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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早报

上头条，找华早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庚子鼠年农历正月初二。
　　武汉封城第四天。
　　天气阴。
　　今天是新年里的普通一天，对于
在家宅了一个星期的我们一家来说是
一个不寻常的日子：我晚上要到单位
值班。相较现在的疫情，任何一次出
行都要慎重对待。
　　一大早，老婆就开始为我准备晚
上去单位值班的用品：口罩两个，一
次性雨衣一件，手套三双，被套一床，
换洗的外套和裤子各一件。老婆要求
按照流程操作如下：出门后先戴上一
次性口罩，然后外面套一个N95口罩，
戴上一次性手套，到单位后，衣服外
面罩上雨衣，然后开窗透气，再开空调，
最后用被套包住晚上休息用的沙发。
值班结束后将外套裤子更换后直接扔
掉，手套也扔掉。晚上七点半，我带
着老婆的嘱托出发了。出门的那一瞬
间，感觉没有平时的那种轻松。
　　下楼后，打开百度地图，导航提
示从武昌区南湖家里到江汉区常青五
路的单位一共 20 公里路程，沿途要经
过这次疫情的爆发点——华南海鲜批
发市场，要从紧挨着它旁边的金墩街
到达单位。开车行驶在华灯初上的宽
阔大马路上，百般滋味涌上心头。平
时这个点到处都是一片喧嚣，车水马
龙的场景。今天一路上没见着10辆车，
恍惚间，有一种穿越到一座无人城市
的感觉。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一
路悄然前行，只能看到路灯不停向身
后奔跑然后呼啸而过，诺大的城市，
变得如此空旷，寂静，真会让人产生
不适的感觉。一个小小的病毒，会让
一个拥有千万人口的城市变得如此脆
弱，似乎轻轻一碰，就会碎掉。车子

经过一个个灯火通明的小区，不经意
间甚至可以看到映在阳台上的人影，
这才让思绪回到现实：原来我们都在。
这座城市只是生病了，我们都在静静
等待，期待好消息能快一点到来。
　　值完夜班的第二天一大早，我回
到了隔离点：离家不远的一个小区，
平时是给爸妈住的房子。爸妈也是因
为疫情越来越严重，年前和侄女一起
回老家了。
　　侄女是在农历腊月二十六日下午
来武汉的，当时的计划是全家在武汉
过年。当时官方播放的新闻不是特别
严重，我们一家人还是坚持出门戴口
罩，在爸妈家吃完饭后，我就带儿子
和侄女回自己家呆着，基本上不出门。
　　到了腊月二十七日，官方播报的
消息越来越严重，我联系了一个亲戚
说是下午要开车回老家，车上还多一
个位子，我跟哥嫂联系说是要不把侄
女送回来，今年好像情况不太好。反
复打了好几次电话后，哥嫂表示还是
来武汉过年，就不坐火车了，联系了
当地客运的 7 座商务车，相对安全，
过完农历新年后和在武汉的亲戚一起
开车回老家。晚上，网上的消息传得
越来越紧张。嫂子反复打电话跟我沟
通，要侄女还是回老家，担心到时候
武汉严格限制进出城后，回不了家。
想了各种办法，最后在网上联系了当
地客运的商务车，买了腊月二十八日
的三张车票，爸妈送侄女一起回老家。
第二天早上，我开车带上全家人，首
先送老婆去上班，因为她们公司有人
疑似感染，就没坐班车上下班了。然
后把爸妈和侄女送到和客运司机约定
好的武汉火车站附近的杨春湖加油站，
送他们上了车。

　　第二天，1 月 23 日，农历腊月
二十九，武汉宣布，封城。
　　这个农历新年，就这样因为一场
突如其来的疫情，变得阴云密布。
　　现在回想起来，元月二十号之前，
对于网上爆的各种关于武汉疫情的帖
子，大多数武汉人都没有引起足够的
重视，或者是因为官方没有做出及时
正确的引导，我们的生活都还处于喜
迎新年的一片祥和的氛围之中。谁都
不知道一场灾难正在或者说已经来临。
甚至在这之前我们部门还聚餐了一次，
餐厅人满为患，还有好多人在拿号等
位子。当时部门的一位同事就说她之
前去学校开家长会时，学校要求每位
家长都必须戴口罩，疫情可能严重了。
当时，我们在坐的所有人都不会想到
事情会演变到今天的样子。
　　现在想来还有些后怕。
　　封城后的日子，每天呆在家里百
无聊赖。算上年前我们自觉隔离的时
间，在家足不出户的时长已经超过了
半个月，半个月的时间感觉每天都是
度日如年。封城这几天，我们的作息
时间也彻底打乱了，午觉时间基本能
顺延到晚餐时间，晚上休息时间都是
十二点左右。我们关注的焦点都集中
在与疫情相关的方方面面，手机不断
刷新新感染的人数，看得人心惊肉跳，
堵得慌。愤怒、失望、悲伤的情绪时
而会不自觉地表现出来。我们就像一
个旁观者正清楚地看着这座城市正在
发生的一切，政府就像是一个被击懵
了的系统，出现了短暂的“死机”，
全面瘫痪，“重启”后又只是被动地
不断解决被媒体曝出来的一个又一个
问题。
　　按下了葫芦又起来了瓢，政府根

