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在汪保柱家中，一家四口

戴着口罩弹琴唱歌其乐融融，回想
起一个月来的经历，汪保柱感慨有

些不太真实。

汪保柱是湖北黄冈英山县人，
23年前来到上海奉贤区金汇镇打

拼，如今在上海已经有了自己的服
装厂和多家门店。这次疫情对他而

言可谓是惊心动魄，从被当成疑似
病例，到被作为重点疫情人员居家

隔离观察，再到最后解除隔离化险

为夷，过程一波三折。

1月 22日，汪保柱带着妻子和
两个儿子回老家过年，这一决定后

来让他后悔不已。1月 24日，正在
吃年夜饭的他在朋友圈看到了许多

关于湖北疫情加重的信息，决定当
天晚上连夜驾车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后，更可怕的情况出

现了。汪保柱开始感冒发烧，把家人
吓得够呛，因为他在 1月 9日曾去

过武汉进货。于是立即和居委会联

系，在得到社区卫生中心的同意后，

汪保柱自行开车去瑞金医院就医。
拍片化验后，汪保柱被排除了病

毒感染的可能，说他只是一般的发烧
感冒，于是回去居家隔离。后来的 14

天，他和家人一步都没迈出过门，生
活用品都是居委会干部和邻居代购

的。回忆起这几天的心情，汪保柱说

因为家里人多，倒也不算无聊，陪家
人们聊聊天，看看电视刷刷手机，14

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邻居们对他家
也很关心，开始几天家里的存货吃完

了，就想吃点新鲜蔬菜，小区里的一
位大爷得知后，很快就送来了自己种

的青菜等食材。
解除隔离后，理论上汪保柱一

家的出行不再受到限制，但保险起
见，他们还是尽量避免出门，继续宅

在家里，远程处理一下公司的业务，
偶尔去工厂喂喂鱼。汪保柱说，开始

还害怕自己会被邻居歧视，但事实

上并没有———邻居们看到他没有躲
开，还热情地打招呼，居委会干部更

是一次次的上门，从来没有人刻意
避开接触他们。

汪保柱说，多亏了政府果断处
置，才把疫情渐渐控制住。所以为了

支持抗疫工作，他将企业复工时间

一再推迟，说为政府减轻些压力，经
济上的损失和人命安全比起来都是

小事。此外，他们夫妻还有一个收
获，那就是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陪

伴过孩子。“两个儿子出生后我们都
一直在忙生意，有时几周都回不来

一次。”汪保柱说，经过这次疫情，他
也会重新思考一下人生规划，今后

要多花点时间陪陪家人，在灾难面
前，个人显得格外渺小，但唯有家人

的不离不弃，与众人守望相助才让
他度过危机，从今往后，每一天都要

开开心心过。 本报记者 李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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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 心情像 天气一样晴朗⋯⋯
天气渐暖，疫

情趋缓。有这样一
些人，正走出病房，
走出隔离，重新投
入生活和工作中。
隔离的那段日子，
让他们感受到了社
会的温暖、家人的
关爱，也更加珍惜
平安幸福的生活。

