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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疫通讯 】|

从焦虑到复工——来自湖北的笔记

宋宇馨

一、回家前传：离武汉封城，只差一天

冬日的烟雨，在车窗玻璃上无声的划出一丝丝

斜线。

2020 年 1 月 21 日早上 8 点，行驶了半夜的高

铁，冲破夜幕，终于缓缓滑进了清冷的武汉火车站。

繁忙的春运大潮中，我们只抢到从武汉中转回

宜昌的车票，不得不在这里中转停留。还好我们平

时一直有关注时事新闻的习惯，提前准备好了医用

外科口罩和免洗洗手液。就在出发的这天晚上，钟

南山院士接受央视采访时，确认存在人传人的现

象，刷到消息的我被焦虑笼罩，在高铁上一夜无眠。

记得当时观察车厢里戴口罩的人，大概有一

半左右，随身带免洗洗手液并随时给手以及手机屏

幕消毒的则只有我们一家。抵达武汉后，我们直接

打车到酒店，并取消了当天所有外出计划，吃饭也

是用外卖解决。

22 日我们在清晨退房时，看到酒店前台人员已

经戴上了口罩。而笼罩在门外黑暗中的暴雨声，让

人心生不安。经过一天，人们提高了警惕，车站可

见戴口罩的人明显增多。

在不安中，我们准时上车，上午 9点抵达宜昌。

24 小时后，1月 23 日上午 10 点，武汉三镇正

式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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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了家人：亲历新冠肺炎收治医院检测

焦躁不安的情绪在回家的第一天到达顶峰，我自己在生理上也出现了一些应激反应，为

了防止从武汉带回的病毒传染家人，我们决定第二天去医院检查。

清晨八点，我们从宜昌市第二医院发热门诊，转到新冠肺炎的定点收治医院——宜昌市

第三人民医院。我们到达的时候，医生们正在隔壁紧急开会，一边穿防护服、一边讨论收治

措施。

接诊室两侧门全部打开，地上放置的空气循环器开到最大，促使空气流通。坐下后，医

生快速而娴熟的提问，做登记，开检测项目单据。

一共三个项目，分别是肺部 CT、血常规和咽拭子样本采集。其他两项检查平时体检的时

候也做过，而咽拭子样本采集就比较难受了。一根细长的管子伸进鼻子里想象不到的深处，

进行擦拭，仿佛大脑被刺了一针。

肺部 CT 是新冠肺炎排查的重点项

目和依据，等了 40 分钟结果出来后看到

肺部影像一切正常，心中的石头已经落

下了大半。

下午六点，所有结果都出来了，再

次去呼吸科确认结果。这个时候的呼吸

科，已经变成战场了。检查的人排成蜿

蜒的长蛇阵，走廊的椅子上坐满了戴口

罩的病患。接诊室也出现高度疑似的人

员，候诊的人纷纷转身背对以防备。而

从别的医院转过来的疑似新冠病毒感染

者的病人，却因为床位不足而滞留，转

收医生负责地大喊：“即使没有病床，我

也不能放疑似病人走！”语气很坚决。

所幸，我们的检查结果经过医生的确认，均为正常。

十四天后，潜伏期过去，真正的结果才会出来。接下来的日子，就需要跟家人一起隔离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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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隔离时光：从不安到居家办公

