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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城市活了又死，死了又
活，但是不灭。”

这是武汉女孩“博格特小姐”
的一段话。4 月 4 日上午 10 时，她
走出屋子，跑到武汉解放大道，看
着行人驻足默哀、车辆停驶鸣笛，
说完这段话，她泣不成声。

如她所愿，如 14 亿人所期，武
汉“活”过来了——4 天后，也就是
昨天，武汉解封，江城重启。

重启的是“生机”，是“希冀”；
有温度，有烟火气。

它连着上千万人的深呼吸，浸
入无数家庭的生活场景中。

在铺天盖地的武汉解封相关
报道中，针对武汉开城一刻“出城
第一人”的聚焦，有些戳中了我。

这位“出城第一人”姓熊。报
道说，因武汉“城门”封闭，他无法
离开武汉，回黄冈跟先一步离汉的
家人过年。之后，他被封在武汉76
天。4月7日下午4时，他就到了卡
口，等待“开城”。

76天，虽非死别，却是生离：从
武汉到黄冈，只有约 80 公里，驾车

只需40分钟。可这场疫情，在咫尺
里放了一道天堑，让他难以跨越。

他的际遇，只是很多人遭遇的
缩影：他们原本想着回乡过年，原
本计划春节出游，原本想走亲访
友……可一场疫情，将他们的生活
撞得脱了轨。

疫情改变了他们，但解封意味
着“对改变的改变”。这里的改变，
是翻篇：这 76 天，注定是他们生命
历程里的重要节点，是不可磨灭的
记忆。而他们的际遇，是疫情冲击
波在他们生活截面上的映射，也是
抗疫纪事里的拼块。

如今，随着武汉重启，很多东
西会翻篇。“正常模式”在以往或许
不值一提，但在当下，却殊为不易。

如果不了解这种不易，就不会
明白，为什么熊先生能承受“70 多
天的祈盼，8个钟头的等待”。

与熊先生一样的，还有很多
人。76 天里，有 900 万人留在武
汉。不易，是这 900 万人生活图鉴
中的“共同主题词”，贯穿在了他们
具体而微的生活场景之中。他们

各有各的境遇。对于每个个体的
命运而言，一切机遇都是深切的、
清晰的、绝对的。

这些个体际遇，无法被那些集
体抗疫框架下的宏大叙事细线条
呈现，也无法被“江城水暖，遍地花
开”的带感勾绘全然囊括，但很显
然，这些值得呈现和聆听——就像
公益片《阳台里的武汉》里周迅说
的：九百万个故事，不止一种感受。

这些故事里，夹杂着悲欢未必
相通但同样复杂的个体感受；这些
故事里，藏着武汉人“不服周”的密
码。这些故事寻常，却也并不寻
常；普通，却也能让人动容。也正
因这些故事，900 万人才不只是涉
疫情统计中的分母，更是有个性有
人格的抗疫者的集合；才不该被淹
没在模糊的群像中，更该作为权益
主体被关切、被治愈。

透过这些故事，可以知道武汉
人在这76天里经历了什么，解封对
武汉人又意味着什么。

武汉“不灭”。而不灭之因，就
藏在这些故事里。

“活”过来的武汉里，有“900万个故事”

最近，一段深圳外卖小哥
疏导堵塞交通的视频在网上
疯传，深圳交警请网友帮忙寻
找这位暖心的外卖小哥。

受疫情影响，这段时间，
外卖小哥的“枢纽”作用越来
越明显。在大部分人宅家抗
疫的日子里，是他们的坚守，
将我们与外界串联起来。美

国《时代周刊》封面发布抗疫
群像，外卖员高治晓入围，被
称赞有“非凡的使命感”。

不过，这个世界没有从天
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
普通人。在未来的生活里，我
们一定要对外卖小哥多些理
解和包容，以回应这些平凡劳
动者的不平凡作为。（新京）

昨 天 是 武 汉 解 封 的 日
子。一座城市醒来，一些人的
背影却日渐走远。

这两天，山东援鄂医疗队
员张静静逝世的消息，让很多
人扼腕心痛。花一般的年纪、
树一般的坚韧，却不幸倒在了
回家前的一步之遥，只留下日
夜 盼 望 妈 妈 回 家 的 5 岁 幼
童。她的丈夫则远在非洲塞
拉利昂援建，至今仍焦急等待
回国，希望能送她最后一程。

“人已经没了，我还没有
回家。”张静静丈夫韩先生的
这句话让无数人落泪。让人
慰藉的是，从外交部到山东省
委省政府，都在从中协调。4
月7日晚，外交部军控司官方
微博“@战略安全与军控在
线”发布博文，传达外交部领
保中心消息称，经多方协调，
韩先生将于 4 月 11 日从塞拉
利昂乘包机到比利时布鲁塞
尔，再从布鲁塞尔回国。

接回张静静援非丈夫，无
疑是特事特办，也合乎民众期
许：在张静静丈夫想回国却难
遂后，在网上，不少网友倡议
要众筹为他包机回国。但在
特殊的疫情期间，这不只是钱
的问题。塞拉利昂如今已进
入公共紧急状态，所有商业客
运航班停飞，水陆边境封锁，
塞周边国家也已全面停航，要
回中国并不容易。