本报记者近日
采访了七位病愈和
经历 14 天隔离观
察后重新回归社会
的人，看看他们对疫
情、对社会、对人生
有怎样新的感悟。

    2月 17日，应该将会成为武汉

人老李和全家人终身难忘的日子。
这天，他结束了在上海市公共卫

生临床中心 22天的治疗，终于坐上了
返回市区的车。与住院那天相比，回家

的路显得格外漫长，老李盼着车开得
再快一点，“走过鬼门关，现在就想好好

回家，和家人团聚。”听说居委干部会
在小区门口迎接他，他关照妻子别出

门了，“人多，别给居委干部添乱了。”
这几天，他们一直待在暂住的亲

戚家里，期待疫情早日结束，他们可
以收拾行囊，结束这次一波三折的新

春之旅。

回武汉过年中招了
自从女儿在广东成家生子，63

岁的老李和妻子也一直常住广东，

今年是他们十几年来第一次回武汉
过年。

1月 15日出发前，老李看新闻
说这个肺炎不传染，就没当回事，高

铁上也几乎没人戴口罩。回到武汉，

见大家的生活一切如常，老李买好柴
米油盐，又走了亲戚，准备过年。1月

19日，突然接到上海亲戚去世消息，
当天下午就赶到杨浦区殷行街道的

妻姐家奔丧。
丧事办完，老李准备除夕返程，

却在 1月 23日出现乏力、发烧情况。
看病后，吃了三天药，烧退了，人仍觉

得疲劳。大年初二晚上，他又一个人
去医院看发热门诊。医生听说他去过

武汉，马上量血压、做 CT，发现有病

毒感染情况，当晚就把他留在医院，

等待次日出检验结果。
前往隔离病房的路上，老李见到

了得到医生通知匆匆赶来的妻子。只
有四五米的距离，两人却都没说话。

老李回忆说，当时内心特别复杂，有
难受、委屈、不愿相信、心怀侥幸，担

心家人被传染，又怕家人为自己担

心，百感交集，真是无从说起。
那一晚，老李的内心七上八下，

盼着是虚惊一场，又祈祷“老天爷真
的要惩罚就惩罚我一个人吧”，更多

的时候，他在反复分析“武汉亲戚、老
同事和邻居都没事，我是怎么中招

的？”不过始终也没什么头绪。
在这样的左思右想中，一个晚上

很快就过去了。

在病房日行7000步
次日下午，老李听到了那个最不

想听到的消息：“准备转院。”最后一

丝侥幸的希望破灭了，老李无奈地发
微信给妻女：“确诊了”。家人已有了

心理准备，迅速回复：“面对现实，配
合医生好好治疗。”

住进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老李虽然只有低烧、乏力情况，心情
却很低沉，既庆幸“不幸中的万幸是

在上海发病”，又担心家人朋友被传
染，更怕病情突然恶化，辗转反侧。三

四天后，老李的低烧退了，他开始在
病房里散步，每天走大约 7000步。同

房间的两个病友见了，也开始散步，
医生夸奖他们做得很好。

每天，老李都会和家人微信联

系，说的都是家常话，却“每个字看得
都舒服”。不过，他一直没答应视频通

话，想让家里人“多看高兴的事，少看
不高兴的事”，也没自拍，“不想留下

这段回忆”。

出院喜讯终于到来
2月 17日，老李和其他 20名新

冠肺炎治愈患者一起出院。老李知

道，在他确诊后，邻居们都很担心有
顾虑，有的还误会他们来上海的目

的，所以，出院路上，他总有些担忧。
回到殷行街道的妻姐家，居委书记和

治保主任早已等在小区门口，“欢迎

你回来”的亲切问候让老李感到格外
温暖。居委干部还告诉他，得知他即

将出院的消息后，马上在楼组中做了
工作，争取邻居的理解。

测温登记后，居委干部把他送到
家门口，给了一包口罩，又加了微信，

把《张文宏支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
电子书、“防护知识 50问”音频及周

边服务热线电话、心理咨询热线号码
等发给他。

这几天，老李一家都窝在家，生
活用品尽量上网买，实在不方便的就

拜托居委干部。老李说，自己真切地
感到幸运和感激，“上海给了我第二

次生命。对于少数的异样眼光，将心
比心，我们也没什么好抱怨的，除了

‘理解’，还是‘理解’。这是一个特殊
的新年，我对上海人，除了‘感激’，还

是‘感激’。” 本报记者 孙云

    今年春节，对于徐漾（化名）一家

来说，曾是生死一线。作为浦东花木
街道第一例发现的新冠肺炎病例，徐

漾的父亲回武汉老家后染上了病毒；
母亲也随即被传染。

几天前，徐漾作为亲密接触者解
除了隔离，并面对面接受了记者采

访。谈到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他感

叹：患难的时候，幸亏有上海居委干
部等关心帮助，才走出了阴霾，一家

人终于平安无事，将重新团圆。

父母分别感染
鼠年的新年，和往年似乎没有什

么太大不同。老家在武汉的徐漾，是

名“新上海人”，在武汉大学读完硕士
学位后，来到上海工作，在陆家嘴的

一家金融机构。妻子也在金融行业工
作，女儿刚刚 1岁多，徐漾的父母特

地来到上海帮他照看孩子。

过年前，徐漾的爸爸想回老家看
看，顺便带些土特产回来过年。徐漾

说：“爸爸身体很好，不久前的体检报
告比我身体还好，什么指标都正常。”

在武汉呆了一阵子，老人提着大
包小包的土特产回了上海。回来后，

老人感觉没力气、胃口不好，还有点
发烧，但吃了退烧药，第二天烧就退

了。家人都没有太当回事，以为是路
上累着了，休息几天就好。

过了几天，徐漾自己也去武汉出
差了一趟，第二天返回。

也就是在这一天，徐漾的父亲感
觉很不舒服，还有脱水的症状。徐漾

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检查下来，发现

父亲肺部有炎症。父亲的病情急剧恶
化，甚至一度呼吸困难、被迫插管，住

进了重症监护病房。

硬是扛过“疑似”

