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下的上海成了一座“空城”。 但
这个空是蛰伏，是等待。

短短的这些天，各种复杂的情绪随
着新闻的弹出轮番上演，现实很苦没有
错。 但生在上海，活在上海，这个城市依
然有光。

■ 市民自发支援口罩
生产线

为了缓解口罩生产线的压力，春节
期间，一群上海市民通过志愿活动主动
报名，成为了口罩生产线上的夜班 “临
时工”。 他们中有些人是尚未复工的白
领，有些人是全职在家的宝妈 ，还有些
是尚在放寒假的学生。 自驾前往松江，

昼夜颠倒。 300 个志愿者从未言苦。 毕
竟口罩那么缺货。

■ 排队预约购买口罩
排出“北欧风”

2 月 2 日是申城预约口罩第一天，

上海闵行区一小区居民排队预约购买
口罩，每人之间间隔两米 ，网友称排出
了北欧的感觉 ！ 该居住区的工作人员
称， 他们将 S 型的队伍改成了一字型
的，且引导大家保持两米距离 ，居民很
自觉地散开了。 这样自觉的排队态度，

让“上海人排队”又一次冲上了热搜。

■ 组建 “医护保障车
队”免费服务医务工作者

为响应上海疫情防控 “人人尽责、

同舟共济”的号召，滴滴出行和上海医务
工会联合宣布，在上海组建“医护保障车
队”，为上海公布的发热门诊医院的医务
工作者提供免费服务。 按照医务工会的

指导，医护保障车队将在浦东、静安、徐
汇三个行政区域的指定医院先行试点，

首批300 名司机师傅已全部到位 ，24

小时待命，所有费用由滴滴承担。

■ 市民“投喂”医生，火
到央视

喜茶、% arabica、LeTAO 的芝士
蛋糕、周杰伦最爱的 machi machi 麦
吉奶茶……以上这些个个都是上海潮
人最爱的美食品牌，平时都要排队很久
才能买到，在当下这个特殊时刻 ，竟然
全都出现在了上海的医院里。

精致务实的上海市民连送外卖都
要高级有档次，平时排队才能买到的美
食是第一梯队 ， 然后大闸蟹车厘子跟
上！ 这么有爱的一面，连央视都忍不住
要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上海市民是
怎么做的。

■ 通宵烘焙面包送到
急诊室

还有一对热心的夫妻熬夜做烘培，

一大早给上海好几家医院的急诊科大
夫送去了面包和点心。 他们用最朴实的
方法，表达了自己的敬意。

“我们和医生护士一样 ，都是老百
姓，没有什么豪言壮语。 我们只是觉得，

如果他们能感受到自己被关心着，会更
加觉得这些付出是值得的。 ”这是这对
夫妻的初心。

■ 这位 “80 后 ”春节跑
遍日本，买口罩运回中国

上海一位 80 后在日本， 用最原始
的办法，跑遍日本的药妆店 ，先去晚上

八时关门的超市， 再去凌晨 12 时关门
的药妆店，搜集到 42000 多个口罩。

最后在春秋航空的帮助下，把这些
口罩成功运回上海！

■ 在此刻，信心比黄金
更加可贵

30 万元有多重， 上海爷叔黄士平
恐怕比谁都清楚。 2 月 3 日早上，他背
着超过 5 公斤重的包，从宝山一路换乘
了两趟公交车，来到报社。包里有 30 万
元。 30 捆现金，满当当、沉甸甸。

黄士平托报社把这笔钱捐给慈善
基金会，为抗击疫情做份贡献。

这笔 30 万元现金，对 59 岁的黄先
生来说，凑得并不容易，不仅拿空了一个
银行户头里所有的钱，还给 87岁的老父
亲写了借条，借了两万元。 因为，30万元
是他省吃俭用一生积蓄的三分之一。

不富裕的上海人黄士平，一口气做
了一件“豪奢”的事情。 他说，这是这辈
子做的最大最对的一件事。 因为他记得
母亲生前的嘱托， 日子好了要珍惜，要
懂得感恩国家、感恩社会。 没有大家的
平安富强，哪有小家的幸福安康。

