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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

江宏 武漢連線報道）「我

是日也盼、夜也盼，從月初

盼到月尾，快兩個月了，不

知何時能離開這裡……」在武漢滯留50天的劉女士對香港文匯報記

者表示，小女兒每天都在陽台上對着外面喊：「大武漢，什麼時候

放我回去啊？！」而她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回到濟南做一個放心

的深呼吸。 在武漢滯留五十天，一家人相依為命，劉女士深刻感受

到親情的可貴和陌生人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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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武

漢連線報道）劉女士這些天來經常
給武漢市政府有關部門打熱線電
話，問何時能離開，每次的答案都
很失望。濟南市的中小學雖然沒有
開學，但從2月起已開始網上授
課。婆婆這邊沒有開通寬頻，更沒
有電腦和打印機。劉女士兩個女兒
一個小學一年級，一個初中二年
級，只能用手機上課，她很擔心孩
子的視力和學習效率。
後來，有個熱心的鄰居送給他們

100多張打印紙。大女兒很懂事，
每天手抄作業到晚上11點多。劉女
士則每天幫小女兒把作業題抄寫到
紙上，還經常受到小姑娘的「嫌
棄」：媽媽，你寫的是什麼呀？一
個多月沒下樓的小姑娘經常哭鼻
子，想回濟南的家。

長女慶生從簡 日後回家補祝
3月4日是大女兒14歲生日。劉女

士炒了兩個菜、煮了蝦、包了水餃，
一家人坐在一起簡單地吃了一頓飯。
沒有蛋糕，也沒有禮物。母女倆約定
回到濟南一定要補祝生日。
劉女士說，蝦是前幾天從鄰居那裡

買到的，99元（人民幣，下同）兩

斤。她覺得這個價格還可以接受。比
較貴的是五花肉，四五十元一斤，她
一直沒捨得買。「小區的愛心肉比較
便宜，只要七元，據說政府補貼了三
分之二」，她1號訂購了一份，等了
一周左右終於到貨了。

見習主席考察 心中燃起希望
「湖北11日的新增確診病例只

有10幾例，我們小區已有十幾天
沒有新增病例了。」劉女士和家
人的情緒越來越穩。習近平主席
10日到武漢考察，劉女士更感覺
看到了希望，「心裡很激動，勝
利就在眼前！」她說，「時刻準
備着回去，到時路上不停車，一
氣兒開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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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關鍵時

期，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趕赴湖北武漢
考察，引發俄羅斯媒體關注。連日
來，《俄羅斯報》、《共青團真理

報》及俄新社等俄羅斯主流媒體連續發文，跟蹤
報道中國戰「疫」進展。《俄羅斯報》日前刊發
題為《轉折點：中國領導人給出戰勝疫情決心》
的報道指出，中國最高領導人此舉向外界透露四
個關鍵信息。
第一個關鍵點，中國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報

道稱，武漢的疫情風險已明顯降低。中國領導人
到訪當天，武漢最後一家收治輕症患者的方艙醫
院正式休艙。至此，該地16家方艙醫院患者已全
部清零，完美「謝幕」。
第二個關鍵點，標誌着中國經濟活力進一步恢

復。報道指出，截至3月11日，湖北除武漢外連
續 6 日無新增病例，這為當地企業復工提供保
障。湖北省11日宣佈將「有序推進企業復工復
產」。報道稱，有越來越多的國際觀察家承認，
此次疫情並未破壞中國經濟根基，對該國經濟影
響有限。

中國動員能力快速有效
第三個關鍵點，中國找到應對突發公共衛生

危機的辦法。報道援引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
所高級研究員瓦西里．卡辛的話表示，中國的
疫情防控是「教科書」級別的公共衛生危機治
理案例。「中國表現出了高水平的機構運作能
力和快速有效的動員能力，這是中國的重要優
勢之一。」
第四個關鍵點，體現了人文主義關懷。報道

