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之下，即将开幕的东京奥运会将进行

史上首次空场比赛。

现场无人喝彩，四年一度的奥运会无法像

以往一样成为场内场外的全民狂欢。逆境之

下，奥运健儿的比赛，也因此将更加凸显奥运精

神，诠释特殊时期的奥运意义。

经历过疫情的人们一定熟悉和懂得这样的

场景：虽全城空巷，但还有万家灯火。

曾经在灰暗时刻，我们那么无助和无奈，但

正是“场内”生命至上、舍身忘死的抗疫精神，让

医护人员、志愿者、社区工作者等“疫线面孔”在

这场抗击疫情的战斗中拼尽全力；也正是“场

外”全国人民举国同心的加油打气、援助配合，

在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精神下，让场内场外平

添了勇气、坚韧和信念。

是什么让我们冲破疫情笼罩的阴霾，带来

生命蓬勃的力量，战胜病魔也战胜自己？是什

么让我们期待奥运选手一边克服疫情带来的阻

碍，一边挑战自己的运动极限？

空场的比赛又怎样，一个人的比赛又怎样，

人类终极目的不就是自己和自己赛跑，最终超

越自己吗？

在艰难时刻举办奥运会的意义何在？答案

是不言而喻的，奥运带给人类的不只在于外在

的仪式，更在于内心的信念。我们需要借助奥

运会这道光来点亮希望，让历尽磨难的人们恢

复元气，让整个世界重整旗鼓。

本报记者 张蓉 史春波 见习记者 刘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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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国民宝宝“小汤圆”一岁半了。

他褪去圆嘟嘟的婴儿肥，长得越来越像

爸爸了；他有 80cm 高了，喜欢到处蹦蹦跳

跳；他也会张口说话了，一天不停地喊着“爸

爸”“妈妈”⋯⋯

“他身体很健康，只是太调皮。”儿子的

活泼好动，让31岁的王慧有点头疼，可也由

衷欣慰。

王慧曾是浙江省首例孕35周新冠肺炎

患者。去年元宵节，在浙大一院之江院区，

王慧剖宫产下这个宝宝，取名“小汤圆”。“小

汤圆”的安然到来，让曾深陷担忧、自责的王

慧松了一口气，也让身边的很多人倍受鼓

舞，给抗击疫情的战斗带来了希望和光芒。

去年初，王慧一家经历了一段灰暗时

期。先是丈夫因感冒、呕吐而入院，核酸检

测呈阳性；随后，毫无症状的王慧也被确诊

为新冠肺炎患者。对新冠肺炎的恐惧，很快

就被另一种情绪淹没——怀有身孕的王慧

更担心宝宝的健康。

直到去年 2 月 8 日，元宵节当天，“小汤

圆”在众人的努力下安然诞生。“小汤圆”出生

后被迅速送往浙大儿院，核酸检测也呈阴性。

当医生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王慧时，她激

动得喜极而泣。“终于安心了，他的健康也给

了我和丈夫更多信心。”王慧说，“小汤圆”比

预产期提早了一个月到来，就像从天而降的

礼物，带她走出了那段灰暗时期。

去年7月，王慧的丈夫换了一家理发店

工作，随着疫情好转，生意也逐渐有了起色。

王慧充满感激地说，一路走来，一家人

受到了很多来自陌生人的关心和帮助。

当时，浙大一院全体抗“疫”工作人员还

给“小汤圆”写了一封信：“是你带来的光芒，

冲破了笼罩在这世间的阴霾，给我们带来了

无尽的欢愉和欣喜⋯⋯我们在这场抗击疫

情的战斗中拼尽全力，而你让我们相信，所

有的付出都一定会有回报，所有的努力都是

值得的，你用生的希望给了我们一往无前的

勇气和信念！”

王慧感慨说，就像去年很多人在等待、

迎接“小汤圆”的到来，是渴望生命蓬勃的力

量一样，如今，大家同样盼望奥运会能冲破

疫情笼罩的阴霾，带来团结、希望和光芒，全

人类携手，“战胜自己，也战胜病魔。”

电话另一端，传来“咿咿呀呀”的嬉闹

声，“小汤圆”和3岁大的姐姐在沙发上跳得

正欢，孩子们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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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前所未有的疫情尚未结束

一场前所未有的奥运会即将开始

本报“疫线面孔”曾经报道过的那些主人公

他们对东京奥运会有着怎样的理解——

借奥运之光
让我们点亮希望
让世界恢复元气

身为感染科主任，忙碌依旧是盛吉芳的

常态。

去年 2 月 5 日，浙大一院首批 7 位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出院。作为浙江

省级最早的一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诊治定点医院，全省危重症感染者的诊治和

会诊，都离不开感染科这个要塞之地。而从

疫情开始到现在，浙大一院全院医护人员的

“零感染”、感染病例的“零漏诊”，以及患者

的“零死亡”，盛吉芳和她的团队功不可没。

从医 40 年，2020 年是盛吉芳为数不多

的猝不及防被推上战场的一年。重症病例

被送进科室，因为没有特效药，针对性的治

疗方案至关重要。盛吉芳和团队一起摸索

着氧气、激素的用量，为每个病人定制方案，

让一个个在鬼门关走过一遭的病人重获新

生，却也让自己变得焦虑起来。

一年多过去了，那个分不清今天是星期

几的紧急状态已经离她远去，但感染科依旧

是那个最敏感的部门，筛查、打疫苗，有任何

风吹草动都会引起盛吉芳的高度重视。戴

口罩、用公筷如今已经成为她的习惯，融入

进了日常的生活点滴。

偶尔有在国外感染回国接受隔离治疗

的病人，也会和盛吉芳聊起中国的抗疫措

施，“管理到位，让大家觉得都很踏实。”患者

的信任给了盛吉芳更多自信，也有了更大的

动力面对接下来的长线作战。

“今年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因为戴口

罩的人越来越多，其他类型的呼吸道感染的

病例也少了很多。”盛吉芳觉得有些欣慰。

诊疗的患者少了，但会议多了起来，盛

吉芳大大小小的国际会议都改为在线上进

行。即便是休息时间，盛吉芳也会参与线上

的学习。再忙盛吉芳也会坚持规律的作息

和清淡的饮食，她偶尔也会做做操，把自己

的身体养好，让自己随时处在战备状态。

经验的积累会让真正的生死救援时刻

变得更加沉稳有序。如果说医院是盛吉芳

的战场，那么奥运会就是运动员的战场，她太

能理解运动员们沉寂四年的准备了，“他们因

为疫情，又多准备了一年，现在肯定能够以全

力以赴的姿态去参加这次奥运会。经历过

疫情、待在家里那么久的人们，也需要这样一

个契机，让自己‘燃’起来。”盛吉芳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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