但直到 1月 22日，徐漾才得知
武汉开始流行新冠肺炎；他马上告诉

医生，父亲之前去过武汉。医生赶紧
为他父亲做了核酸等检查，确诊患上

了新冠肺炎，并决定由专门的医护人
员陪同，将他转到上海市公共卫生中

心，住进隔离病房。

由于父亲一度昏迷，无法和家人
联系，让徐漾心焦不已。坏消息接踵

而来，1月 29日，母亲也出现了类似
的症状，被送进医院，同样核酸检测

为阳性，也被送进医院隔离治疗。
之后，徐漾也出现了发烧的症

状，到医院检查拍片后发现，肺部同
样出现炎症！医院建议他到传染病医

院住院隔离观察。这期间，他服用了
一些退烧药、中药等。徐漾感觉自己

也“难逃一劫”，因为父亲住院都是他
几天几夜陪护的。但没想到，过了几

天，他再次检查下来为阴性，并被排
除了新冠肺炎的可能。“大概是小时

候踢足球，一直比较重视体育锻炼的
关系吧，没想到硬是扛了过来。”

多亏居委帮助
“对我们一家人来说，最难熬的

就是父母住院、我也被隔离观察的那

几天。家里只剩下我妻子、女儿、丈母

娘 3个人。家里房子不大，孩子还小，

会不会被传染，让全家人草木皆兵、

提心吊胆。”徐漾说，还好居委书记
罗恂等人给了家里很大的帮助，一

直和他的家人联系，给他们鼓劲，隔
离期间帮他们送菜等，让家人宽心

了不少。
最艰难的日子正渐渐度过。如今，

徐漾的母亲已经治愈出院，正在酒店

隔离，“也是多亏居委书记帮忙，在社
区帮忙协调下，母亲终于入住酒店隔

离。”徐漾说，虽然还不能见面，但每天
都会给她定点餐食，有时候丈母娘也

会包点饺子，送到房间门口。“虽然还隔
着一扇门，说上几句话，也宽心多了。”

父亲的情况也在好转，现在除了
补充一点钾，其他的药都已经停掉

了。“父亲打电话回来，听上去心情也
不错，离出院应该也不远了。”

徐漾的生活、工作渐渐步入正
轨。作为项目经理，由于疫情，很多项

目需要外地出差，现在无法开展。但
他先通过网络等做前期的准备、网上

办公，“感觉一切都在慢慢好起来，多
亏周围人的关心帮助，并没有因为我

们是武汉人、家里有病人就歧视我
们；要不然真不知道怎么才能熬过这

些日子。”
问起疫情过后的愿望，徐漾说，

武汉是他的家乡，武汉大学是他的母
校，那里有很多亲戚朋友。“疫情过

了，第一件事就是回去看看他们。再
回母校看一看，春天的武大樱花，美

极了。” 本报记者 宋宁华

    1月 16日去女友的老家四川办婚

宴，1月 26日回沪，这个春节，80后小
伙、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朱良也体验了一

次居家隔离的滋味。

朱良在家政公司“悦管家”工作，受
疫情影响，公司业务量骤减 80%。公司

在危机中转型，让家庭服务走向社区企
业，积极拓展公共空间消杀业务。外地返

沪的隔离期里，朱良在线学习了新技能，
深入掌握消毒知识与操作要领。刚出隔

离屋，他便穿上防护服，带领 15名员工
开展辖区消毒防疫工作。

由于家就在附近，闵行就成为朱良目
前负责的区域。莘庄镇政府、留学生创业

园区、上海银行⋯⋯一天得去七八个点，

从早跑到晚。非常时期，跑好几个地方“打
卡”，让朱良的裤兜里多了一沓各式各样

的通行证。“上午进小区，保安小哥看到我
在翻找证件，还说了句：小伙子你这‘通行

证’挺多。”朱良说着，自己也笑了。
每天与不同的人群接触，朱良感触

挺深。“上海人觉悟真的很高，大家都比

较重视防疫这一块，对我们的工作都很
配合、很欢迎。”战疫、消杀，虽然辛苦，但

朱良从不喊累。“实实在在干活，很有成
就感”，这个上海小伙腼腆地笑着说，“等

春暖花开，疫情结束后，我再去度蜜月。”

本报记者 杨洁

    “她到单位上班，我在家里办公，我

们已经复工好几天了！”2月 19日上午，
在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桂巷新村的一户