■ 快，放下就跑！

1 月 31 日， 徐汇凌云路派出所办
事大厅，一对男女青年搬着三个纸箱子
“放下就跑”。

民警回头仔细看，只见三个箱子上
分别写着“物体表面消毒液”“泡沫消毒
洗手液”“空气消毒液”。真的超级暖心！

平凡人的大爱才最令人感动，正是
因为这些暖心的普通人默默付出，也让
这座城市在寒冬中变得更为温暖。

2020，有多少人想重启这一年，火
灾、地震、禽流感、新型冠状病毒……

也许我们当中，有朋友和家人正在
遭受疫情，在这种时候，更需要守望相
助、共渡难关。

别怕，再等等，总会有一天我们可以
摘下口罩，等上海、武汉、全国重新苏醒，

等地铁里的人多到挤不上，等美食街上大
排长龙， 等到大排档里必须扯着嗓子吆
喝，等汽车把大桥堵得见不到头……

眼下，你看，生活依然正常进行，而
我们依然自律，守护着这座我们爱着的
城市。

（摘编自“上海全攻略”微信公众号
文章《此生无悔入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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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80 岁了
但仍有 18 岁的力

气去见你

在杭州， 住老年病科的奶奶每天
都会带着水果去 ICU 看望 88 岁的老
伴，给他洗脸，擦手，然后聊天写点儿
东西。

探视结束时，他们会贴贴额头，奶
奶会说“我上去了，你要加油”“我一直
都在”之类的话。

疫情爆发后，探视被取消。奶奶只
能每天将水果、 以及手写给老伴的信
转交给护士。

奶奶的信总以 “亲爱的老伴”开
头，以“加油”结束。

爷爷患有老年痴呆 ， 只有清醒
的情况下才能回信 。 每封信的落款
都是“杰”。

医院护士说，应该是感情很好的，

才能有这样的落笔吧。

纵然岁月偷良人， 但爱情长了张
不老的脸。

在成都，85 岁的张爷爷与 87 岁
的文奶奶先后因病住院。

1 月 30 日，得知奶奶病危，爷爷
恳求子女让他们再见一面：“这辈子，也
许我再也见不到她了，我想见见她。 ”

奶奶因为病危，已失去了意识，无
法给爷爷任何回应。

爷爷目光转向周围人， 那一眼里
藏着太多说不出来的情绪。

医院决定冒险满足老人的心愿，

做足了一系列防护准备后， 他们将爷
爷的病床推到了奶奶身边。

爷爷握住奶奶的手，冲她喊“我来
了”，另一只手上还戴着婚戒。

在场的医生说：“他们牵手大概几
分钟的样子，因为考虑到防护的问题，

就想把爷爷拉走， 子女就把奶奶的手
和爷爷分开来， 结果奶奶就抓住爷爷
的床把手不动。 ”

■ 说 “想抱抱你 ”时 ，

眼神是真的

妻子来到丈夫工作的隔离区，语
气开心地说：

“我给你带点儿东西。 ”

“我把东西放这儿了。 ”

“那我先走了……你回去吧。 ”

妻子一转身就哭了， 这些眼泪是
真的。

在抗击疫情一线的 95 后小护
士，每天凌晨两点多下班，男朋友就等
她到凌晨， 在回宿舍的几分钟路程里
和她打个视频电话。

隔别十天， 小护士第一次见到男
朋友。他们隔着玻璃，人就在眼前，却摸
不到。

“我想抱抱你。 ”

“我也想抱抱你。 ”男朋友隔着玻
璃傻乎乎地问：“怎么抱抱不了？ ”

