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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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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伟 叶 青 龙跃梅
实 习 生 季天宇

国旗半降，警报长鸣；九州垂泪，山河

含悲。

这个清明，回望寒冬，我们深切悼念因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的烈士与逝世同

胞；这个清明，我们慨叹生命顽强，因经过

殊死搏杀，更多人重新站了起来。缅怀为

了坚守，铭记为了继承，生者平安是对逝者

最大的告慰，让我们铭记痛楚，卸下悲伤，

整装前行。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我们不会忘记，在抗疫形势最为严峻

的日子里，一群群平凡人，重压之下义无反

顾，危难之际化身英雄。他们是白衣执甲、

舍身逆行的白衣战士，是日夜奋战的公安

民警，也是风雨相守的社区工作人员和无

数在各个环节默默付出的普通志愿者……

他们用生命守护着万家灯火，用双手点亮

了刚刚离去的冬天，诠释了什么是“沧海横

流，方显英雄本色”，体现了流淌在中华民

族血液里的赤胆忠诚与奋勇担当。

今天，我们默哀，是为了告慰逝去的生

命，寄托哀思，也是为重新思考对生命的尊

重和珍爱，凝聚起全国各族人民乃至世界

各国人民对公共利益的关注与爱护。最好

的纪念在传承，最好的回馈是奋进，举国上

下一心、共克时艰，已蓄势待发。

多难兴邦，玉汝于成。

我们在哀悼，但我们的哀悼里不只有

悲伤，更有能在逆境中崛起的前行力量。

除了蒙在眼前的“病毒之灰”，我们更应该

看到强大祖国支撑之下的“前行之光”。

来自全国各地的抗疫一线白衣战士们

已陆续凯旋，昭示着我们已经迎来了胜利

的曙光；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弦一直紧绷，

表明了我们不至最终胜利绝不收兵的决

心。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建设，高

效的复工复产让因为疫情而一度停摆的社

会脉搏重新跳动起来；对内加快科研生产，

对外伸出援助之手，大批物资惠泽友邻之

邦，中国抗疫经验和模式分享世界，“人类

命运共同体”在我们的实际行动中得到了

最好的诠释。

无惧风雨，初心不改。

此时此刻，国人的内心是悲痛的，但当

我们望向“前行之光”，我们的悲痛会化作

十足的信心和强大的动力，这才是哀悼真

正意义之所在。让逝者安息，须生者砥砺

前行。

愿万里无恙，世间皆安；愿花飨逝者，

春暖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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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4 日，这是个特殊的清明节，也是我

国首次因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依法启动全

国性哀悼活动。这一天，从武汉回归的祖国

各地驰援的白衣战士们，仍有大量人员还在

集中隔离点观察中。他们也在以各种形式，

为逝去的战友及同胞默哀。

今天，一起听听，在集中隔离点里的他们

都想起了什么。

愿天堂不再有病痛

4月4日 长沙星沙集中隔离点 晴
张春艳 国家医疗队队员、中南大学湘雅

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师

曾在武汉金银潭医院南六 ICU 住院的叔

叔，您还好吗？在天堂没有病毒让您烦恼了

吧？今天清明节了。因为回来后，还在医学

观察期间，我只能写信，寄托哀思。

在金银潭医院抗击疫情两个月以来，

太 多 离 开 的 生 命 ，都 一 一 刻 在 我 的 脑 海

里。但印象最深刻的，是您这位叔叔。您

和我父亲同岁。进我们 ICU 时，您的求生

欲望很强。各种治疗操作您都积极配合，

在血氧掉到 50%的时候，还问我，您老伴当

时情况如何。

我记得，我了解到您老伴是轻症，进入方舱

医院后病情很平稳时，就告诉了您。那时候，我

还在旁边安慰您，告知您家里人都很好。可是，

因为本身存在基础疾病，两小时后，您和我们就

阴阳两隔了。他们也没能见到您最后一面，没

和您好好道别。那时候的我，心情异常沉重，我

惋惜，伤感，难以置信，痛彻心扉地哀伤。

叔叔，您知道吗，为表达对抗击疫情斗争

牺牲和逝世同胞的深切哀悼，今天 10时，全国

各地各族人民同为逝去的英雄、同胞默哀了

三分钟。我也很想说，经过这场疫情，我们都

会更加珍爱生命，在各自的岗位上竭尽全力，

贡献自己的力量。

叔叔，希望您和他们，在天堂一切都好，

愿那里不再有病痛。

你们，永远在我们心里

4月4日 长沙星沙集中隔离点 晴
殷俊 国家医疗队队员、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支援金银潭国家医疗队护师

