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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張
聰 武漢連線報道）「原本打算來
武漢趕工，沒想到因為新冠肺炎，
沒開成工，更因為封城在武漢滯留
超過50天。」一家焊接裝備企業的
項目經理王波無奈地說，出差費早
花完了，剩下的就得自己墊，「最
近買的一個30元的套餐，有2隻茄
子、1棵大頭菜、一棵西芹。」王
波說，由於居住在酒店，做飯條件
比較簡陋，「我們一般是老闆家做
完飯，我們住客再分幾波做飯。」
「早就聽說武漢新冠肺炎的消

息，但完全沒有意識到會有後來這
樣嚴重。」王波回憶道，我們本來
計劃1月23號正式開工，大約一星
期左右完工。「沒想到就是在開工
當天，武漢封城了，項目還未正式
開始就無奈停工，我們一行也滯留
在小賓館裡。」
據悉，他們入住的賓館是一家私

人經營的快捷賓館，滯留期間賓館
裡只住着老闆一家人和王波一行7
人。王波他們開了4間標準間，每
間每天100元。用王波的話說，房
間倒也乾淨整潔，他們遇到的最大
的麻煩是吃飯。回顧自己在武漢滯
留的日子，王波總結說，買菜不
易，做菜更難。他表示，除了第一
天到了之後在賓館裡吃過肉，剩下
大多以土豆、白菜、蘿蔔為主。
「禁止外出以來，我們只能通過社

區群團購買菜，菜普遍比較貴，肉
更是買不起。」

盼政府助滯漢人員返鄉
談到目前遇到的困難，王波直

言，出發前從單位預支的差旅費已
經花完了，剩下的就得我自己墊。
「儘管武漢市政府要求對因離漢通
道管控滯留在武漢、生活存在困難
的外地人員，提供救助服務，但按
照相關要求，滯留人員必須無工作
單位。」
「現在我們的開支已經遠遠超過

當時預想，後方的老總給過一部分
補貼，再加上單位效益不算理想，
我們實在不好意思再向後方開口
了。」王波說，我們理解目前武漢
封城的現狀，認同個人應該配合、
響應離漢通道的管控政策，只是希
望政府能夠適當降低滯留武漢人員
補貼標準，盡快安排滯留武漢的健
康人員返鄉。
「四十多天來，我們時常跟家
裡打電話，告訴家人自己身體正
常，一切都好，不要掛念。」王
波表示，近日也和乙方車企進行
了溝通，項目下一步怎麼執行，
需要車企復工後研究確定。「我
們已經隔離居住50天了，到現在
沒有發熱的，肯定是健康的，希
望疫情早日結束，爭取早日能夠
返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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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漢異鄉客：

1月25日大年初一 ，「美
麗姐 」發燒了。當時

武漢已經封城，她抱着試試看的心態
和老公開着車冒險去醫院發熱門診，

「折騰到晚上九點多，根本排不上核酸檢
測，醫生說我七成可能是新冠肺炎。」
後來的幾天高燒不退，她甚至寫好了遺書。

後來在醫院整整排了三個小時隊終於打上吊
針，望着被人群塞滿的大廳，醫生勸她最好還是
在家隔離服藥。「美麗姐」稱2月3日確診時其實
已經沒有發燒了，但根據規定她一周後仍然要住進

武漢沌口方艙醫院。

幫失智老人找家人
維持秩序忙前忙後並不算什麼大事，「美麗姐」真正
在病友中樹立威信的事是她傾力幫助一名失智老人。那
是入住不久的一天晚上11點多，她在公共區域遇到一個
迷路又言語表達不清楚的老大爺。原來這名老大爺患有
阿茲海默症，經常走丟找不到回自己床位的路。「最令
人感到心酸的是，他出現幻覺，認為自己的老伴會接他
回家。」
「美麗姐」這下可坐不住了，到處打聽老大爺的家庭
情況。外省派駐的醫療隊指望不上，索性發動全艙的人
一起找線索。最後她靈機一動，挨個問與老大爺同一批
入院時的病友，終於聯繫上了他的老伴，「我當時和醫
生商量給他做一個信息識別卡，再走丟也好認。然後好
消息就傳來了，說他要被轉到別的醫院單獨治療。」

