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年底，內地全面調整疫情防控政策。不可否認的

是，此政策下的過去三年，內地感染人群一直可控。這背

後是無數社區幹部織就的「防疫網」。但對於這些社區幹

部而言，他們無不經歷了名譽「塌房」全程——從新冠疫

情防控初期人人敬仰的大白，到防控末期不再被人理解甚

至指責的對象。如今防控政策調整後，民眾恢復到了疫前

生活秩序，但一度出現的感染高峰也加重了社會焦慮。但這些脫下防護服的大白們，

依舊承擔着為保障城市醫療資源供應所需的前期防疫摸底工作，以在最短時間

內，摸清重點保護人群規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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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新年的時針悄悄從
2021年劃入2022年，一
千多萬人的大都市竟然也
沒有絲毫的波瀾。寒風凜

冽的大街小巷空無一人，除了偶爾風吹過的聲
音，剩下的便是一片寂靜。
凌晨一點，從酣睡中突然醒來的我，忽然特

別想看看疫情下的長安新年夜。穿衣下樓，走
過空無一人的小花園，突然在小區大門口的一
片漆黑中，我竟然看到了一個孤單單的背影。
「您好，你是誰？」背影沒動，頭卻回了過
來。「我是社區值班人員，現在不能出小區，
太冷了，您趕緊上樓。」
幾秒鐘的愣神之後，我邁開回家的腳步，

這時背影又轉了過來，同時聲音也再次傳
來。「新年好！」「嗯，新年好！」那一
刻，我突然想起了汪國真那首著名的《熱愛

生命》：「我不去想身後會不會襲來寒風
冷雨，既然目標是地平線，留給世界的
只能是背影……」
西安封城期間，據說有幾十萬社區工

作者站到了封控第一線。寒冷的深夜，
為了這座城市的安寧，他們一直巡查到
深夜；「菜荒」之際，為了第一時間能
盡快分菜，他們在小區門口從凌晨等到
天亮；為了保證八點準時開始核檢，凌
晨五點不到，他們就開始了籌備工作。
而很多時候，他們給大家留下的只是忙
碌而模糊的背影。
伴隨着疫情防控進入到新階段，或許從此

之後，我們再也看不到這樣的背影，但我們
每一個人都不能，也不應該忘記，曾經有這
樣一個堅定執着的背影，無論春夏秋冬，都傲
然屹立，為你、為我，擋過風，遮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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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記他們的背影

經歷了三年的忙碌，西安市蓮湖區社會工作者趙逸
晨和同事們一下子「閒」了下來，這是社區工作者

在新防疫政策下的一線工作所需的調整過程。「突然還有點
不適應了。」好在短暫休整之後，趙逸晨很快就適應了新的工
作方式，「現在主要是要保護高風險人群，防重症。」

排查高危群體為工作重心
去年年底內地調整了三年的嚴格防疫政策，奧密克戎毒株在社群中
迅速擴散。雖然在趙逸晨的社區，多數感染者都能居家順利「陽
康」，但他心中仍然提着過往一線防疫時緊張的「弦」。這是因為即使
社區一再宣傳，高危人群若身體不適需要及時就醫，但仍然有一些患基
礎病的老人和體弱的年輕人，對此沒有足夠的重視。「我們最近一直在摸
排，希望能掌握多一些高風險人群的信息，盡力幫大家平穩度過。」
不用再穿防護服的趙逸晨，最近在幾個小區摸排時有了新的發現，「以

前我們總是強調要大家注意防疫，現在沒了封控和核檢，居民們卻反而更加
自覺注重個人防護了。」趙逸晨說，三年與疫情的對戰，實實在在給自己上
了一堂社會課。「相信每一個人都一樣，有了這三年的歷練，或許都能成就
更好的自己。」

感染高峰注重心理疏導
2022年冬至前一周，西安社區幹部曉瑞突然陽了。「那一刻，還真有點擔
心。」當天回家後，她就把自己關在了書房。每天自己在書房裏邊消毒，女兒
則是拿着酒精瓶在外邊消毒。然而兩天後，女兒、丈夫、婆婆，還是相繼出現
了感染症狀。對病毒依然抱有恐懼的75歲婆婆首先出現了情緒波動，隨後是女
兒因「刀片嗓」痛苦不堪，家庭就此宣告被病毒折磨得翻天覆地。
曉瑞自己也是頭重腳輕，但還是要擔起照顧家庭的責任。「我們開了個家庭
會議，給全家人普及了一下新冠的最新科學知識。」曉瑞說，這個時候或許安
撫也是一劑良藥。
三天後，轉陰後的曉瑞上班了，而返崗第一天，就遇到了一堆棘手的事。
「前邊單元的老人高燒三天不肯去醫院，家屬尋求社區幫助。」這邊剛剛處
理完，那邊一家人找社區說自己跑了兩天還沒買到藥，讓社區協調供應。慢
慢地，曉瑞發現，很多感染者實際症狀並不嚴重或者乾脆沒有症狀，但心理
的焦慮放大了影響，也就搞得社區人心惶惶，家中雞飛狗跳。
曾經選修心理學的曉瑞，隨即回家打開了塵封了五六年的學習筆記，一
項一項溫習，親手製作了很多隨手貼。「到了感染高峰期後，有些人看多
了，聽多了，也經歷多了之後，就會聯想或臆想。」曉瑞說，這個時
候，大家互相安慰扶持慢慢也就過去了。

自發公益科普 互助建群
從那以後，西安多個小區都能看到曉瑞的身影。除了本職工
作，她一有機會就會開始她的公益科普。此外，她還積極號召
建立單元共享藥箱、公益互助群、尋醫問藥群等等。在她看
來，三年疫情，生命中總有一些不期而遇搖曳在枝頭，只
有積極面對，才能安穩而過。