记得上一次全国默哀，是 2008 年汶川地

震。那一次，我哭了很久。今天，清明节，上

午 10 时，举国下半旗志哀，拉响防空警报，缅

怀新冠肺炎战“疫”中失去的英雄和同胞。可

我却欲哭无泪了。

在武汉驰援两个多月来，我流了太多太

多泪水，因为自己亲身抗疫经历中的所见所

闻所感，因为有人替我们承担，还因为有人在

继续坚守。眼泪已流干。

今天的祭奠，让我的思绪再回武汉。也

许很多年后，有人会问，为什么提到武汉你会

不太一样。我想，因为这座英雄的城市，它刻

在了我的心里，它也刻在了历史中，它在此疫

中，为中华民族承担了最多的苦痛。

今天，各大网站、软件主页都换成了黑白

色，缅怀英雄和同胞。全国上下也停止了一

切公共娱乐活动。我们用这样的方式，纪念

逝者，也提醒大家不忘此战役。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我们不能忘记他

们，更不能忘记历史教训，面对复杂的国际局

势，中国人更要以史为鉴，团结一心，才能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逝去的同胞啊，我们会怀着对生命的敬畏，

把你们记在心里。你们没有离去，只是换了个

地方，活在我们心里，与思念同在，与四季同在。

逝去同胞与我们同在

4月4日 长沙星沙集中隔离点 晴
全承炫 援鄂国家医疗队队员、中南大学

湘雅三医院医生

2020 年 年 初 的 寒 冬 已 经 过 去 ，武 汉 慢

慢开启了重生之路。地铁、公交、商场，陆

续对市民开放，武汉街头也渐渐恢复往日

的热闹。

虽然这场疫情让大家的人生被按下了长

达两个月的暂停键，但总算是过去了。在社

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下，以举国体制，全国人民

的努力，我们迎来了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胜

利的曙光。这是举世瞩目的成就。

回望驰援武汉的 52 天，初见患者时，那

么地让我们揪心。呼吸困难、焦虑、孤独。

还有失去家人的痛苦，和对未来的迷茫。其

中，有些患者终究没熬过，生命永远定格在

了刚过去的寒冬中，离开了他们原本美好的

家庭。

这场疫情中，还有不少因抗击疫情保卫

人民而逝去的英雄。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平

凡人。他们可能是每天念叨的父母，可能是

隔壁班的兄长，可能是刚踏入社会的小伙。

他们，为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付出了自己

的生命。

时代中的一粒灰，落在个人身上，可能就

是一座山。今天，让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

深切哀悼被这时代灰尘砸中的每一个人。缅

怀英雄，祭奠逝去同胞。

他们逝去，是我们永远的伤痛。但这段

艰苦战“疫”，也会激励我们凝聚力量，负重

前行。

今天，我们在集中隔离点默哀缅怀

4 月 4 日，当时钟指向 10 时整的时候，所

有人都停下了手头的忙碌，站在原地，低头默

哀——此时此刻，在武汉，在北京，在上海，在

广州……在 96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14

亿国人保持着同一个动作为抗疫烈士和逝世

同胞志哀。

此时此刻，人们闭目默哀，车辆舰船鸣

笛，防空警报鸣响。时间凝固了。

人们在回忆，在追思，在哀悼，那些疫情

中的平凡人永失挚爱，还有那些守护生命的

白衣战士，那些践行使命的一线干警，那些书

写担当的社区工作者……他们走了，但国家

忘不了他们，人民记住了他们。

这是我国首次因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依法启动全国性哀悼活动。这天也是清明

节，人们在这一天祭奠先人、哀悼烈士。

斯人已逝，生者如斯；长歌当哭，幽思

长存。

追思同胞，缅怀英雄，
默哀三分钟
“ 我 们 要 认 识 到 武 汉 人 民 所 作 的 贡

献 。”这 是 世 卫 组 织 总 干 事 高 级 顾 问 布 鲁

斯·艾尔沃德向武汉人民道出的心声。所

有人都看到了武汉人的努力，也看到了他

们的巨大牺牲。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重症医学科主

任周晨亮早早地做好了准备。当警报鸣响

时，他带领医护进入了充满着仪式感的三分

钟默哀时间，表情沉重。他们经过千辛万苦，

拼尽最大努力，拯救了大量病患，但此时此

刻，仍痛心于那些逝去者。

短暂默哀是为了更坚强地前行。周晨亮

说：“做好防护，治好病人，就是我们对他们的

最好缅怀。”