本无暇沉着、冷静地想明白如何才能
确保系统正常、正确地运转。医疗系
统该怎么做，后勤保障该怎么做，全
国人民不断驰援武汉的物资、人员如
何快速有效地分配，下沉到各个社区，
具体到每一户人家的日常生活供应如
何保证等等问题，最终汇总在了一起
就是，整座城市已经乱成一团了。
　　想来，作为正处在风暴中心的领
导干部们也可能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吧，
但是这并不能作为一种托辞。作为一
个人口千万级的超级城市的领导者应
该也必须要具备与之相匹配的才能，
在灾难来临时能够尽可能地保护每一
位市民。
　　这才是该有的担当。
　　我想此时也不宜太多的宣泄这种
愤懑，公道自在人心吧。希望能早点
听到好消息，这时候出现的任何一点
好消息都是天大的好消息。
　　正月初三晚上，老婆跟我打电话
说，听到了吗，刚刚大家都打开窗户
开始唱国歌了。
　　遗憾的是，我住这里没听到。
　　但是我的眼眶确实湿润了。
　　我能想象得到这种令人热血沸腾，
泪流满面的场面。
　　相信这是大家在沉默中传递着一
种力量，一种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
力量。
　　这也正是我们深爱这座城市的理
由。
　　加油！武汉！
　　加油！中国！

文 /华夏早报特约记者 王小华

普通武汉市民内心独白：紧张、恐慌之后我们必须学会坚强

　　华夏早报讯（记者 董哲）鉴于新
增病例都是年后返莞人员的特殊情况，
今天（1 月 31 日），广东省东莞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出《致湖北返莞或
来莞朋友的倡议书》，呼吁湖北返莞
或来莞人员及时主动隔离。
　　据东莞市卫生健康局发布的最新
疫情显示，截至 1 月 31 日 12 时，广
东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确诊病例 436 例。31 日 0-12 时广东
省新增确诊病例 43例，新增出院 1例，
东莞无新增病例。1 月 30 日 12 时 -24
时东莞市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5 例，累
计确诊 16 例。
　　而东莞市累计报告的 16 例确诊病
例均为输入性病例，全有湖北居住或
旅游史。其中新报告的 5例确诊病例，
均是在1月26日（年初二）至27日（年
初三）期间从湖北返回东莞。包括此
前通报的病例 11 亦是 1 月 26 日年初
二从湖北返回东莞。
　　“如果有人员从湖北回来，该怎
么办？”随着返程高峰的陆续来到，
这一问题引起了当地政府和卫生主管
部门的重视。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疫
情传播，东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
门发出了《致湖北返莞或来莞朋友的
倡议书》。

　　《倡议书》呼吁称：“早发现、
早隔离、早治疗是防控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最有效的手段，这对自己、
对亲人、对社会都有益。目前广东省
政府已启动一级响应机制，作为湖北
来莞人员及时主动隔离也是您的责任
和义务。”
　　东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
基于目前流行病学调查，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潜伏期一般为 3-7 天，
最长 14 天。潜伏期或无症状感染者也
可具备传染性。因此，凡是从湖北回
来不足 14 天（包括 14 天）的人员，
请主动做好自我隔离，并立即联系当
地镇街（园区）疾控机构。如有政府、
社区工作人员、医务人员询问健康情
况或采取医学观察等措施，请相关人
员积极配合。
　　《倡议书》同时提醒从湖北来莞
人员立即联系东莞的各级疫情防控部
门，相关工作人员会根据国家、省、
市的有关要求进行调查指引。
　　东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返
莞或来莞人员自离开湖北等地区之日
起满 14 天，如未出现发热、咳嗽、气
促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由负责医
学观察的管理人员确认后，即可解除
医学观察。

东莞新增五例确诊病例情况如下：

　　病例 16：男，35 岁，湖北随州人，常住东莞长安镇。1 月 18 日自驾前
往湖北随州市，1 月 27 日返莞。当晚出现发热头晕等症状，入院隔离治疗
后转入市第九人民医院治疗。
　　病例 15：男，28 岁，湖北孝感人，常住东莞厚街镇。1 月 16 日驾车前
往武汉后乘车返回孝感家中，1 月 21 日出现发热症状。1 月 24 日和父母自
驾返莞，1月26日抵达，当日上午入院隔离治疗后转入市第九人民医院治疗。
　　病例 13、14：两例病例为夫妻关系，丈夫 44 岁，妻子 41 岁，均为湖
北孝感人，常住东莞大岭山镇。1月 17日，两人自驾回湖北孝感老家过年，
1月 26 日返莞。丈夫 1月 23 日出现发热症状，自行服药后好转，1月 26 日
凌晨入院隔离治疗；妻子 1月 26日出现发热症状，1月 27日入院隔离治疗。
后两人均转入市第九人民医院治疗。
　　病例 12：女性，66 岁，湖北孝感人，常住东莞大岭山镇。1 月 12 日途
经武汉回湖北孝感老家过年。1月 24 日起持续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1月
26 日返莞后送入院隔离治疗，后转入市第九人民医院治疗。

广东东莞倡议年后
湖北返回东莞人员主动隔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