1月 24 日，

这天，是中国人的除夕；

这天，是九省通衢武汉封城的第二天，火神山医院此刻已经开工；

这天，是处于东西部过度的丘陵地带、长江中游、我的家乡——宜昌，正式封城的第一

天。

这天，是我们从北京回来的第四天，也是我们隔离开始的日子。

开始隔离的时候，我们就主动给社区网格员打电话，汇报了我们从武汉转车回家的情况，

让社区做好登记；在宜昌正式封城的前一天，紧急采购了一批食物储备起来，妈妈去医院给

奶奶买了足够一个月吃的高血压药等等。

这天开始，大街上一切都被定格了。

最开始，能够允许一家一户每隔两天派一个人出门采买食物等物资，为了保护家人，我们在

外出防护和消毒方面也做到最严格，准备了一件蓝色的工装外套作为隔离服、戴好医用外科

口罩和一次性手套，作为外出采购食物的防护手段。回家之后将配比好的消毒水用喷壶喷洒

外套和鞋底以及采买回来的物资，将外套晾在阳台上吹风，摘掉手套后再用七步洗手法洗手。

尽管如此，隔离生活开始的前期依然感到十分不安，家人都处在不同程度的焦虑之中，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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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一点点状况都让人提心吊胆，担心的亲人

只能每天互相打电话确认对方安好。

第一阶段，海量负面消息的爆发，让人不安；

等待潜伏期过后的结果，更让人压力倍增。为

了消除这种不安感，我们做了一下几个措施：

（1）全家人看电影或者电视剧，让所有

人从手机上不时弹出的消息中转移注意力，减

少过量的负面信息对心理造成的创伤。

（2）看有关医学或者病毒的专业资料，

从专业角度上解释家人无端的猜测，安抚大家

的情绪。知识是消除恐惧的有效手段。

（3）多笑。用笑声让气氛松弛下来。

在这段时间，单位开始分科组每天汇报员

工的体温状况，每天早上按时在微信群里打卡

报体温也成了我睁眼的第一件事。每天早上确

认自己的体温是正常的，也是我新一天开始的

第一针强心剂，有效的消解了自己的不安。馆

里领导及同事们不时的关心也让我感到十分

温暖。

随着疫情的发展，宜昌市的防控越发严格

起来，人员出入严格禁止，只能在网上统一采

购，再在小区门口接收。在经历了开始几天的

混乱后，采买及防控流程日益清晰。小区微信群里有不少志愿者主动联系各大商超，并且制

作好小程序，让大家尽可能地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灵活下单；宜昌市开通了网上问诊和宜健

通小程序，每天上报身体状况，遇到身体不适时先在网上问诊，减少去医院交叉感染的风险；

社区的工作人员还上门排查体温。而我也渐渐适应了在家隔离的心理状态，用假期的一堆零

食和饮料，减少隔离期压力。14 天隔离期过后，我第一次下楼拿预定食物的短暂“放风”，开

始第二阶段的工作。

根据防控疫情需要，单位采取了闭馆不停工的工作方式。我们组也开始居家办公。所幸

我们之前从北京带回了笔记本、鼠标、键盘等全套办公设备，家里甚至还有一台专门用于外



防疫文献与文献消毒专辑

103

接笔记本的显示器，这一套，让工作无忧。

不过设备虽然齐全，但是有两个困难克服。

一是寒冷。宜昌不像我们待惯了有暖气的北京，南方的湿冷，可谓刻骨铭心。

为了对抗寒冷，每天办公前，先把地上的小太阳取暖器打开，再冲泡一杯咖啡暖身提神。

而办公的时候，还需要灌个热水袋放身上，才能把无处不在的湿冷驱赶走。而露在外面的双

手就不能幸免了，只能在键盘上敲会字，然后放到小太阳上或者热水袋上捂一捂，再继续。

二是我和先生两个人办公，而电脑却只有一台！

面对这种窘境，我们约好互相划分办公时间，大体上是分成上午、中午、晚上，双方进

行隔日交替。

克服了这两个困难后，我参加了整理数据的工作；同时在联络软件上跟同事们交流工作

想法，跟领导及时汇报工作进度，大家一起讨论，让工作不受疫情的影响。

在特殊时期，正常的工作能够进行下去，至少可以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1）自己身体没有生病，家人也都安好，没有其它事情纷扰。

（2）有一份安心的工作。

（3）同事和领导们也都安好。

正是有了这些，才能让人从容不迫的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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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也过了十四天的潜伏，家人全都安好。

没有比这些更让人觉得幸福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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