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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他思忖再三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自己一个人进入方舱

医院。“如果感染，就我一个人感染。” 

第一天进方舱医院，内部的情景给了王运明很大震撼。“看

着墙上贴的画，眼泪哗哗直流，我小心翼翼把画揭下来，展平，

放好，消毒后运到外面，回去后再消毒一遍。暂放在协会一间

会议室，半年时间，这个会议室只有我一个人进去过。”

当天晚上，王运明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他不甘心。剩下的

一手资料，如果没有收藏，将是一辈子的遗憾。第二天一早，

王运明又进去拿了许多珍贵的原始资料。比如，留言簿、病历本、

医疗队交班记录、交班的羽绒服、患者的闹钟、音箱、感谢信等。

记者注意到，藏品里有一张关于启用江汉方舱医院洗浴室

的公告，颇有意思。由于浴室数量有限，需要错峰洗澡，方舱

医院每人每周发放 3 张洗澡票，分为早中晚三个时间段，粉色

是 8：00—12：00，绿色是 14：00—18：00，红色是 20：00—

24：00，所有人凭票洗澡。

在一本海南援鄂医疗队二组交接班记录本上，医生把每个

床位的病情记录得非常详细，2020 年 2 月 13 日，CT 有新发部

位的病人，7508 床，7502 床，7602 床；2020 年 2 月 20 日，申

请出院 5 人；2020 年 2 月 21 日，总人数 60 人，无入院，无出院。

王运明还意外收藏了一件特殊的警服，听方舱医院的保安

说，这件警服背后的文字“武汉的拐子”是一位病患写给警察

的。“‘拐子’在武汉话中是大哥、英雄的意思。而我很幸运，

这些原始资料，我为国家保留下来了。”

记者了解到，4 月 8 日，武汉博物馆将举行这 400 多件藏

品的正式捐赠仪式。接下来，这批藏品还将以主题展览的形式

与公众见面。

杨晶，江岸方舱医院的一名新冠患者，同时也是一名志愿者，

在方舱医院治疗的 22 天，她用患者独特的视角，写了一本“方

舱日记”。“出舱后，我看到了这则征集通知，就把很多物品

捐出来了。”

杨晶记得，方舱医院刚刚建好时，厕所没有灯，病友们就

想办法把台灯挂在脖子上，用来照明。出舱时，她把这盏台灯

也带出来了。还有一位医护人员耿雅娜，与杨晶年龄相仿，两

人相处愉快，分别后，杨晶专门向她讨了一张“鼓励信”。

信中写道：“感谢让我遇见你，虽然有不舍，但我们还会

再见的。”杨晶只是千万名志愿者之一，在藏品中，记者还看

到了出院证明、抗击疫情荣誉奖章、无疫情小区海报、武汉地

铁健康码。

它们不再是简单的一张纸、一封信、一个物品，它们恰恰

是见证武汉复苏的历史信物。

“方舱洗澡票”与“武汉的拐子”

从 2020 年 3 月开始，武汉各个方舱医院陆续封舱。

“只留了武汉市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江汉方舱医院，一

直没有拆除，定期消毒，留作备用。”王运明说，作为收藏人，

他一直留意着医院的拆除时间。

“我们多方打听消息，知道江汉方舱医院将在 2020 年 6 月

10 日进行拆除，出于职业敏感，我觉得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湖北省收藏协会领导联系上了江汉区防疫指挥部，表达了意愿，

哪怕只收藏一张宣传画，也行。好在，对方也有收藏意识，几

番周折终于“放行”了。

条件是一定要做好全身防护，确保万无一失。王运明带队

武汉博物馆从方舱医院收集到的藏品。

被武汉博物馆收藏的《新民周刊》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