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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口罩之下

不凡
看
见平凡与

QIANJIANG EVENING NEWS

浙江全民战疫纪实浙江全民战疫纪实

鼠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

我们在不安、焦灼与希望、期待中，度过了一个个“战疫”的日子。这一个月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如何让未来记住今天？

最好的答案，莫过于写下一本书，记录下“战疫”时期你的样子、家人的样子，以及那些守护

者的样子。

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携手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共同策划，反映浙江“防疫战疫”的

纪实图书《平凡与不凡——浙江全民战疫纪实》即将上市，近期开启预售，届时请关注小时新闻

推送的最新消息。

作为浙江省第一本全景反映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纪实图书，书中的内容来自记者的实录，来自

医护人员的日志，来自亲历者的自述，来自孩子写给前线爸爸的信，来自亲友牵肠挂肚的叮咛⋯⋯

朴素，但又充盈着真实的力量。如同电视镜头里，偶尔扫过的一个画面，几句对话，突然就

揪紧了你的心——

“不要提家里，我不想哭，哭了眼镜会花，就不能做事了。”

“你不去，我不去，那武汉岂不是要完蛋了。”

这些文字有一股引力，将一张又一张“疫”线面孔，疲惫的、欣慰的、坚定的、乐观的，一一拉

近到我们的面前。

他们是医生、护士、警察、网格员、防疫用品的生产工人、快递小哥、设计健康码的程序员

⋯⋯是一群我们几乎天天都会见面的普通人。关键时刻，他们站了出来，冲到最前线，完成了

从平凡到不凡的升华。

而这一切，都将汇成刚刚过去的岁月纪实。

它在提醒着，即便当时的你我无法奔赴前线，即便数月后又将迎来岁月静好，但手握这本

书，依旧可以用双眼和头脑，体察这段特殊时期下，身处的世界以及自我的可为与不可为。

同时，我们也想用这本书，让未来的人们，翻阅今天，就如同今天的我们，翻阅过去。

由此，铭记那些满载果敢与经验的奔赴，以青春与担当铸就的投身，从小家到大家的汇流

⋯⋯当然，也铭记那些在与病毒的搏斗中，活下来与离开了的每一个人。

在这场战疫中，一群人最先出发。

浙江省的医务工作者，有人坚守阵地，有人驰援湖北，他们以勇气和医术，诠释了什么叫医

者仁心——这，就是大爱的平凡与不凡。

青春的力量从来无愧于萌发的季节。作为国家的新生力量，90 后、95 后给予人的精神动

力，不仅仅在于投身抗击疫情的本身，还在于他们时刻闪耀的开放思维、幽默精神、专业技术，

以及在艰难之中依然保有爱的能力——这，就是青春的平凡与不凡。

人间暖意，最抚凡人心。一个又一个小家，为救治他人而分离；一个又一个大家，为驱走

“瘟神”而相握，彼此伸出温暖的援手——这，就是从小家到大家的平凡与不凡。

大数据时代“精准智控”的有效尝试，口罩厂女工一天上岗十几小时的务实⋯⋯浙江交出

了一份个性答卷，一套面向未来发展的科学筹谋——这，就是浙江的平凡与不凡。

最后，我们还想请您，在这本书里留下自己——

图书的最后篇章，是“我的战疫”。目前，它有几页空白，想请您写下关于自己在这个庚子之春

的点滴，让我们带着这些故事，一起迈入未来，以及未来的未来。

这个春天，每个人都在战斗。

身处战疫之中的你我他，经历了什么，感动了什么？在拿到这本书之前，先来读读我们的

战疫记。>>>

浙江的战疫
值得用一本书铭记
本报携手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我省首部战疫纪实图书本报携手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我省首部战疫纪实图书

本报记者 孙雯
疫情防控“最

严禁令”下的

杭州西湖，游

客稀少。

本报记者

胡元勇 摄
本报记者 张瑾华

战疫的日子里，有很多

人在记录。

温州乐清有个摄影师灰

哥，从2月4日乐清封城那天

起，就每天拍照片，记录下亲

人、邻居、陌生人的视觉故

事，发布在自己的微信公众

号上，取名“围城记”。

其实，还有很多个“灰

哥”，都在进行自己的纪录，

以诗，以文，以摄影，以短视

频，记下自己看到的，有所感

的点点滴滴。

所有的记录，会使将来

的人们，能够看到一部“活的

2020 新冠抗疫史”，而不仅

仅是冰冷的数字。

披上战衣
他们让人心疼

战疫，有人在后方，有人

在前线，他们被称为“逆行

者”。

李兰娟七旬再战，陈薇

与 病 毒 赛 跑 ，何 强 驻 守 方

舱⋯⋯一批又一批医护人

员从浙江奔赴最危险的前

线，去湖北救人。

隔离病房里，因为全副

武装，看不清脸，他们把名字

写在了防护服的背后。

如果你曾为来自海外的

捐助箱上那一句“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而感动，那么看到

“白衣天使”背后朴素的文

字，是不是也特别想抱抱这

些可爱的人。

有的写着“武汉加油”；

有人写上“精忠报国”；

“等疫情结束后，我娶

你”，这是医生小伙心底最迫

切的话；

“孙辰，好好学习”，这是

驰援武汉的医生爸爸放不下

的叮嘱；

有人写上“胡歌老婆”，

你猜到了，这位主人是一位

美小护；

（下转3版）

战疫>>>

宁波李惠利

医院赴武汉

支援的美小

护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