所有人的心情都是一样的。

防空警报响彻整个山东省委大院。站在

省委机关大楼前，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省政

协主席付志方等省领导面向国旗默哀三分

钟，缅怀牺牲烈士，哀悼逝世同胞。

不同的形式传递着同样的哀思，传递着

战胜疫情的铿锵决心。在广东省，中山大学

附属第六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等医院降下

半旗，各科室自发默哀。他们是抗疫前线的

英雄，他们尽职尽责，尽心尽力，但悲痛仍无

以言表。

悲伤哀念的情绪在清晨已经蔓延开来。

早上 6 时，南京市政府武警中队的战士们举

行下半旗仪式；另一边，在连云港市开山岛这

座孤岛上，民兵哨所名誉所长王仕花与民兵

一起举行仪式，表达哀悼。

苏州大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小组副组长

周高表示：“总有一种人在民族危难、祖国需

要的时候挺身而出，他们是智者不惑、仁者不

忧、勇者不惧的杰出代表。”中南大学湘雅二

医院援鄂国家医疗队队长刘先领说：“我们要

记住立足本职、舍生取义、敬业献身的英雄

们。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永远义无

反顾，永远勇往直前！”

默哀，缅怀，这是此时此刻所有国人的

态度。

春天来了，他们却留
在了那个寒冷的冬季
“一个人坐在家听到了汽车船舰鸣笛，

沉闷而肃静，仿佛有无尽稠密而沉重的哀伤

袭来。”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生杨晓鑫

向科技日报记者诉说，更像是自言自语：“这

个冬天太过寒冷，是时候停下来缅怀抗疫烈

士和逝世同胞，为消逝的生命虔诚地祭奠

了。被铭记的灵魂永远鲜活。”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

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

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按照

国家卫健委官方网站数据，截至 4 月 3 日 24

时，据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报告，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76751 例，累

计死亡病例 3326例。

我们哀悼抗疫烈士，也哀悼逝世同胞。

“还记得上次为汶川地震默哀时，我哭了

很久。今天的默哀却欲哭无泪。三个月来，

站在第一线，我流了太多太多泪水。”中南大

学湘雅医院国家医疗队队员殷俊向记者诉

说，“也许很多年后，有人会问‘为什么你提到

武汉时会不太一样？’因为，这是座英雄的城

市；因为他替这个民族承担了太多的苦痛。”

“烈士”是党和国家授予为国家、社会和

人民英勇献身的公民的最高荣誉称号。

在湖北，14 名牺牲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一线人员被评为首批烈士。这批烈士，有的

是直接参与一线救治工作的白衣战士，以大

爱诠释医者仁心；有的是始终坚守在疫情防

控一线的公安干警，用热血铸就警魂；有的是

用真心真情帮助解决群众生活困难的社区工

作者，用爱心守护家园。

春天来了，他们却留在了那个寒冷的冬

季。但他们永远不会被遗忘，他们的崇高精

神永垂不朽！

生者坚强，是对逝者
最好的纪念方式

10时之前，杜鹏和朋友们赶到汉口江滩，

在防洪纪念碑脚下为同胞们献上鲜花。杜鹏

是武汉影子梦之队志愿者团队一员，自武汉

关闭离汉通道开始，他们就投身志愿服务。

杜鹏说，春和景明，疫情渐退，队员们的生

活渐入正轨。献花告慰逝者，是最好的纪念。

但他更明白，疫情尚未结束，生者唯有坚持到

底，取得最终胜利，这才是最好的告慰方式。

抗疫，未获全胜，不言放松。往年，人们

会选择返乡祭扫，而今年，传统祭扫遇到新冠

肺炎疫情，于是，“暂停现场祭扫”成为清明前

后各地的一致动作。

在山东，“云追思·济南祭扫网”平台上

线，网上祭扫和代为祭扫同样寄托了人们的

追思。

在江苏，市民们通过“2020 清明记疫”H5

小程序，送上虚拟鲜花，向在抗疫中逝去的 15

位江苏英雄致敬。

“特殊的时刻，我们以特殊的形式来告

慰这次战役中牺牲的战友，缅怀逝去的同

胞。”国家医疗队队员、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教

授肖湘成说，“我们将深刻铭记这一段历史，

凝聚强大的民族自信心和向心力，最终打赢

抗疫阻击战，并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

工作中去。”

三分钟的默哀三分钟的默哀
十四亿人的坚强十四亿人的坚强

4月4日，武汉市举行哀悼活动，表达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的深切哀悼。图为武汉江汉关大楼下半旗志哀。 新华社记者 熊琦摄

白衣战士抗疫日记

哀悼时刻

又是一年清明时，为引导青少年学生缅怀先辈、致敬英烈，北京市教育系统开展了中
小学生网络平台“网上祭英烈”活动，树立文明祭扫意识。图为 4月 4日，学生自发组织

“网上祭扫”。 本报记者 洪星摄

4月 4日上午，北京西站客运员、安检员和公安民警等车站干部职工为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斗争中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默哀。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4月 4日，在武汉汉口江滩一元广场，人们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
同胞表示深切哀悼。 新华社记者 费茂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