在此背景下，这样的特事
特办颇显人性化。据了解，好
几个大使馆为此做了大量工
作。我相信，在这些辛苦协调
的背后，是使馆领事服务的职
责使然，也是出于“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的天然共情。

在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
重大挑战面前，总有一些人挺
身而出，“舍小家，顾大家”，为
了公共利益而拼命，甚至真的

“拼了命”。正是这种人性中
本有的崇高，帮助更多人度过
了至暗时刻。湖北解封、武汉
重启的背后，恰是数万名“张
静静”的忘我付出。对于他
们，社会理应善待。

张静静今年 33 岁，她的
女儿 5 岁。一家三口原本正
是享受温馨甜蜜的时刻，却
由于工作的缘故分割三地，
如今又因张静静的离开而破
碎。她的“抗疫日记”来不及
写到武汉重启这一章，这令
人惋惜。在此背景下，帮助
这个家庭舔舐伤口，帮助其
家人度过艰难时刻，也是以
善回应善的应有之义。

在疫情为归国路设置了
层层障碍的语境中，有关方面
近乎为张静静丈夫开了“绿色
通道”，这个“特殊对待”彰显
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底
色。

张静静的家庭，是个典型
的“奉献者之家”——孩子还
小，丈夫在外援建数年，张静
静又是危重症科护师。对这
些家庭的关怀与人道主义帮
助，或许还应跳出一时一刻。
对于援外的工作人员，相关单
位不仅要保证他们的平安健
康，更要关注他们在国内的家
庭是否安好；对于时常日夜颠
倒、工作忙碌的医生、护士，要
在待遇和休假制度上予以更
多倾斜。

让张静静的丈夫“包机回
国”，这种特事特办背后，体现
的是对人之常情的尊重。希
望这样的尊重可以贯穿到日
常的工作当中，更多从人情、
从家庭的视角去关怀一线工
作人员，从制度和情感出发，
去为他们解压、帮他们解困，
用制度善意与社会温情回馈
他们的光与热。

协调张静静援非丈夫回国
是最实在的人道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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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张静静的丈夫“包机回国”，这种特事特办背后体
现的是对人之常情的尊重。

九百万个故事，不止一种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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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
沉寂了 76天之后，江城武

汉，正在这个春天复苏——4
月 8 日零时起，武汉市解除离
汉通道管控措施，有序恢复对
外交通。城市解封之际，从

“暂停”到“重启”，还需要全国
各地“搭把手、拉一把”，需要
社会各界以更多行动加油、助
力。

回顾武汉关闭离汉通道的
那些日子，疫情肆虐之时，一方
有难、八方支援，正是全国各
地、社会各界的火速驰援，让武
汉人民坚定了阻击疫情的信

心，也让湖北人民鼓足了战胜
疫魔的勇气。

武汉人民、湖北人民不会
忘记：在医务人员极度紧缺之
际，从农历除夕夜起，白衣执
甲，一批又一批的援鄂医疗队
队员“逆行”出征、奔赴武汉，全
国累计选派 330 多支医疗队，
超过 4 万名医务人员驰援湖
北；在医用物资极度匮乏之际，
各地不遗余力调集口罩、防护
服保障湖北供应，众多省市“搬
家式”援助湖北各市州……社
会各界踊跃捐款捐物，爱心如
潮，汇聚为战“疫”的磅礴力量。

众志成城，共克时艰，以武
汉市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
传播如今已基本阻断。推动疫
情防控从“全面阻击”向“精准
防控”转变，加快建立与疫情防
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
序，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
到最低，成为新阶段打赢武汉
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主要任
务。

既要抓好疫情防控，又要
着力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武汉
市、湖北省的“担子”依然不
轻。按照要求，中央和国家机
关各部委将继续加大对湖北的

支持力度，制订一揽子计划，在
就业、财政、税收、金融、脱贫攻
坚、重大项目建设等方面适当
倾斜，帮助湖北解决实际困难
和具体问题。这体现了对于一
城一省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
重视，也为切实支持武汉、湖北
指明了具体着力方向。

爱武汉、挺湖北，需要更多
行动。在眼下这段时间“拉一
把”，帮助武汉、湖北早日全面
步入正常轨道，不仅需要中央
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的鼎力支
持，同样需要更多地方、更多人
伸出援手。比如，受疫情影响，

湖北许多地方的农产品积压待
销，多帮湖北“拼单”“带货”，就
是支持、助力；在持有“绿码”的
武汉、湖北籍人员有序外出务
工之际，不戴“有色眼镜”，给予
更多工作机会，用真诚和善意
接纳他们，同样也是支持……

疫情防控最吃劲的时候，
一句句“武汉加油”“湖北加
油”，曾给予武汉人民、湖北人
民莫大鼓舞；时下，由衷期待社
会各界以更多“加油”行动，助
力湖北、武汉经济社会发展“爬
坡上坎”。

（相关报道见10版）

爱武汉、挺湖北要见更多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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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各界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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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

2020年全国艺术类专业报名人数预计为115万。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诸多高校近日发布了艺考调整方
案。部分专业取消校考、部分专业高考前举行线上考试……一项项措施背后展现出艺考哪些变化？“云艺考”
如何保障考试公平？对此，诸多考试措施形成一道道关卡，力保线上艺考的公平公正。 新华社发

“云艺考”要过三道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