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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武漢最不尋常的一個春節，新型冠狀病毒，確診病例，
防控緊張……這些關鍵詞取代喜慶的祝福語，牽動着全國乃至全
球民眾的神經。武漢的街頭巷尾不見了賣年貨的店舖，水果店和
小型超市也門面緊閉，平日裏最擁擠的地鐵線路、最熱鬧的商圈
都空蕩蕩，偶有路人經過，也是口罩蒙面，行色匆匆，路上能見
到最多的是120急救車穿梭在家庭和醫院之間。在這座空曠的大
城市裏，人們囤積着食物和藥品，在家裏隔離。封城後，留守在
武漢的900多萬百姓的日子逐漸變得窘迫。

官方通報：
事態發展：

武漢疫情時間軸

1月

27日

•國務院總理李
克強前往武漢視
察疫情

•火神山、雷神
山施工現場24小
時直播

1月

30日

•世衛組織宣布
肺炎疫情為國際
突發衛生事件

•協和醫院通過
網絡請求物資支
援

▶

正月十三（2月6日）晚上九點半，在武漢中
心醫院的呼吸科ICU病房，該院醫生李文亮停止了
心跳，之後搶救持續了五個多小時。那一夜，江
城無眠。無數武漢市民徹夜等待，期盼出現奇
跡。

搶救無效的消息傳出，已是後半夜。 「那時
候我手抖了，手機摔了兩次。」 家住武漢江岸區
的90後姑娘梅歌痛哭一場，起身去洗臉。她的母
親是公務員，這會兒也沒睡着，從隔壁房間發來
微信，勸她早點休息。

正月十四，晚上九時許，梅歌聽見嗚嗚的聲

音，以為窗戶沒關好。跑到陽台，聽出夾雜在風
聲中的口哨聲，她愣住了。

哨聲從小區四面八方傳來，不太響亮。梅歌
看見對面樓的住戶舉着藍牙音箱，貼着玻璃播放
。哨聲持續了三分鐘，最後有一個小朋友高喊：
「武漢加油！醫生再見！」

也有武漢市民在那天晚上吹奏《思念曲》，
被鄰居錄下視頻。除了小號的悲鳴，視頻中隱約
可辨拍攝者的抽泣。一位網友在視頻下留言： 「
普通人之間的悲喜相通，是黑暗裏的光。」

綜合報道

醫生再見！全城悼念吹哨人

鏡 頭3 求助無門 癌症病人治療中斷
在微博上，有個 「非肺炎患者求助」 的話題

閱讀量達到了五千多萬，這些求助者大都是惡性
腫瘤的患者和家屬。在這場人類與新冠病毒較量
的戰役中，重疾病患的 「治療之路」 似乎被按下
了 「暫停鍵」 ，部分人甚至悲觀地認為，就此在
家等着生命慢慢地耗盡。

陳升（化名）是一名鼻咽癌患者，去年12月
初開始在武漢協和醫院腫瘤中心接受治療。封城
後，陳升第一時間聯繫醫院，得到的答覆是： 「
現在疫情嚴峻，在家等電話。」 着急地等待了六

天後，主治醫生來電告訴陳升： 「疫情非常嚴重
，你要是過來的話，要考慮清楚。」 因此陳升只
能無奈地在家繼續等待。

但沒多久，協和醫院腫瘤中心被徵用了，主
治醫生再次致電並表示現在不能過來了，這意味
着陳升的治療被迫中斷。 「再這樣等下去，我不
知道我還有多少個明天。」 陳升失望地說道。

2月18日，衛健委公布《全市非新冠肺炎特殊
患者醫療救治醫院名單》，這讓像陳升一樣在重
疾中苦苦掙扎的病人看到了希望。 記者 鄧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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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農曆鼠年初一，武漢市民劉暢早上8
點半就來到沃爾瑪超市，準備一場搶購大戰。超市9
點鐘開始營業，提前到達的人群聚集在入口焦急地等
待。劉暢和父親把車開到超市樓下的停車場，坐在車
裏等了20多分鐘，他們不想在聚集的人群中多待一
分鐘。兩人再核對了一下購物清單，戴上口罩和一次
性手套，快步走進了超市。

囤糧囤藥 做好自我隔離準備
劉暢和父親分頭行動，二十斤麵條、五十斤大米

、兩箱牛奶、五袋速凍水餃、6斤排骨、3條黃魚
……見到需要的東西就丟進購物車，速戰速決。兩人
總算搶在第一批付款的隊伍裏結了帳，800多元，看
着購物車裏的東西，劉暢心裏總算踏實了： 「應該可
以支撐十天八天吧。」

回到停車場，劉暢從口袋裏掏出準備好的一小瓶
酒精，跟父親一起把雙手和面部做了仔細的消毒，連
鼻孔都用酒精棉籤清潔了一遍，才開車回家。關於封
城，劉暢最初的預期是十天半個月就能解封，而他沒
有想到的是，接下來武漢市民等來的是遠遠超出大家
預計的一個又一個14天。

