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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部分景区
恢复开放
图书馆、影剧院还要再等等

本报讯（记者 谢舒奕 施代伟）元旦
临近，旅游市场动态备受关注。记者采访
获悉，随着疫情形势好转，眼下宁波多家
景区陆续宣布恢复开放。

12月22日上午，天一阁博物院发布
公告称，天一阁、伏跗室（冯孟颛纪念馆），
自12月22日下午1:30起，恢复对外开
放；保国寺、浙海关旧址博物馆继续闭馆，
开放时间另行公告。同日恢复营业的还
有宁波野生动物园。

东海半边山旅游度假区也做好了全
面的消杀、清卫工作，已于12月20日恢
复开园，后续室内场馆将陆续开放。

记者了解到，12月19日15时起，宁
波全市应急响应等级从Ⅰ级调整为Ⅱ级
应急响应，解除镇海区除蛟川街道封控区
和管控区外的临时封闭管理。周边城市
情况来看，旅游的步伐也有望逐渐走远，
例如，普陀山朱家尖景区已于12月21日
恢复开放。

多家景区陆续恢复开放，那么，图书
馆、影剧院等文化场所何时能恢复开放
了?昨日下午，记者来到走访了博纳国际
影城(宏泰广场店)、CGV影城文化广场
店，发现影院都还处于暂停状态。

CGV影城一路之隔的宁波文化广场
大剧院是宁波文艺爱好者的打卡点，疫情
影响下，近期有近10个剧目或取消或改
期，“截至目前，我们12月份的演出都停
了。”剧院工作人员介绍，有些剧目延期到
什么时间，大剧院微信公众号也会第一时
间发布有关信息。

此外，记者了解，目前宁波博物馆、以
及其他剧院等公共文化场所仍然处于闭
馆、暂停对外服务状态。宁波市相关主管
部门负责人表示，疫情防控管理措施也是
为了保证大家的健康，希望广大市民能多
多理解，过一段时间，这些场所将会逐步
有序恢复开放。

12月16日，刘海红可以出院
了，可坐救护车来医院的夫妻俩
怎么回家却成了一个问题。

“我们不会要走回去吧，外面
还下着雨。”刘海红说。就在这
时，有护士给他们支了个招——
听说住院部楼下有滴滴爱心车
队，不妨问问看。

章联军赶紧下楼，果然看见有
两辆贴着橙色标签——“抗疫保障

车队”的滴滴车在等候。“我说明情
况后，两个小伙子，抢着要送我们。”

这个车队的召集人叫梅锋，
是个滴滴车主。12月7日镇海临
时实施封闭管理后，他便召集了
六七个被困在镇海的开滴滴车的
车主，组成了一支小型的抗疫保
障车队，之后扩充到了32位车主，
24小时在镇海区人民医院、蛟川
街道卡口等5个点位待命，帮忙转

运防疫物资、接送急症重症病人、
产妇孕妇和医务人员等。

封闭的10多天里，他们总行
驶里程超过50000公里，接送各
类人员超过8000人次，没收过一
分钱。

刘海红在朋友圈里写了这样
一句话：“疫情之下，你我同在，感
恩遇见的一切。”

记者 徐露清 通讯员 王云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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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疫情
进入拖尾阶段

12月22日下午，浙江省政府新闻办
举行第九十六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最新疫情情况：

12月21日，浙江无新增本土确诊病
例，无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新增境外
输入确诊病例1例，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
感染者2例。这是12月5日以来全省首
次实现单日本土病例零增长。12月22
日0-15时，浙江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无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目前，浙江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每日新增病例数连续下降，疫情进入拖尾
阶段。其中，绍兴市上虞区近期新增病例
以集中隔离点筛查发现为主，实现了社区
清零目标，新增病例风险总体控制在闭环
管理以内。杭州市和宁波市疫情进入清
零阶段，本轮传播风险基本已得到控
制。 据浙江发布

