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14日下午，富阳区银湖科创园一

期隔离点送走了最后一批集中隔离的客

人，赵姜萍做完最后的整理扫尾工作，长

出了一口气——连续 19 天的奋战，总算

告一段落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可以脱

下战袍回家和丈夫儿子团聚，作为隔离

点医务组的成员，她还需要进行 14 天的

隔离观察，然后才能正常返岗上班。也

就是说，赵姜萍的虎年元宵节，只能在隔

离中度过了。

“没关系，都习惯了，节日还有很多，

防疫马虎不得。”33 岁的赵姜萍笑着说，

“不过还算幸运，我们隔离点大家都好好

的，始终没有出现核酸阳性，否则我们就

不是隔离14天而是21天啦。”

赵姜萍是富阳区第一人民医院EICU

的护士，1 月 6 日刚从支援宁波北仑抗疫

的战场归来。1 月 27 日，年二十五，区一

院接到紧急通知，需要派医护团队进入银

湖科创园集中隔离点开展工作。隔离点

工作周期是 21 天，这意味着此次进驻的

人员，将在隔离点度过除夕和元宵。得知

消息后，赵姜萍主动请缨，当日凌晨便和

另外五位同事准时进入了集中隔离点。

“我本身就是干这行的，现在遭遇疫

情的又是自己的家乡，还有什么好犹豫

的呢？”赵姜萍说，两年来的疫情防控，自

己知道及时有力的防控多重要，也知道

一线有多缺人手，当时没有想太多，只是

想尽可能地多出一份力。

赵姜萍所在的科创园隔离点是富阳

本轮本地隔离人员最多的点位之一，一

共接收了161人。

他们6人分成三组，每组二人，每天要

负责为每位隔离人员做一次核酸采样，

两次体温测量加新冠十大症状问询。有

的隔离人员本身有胆囊炎、高血压等基

础疾病，更需要密切关注，带的药吃完了

要及时送去，身体不舒服要及时送医。

赵姜萍说，有个滨江区的小朋友在隔

离期间肺炎复发，吃了药还是没能缓解，

就由转运专用急救车送到了富阳一院的

隔离病房，治疗四五天后，好转后再回到

隔离点继续隔离。

测体温、采核酸，看似没有太大难

度，但一间间房地敲门、叫醒，很耗时

间。161 人轮下来，再快也要三个多小

时。在疫情比较严峻的阶段，疾控中心

要求核酸标本上午 6：30 前送达，赵姜萍

和同事每天半夜 12：00 起床，提前做好

个人防护、备好采样管和采样器等一系

列准备工作，确保核酸采样准时准点，最

紧张的时候每天只能睡两个小时。

在赵姜萍印象中，绝大多数隔离人

员都很配合支持她们的工作。一位 80

多岁的老奶奶，每次为她做核酸、测体

温，都会把党徽别在胸前，“解除隔离分

别的时候，一个劲地感谢我们，说谢谢我

们的照顾。”

还有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每次做核

酸都很听话配合，分别时还特地送给“大

白阿姨”一幅自己画的画，“感谢你们保

护了我。”

除夕夜，赵姜萍只是和丈夫、儿子短暂

地通过视频见了个面。今年元宵，虽然还

是只能一个人过，但她由衷地为那些解除

隔离、能够与家人团聚的人们感到高兴，

“我们隔离点大家都回家了，这太棒了。”

身处疫情防控一线，赵姜萍也一直

关注着杭州疫情的进展。虽然这波疫情

来得很凶猛，但是迅速得到了控制，赵姜

萍觉得，除了政府采取措施果断有力，一

线医务人员冲锋在前，也离不开每个普

通人的配合与自觉，“大家都做出了自己

的贡献，每个人都很优秀！”

让别人团圆，她得过一个人的元宵节
护士赵姜萍说：没关系，反正节日还有很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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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2月14日，久违的阳光在杭州露脸。

结束了 14 天的隔离，王慧（化名）套

上了过年买的新衣，很有仪式感地回到

工作岗位。

有爱的同事早早准备了鲜花、咖啡

和蛋糕，给了她一个大大的甜蜜暴击。

过往的20天，历历在目，她内心充满

了苦尽甘来的轻松和愉悦。

疫情突然来袭，小区管控，父母和两

个女儿被隔离在小区，她和丈夫则被送

往杭州以外的集中隔离点。

每年一家八口团团圆圆的年，今年

变成了分隔三地。

结束隔离是在 2 月 13 日，回到家之

后，王慧发了一条朋友圈，洋洋洒洒 600

多字，简单记录了这些天的感受。

她说，这是一段惊心动魄又不可忘

却的经历。错过除夕的年夜饭可以补，

缺席初一的全家福可以补，没穿过的新

年衣服也可以补。

生活将继续，忙碌也会接踵，但健康

和自由、亲情和爱情，她会更加珍惜。

1 月 26 日，王慧所在小区进入封控

状态。两个女儿、父母都隔离在家，而夫

妻俩也不得不前往海盐隔离点集中隔

离。

在有限的条件下，他们将 30 平方米

的隔离房间，调整格局，一张小桌靠墙，

是王慧的办公区，一张长桌靠窗，是两个

人的饭桌。每天 7 点，夫妻俩准时起床，

8 点，王慧开始工作，丈夫开始阅读或者

锻炼。下午时间，她要工作到 4 点多钟，

晚上还会写材料，跟平常工作差不多忙

碌，只是换了一个办公地点。

每天跟两个女儿视频，应该算是最

缓解疲劳和最治愈的时光。往年，王慧

夫妻俩会叫上双方老人，加上两个女儿，

一家八口一起吃个团圆饭。今年因为疫

情，八个人分在三地，于是只能“云团

圆”。

“两个人在房间里相互发了红包，也

算过年了。”那天，父母给两个女儿都包

了红包，还留了两个，想等到一家人团聚

时，亲手再送到王慧夫妻手上。

在得知结束隔离的消息时，夫妻俩

激动得没睡好。

回到家的那一刻，父母和女儿已经

等在了家里。妈妈做了几道清爽的菜，

还有一个蛋糕，女儿们做好了欢迎卡片，

一家人总算团聚了。

他们家的习惯，每年大年初一都要

拍一张全家福，这张迟到的照片总算是

完成了。当然，还有那顿始终没吃上的

团圆饭。“现在都解封了，这顿饭也该补

上了。”

都说过了元宵节，才算过完年。所

以，王慧计划着，元宵节当天，双方父母

加上女儿，一定要好好吃个团圆饭，就在

家里，妈妈下厨。

“迟到的团圆也是团圆。无论吃什

么，一家人在一起都是有滋有味的。更

何况，我妈妈的手艺好着呢。”王慧说。

一家三代八口人，今天要补上团圆饭
教育局的王慧说，她会更珍惜健康，更珍惜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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