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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武汉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第 9 号通告中显示，“1 月 26
日 0 时起，除经许可的保供运输
车、免费交通车、公务用车外，中
心城区区域实行机动车禁行管
理”，其中并没有对普通市民应急
就医车辆有所规定，但很快，解决
方案就出来了——据媒体报道，
武汉每个社区会配备 3 到 5 辆车

辆，主要为医护人员提供通勤服
务，接送发热病人到医院就诊。

今年的年味不太一样，因为
突如其来的疫情，很多人戴起了
口罩，推掉了年夜饭，把打包好的
行李箱又重新打开。

记者在微信上问一个武汉朋
友境况如何，他什么也没多说，只
发来四个字：好好活着。

如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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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联
系到了几位在武汉的宁波人，他
们有的在武汉读书，有的是武汉
的宁波媳妇，有的是在疫情前回
到武汉的新宁波人，他们的节日
生活被一场疫情改变了。

魏莹大概是武汉为数不多
的在2019年 12月 31日就督促
全家戴口罩的人了，这还是宁波
的朋友提醒她的。

那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
天。在宁波医院工作的朋友给魏
莹发去一条微信：“听说武汉不明
原因肺炎的病例在增多，你们记
得勤洗手，戴口罩。”

一开始，魏莹是将信将疑的，
但很快，她便警惕起来。

因为一份在网络上流传的
《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
作的紧急通知》在2019年12月
31日早间被证实确为武汉市卫
健委发布，紧跟着，国家卫健委委
派专家组抵达武汉指导疫情处
置。

可情绪也仅仅停留在“警惕”
上。

她说，从1月 1日直到1月
20日晚间钟南山院士针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接受
白岩松采访，20天里的信息量实
在过于爆炸，“各种官方的、民间
的消息纷至沓来，新消息又不断
推翻、否定着旧的。”

很难真正地去相信什么，怀
疑什么。也是那段日子里，大多
数武汉人的状态。

不过，转变是急速的。1月
21日，孩子所在的学校通知补课
立即暂停，连高三也停了，魏莹觉
得这是一种信号。于是，在 22
日，她开始囤米、囤面、囤蔬菜，囤
了一个星期的量。

而真正的恐慌来自于一则交
通管制的通告——1月23日10

时开始，武汉全城公交、地铁、轮
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
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这座
有着1000多万人口的武汉城被
临时“封”住了。

“通告是凌晨2点来的，紧接
着，我的一个同学发来微信说他
要趁通道关闭前赶紧开车出城，
凌晨四五点就出发。”

确实有不少人选择在8个小
时的空窗期内离开武汉。有报道
称，23日凌晨3时许的汉口火车
站，人流尚不多，但已有一些拖着
行李箱的武汉市民到售票厅临时
买票出城，由于凌晨已不能使用
网络购票，他们只能到火车站售
票机前现场购票。“只要能出武汉
就行，买到去哪里的火车票都
行。”多名等待购票的人说。

那晚，魏莹没能合眼睡觉，
“我这辈子第一次听说，一个偌大
的城市还能封起来，他们此刻的
离开更多带着‘逃’的意味。”

同一天，魏莹所在的小区确
诊了一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病例。

小区被紧急隔离，陆续出现
另 1个确诊病例和 5个疑似病
例。用魏莹的话说，这样的数字
在常住人口有1万人的小区里，

“已经算是情况比较好的了。”
除夕当天，连春晚魏莹都没

什么心思看，只是反复刷新着手
机里的信息，回复着来自宁波亲
人的关切。

她告诉记者：“我每天都会接
到很多电话，亲人朋友们的焦虑
程度和恐惧程度似乎比我更加强
烈一些，我在宁波的姐姐打来电
话，哭得稀里哗啦，反过来是我去
安慰她们。”

魏莹能够理解这种感觉，亲
人因为不知道武汉这边的真实情
况而感到害怕，就像她最开始被
信息轰炸时的心情一样，但当官
方提供的信息一点点透明、翔实、
有序的时候，她反倒不怕了。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突如
其来的疫情，她看到了邻里之间
守望相助的温情。