说“想抱抱你”时，眼神是真的。

■ “爱”就是科学与逻
辑无法解释的存在

看到一个网友说：

在男友确诊的那天， 向他求婚成
功了。 悲喜交加，希望他快点好起来。

然后和他一起去海边玩耍， 如果
可以的话， 我愿意拿我二十年寿命换
他好起来啊。

中国人不擅长说爱， 灾难中更怕
了，怕一说爱显得太软弱。

但恰巧相反， 如果问有什么神秘
力量能支持普通人战斗到最后， 爱算
一种。

如果在灾难中仍有爱人的能力，

连死神都要恐惧吧。

听说方舱医院读书的年轻人，经
由隔壁病床的老爹爹做媒， 也开始恋
爱了。

消息不一定真，但我希望它是真的。

这个冬天太冷了， 这样的爱情故
事多一些， 人心就能暖一点。 很多年
后，人们再回忆起疫情，希望故事里不
止死亡，还有爱。

（摘编自“做书”微信公众号文章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
情》，“乌鸦电影”微信公众号文章《肺
炎时期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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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之心，不敌医者仁心。

打小就盼着娃长大干金融，成为陆
家嘴格子间“赛钞票”的 George，可他
偏偏选择学医，而且是八年制的那种。

今年春来早。 我们忙着打点行囊回
老家过年。 1月 19号这天，远在老美求
学的娃突然密集发来微信， 说武汉病毒
不明、 极易传染， 让我们千万不能出远
门。我不以为然，没当回事。谁知，娃不依
不饶，盯着劝我们退票。22号一早，见我
们仍无此意， 娃突然冒出来一句： 相信
我，跪求你们了！ 这时，隐约感觉情况不
对，才将信将疑把票退掉。 第二天，武汉
就宣布封城；再后来，疫情席卷全国。

接下来的日子，闷在家里无聊而无
助，天气阴阴晴晴，心情起起落落。 娃虽
身在他乡，但始终心忧家国，空前焦虑，

把相关文献找个遍寻求良方， 把每天数
据制成表预测拐点， 把各地防控举措看
个遍评点得失。娃变得理性专业，俨然成
了整个家族的防控专家， 一开始就觉得
疫情没那么简单，让我们备足食品、严加
防护、作长久打算，让我们别信双黄连那
一套、别去凑热闹，让我们不要在网上乱
跟风， 因为别有用心的境外势力在搞事
情。娃变得悲天悯人，深更半夜还在朋友
圈转发科普文章，说自己心里很不好受，

为感染人数的剧增而难过， 为重症病人
的无助而难过， 更为慷慨赴难的医学院
老师、学长而难过……

是呀，疫情袭来，我们除了躲在家
里刷刷段子、 喊几嗓子 “武汉加油”之
外，还能干点啥？唯有白衣天使，一个个
化身白衣战士，以“国有战、召必回、战
必胜”的信念，挺身而出，向死而生，用
生命去拯救生命。 当看到钟南山、李兰
娟院士拖着疲惫的身影拼杀疆场，看到
全国 200 多个医疗队 、2.5 万名医护
人员出征一线，看到北协和、南湘雅、东
齐鲁、西华西“四大天团”齐聚武汉，看
到那些被口罩勒到破皮的脸颊、被汗水
浸到泛白的双手、手术室外席地而眠的
身影，看到医护人员确诊病例达 1700

多例、六人不幸牺牲，禁不住心跳加速、

眼泪打转。他们是同我们一样活生生的
人，他们也为人父母、为人子女，也会忧
心、也会疲惫、也会牵挂，但这一刻，悬
壶济世、救死扶伤的医者仁心，让他们
英勇无畏、光芒万丈。

原来世界上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

事。医者，以自己的仁心和仁术，抗击世
间最凶险的病毒，救护人最可宝贵的生
命。 还有什么比这更有功德？

原来大疫袭来，医者才是社会的良
心、民族的脊梁。面对疫情，我们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求更多更好的医者。

钟南山的一句“人传人”，李兰娟的一句
“封城”，张文宏的一句“闷死病毒”，可
谓价值连城！ 还有什么比这更加崇高？

原来人生苦短， 人要活出精彩，从
医也是一种选择。 如今的社会，浮躁功
利，许多年轻人日思夜想当网红、赚快
钱， 根本静不下来。 正如施一公所言：

“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
转的时候，这个国家一定出了大问题。”