充當病友「翻譯官」
在方艙醫院中，她隔壁住的是一名不太會說漢語的青

海回民大姐。靠着默契和信賴，「美麗姐」當起了「翻
譯官」。「她有基礎病，也不願意和別人交流，每次醫

生來查房都是我給她翻譯。我出艙的那天
她還很失落，我告訴她沒關係，我還可以用微

信幫她和別人溝通。」
除了溝通，「美麗姐」還幫這名回民大姐解決了吃清
真餐的問題。沒過多久，整個病區100多個病友都知道
身邊有個「女區長」。

維護醫患關係促理解
「美麗姐」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整個方艙就是個小
社區，病友要學會自救自助。她平時也是熱心腸，願意
打抱不平。在她看來，自己必須主動站出來維護方艙醫
院中的醫患關係，「患病的人比較着急，而醫護人員10
多個小時工作不能吃不能喝，大家都要相互理解。」
「我願意做一個給別人溫暖的人」，成長在工人家庭
的「美麗姐」如是說。輪到她自己，剛上高一的兒子默
默畫了一幅畫給媽媽 ，畫上醫生和警察都保護病人。
「他嘴上不說，就是通過這樣的方式來溫暖我。」
香港文匯報記者問她，等疫情結束後最想做的事情是

什麼？聊天時幾度啜泣的「美麗姐」聲音裡一下子充滿
憧憬，「去西藏 」，她說，這是讓自己渡過難關的力
量。「當時活下去的勇氣就是我告訴自己你才40多歲，
還有很多地方沒有去過，一定要活下來去親眼看看。」

■■方艙醫院裡方艙醫院裡，，醫護人員帶領醫護人員帶領
患者們跳舞健身患者們跳舞健身。。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千 黃崗連線報道）
供職於黑龍江歐爾東
（七台河）環保有限公
司的許麗旭和丈夫周景
忠在得知公司總部向湖
北黃岡捐贈醫療廢棄物
處理設備，並急需工作
人員赴前線支援時，夫
妻二人主動請纓，決心
到黃岡並肩作戰。
年逾五十歲的周景忠

是單位的老車間主任，
在七台河子公司此次支
援湖北的3人中，也是年紀最大的。「疫
情來勢洶洶，我看着一批批醫護人員衝
在前線，心中也湧起一股熱血，希望我
的職業能為抗擊疫情貢獻一點力量。」
在從事醫療廢棄物處理工作的7年時間
裡，周景忠不僅熟練掌握車間操作規
程，更是公司的骨幹力量。

四班倒 24小時不間斷
許麗旭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一同為
黃岡市築牢疫情防控最後一道安全防線
的共有來自各個子公司的11名同事，初
步暫定援助時間為2個月。
「從抵達湖北至今已經二十多天了，

一日最多能處理醫療垃圾近二十噸。為
了保證醫療廢棄物及時處理到位，員工
現在分成四個班組倒班工作，24小時不
間斷進行垃圾處理。」許麗旭聲音裡透
着些許疲憊，開始時對這種倒班作息非
常不適應，有時候過了困勁睡不着，有
時候該起床了又起不來。

「最近老周腰椎間盤突出的老毛病犯
了，好在我倆分在一組，下班了我能給
他按摩。」許麗旭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最近正考慮給丈夫買張電褥子緩解
腰痛，讓他能休息得更好。

每日10小時 防護服不離身
為最大程度保證自身安全，每天早七

點用餐過後，操作人員要穿上全身防護
服，佩戴護目鏡，在醫用手套外面再加
一層工作手套。粉碎醫療廢物垃圾、分
批高溫滅菌，每天反覆這一重複性工
作，一幹就是10多個小時。
「每天工作結束，就感覺被口罩捂得

面頰瘙癢，全身汗津津的，因為穿着防
護服不能喝太多水，身體裡會覺得特別
渴，這種感覺太難受了。」周景忠坦
言，我們只是從事重複性的工作，比前
線的醫護人員的工作簡單得多，但這也
更讓我體會到了前線的醫護人員有多不
容易。

■■許麗旭許麗旭（（左左））和丈夫和丈夫
周景忠周景忠（（右右））並肩支援並肩支援
黃岡黃岡。。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李理

武漢連線報道）過

去一個月，剛過 40

歲的「美麗姐」不僅被

病友封為方艙醫院「女

區長」，更擁有「優秀志

願者」稱號。聽說「美麗

姐」3月2日出艙，人們排成長

龍來送她。這名自帶俠氣的武鋼女工

人與香港文匯報記者通話時說，「我姥姥從

小告訴我好人會有好報，我只是想溫暖別人。」

黑龍江伉儷赴鄂處置醫廢

50天只吃到一次肉

■■「「美麗姐美麗姐」」說說，，兒子用畫畫的方式溫暖了自己

兒子用畫畫的方式溫暖了自己。。 受訪者供圖
受訪者供圖

■■「「
美美
麗麗
姐姐

」」在在
方方艙艙中中幫幫助助病病友友洗洗臉臉。。受受訪訪者者供供圖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