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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分隔鴛鴦 隔空傳情有計

「1月初我曾回武漢，本來準備過
年值完班再休假與妻子、女兒團聚，
沒想到疫情會這麼嚴重。」 武漢市民
李先生對記者表示，自己在河南鄭州
工作，定期回武漢探親，後來武漢因
新冠肺炎疫情封城，自己已經有1個多
月沒有和妻子見面了。

「武漢是全國最嚴重的疫情地區
，最掛念的當然是家人們。」 李先生
表示，基本所有的快遞都沒法進武漢
了，原本想要在網上買一些驚喜禮物
但無法實現，只能用遠距離的陪伴來
彌補了。李先生與太太結婚3年，
2019年剛剛有了寶寶。 「今年的情人
節，我們準備微信視頻度過。我還偷
偷準備了一首自己寫的小詩送給我最
愛的妻子，感謝她在特別時期為家庭
的付出。」 李先生說，家人身體都很
健康，也非常希望疫情能夠早日結束
，可以盡快與妻女團聚。

彈幕說愛我 重溫經典影視
目前，因疫情無法在2月14日團聚

的夫妻、情侶不在少數，像李先生一
樣 「雲過節」 ，成為多數情侶的選擇
。據悉，在這個不能見面的情人節，
某款App還推出了用彈幕說愛我的 「
雲表白」 情人節活動，情侶可以在手
機上進行一次雲K歌，或通過語音彈幕
，把經典情歌、影視片段進行二
次創作，完成一部只專屬合唱作
品，網友評價 「比純聊天有趣，
也更有意義」 。

往年情人節，玫瑰常常高價賣到
脫銷。今年情人節送什麼？送玫瑰不
如送口罩。年初疫情爆發後，口罩、
消毒水、酒精等用品以及保健類產品
都成為 「稀缺品」 ，甚至被戲稱 「一
箱口罩抵一車玫瑰」 。

深圳湯小姐就提前收到男友的情
人節禮物：52個口罩。 「2月10日開工
後，我需要每天往返公司上班，他通
過各種途徑購買和收集到口罩給我用
，很感動。」 湯小姐表示，現在上班
都會戴上男友送的口罩， 「感覺就像
他在我身邊保護我！」

夜店開播26分鐘圈粉30萬
此外，今年情侶無法出門過節，

宅家活動成為主流。近日，線上 「雲
蹦迪」 這種既安全又有氛圍的慶祝方
式，在視頻平台大火。在一款短視頻
APP上，來自北京、青島、長沙、蘇
州、成都、重慶等一二線城市的眾多
夜店和廠牌紛紛入駐，進行 「雲蹦迪
」 直播。有夜店開播26分鐘圈粉30萬
，同時在線人數超過10萬多，總觀眾
超過231萬，點讚達到了300多萬。既
不用擔心感染，又有節日氣氛，還能
鍛煉身體，在家 「雲蹦迪」 成為情人
節活動的熱門選擇。

在新冠肺炎疫情籠罩
下，今年情人節變得很不
一樣，往年受追捧的送鮮
花、外出晚餐等傳統情人
節活動急降溫。眾多情侶
因疫情限制無法團聚，只
能 「宅家 」 隔空傳情，他
們以電話、視頻的方式互
訴相思，通過 「雲K歌 」
「雲蹦迪 」 等線上互動表
達愛意。而口罩、消毒水
、酒精以及保健類產品則
悄然取代了玫瑰與朱古力

，成為最佳情人節禮
物。

視頻解相思 雲K歌示愛 口罩贈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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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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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夫妻分飛 視訊千里傳情

▲馳援武漢的醫師劉培和妻子張
紅梅視頻 受訪者供圖

【大公報訊】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
：今年情人節對遠在湖北戰疫一線的深
圳醫療隊員們來說很特別。在深圳市第
二人民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醫師、深圳
醫療隊隊長孟新科所在的小區，工作人
員代他為他的妻子送上一束花。孟太太
說，這麼多年也沒有機會說我愛你。 「
但是在今年的情人節，大家相隔很遠，
真的很想說一句，我愛你。」 孟太太希
望丈夫一定要平安回來。

往年每到特殊的日子，深圳市人民
醫院呼吸內科副主任醫師劉培總會給妻
子送上一束花。 「今年相隔太遠，沒辦

法為你親手送上花，但我對你的愛永遠
不變。」 在為妻子錄製的視頻中，劉培
說，如果現在還在深圳，很想和妻子一
起在家裏吃頓飯，看看電視，平平淡淡
的就很幸福。

劉培的妻子張紅梅也是一位醫生，
她在接班前的最後幾分鐘給丈夫打去了
視頻電話，反覆囑咐對方注意防護。張
紅梅說，在知道丈夫報名去武漢的那一
刻開始，自己的內心就一半是擔心，一
半是驕傲。張紅梅表示，自己也是醫生
，肯定會支持丈夫的決定，也會好好地
等待他從前線凱旋而歸。