医者虽然很苦很累， 但吃的是手艺饭、

干的是良心活，那种内心的宁静、灵魂
的安顿，非一般人所能体验。 还有什么
比这更有意义？

So，对于娃学医这件事，我无话可说。

（摘编自“魔都小哨兵 SH”微信公
众号文章《一位医学生家长的独白》,作
者：扫地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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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上海，活在上海
这座城市依然有光

鲜花和面包，都在生命这边
现在出门唯二的正当理由，一是去

隔壁小区看望父亲，二是到学校值班。

看望父亲呢，从家里到家里，送些生
活物资聊聊当前疫情，便是最大的天伦
之乐了。

十五上元节， 是我心中的一趟非去
不可，黄昏时分买了猪骨头和胡萝卜去，

想给他洗好切好炖上，父亲说，晚上不炖
了；想给他煮几个汤圆，他说自己来。

于是，单纯聊天。 还不敢靠他太近，

毕竟我们是从外面进屋的。

来学校值班呢，自武汉封城，全国人
民坐在家里打算“闷死”病毒以来，驱车
到学校值班就跟放风似的。

今天是带着任务来学校的。

2月 9日是开工前的最后一天，返深
圳工作的人，大概陆续要回来了，虽然学
校宿舍住的是到 2 月底前都不会面对学
生的老师，但，规定却是一样的。我们要单
独设置一条不经过教学区的通道给他们。

看着两个保安按我们设计的线路忙
活了，我说我出门看看周围。

就这样，我出了校门，沿着空无一人
的街道，来到学校西面的迷你公园，我想
穿过这个公园，再往远一点地方走走，心
里并没有想好要去哪里。

而且，走在街上，会有一种罪恶感。

公园里几树粉的紫的紫荆花开得灿
烂，而满园的扶桑更是鲜艳。

整个小公园就三个戴着口罩的老人
家，这一次防疫战，我发现老人家比年轻
人更坐不住。

一个阿姨走在公园内部建筑的墙
边，好像意识到自己跑出来有些不妥，人

显得躲躲闪闪的。 另一对老夫妻往路边
走去，背后背着剑，一身练家子的专业服
装穿在厚外套里，嗯，估计刚练完全套。

很快来到景田北街和香梅路的十字
路口，那个往常车水马龙的路口，如今静
悄悄的， 身边的香梅北站地铁口只听见
电梯空转的声响，没有人被传送上来。

过红绿灯， 迎面而来买了食品大包
小袋的人们，彼此低头不语。

见路边车辆竟排了队， 这真是疫情
发生后的奇景。 原来，前面就是超市，每
一辆车都要检测体温。

路边的醉蝶花和一串红花开成海，

还点缀了些摇曳的芒草， 仿佛野心勃勃
要打造出一片都市原野。

看来很多人家都是利用周末这一天
来商场补充“饲料”，还有漫长的两周要
熬呢，不知疫情结束后，会不会有“熬春”

这样的词出来，跟“猫冬”相对应。

突然想起超市南边一路小道下去都
是花店档口，既然来了，我应该买束花回
去。年前家里的玫瑰百合水仙都已纷纷花
落下线，正需要一点新鲜的芬芳祛荡一下
屋子里总是弥漫着的消毒水味。

令人失望的是， 那一溜的花店都撤
了， 在超市门外的一侧小角落里有一处
幸存的简易花档， 一个小个子的老板在
整理不多的几桶鲜花， 黄玫瑰红玫瑰百
合和一些其它少量花卉。

百合 15 元一支。

老板抽出一枝百合 ，“我这都是卖
20 一枝的， 现在想卖完赶紧收档了，你
看看就知道。 ”

果然，不是平素的四头五头，每一枝

上都有八九头。

“包三枝吧。 ”我粗算一下三枝差不
多有 25 朵，已经很够了。

老板不是拿张报纸或透明塑料纸，

而是特意找了张暗绿带纹样的包装纸，

让那一大捧再平常不过的绯红百合瞬间
有了更高级的品位。

老板很健谈。他老家在湖南湘西，吉
首人，过年没回家，幸好没回去。

“卖完这些花，要休息些时日，现在
疫情那么厉害 ， 先熬过这段时间再说
吧，”老板包得很仔细，“说真的，还是有
点害怕的。 ”