稱，考察期間，中國領導人稱讚那些身處抗
「疫」一線的醫務人員為「新時代最可愛的
人」，囑咐他們注意休息、保重身體。

「疫情無阻華繁榮之路」
《俄羅斯報》首席執行官帕維爾．尼戈伊西

稱，這是一次「勇敢的壯舉」，再次向世界證
明，中國有能力、有決心戰勝疫情，中國的發
展、繁榮之路不會因為疫情受到阻礙。

俄羅斯《獨立報》也關注到中國領導人的武漢
之行，並採訪俄羅斯科學院。普里馬科夫世界經
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亞歷山大．羅曼諾夫
對此進行解讀：「習近平前往武漢的行程表明，
中國能夠控制疫情局勢。中國民眾是勇敢、樂觀
的，他們相信這場疫情保衛戰終將打贏。」

■中新社

美官員誣華瞞疫情 中方批不道德

俄媒：習主席考察武漢顯疫情受控

1月20日，劉女士一家四口帶着十
多袋拜年給親戚用的北方大

米，從山東濟南自駕到武漢婆婆家過
年。近900公里的路程，他們很少停
留，終於在當晚九點多進入武漢市區。
但還來不及洗掉一身風塵，就從網絡上
獲悉，央視當天播出了武漢新冠肺炎存
在人傳人現象的新聞。

日用品不多「愛心菜」解憂
「我們本來計劃年初三（1月27日）
回去，所以沒帶什麼日常用品，兩個孩
子也只帶了簡單的幾項作業。」劉女士
說，疫情已然發生，他們不放心婆婆一
人在武漢生活，想陪老人過完年再按計
劃返程，沒想到兩天後武漢宣佈封城，
高速公路、鐵路等通道全部關閉，他們
只能滯留在江城。
最初的幾天，因為婆婆準備了不少年
貨，一家人雖然封閉在家裡，倒也過得
有滋有味。但很快坐吃山空。他們在小
區微信群裡求助，從鄰居手裡買到了一
些口罩和酒精等防疫用品，全副武裝地
出去買菜，卻發現菜價越來越貴。「第
一次出去兩棵大葱2元5角（人民幣，下
同），第二次出去兩棵小葱5元，每次
購物都花過千元，卻買不到多少東西，
幸好自家還有十多袋大米。」劉女士
說，後來小區裡來了「愛心菜」，價格
便宜很多，吃菜的問題才得以解決。

心理壓力大 窗戶不敢開
劉女士是土生土長的山東人，不太習
慣武漢的氣候。尤其是有段時間天氣很
冷，又陰雨不斷，使她的風濕病復發，
經常覺得腿疼。家裡只好每天開着電暖
氣，第一個月僅電費就花了六七百元。

但與其他滯留武漢的外地人相比，她們
還是相對幸運的。「沒有在外面風餐露
宿，我們一直都有地方住。」不過，婆婆
住的房子是個兩居室，五口人長期住在一
起有些擁擠，故睡覺需要「打地鋪」。
而最難過的，是心理上的焦慮。每天
公佈的確診病例都在增加，網上的各種
傳言也不知真假，尤其聽到母親電話傳
來的抽泣聲時，她也忍不住掉下眼淚。
「每天都不敢大口呼吸，有時連開窗戶
都不太敢，全家人都在加倍吃增強免疫
力的保健品。」她說，有一次半夜睡不
着，早上起來嗓子不舒服，真的很害
怕，幸好第二天就好了。

喜愛武漢市 望疫情消退
非常時期，小區的鄰居們亦互通有

無，守望相助。有的鄰居送來口罩、打
印紙、大葱，劉女士也把帶去的大米分
給大家。有時她沒看到群裡的信息，就
會有人來提醒：「愛心菜」來了，你家
人多，快下來買吧。
而每次排隊去買「愛心

菜」，劉女士都有一種濃
濃的自豪感。「很多
蔬菜都是我們山東
運過來的，鄰居
們知道我是山東
人，都說你們
山東好厲害，
又出人又捐
物 ！ 」 她
說，其實全家
人都很喜歡武
漢這座美麗的
城市，希望疫情
早日過去。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耿爽昨日在北京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世衛
組織剛剛將新冠肺炎疫情宣佈為全球性流行病，
這表明它已經成為全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希望
美方個別官員在這個時候集中精力應對疫情、推
進合作，而不是向中國「甩鍋」、「推責」，詆
毀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抗疫努力。這種做法既不道
德，也不負責任。
有記者問：據報道，11日，美總統國家安全事
務助理奧布萊恩稱，中方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初
期並沒有採取最佳做法，而是掩蓋了疫情，這導