「
充
公
」自
家
菜
補
上
鄰
里
缺

結婚七八年都沒吵過架的趙逸晨，
在過去的三年疫情期間，卻和妻子爆發
了不下十次爭吵。每次吵過之後，趙逸
晨總會陷入到深深的自責和內疚之中。

2021年12月底，西安封閉管理十餘天後，這座歷史
悠久的網紅城市，再次上了熱搜。而這一次不是萬眾
喜歡的「摔碗酒」，不是集千寵於一身的「不倒翁小
姐姐」，而是被全國媒體狂批的「菜荒」。趙逸晨苦
笑說，其實自己家是最早斷菜的，「疫情剛開始，我
就上了一線，妻子忙於網課，家裏很快就沒菜吃
了。」

「菜荒」妻子壓力爆表
趙逸晨至今還記得那半個月的生活，「一天吃油

潑麵，一天吃老乾媽拌米飯，一天吃烤饅頭夾油潑
辣子。」而此時，作為社區幹部的趙逸晨，正忙得
昏天黑地不回家。「其實妻子一直是很支持我的，
說家裏的困難能克服，讓我全力以赴幹好社區的工
作。」然而一次意外，卻讓這位溫柔的女子大發雷
霆。

「那是第一批政府免費菜下發的時候。」當晚，
趙逸晨提着自家免費菜剛剛到家，家門就被鄰居砸
開。「那個人一進來就說社區幹部假公濟私。後來才
知道，對方領到菜沒有回家，而是在小區健身器材上
鍛煉，結束後菜就不知去了哪裏。」不論趙逸晨如何
解釋，這位鄰居依然在糾纏，實在沒轍的趙逸晨只能把
自家的菜送給對方。
眼看一袋子蔬菜就這樣送了人，已經被「菜荒」折磨

了近半個月的妻子突然爆發了，「她哭着喊，為什麼，咱
們一家老小也沒吃菜了。」面對妻子的哭訴，趙逸晨無言
以對，只能不斷地安撫。「妻子出身教師世家，通情達
理，性格溫柔。」趙逸晨說，能把這樣一個人逼到吵架的地

步，除了疫情帶來的壓抑和焦慮，跟自己的工作帶來的非正
常生活也有關。

疫下三年漫長似三十年
「三年就好像三十年。雖然疫情深刻地改變了這

個世界，但有些改變未嘗不是一種進步。」在趙逸
晨看來，但凡在一線的人或許都會有同樣的感觸，
「每天睡覺做夢都在排查，半夜驚醒，抓起衣服就往
外跑，總擔心耽誤了第二天的核檢。」回憶起三年前
那個霧濛濛的小年夜（臘月廿四），趙逸晨至今仍記憶猶
新， 「記得當時我們接到的第一項任務，就是提醒居民
戴上口罩。」彼時的武漢，被中國率先發現的新冠疫情
正在擴散，八百公里之外的西安，似乎並沒有多少市民
意識到隨後的生活將發生巨變。

戰疫情護民眾 堅守一線不退縮
臘月廿九，武漢宣布封城，趙逸晨也開始穿上防護服
上崗。但真正使他感覺到不安和恐懼的是送社區的一
位密接者去隔離點時，「雖然之前我已做好了準備，
但突然直面無法預料的生死，人性的弱點和本能，還
是立即展露無遺。」那一次他送密接者返家後，不僅
站在門口噴了半瓶酒精，進屋後更是把自己鎖進書
房「隔離」了一晚上。那種對疫情的惴惴不安，對
家人健康的擔心，一股腦全攪在心裏，一晚都沒法

合上眼。但第二天一早，趙逸晨還是早早就到了辦公室，
他認為這是做人做事最起碼的擔當。
疫情之初，民眾對嚴格的封控都表示理解，大家多認

為就像當年的非典一樣，忍一忍就過去了。但隨着全球
新冠病毒不斷蔓延變異，在經濟壓力逐漸增加的同時，
大家對嚴苛的防疫政策也開始出現了怨言。居民在直面
疫情封控和社區防疫人士時，都會帶有情緒。作為一線
社區工作者的趙逸晨也不可避免地面臨過居民的非難和
指責，「其實還挺難接受的。」趙逸晨說，「記得那是
2022年年初的一天深夜，有一對小夫妻跑來求助，說妻
子飯後有點不適。」看着焦急的夫妻倆，趙逸晨趕緊電
話幫忙聯繫，然而各種因素導致進展困難。「可能是愛
妻心切吧，丈夫就各種指責，最後甚至破口大罵。」那
一刻，趙逸晨的血一下子就上了頭，然而當他回頭看到
女子時，硬是把到嘴邊的話吞回了肚子。最終在趙逸晨
協調下，夫妻兩人就醫後沒有大礙就回了家。上樓之
前，看着全程陪同的趙逸晨，丈夫特別地不好意思，在
他們道歉的那一刻，趙逸晨五味雜陳，「最後想想，其
實也不怪他們，如果換做我，我可能也會罵人，互相諒
解也就釋然了。」

◆ 2022年年底
感染高峰期間，
社區幹部在小區
向老年人發放抗
原試劑盒。

◀「新十條」
落實以來，西安社
區幹部主要工作
轉為防重症。

▶西安封閉管
理期間，社區幹部
為西安小區民眾分
發免費菜。

有積極面對 才能安穩而過

◀西安封閉管
理期間，社區幹
部輪番進行環境

消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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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過

更珍惜

6 文 匯 專 題
東南亞版

◆責任編輯：于大海 2023年2月24日（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