员排查，最多的一天，大数据电话摸排
了300余条，录入系统管控180余人。有人
劝她，小姑娘没必要这么拼，她摇摇头说：

“我们年轻干部就应该在一线当先锋、打头
阵，经历了风雨，能力才能提高。”

他们，喊出了“我是党员我先上”的最强音

他们，筑起了“万家灯火平安夜”的坚固防线

他们，唱出了“我志愿我快乐”的同心曲

战疫日记

作品名:《蜂鸟蛾》
拍摄地点: 株洲钢琴广场

在钢琴广场有一片花的海洋，不少市民
都爱去那里散步、赏花、晒太阳。有一次，龙
健听说有人在那发现了蜂鸟。拍了十来年
微距，龙健对本市的昆虫和鸟类品种都较为
了解，为此产生了疑惑，“蜂鸟一般生活在美
洲热带雨林里，株洲怎么会出现蜂鸟呢？”

为了一探究竟，他背着摄影设备来到了
钢琴广场。经过多方打听和寻找，果真有一
种外形和蜂鸟相似的虫或鸟。他用微距镜

头拍下来，查找资料比对后发现，这并非真
的蜂鸟，而是被称为昆虫界“四不像”的“蜂
鸟蛾”。“蜂鸟蛾”展翅飞行时与蝶类相似，
但它采花不携粉；椭圆形的身形又似蜜蜂，
但它采蜜不酿蜜。它最像的还是蜂鸟，除了
比蜂鸟多出一对触须和翅膀上没有羽毛以
外，无论体重、外形还是生活习性、飞行速度
都与蜂鸟极其相似，能原地悬空取食，故而
被生物学家命名为蜂鸟蛾。

龙健感慨地说：“通过观察细小事物的
细微变化，微距让我更细心地观察到生活中
的美妙，感悟生活中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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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大唐天宝十四年，长安城的小吏李善德突然接

到一个任务：要在贵妃诞日之前，从岭南运来新鲜荔
枝。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而岭南
距长安五千余里，山水迢迢，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可为了家人，李善德决心放手一搏：“就算失败，
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

《长安的荔枝》是马伯庸备受好评的历史小说。
唐朝诗人杜牧的一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

知是荔枝来”，引发了人们的无限遐想，但其中的
荔枝是如何从五千余里外的岭南运送到长安城
的，却鲜有史书详细记载。脑洞大开的马伯庸以
此为蓝本，构建了一个大唐社畜李善德拼尽全力
做项目的故事，虽是历史小说，读者却能从中看到
自己的生活影子，大城市买房落脚、职场情商博
弈、不得已的违规逾矩等，小人物的挣扎是那么相
似。一项将鲜荔枝运逾千里之距的艰难差事，以
微观人事折射大唐宏观社会。本书沿袭马伯庸写
作一贯以来的时空紧张感，节奏感和画面感极强，
不仅让读者看到了小人物的乱世生存之道，也感
受到了事在人为的热血奋斗。

这部口碑非常好的历史小说只花了11天就完
成，但刚一连载就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被数万人
点评为神作，推荐值高达96%。微博、抖音、小红书和
今日头条，海量读者自发评论和衍生二次创作。

用胡说八道碾压胡说八道

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人被他人缠得神经衰弱，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老喜欢摆事实讲道理。

讲道理当然好，但那只对理性的人有用，对于
睁眼说瞎话的人还要有理有据地辩驳，这就属于
一根筋了。就好比在拳击比赛中，对方都抄起折
凳抡你了，你还按照规则打，那必然吃亏，这时候，
你就得跑到拳台下边，把现场的音响拆下来砸对
方，用胡说八道碾压胡说八道。

就在前两天，有个人对我说：“西方历史都是
假的，是后人伪造的。”

我：“谁说的？”
那人：“西方人自己都承认了，伏尔泰都这么

说！”
我：“不，这世界上就没有伏尔泰这么个人，这

人是虚构的。”
那人：“伏尔泰是法国著名学问家！”
我：“不，法国这个国家也不存在，都是闲人臆

想出来的。”
那人：“怎么不存在？我亲戚去过巴黎！”
我：“巴黎这个城市也是虚构的，你看到的那

些旅游照其实是一个施工队搭建的外景，就在横
店。”

那人：“那自由女神像呢？那是法国送给美国
的吧？这你怎么说？！”

我：“美国也是不存在的，是一个虚构出来的
国家，自由女神像也在横店。”

（@河森堡）

用微距镜头 静候美丽到来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肖蓉

书名：
《长安的荔枝》
作者:
马伯庸
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
博集天卷
出版时间:
2022年10月