致國際社會花了兩個月時間才作出反應。中方對
此有何評論？

中國措施 世衛好評
耿爽說，美國的這位官員指責中方「掩蓋」

疫情──國際社會的公論是，中方公開透明地
發佈信息，在創紀錄短的時間內甄別出病原
體，及時主動同世界衛生組織和包括美國在內
的其他國家分享有關病毒基因序列。前不久，
包括美國專家在內的世衛組織專家組來華進行
了為期9天的考察，對中國在抗疫過程中展現的

信息透明度予以高度評價。至於美方應對疫情
的做法是否公開透明，我不作評論。但很顯
然，美方個別人對國際社會給予中國的高度評
價視而不見、置若罔聞。
「面對疫情，同舟共濟、共克時艱是國際社會
的普遍共識和基本遵循，轉嫁矛盾、無端指責不
具建設性，更不得人心。」耿爽形容，中國有句
古話：「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我們敦促美方個
別官員尊重客觀事實，尊重國際公論，與其把時
間花在攻擊抹黑、怨天尤人上，不如把時間花在
應對疫情、加強合作上。

靠手機上網課 憂損孩子視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在昨日召開的湖北省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新聞發佈會上，武漢
市政協主席、武漢市疫情防控指
揮部副指揮長胡曙光介紹，目前
武漢市無疫情小區3,945個，佔比
過半，下一步將酌情調整「無
疫」小區的管控等級，適當放寬
居民活動限制，如無疫情的村、
大隊允許村民們在村內逐步恢復
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

須達零疫情及防控到位
胡曙光介紹，「無疫情社區」

的標準包括「零疫情發生」和
「防控全到位」兩方面。「疫情
零發生」，即小區從申報之日起
往前推算14天以上無一例新冠肺
炎確診病例；14天以內，無一例
新冠肺炎疑似病例、發熱病例、
密切接觸者等「三類人員」的非
解除者。「防控全到位」即宣傳
引導、封閉管理、排查摸底、消
殺衛生、供應保障、組織發動
「六個到位」。
據介紹，武漢市共有7,102個小

區，1,406個社區，1,943個村（大
隊），178個街道（鄉鎮）。目前
有無疫情小區 3,945 個，佔比
55.5%；無疫情社區225個，佔比

16%；無疫情村（大隊）1,592
個，佔比81.9%。武漢市已經開始
受理街道申報，11日已經有11個
街道（鄉鎮）申報無疫情街道。
胡曙光說，武漢市從2月 11日

開始實行小區封控措施，正是從
那時開始，武漢新增確診病例持
續下降，直到昨天降至個位數，
說明封控措施是對的。「前一段
時期對這個認識沒到位，也是吃
了虧的。從現在來看，成果是非
常明顯的。」
他表示，武漢疫情防控形勢發生
積極向好變化，但不能掉以輕心，
全市任務依然艱巨繁重，封控措施
還要持續。下一步，將考慮對無疫
情小區管控等級進行適當調整。

居住時間納隔離有效依據
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

部社區疫情防控組封控管理組組
長羅平表示，無疫情小區可以酌
情調整管控等級，讓居民們在小
區內有序地活動；無疫情的村、
大隊允許村民們在村內逐步恢復
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將各類
居住在無疫情小區且未離開小區
人員的連續居住時間，納入離漢
外出和復工復產前隔離觀察的有
效認定依據。

武漢過半小區無疫
將酌調管控等級

3月12日，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援鄂醫生劉凱說，與他一
起看夕陽的87歲老人核酸轉陰，預計一周左右老人便可出院。
3月5日，一張照片熱爆朋友圈──武大人民醫院東院，復

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援鄂醫療隊隊員劉凱護送一位87歲的新
冠肺炎危重症患者做CT的途中，讓已經住院近一個月的老先
生欣賞了一次久違的夕陽。落日餘暉下，病人和醫生的兩個
身影，瞬間令人動容。 ■文：《北京晚報》、澎湃新聞

圖：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

賞 夕 陽 翁 出 院 在 即

■■現在的武漢市人流稀少現在的武漢市人流稀少。。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劉女士的大女兒經常手抄作業到
深夜。 受訪者供圖

◀鄰居會為劉女士當「哨兵」，
提醒她買「愛心菜」。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