“嗯，先要保重好身体做好防护。”我
点头。

抬头看他的口罩那么薄，像一层就要
破裂的脆纸，鼻夹处被他反复地提拉已经
变了颜色，我不知道这个口罩他勉为其难
地戴了多久了，市场一定是要求要戴口罩
的，但，哪儿也买不到口罩啊，像他们这
样，到哪儿能去弄一只口罩呢。

要是今天多放一个口罩在身上就好
了。 我心里有点遗憾。

我低头看着那几桶花， 很担心，“今
天卖得完么？ ”

“这没多少，现在又没几家花店开门，

很快就会卖完的。 ”他很有把握的样子。

“好吧，”我欢喜地接过那束沉重的
百合，“要健康平安。 祝你生意兴隆。 ”

“等一下等一下，送你几枝勿忘我。”

老板转身去大花桶里拿了粉的紫的勿忘
我递过来。 “都是最新鲜的，不是那些放
了好久的，拿上吧，别客气。 ”

郑重接过这份新年礼物，郑重地说：

“谢谢。 ”

回程路上看到社区民警在一家家商
户门前张贴，过快餐店，想着在学校忙碌
的保安，打算给他们打包一点中餐回去。

一脚踏进空荡荡的餐厅， 立刻被戴着口
罩的工作人员赶出来，“别别别， 不要进
来，你进来了，我们就得关店了。 ”

哦哦， 我想起刚才在一家还未开门
的商户门上看到的关于复工营业报备通
知里的一条条款———“小吃店餐饮店一
律不得在室内用餐， 备好餐盒让市民打
包带走”， 便老老实实在店门前操作购
买。一通操作不得法，连累着那个工作人
员拿自己的手机试试又跑到前台去给我
点餐各种忙，几乎急出汗来。

终于点餐成功，乖乖站在门前等着。

等我再去街角那家面包店想去买几
个面包时，发现他们直接在门口用隔板搭
着很机智地把顾客拦在了门外，新鲜出炉
的面包搁在在店里高高的面包层柜里。

“看不清爽啊，小妹”，我伸长脖子，

“我要全麦的，没有加七加八的，要一款，

嗯,纯粹的面包。 ”

小妹妹将两个面包架转了一圈，给
我挑了两个纺锥样的全麦提子包。

递过来接在手里，还有微温。就那一
点微温，落在掌心，只觉人间美好。

“谢谢。 你们保重。 ”

我捧着花束，拎着食物，重新回到清
冷的街头，往熟悉的校园走去。

要好好活着，因为，所有的，包括鲜花
和面包，都在生命这边，不在死亡那边。

（摘编自“单读”微信公众号文章《疫
情之下的一个“暖春”》，作者：陶粲明）

疫情袭来的这些
日子，一切好不容易 。

人 与 人 之 间 碰 面 少
了 ， 他们却仍在利用
有限的机会彼此传递
温暖与希望 。 在这之
中 ， 有不少小故事在
互 联 网 上 被 悄 悄 转
发 ， 看得太多人湿了
眼眶 。 这一连串小故
事 ， 关于我们不知姓
名的普通人 ， 关于非
常时期仍无处不在的
爱 。 它们看似是疫情
之外 “不重要 ”的事 ，

种种爱意却因疫情而
被放大了 ， 给这个冬
天带去了太让人渴望
的阳光 、力量 ，值得被
我们看见、记取。

从今天开始 ，我
们在 “阅读 ”版尽可能
搜集这些暖心的故事
予以刊发 ， 将这份感
动传递给更多的人。

———编者

让我们记住这些“战疫”网文

莫奈笔下， 《春天的吉维尼》 春光明媚。 我们把它献给所有抗击疫情的人们。 春天的脚步， 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