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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的防护服背后，特意写上了“党员”二字。

如果打开一张（段）他们某一日，某一时刻的照片或视频，很多感性的人，会瞬间泪奔。

真是心疼他们啊。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这是医学生誓言。他们从不敢忘。

你是否知道，浙江第一位驰援武汉的医生名叫郑霞，她是一位干了多年 ICU 的医生，至 2

月24日，她已经在武汉金银潭医院的ICU里奋战了30多个日夜。物资紧张的那几天，她放弃

吃饭、喝水，只想尽量在病房多呆一些时间。在救护现场，她不止一次看到护士晕倒。

这么多天，她只发过一条朋友圈，“吃百家饭，穿百家‘防护服’，金银潭的我们都在努力。”

郑霞之后，一批批医务工作者集结，奔向湖北省武汉、荆门各地。

2 月 19 日，浙江省组建的第五批医疗队再次出征武汉，共 172 人，同天出征的还有浙江省

对口支援湖北省荆门市新冠肺炎防治第二批医疗队，共105人。

截至2月19日，浙江共派出支援湖北医务人员1990人。

浙江人坦言：我们大浙江啥都能捐，唯独白衣天使是借给你们的，请记得毫发无损地还给我

们呦！

如果只是讲职业道德，无论是希波克拉底誓言还是南丁格尔誓言，都没有要求他们不顾自

身安危牺牲生命去救患者——但他们毫不犹豫地出发了。

今天，怎样被感动；明天，请怎样去尊重！

青春面孔，最可爱又硬核
2月14日，浙江第四批支援武汉医疗队出发了。目送1997年生的小护士赛婷拖着箱子远

去，吕敏芳，浙大二院消化内科护士长，百感交集写下诗句——

我把最小的娃送上了战场/娇小的身躯，庞大的行李箱/负重前行的身影，如此壮美

我把最小的娃送上了战场/稚嫩的肩膀需要学会担当/风雨的世界需要去搏击翱翔

武汉需要天使/而你就是那个天使

很多年轻人，年前还是一个到处追星的饭圈小迷妹，或爱刷抖音痴迷游戏的低头族男孩，

可是疫情一来，他们中的很多人，悲喜为疫情牵动着，自觉成为了一名志愿者。

一个个井然有序的志愿者小组在行动，主力就是青春面孔。他们说，我们因为湖北疫情而

聚集，因为全国疫情而进一步壮大队伍。我们作为个体都是普通人，但团结在一起就可以大有

作为。我们认为：唯有行动，才能让世界更美好一点。

他们不暴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只用化名。他们因为太忙，没时间接受采访。

一些志愿者因为陆续复工只能退出，又有一些新的面孔加入进来，显示出惊人的能量。

“战疫”大军中，我们看到了 90 后的集体风貌，他们以多元的专业技能，铸造起坚固的防

线。他们从不一样“画风”中表现出来的种种硬核，又让人们刮目相看。

世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
“我现在最想吃肉，想吃儿子做的红烧肉。”说完这句话，70岁的苏阿姨笑了，带着些许不好意思。

这位想吃红烧肉的苏阿姨，在浙大一院ICU经历了一个多月的生死之战，康复出院了。当

天，浙大一院共有12位出院患者，其中包含2名危重型患者，苏阿姨就是其中之一。

这样的好消息，我们听到得越来越多了。人们盯着越来越多的痊愈数字和越来越走低的

新确诊人数，开始期待走到春天去。

这是在后方的普通人的心意。

许多许多你我他，坚守在家，祈祷着素昧平生的医务工作者平安归来。许多许多个体，出

钱出力捐钱捐菜，捐出口罩、纸尿裤，捐出各种物资。

每个街道的社区，都有戴着口罩的一线基层工作者早出晚归的身影。

即便是被困家中的他们，与家人朝夕相处中，要照顾好因为疫情不能在阳光下随意撒欢的

孩子，要操持全家人的柴米油盐，要操心家中老人的日常，也是在为“战疫”做贡献。

一位浙江宁海的读者潘志光给我们发来他用诗记录的宅家日子——

门外的小路/天天撵着闲逛的风/家里的冰箱空了/戴上口罩，去超市买点菜/

回来后，顺便用竹竿挑着竹篮/将两棵大白菜、五六块香干、半条鱼/十几只鸡蛋和一碗温

暖的话语/给隔墙孤寡了多年的丁阿婆/

他问自己：我能干什么呢？/我能干什么呢？/我像墙角番薯似的/老老实实地坚守在家

里/不给国家增添麻烦/

他说出的，正是我们每一位在“战疫”大后方的人们的日常生活。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你若安好，我便晴天。

疫情下，你我的样子
就是这个时代的样子

本报记者 张瑾华战疫

又暖又智慧，这是美丽浙江
复工，和抗疫一样，也是一件大事。

禁足在家的人们，对复工的期盼也越来

越急切。复工，事关国家经济，却是一个复杂

的系统工程，稍有闪失，后果严重。

我们听到“春之号角”这样响起——

截至2月14日，40家企业2700名“共享

员工”通过面试、防疫及业务培训后，在盒马

上岗；

2 月 16 日 13 时 57 分，载有近 300 名贵

州籍旅客的 G4138 次列车，从贵阳北站开

出，22时07分到达杭州东站。

这是铁路部门节后开行的服务企业外地

员工返程的全国首趟复工人员定制专列。每

位到达的旅客，都收到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

杭州送上的关心——口罩。

2 月 19 日 14 时 10 分，从四川宜宾始发，

途经云南、贵州，载有 1080 名返工人员的

K4497次列车缓缓驶入浙江省海宁站⋯⋯

“此生无悔入浙江”。这就是我们生活的

美丽浙江。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美丽杭州。

一个月前，深夜的杭州接纳了两架从新

加坡降落的航班，飞机上有武汉人。他们到

达杭州后，第一时间得到了安排和救治。

杭州，不仅是一座美丽之城，也是一座温

暖之城。它在疫情下井然有序，充满人情味

的各种措施，体现了一座现代文明城市的担

当。

杭州之美，也美在创新。

战疫搏击中，也有一批别样的码农。他

们夜以继日地研发出了红、绿、黄三色的健康

码，2 月 9 日在杭州余杭区率先推出，之后杭

州全市推广，浙江 11 地市全部上线，到 2 月

16 日，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指导支付宝

加速研发全国统一的疫情防控健康信息码，

只用了7天时间。

这7天速度的背后，是连续加班，每天睡

2~3小时的开发团队。

杭州、宁波、义乌、绍兴⋯⋯一年之计在

于春，脑子灵活手脚勤快的浙江人，已经在浙

江大地吹响了春天的号角。

这些都是浙江精神的体现，它以巨大的

促动力，塑造着浙江的样子，而浙江的样子，

正是我们熟悉的样子。

今天的记录，就是明天打开的历史。疫

后再出发，我们的步子，也会更坚定，更坚信。

2月19日，游客在灵峰赏梅。本报记者 徐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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