單親媽媽上前線 做兒心中超人
【大公報訊】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

：13日，駐深圳市三院重症護理支援團
隊成員、深圳市中醫院重症醫學科林瓊
惠下班後，如約打通和兒子的視頻電話
， 「媽媽，你要多喝水好好休息。」 一
聲聲暖心的問候，讓林瓊惠一掃疲憊。

2月1日，在深圳衛健委的組織調派
下，來自全市12家市屬公立醫院的39位
ICU重症護理人員組成 「骨幹」 護理支援
團隊，正式進駐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重
症治療病區。林瓊惠說，在報名時她曾
有過一絲遲疑。 「作為單親媽媽，一直
以來深感虧欠孩子太多。繁忙的工作和
倒班也注定我不能時時陪伴他成長。可
我作為重症醫學科護士，我不上誰上？
孩子更期待一個勇敢的媽媽。」

視頻通話中，身穿防護服的自己在

兒子眼中 「像奧特曼（港譯鹹蛋超人）
一樣又帥又勇敢」 。兒子問： 「媽媽，
穿防護服難受嗎？」 林瓊惠答， 「難受
啊，但這是保護媽媽的盔甲，穿上它之
後，媽媽的防線就多了一道，心裏踏實
了就不覺得難受了。」 兒子再問， 「去
前線會孤單嗎？」 林瓊惠答， 「不孤單
啊，媽媽有醫院的兄弟姐妹們相互支撐
和鼓勵，一定能戰勝疫情平安歸來。」

「媽媽加油！我掛啦。」 有時，年
僅6歲半的兒子還會裝得滿不在乎地以自
己要上廁所為由掛電話。 「我知道他不
想我看見他掉眼淚，不想我擔心。」 林
瓊惠表示，孩子以他小小的堅強支持着
自己更無畏地去戰鬥。 「那麼，我就願
意做他心中最英勇無畏的奧特曼，為人
類健康而戰。」

募捐快閃合唱 多國青年為中國打氣
【大公報訊】綜合中新社、環球時

報報道：近日，在東京街頭，一名14歲
日本女孩身着中國旗袍、懷抱捐款箱向
路人深鞠躬，以號召民眾為武漢抗擊疫
情捐款。受訪時，女孩的母親透露自己
曾在北京留學，也在上海工作過。女孩
則去過大連等地，有很多中國朋友。女
孩表示 「可怕的是病毒，不是中國」 。

而意大利那不勒斯市青年人則發起
「擁抱中國人」 的快閃活動，很多民眾
參與其中，呼籲人們抵制歧視。這些視

頻在社交媒體平台上有超大量的瀏覽。
「我和我的同事看到了這些視頻。

」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13日在例會上
回應，此外我們還看到英國中學生合唱
中文歌曲《讓世界充滿愛》，看到德國
青年們用 「I am China」 的口號呼籲全
球共同抗擊疫情，看到埃塞俄比亞學生
用中文祝福 「中國加油」 ……我們為這
些暖心視頻點讚，對各國民眾特別是青
少年自發舉動展現出的正直、善良、勇
氣和愛心表示高度讚賞和由衷感謝。

【大公報訊】記者戚紅麗鄭州報
道：父母在南陽社旗基層衛生所，自
己在武漢，弟弟在鄭州醫院，一家有
四名醫護分別在兩個省份的三個疫情
重災區抗擊疫情，護士楊茗一家最近
格外 「吸睛」 。

春節期間，楊茗本已帶着孩子回
到老家看望公婆。湖北疫情爆發後，
楊茗所在的河南省直第三人民醫院發
出支援一線的徵集令，她第一時間報
了名。2月2日，楊茗把孩子交給婆婆
和丈夫後，沒有告訴她的父母，就踏
上征程出發支援武漢，沒來得及和家
人吃頓團圓飯就匆匆返回工作崗位。

楊茗的父母是南陽市社旗縣城郊
鄉劉莊村衛生所的村醫，春節期間，
他們一直堅守在防疫一線。同時，楊
茗的弟弟在鄭州是一名外科醫生，疫
情爆發，他報名支援醫院發熱門診。

楊茗的母親說： 「忙的時候就忘
了孩子在武漢，但是一忙完，就想到
了女兒。作為母親，不擔心她的情況
是不可能的。但是作為一名醫務工作
者，我明白她的責任。」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時期，和我
們一家一樣堅守在疫情防控一線的有
很多個家庭，他們都在默默付出。全
家共同抗疫，這是我們應該做的。」
楊茗說。

一家四醫護
兵分三路戰疫

▲情侶拍攝 「比心拼圖」 並上
傳微博參賽 網絡圖片

▲意大利那不勒斯市青年人發起 「擁抱中國
人」 快閃活動 網絡圖片

▲東京街頭一名身穿中國旗袍的日本
女孩號召民眾為武漢捐款 網絡圖片

◀用口罩包
裝而成的花
束成為今年
情人節最受
歡迎的禮品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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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湯小姐在情人節收到男
友送的口罩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