小區封閉 市民買菜陷困局
「你還有沒有靠譜的微信買菜群，拉我進去。」

封城第25天，武漢老百姓少了對新冠肺炎的擔憂，
而是為買菜頭痛不已。

2月9日，武漢市商務局發布了美團網、中百多
點、盒馬鮮生等九種線上買菜方式，看似市民買菜的
難題出現轉機，然而事實是依舊不能解決問題。

「有的APP門店不多，覆蓋範圍有限。有的一開
放就被 『秒殺』 ，基本一分鐘之內就沒貨了。我現在
手裏買菜的微信群就10多個，時刻在關注。」 剛出
月子的市民李靈兒每天為買菜着急。

線上購物沒有解決買菜難，反而將原本三天每戶
可派一人出門採購的路 「封死」 。2月15日，武漢防
控措施再升級，部分小區對有確診患者或疑似患者所
在樓棟實行禁止出入管理。因此買菜的重擔落到了社
區人員身上。

「我要買西紅柿、油麥菜、土豆」 ， 「油麥菜七
元一斤可以嗎」 ……每天上午，龍陽街芳草社區的工
作人員陳曉曉都要梳理出一份長長的購買清單，代買
之後，一家一家的送上門。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花橋街黃浦社區的胡飛身上
，他每天都有接不完的代購電話。 「太累了，感覺腿
要斷了。」

四出求醫 疑似病人沒法確診
如果說，生活用品的緊缺只是降低了人們的生活

水準，面對急速蔓延的疫情，整個城市醫療資源的匱
乏，則可能是致命的。

武漢市民徐先生從1月底開始陷入極度焦慮中：
1月28日他父親開始出現咳嗽和低燒症狀，由於分隔
兩區，父親一再勸告他不要前往探望，自己會想辦法
去醫院。彼時武漢市內機動車已禁行，父母二人最後
是找到一個機動三輪車才去到醫院。發熱門診人山人
海，徐父無法確診，只能留在門診輸液治療。此後一
周，父母每天都往返於醫院和家，只為了輸液。

有朋友告訴徐先生有些醫院在用阿比多爾治療新
冠肺炎，他便挨個醫院去問能不能開到此藥，結果令
人沮喪。此時已是2月7日，母親也開始咳嗽和發燒。

2月9日，一個同學幫徐先生拿到了幾盒阿比多
爾，他立刻打電話給快遞員想把藥寄給父母，然而快
遞員的回覆潑了他一盆冷水，因為他的住處靠近協和
醫院，快遞公司對這個區域的服務是只派件不收件，
這令徐先生感到無奈。

2月12日，武漢市開始收緊對居家隔離的疑似病
人的管控，要求社區將疑似病患帶至隔離點觀察，徐
先生的父母沒有辦法再自行去醫院輸液，向社區報告
病情後，被接到隔離點進行集中隔離，此時距離他的
父親出現症狀已經整整2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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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在武漢一小區門口，社區工作人員為居
民分發打包好的蔬菜 網絡圖片

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的吳尚哲是一名
北漂編劇。當她1月19號回到武漢，20號開
始腹瀉時，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可能被感染
了。直到一周後高燒不退，2月初外婆和媽
媽相繼發熱，全家一起去醫院做CT才發現
情況不妙，2月13日，她的核酸檢測結果顯
示陽性。隨後，吳尚哲就被安排住進了武
漢最大的方艙醫院──武漢客廳。

由於是輕症，吳尚哲不需要輸液，她
的治療方案是服用肺炎一號和連花清瘟，
每日測三次體溫、血氧和吃藥。住院期間
三餐都由院方提供，擔心病人受涼，入院
時院方還會每個人發一件塑封包裝的棉襖。

據她介紹，整個武漢客廳空間非常大
，被劃分成不同的區域，為了方便病患隨
時能找到醫護，最中間是醫療人員區域，
這些醫護日夜都在，即使在晚上也只能坐
在椅子上小憩一會，非常辛苦。

由於病患過多，方艙生活中最不方便
的就是上廁所和洗澡，很多時候只能拿濕
巾擦一下， 「我真的好想洗頭」 這是吳尚
哲全程唯一的抱怨。

19日深夜，為了照顧重症的外婆，吳
尚哲轉去火神山醫院。如今她每天都在微
博更新自己的狀況 「希望大家都不要放棄
，我也一定可以把外婆帶回家」 。

記者 郭奕怡

從方艙到火神山
抗疫永不言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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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31日

•上海藥物所、武
漢病毒所聯合發現
雙黃連可抑制病毒

•民眾連夜排隊搶
購雙黃連

▶ 2月

2日

•開始建設方艙
醫院，火神山醫
院交付

•網友製作肺炎
科普視頻，播放
量破百萬

▶ 2月

3日

•首批患者轉入火
神山醫院

•中南醫院教授張
笑春推薦以CT做肺
炎判定主要依據

▶ 2月

5日

•方艙醫院收治首
批患者

•百步亭社區多個
門棟出現發熱患者

▶ 2月

7日

•李文亮凌晨去世

•民眾自發到武漢
市中心醫院悼念

▶

大公報整理

▶方艙內正在工作的
醫護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