人家里，男主人曾宪斌告诉记者，自从 2

月 11日解除居家观察以来，他们一家人

的生活基本恢复了正常，上高中的女儿
也在家在线学习，“尽管受到一点疫情的

影响，但我们对未来还是充满了信心和

希望。”曾宪斌和妻子邓华复工后，现在
又多了个新岗位：在小区做抗疫志愿者。

曾宪斌一家原籍湖北，1 月 21 日，
他们回老家宜城市过年，1 月 27 日回

沪，第二天到上海后，根据规定，3个人

实行居家隔离观察。桂杨园居民区党总

支书记陈健上报街道相关部门后，对曾
宪斌所住楼栋进行了消毒处置，同时，陈

健电话联系曾宪斌，询问健康状况，了解
全家生活上有无不便和困难，是否需要

安排送食品和日用品等。社工曹怡帮忙
买菜和其他生活用品还送到家门口。

曾宪斌说：“感激大家为我们付出的

辛劳，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他
透露，居民区已同意他们夫妇作为志愿

者，当晚将在小区门口的这第二个岗位
首次“放哨”，履行抗疫职责。

本报记者 江跃中

    大年初五清晨 5时，廖德兵带着父

母、妻子和两个孩子，从重庆老家出发，
自驾回上海。到家后，他第一时间就前往

居委会报到，并自觉开始了为期 14天的
居家隔离。虽然带了满满一车生活必需

品回来，做好隔离准备，但他还是有些意
外地接到了飘鹰居委会雷书记的电话。

居家隔离那段每天两次量体温、口罩预

约有人送上门、生活垃圾有人专门回收
处理的日子，让来沪十余年的他和居委

会的工作人员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
“我们想着尽量不要麻烦大家，但居

委会工作人员很热情，工作也很认真、负
责。”感受着来自社区的温暖，在家“宅”

着的廖德兵在陪孩子之余也没闲着，因

为知道武汉一线防护物资紧缺，他便和

复旦大学 2018秋 EMBA台旦班里的同
学们开始了“线上筹集”。

“我们这个班一共 60个人，其中一
位台湾的同学说有渠道可以买到防护

服，我们就筹集了一部分资金，通过吉祥
航空把 3000套防护服运了回来。2月 16

日到上海，邮政部门免费帮我们发往武
汉，19日已经运抵武汉，分批捐赠给武

汉市中医院、火神山医院等 7家医院。”

“我去过很多国家和城市，还是觉得
上海最好，机会多、够包容、有人情味。”

经过了这个特别的寒冬，廖德兵说，他现

在正在“等春来”。

本报记者 毛丽君

    “工厂需要的口罩到货没有？下周需

要的包装彩盒哪天可以到货？”2月 19

日上午 8时 30分一上班，西蒙电气采购

总监李舟就坐在闵行家中的书房，打开
微信召开视频会议，跟进了解复工生产

所需的防护口罩和生产急需的包装物料
等的采购事宜。这一天是他解除隔离观

察后的第 11天，居家办公的第 10天。

李舟，湖北钟祥人，来上海已有 20

年。今年 1月 20日，带儿子自驾回老家

看望父母，25日晚回到上海后，他就主
动联系居委会。26日全家开始了 14天

的隔离生活。“在上海这么多年，我对上
海的精细化管理是有信心的。”

隔离期间，父子感情的升温是让李

舟感到最欣慰的事情。读高一的儿子平
时住校，父子间沟通交流甚少。现在有了

更多相处时间，儿子开始主动和他交流
一些想法。父子还同时报了各自的网课，

一起在家学习充电。他也有时间思考更
多问题，“健康是最重要的，不要过多去

追求一些虚荣的东西”。

李舟公司在南通的工厂已经复工，采
购各项物资是这两天李舟最忙的事情，每

天都要排计划盯进度。“但我们很多供应
商还没有复工，一季度业绩肯定会受到影

响，希望疫情早点结束，后面能把损失补

上。”李舟说。 本报记者 屠瑜

对上海人，除了“感激”还是“感激”

疫情过了，我想回武大看樱花
徐漾（化名）

“出关”后夫妻俩同做志愿者
曾宪斌、邓华夫妻

最欣慰的是父子感情升温了

善意“隔”不住，安心“等春来”
廖德兵

朱良

裤兜里多了一沓“通行证”

往后每一天都要开开心心过
汪保柱

■

曾
宪
斌
夫
妻
俩
解
除
隔
离
后
，在
小
区
做
志
愿
者

本
报
记
者

张
龙

摄

■ 朱良身穿防护服，忙着做好消毒工作 受访者供图

■ 徐漾（化名）所在的小区渐渐恢复平静 本报记者 宋宁华 摄

■ 廖德兵已经结束隔离开始上班 本报记者 毛丽君 摄

■ 已经解除隔离的汪保柱和家人在家其乐融融 本报记者 李一能 摄

■ 老李（右一）治愈出院回到暂住的妻姐家，居委干部等在门口 殷行街道供图

李舟

■ 解除隔离后，李舟拍照留念

受访者供图

老李

隔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