从产前的焦虑到生产时的放松，再到产后一碗鲫鱼汤的感动

镇海封闭期间，她顺利诞下“抗疫宝宝”
她说：疫情之下，你我同在，感恩遇见的一切

12 月 21 日的预产期，7日凌晨
镇海区却被封了，家住镇海庄市街
道的刘海红和丈夫章联军去市级医
院分娩的计划被打乱，谁都不知道
分娩和解封哪个先来。

章联军感受到了妻子的焦虑。
一方面，作为一个一心想要顺产的
“一胎”妈妈，能不能无痛分娩，一直
是妻子最在意的事；另一方面，妻子
有易栓症和妊娠糖尿病，这些高危
因素也着实让人放心不下。

就在这时，夫妻俩看到了临江小
区产妇在镇海区人民医院（宁波市第
七医院）顺利诞下“抗疫宝宝”的报
道。于是，11日凌晨2点左右，当宝
宝在肚子里“发动”时，夫妻俩第一时
间拨通120，决定：“我们去七院！”之
后，惊喜接踵而至。

“七院有无痛！”
这对刘海红来说，简直是入

院后的一个“惊天”大发现，并且
她庆幸查床护士经验老到，稳稳
拿捏了无痛分娩操作的时间，“否
则我还在阵痛中颤抖”，她在朋友
圈写道。

12月12日，32岁的她收到了
今年“双十二”最惊喜的“快
递”——一个健康可爱、3.5公斤
重的男宝宝。从上午9点到傍晚
5点40分左右，她占据分娩室第
一间的绝佳地理位置，在生娃之
余，还把医护人员“双十二”的高

强度看在了眼里。
“当时，分娩室里的床全是满

的，医护人员同时要照看几个产
妇。”刘海红回忆道，即使在这样
紧张的节奏下，她的体温和胎心
始终被密切监测着，时不时就
有递到嘴边的水。“有她们的陪
伴，分娩过程好像变得容易很
多，让我感觉只要努力，就能快
点结束。”

产科主任贺波印证，那天是
镇海封闭以来，最忙碌的一天：

“我们分娩室5张床很少有同时启
用的时候，但那天5张床都用上

了；平时产房里1个医生，那天安
排了4个，还有很多护士和助产
士。”每个人都是小跑移动，讲话
语速飞快，对话内容直截了当，打
断方式“简单粗暴”。

在镇海封闭的10多天里，一
边是大量被困镇海需要就地分
娩的产妇，一边是不少派往抗疫
前线撤不回来的医护人员。这
种情况下，该院产科全员连轴
转，成功迎来了90个宝宝，全部
母子平安，而今年此前数月，这
里平均每月出生的宝宝也不过
100个左右。

让刘海红在朋友圈里念念不
忘的，还有一碗鲫鱼汤。

12月15日傍晚饭点，已经产
后 3天的她正在病房里慢慢活
动，贺波和产科护士长施玲玲突
然敲开了她的房门，没等她和丈
夫回过神来，一阵香味已经飘了
进来。定睛一看，竟然端来了一
碗鲫鱼汤！

贺波告诉她，这是爱心人士
送来的。

记者向医院膳食科科长胡丽

蓉了解到，这位爱心人士是岚山
水库一处鱼塘的“塘主”王卫勇，
在镇海疫情期间，向镇海人民医
院“捐鱼”两次，每次500公斤左
右，本意是给辛苦抗疫的医护人
员加餐，但该院副院长徐志峰却
细心地想到了病房里那些待产和
产后的宝妈们。

做鱼汤很费工夫。食堂师傅
们先要挑出大小适中的鱼，每条
都要先煎再熬，汤要浓要白，为了
鱼汤不腥，每个步骤都急不得。

最后，从下午1点熬到4点多，终
于熬出了四五十份鱼汤，送到了
宝妈们手里。

“当时真是觉得爽翻天了！”
刘海红说，疫情期间，家人不便送
饭，和丈夫两个人全靠院内提供
的盒饭，“虽然每顿只有一荤一素
一份米饭，但我们真是觉得有的
吃就不错了，我们听到护士聊天，
她们自己有时候只能吃方便面。
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居然给我们
送来了鲫鱼汤！”

“双十二”最惊喜的“快递”

一碗鲫鱼汤，真是“爽翻天”了

出院回家还有爱心车队相送

刘海红一家三口和镇海区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合影。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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