记者问她，觉得最坏的日子
什么时候过去？魏莹沉吟片刻，
回答：“快了，当集全国之力做一
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希
望的时候。”

她也是这么安慰今年即将高
考的孩子的。

虽然知道疫情严重，周子豪还
是搭上了1月22日从宁波开往武
汉的高铁。上车前，他特意戴了两
层口罩。

一出站，冷冽的风吹得他一哆
嗦，嘴巴里呼出的热气沿着口罩往
上蹿，糊住了他的眼镜。高铁站
里，大部分人都和他一样戴上了口
罩，即便如此，他还是没有做太多
的停留，也没有去坐地铁、公交，径
直搭车回了家。

在他的记忆里，这是武汉火车
站人烟最为稀少的一次，一路上也
很少能看见人，平常人群密集、热
闹非凡的楚河汉街万达商圈鲜有
人迹。

周子豪觉得，他还是幸运的，
因为第二天，武汉就宣布关闭离汉
通道了，城区内没有公共交通，买
菜、买口罩、买酒精只能在附近解
决。

他说，大型的农贸市场早已
经关了，超市还开着，日常生活所
需的东西都能买到，虽然曾出现
过短暂的抢购和涨价，但情况很
快就平稳下来，3.8 元一斤的雪
梨，4.99元一斤的胡萝卜，都是年
前的价格。不过，他注意到，大家
依旧习惯多囤几天的量来减少出
门的次数。

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口罩和
酒精反而是比较紧俏的，好几次
脱销。记者采访他的时候，周子
豪的母亲正要去家边上的药店
买医用酒精，那是一周前就预订
的。

“说没慌过是不可能的，不出
门的情况下，我现在每天都要洗
10到15次手，每天用酒精擦一遍
家里看得见的地方。”

好在小区的物业每天都会对
电梯、道路、花坛等公共场所进行
消毒，还设立了口罩丢弃专用垃圾
桶和体温检测点，进入小区的人员
必须佩戴口罩，一旦发现体温异常

者，会详细登记居住信息和接触人
员，并进行隔离。

这些画面都被他记录在自己
的VLOG里，他告诉记者，现在网
络上对武汉有各种传言，他想拍一
段真实的武汉给大家看看。视频
一经发出，次日便收获了10万的
阅读量，也收到了不少来自宁波、
来自各个城市的朋友发来的消息，

“原来武汉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啊”
“我们对武汉的顾虑少了很多”“武
汉加油，一定能挺过去的”……

1月24日是除夕。早起打开
手机，弹出“湖北省多处封锁”“武
汉市25日凌晨起封闭过江隧道”
的消息，周子豪说，大家都以为封
锁后是解封，没想到却是更小范围
的封锁，但和前一天相比，心情反
倒平复了许多。

于是，他做了两件比较有过年
仪式感的事情：贴对联和年夜饭。
他觉得，今年的对联一定要好好
选，在一众对联里，他一眼就相中
了“长康福旺千秋盛，城吉家兴万
事昌”这副，短短14个字，每个字
眼都紧扣当下祈愿。

他没让父亲回来，各自隔离，
家里只有周子豪和母亲两个人，所
以年夜饭简简单单做了5个菜。
其中，藕圆子是武汉特色菜，莲藕
搽成蓉，加肉馅和少许水、生粉、酱
油、盐和味精调匀，用手挤成丸子
状，油锅烧至六成热时，丸子挂糊
炸至金黄即可上碟。

选择这道菜，是周子豪和母亲
之间不用明说的默契。在湖北，他
们习惯把“丸子”叫为“圆子”，也是
年宴上必有的一道菜，象征“团团
圆圆”。

值得一提的是，饭桌上的酒是
周子豪从宁波带去的杨梅烧酒，他
还打趣道：“回武汉前，我就准备了
很多宁波特产带过来，打算送给亲
戚，现在这些东西都只能囤在家
里，送不出去了。”

武汉城中
宁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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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心怡

即使街上少有行人即使街上少有行人，，武汉还是灯火通明武汉还是灯火通明。。 周子豪周子豪 供图供图

武汉过江隧道关闭 周子豪 供图

当信息越来越透明，她不再害怕了 年夜饭喝的是宁波带来的杨梅烧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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