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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是我们治愈别人

采写《武汉城中宁波人》是在大年
初二。彼时，武汉城中的普通人，大抵
都经历了从恐慌到害怕，从害怕再到
平复的情绪。我找到了几位在武汉的
宁波人，他们有的在武汉读书，有的成
为武汉媳妇，也有在疫情前回到武汉
的新宁波人，他们的节日生活被一场
疫情改变了，我感到，他们需要一个情
绪的抒发口。

笔下，记录旋涡中人们最真实的
状态和故事，还原那个一度被大家误
解的城市。采访的最后，他们都向我传
达出同一层意思，这几天憋得太难受
了，感谢我能花时间听听他们的故事，
哪怕仅仅是陪他们聊天。

2月份的时候，我们找了几个创
业者聊聊，有餐饮店的小老板、软件公
司的创始人、会展业的老炮、旅游业的
头儿、美容行业的经营者，而他们所在
的行业恰恰也是这次疫情中受创最严
重的，许多创业者眼看无法复工，话说
着说着，情绪一下子就失控了。

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创业者裹挟其
中的焦虑与忧思，而我们倾听的同时，
其实还有另一个身份，我们需要将所
知道的官方、权威的有关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的信息传递给他们；关注他
们所经历的磨难和冲击的同时，我们
发起了对企业近期经济情况调查的问
卷，与国研经济研究院东海分院一起，
对接下去宁波经济的走势作出研判。

我们做的还有更多，联系了宁波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共同发布宁波疫
情信息空间分布图，顺应大家的关切。
当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希望从宁波口
岸进口防护物资时，我们及时梳理了
政策文件，告诉大家什么样的物资才
符合捐赠标准，捐赠物资该如何办理
登记。我们还邀请了几位律师对疫情
影响下的工资待遇、延迟复工、出口业
务等法律问题一一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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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留恋疫情带来的漫长假期。是的，我也毫
不留恋。以至于我对这段假期的记忆是模糊的，停摆
和忙碌是关键词。

少了油墨和铅字，并不代表我们媒体人停下了手
上的工作。相反，我们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我们探寻
真相的脚步必须加快，我们要用更快的速度、更新的媒
介传递新闻——那个时候，我们的城市正需要一群眺
望、坚守、提问的人，了解世界，了解自身，彼此关切。

我们的休假早已结束，我们报道小组的微信群，
从年三十开始，每天上千条对话消息，从上午7点跳动
到次日凌晨3点，一直在高负荷运转，通过甬上APP、
东南财金、宁波晚报、宁波晚报生活号等微信公号推
送，为大家提供有价值、有思考、有启发的内容。

事实上，我们的笔头比我们的记忆，更能留下些
什么。梳理战疫期间，我采访过的人，报道过的事，写下
过的文字，我欣喜，因为这其实是一个被治愈的过程。

更多时候，是我们被别人治愈

2月10日，宁波成立企业复工工作应急组，开
通了包括市长电话在内的4部热线电话。他们就像
是一个集体作战的应急“店小二”，专门帮助企业解
决因疫情影响遇到的运力短缺，物流受阻，招工难，
防疫物资短缺等各类困难。

我有幸能见证宁波经济反弹的全过程。一张10
多米长的椭圆形会议桌边，围坐着20多名工作人
员，每个人的面前都摆着一部电话、一个茶杯和一
大沓的登记表和材料。会议室内电话铃声，此起彼
伏，他们都在认真地接听电话，或填写材料。

通过采访，我听到了很多暖心事。比如，申洲外
地员工返岗包车是如何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又
简化审批手续的；宁波企业生产的臭氧消毒实验装
置是如何顺利抵达武汉的；应钟南山院士请求，生
产重要医疗装备氢氧气雾化机的三家配套宁波企
业如何最快时间内复工复产等事项的背后，都有应
急小组的身影。

感谢你们的存在。这里就像是撬动宁波经济步
入正轨的支点，随着一件件事项的办结，这座城市
的每一条“毛细血管”正在被一点一点打通，呈现出
健康活力的姿态。

2月底，我采访了一位雅戈尔高管。从确诊隔离
病房出来的第一天，他给雅戈尔中原公司的40多
位中高管开了一次电话会议，2个小时20分钟时间
里，他似乎要把这确诊新冠后的24天人生经历和
人生感悟都一并给抒发出来。他说的最多的是，信
心比黄金更重要。

作为一个拥有近千万人口、百万市场主体的城
市，宁波在疫情的严峻大考中，全民动员、众志成
城，防疫有力，复工有序。在记录这个城市恢复成熟
悉模样的过程中，我们不断治愈他们，又获得自我
治愈的能力。这大抵也是身为记者的意义之一。

记者 王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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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本报记者徐文燕来到美康生物，了解核
酸检测相关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