“不必去远方，静静地呆在一个角落
里等待美丽的到来——这就是微距摄
影。”我市摄影爱好者龙健，玩微距已经
十余年。如今，感受大自然，记录大自
然，已成为他享受生活的一种态度。

黄豆大小的跳蛛正使出浑身解数，跳
舞求偶；肉眼难以察觉的草蛉卵正孵化脱
壳，生机勃勃；蜂鸟蛾号称昆虫界“四不
像”，正在悬空取食……欣赏龙健的微距
摄影作品，就像钻进了《爱丽丝梦游仙境》
里的树洞，来到一个光怪陆离、绚丽多彩
的微观世界。这些可爱的迷你小虫们变
大了，变得清晰细腻，生动活泼。

“每一片叶子底下，都有一个小生命”

作品名：《生存之道》
拍摄地点: 株洲栗雨湖公园

穿着休闲的冲锋衣、牛仔裤、登山鞋，肤
色黝黑健康，51 岁的龙健看上去还像个 30
来岁的年轻小伙。“玩微距摄影，亲近大自
然，使我感觉身心愉快。”龙健爽朗地笑道。
尼康 D7000 相机、腾龙 60 镜头、狂人微距
灯，这些就是他全部的微距摄影“家当”。

微距摄影，就是要让小物件看起来大。
昆虫、花草等，往往是微距摄影爱好者的焦
点。“每一片叶子底下，都有一个小生命。”
龙健坚定地说。拍摄的草蛉宝宝孵化，就是
他蹲在栗雨湖公园里，一片树叶一片树叶翻
找出来的。

草蛉是一种益虫，能有效消灭蚜虫等多
种农业害虫。它的卵在昆虫中比较特殊，为
躲避其它昆虫的侵袭，常高悬于丝柄的端
部。但拍摄草蛉卵的难度在于，这些家伙非

常小，用肉眼几乎难以发现。
学着了解动植物的习性，并联系环境，

为龙健寻找拍摄目标提供了捷径。为了拍
摄到与众不同的画面，龙健查找了大量的资
料，了解到草蛉妈妈非常智慧，喜欢选择在
蚜虫密集丛生的地方产卵，幼虫一孵出来，
就能立即在附近捕食。先寻找蚜虫喜爱的
植物，再一片片翻看树叶，接着查找蚜虫密
集处、用镜头靠近着仔细观察……功夫不负
有心人，在一片茶花嫩叶的背后，龙健惊喜
地发现了一窝正待孵化的草蛉宝宝。刚孵
出的幼虫在卵壳上稍作停留，等到身体在空
气中变硬、变结实后，再敏捷、灵巧地顺着细
细的丝柄滑下来。

龙健赶紧找角度、构图、调整光圈，“咔
嚓”！照片上，丝柄顶端的草蛉卵就像豆芽
上的小豆瓣，丝柄下的蚜虫正贪婪地吮吸着
叶片的营养，浑然不知危险正在靠近。龙健
给这张摄影作品取名《生存之道》。

“每一次微距拍摄，都是一场美丽的邂逅”

作品名：《会跳舞的蜘蛛》
拍摄地点：石峰公园

照片上的跳蛛只有一粒黄豆大，它高昂
着头，举起四肢，是想直立行走吗？不是的，
其实它在跳舞求偶。雄性跳蛛为了繁衍后
代，往往会通过雌性跳蛛留下的丝线进行追
踪。虽然雄性跳蛛一片痴情，千里迢迢赶来，
但雌性跳蛛却很挑剔，不会立马看上对方，需
要雄性跳蛛现场“尬舞”，跳到心满意足为止。

“野外的跳蛛很常见，它很亲人，也很有
好奇心，有时还会跳到我的手上来玩。但遇
到它跳舞，却很难得。”龙健说，想要拍到心仪
的微距作品，除了蹲守，也要靠运气，而运气
并非从天而降，而是来自不停迈动的脚步。
不管是下班后，还是周末，只要有空，他都喜
欢背上摄影装备，徘徊在湘江风光带、神农
城、石峰公园、神农公园等花虫集中地。

刚玩微距摄影的头两年，龙健为了拍一只
“虫子”而守候半天，也是常有的事情。那时
候，他执着微距静态拍摄，比如等待昆虫安静

不动时，放大复眼、绒毛等那些肉眼看不到的
细节。现在，龙健则更喜欢抓拍动态微距。“每
一次微距拍摄，都是一场美丽的邂逅。它可能
与你擦肩而过，也有可能为你停留，还有可能
为你展示最美的一刻。”他认为，每一只小虫，
都是大自然的一分子，“动态的主体与自然环
境、社会环境相结合，画面就更加生动。”

“微距让我更细心地观察到生活中的美妙”

▲微距摄影爱好者龙健。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