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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顧感染風險
勇敢衝上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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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貝文坦言，作為一個普通人，剛開始送

餐時特別害怕被感染。第一天去醫院時，因
為防護物資缺乏，她相當於處在一種「裸
奔」的狀態，因為她只有一個口罩可以用來
防護。但與此同時，當她看到有很多人需要

和等待着她的幫助時，她又本能地忘記了害怕，勇敢地衝
上前去。

「多送一份晚上熱着吃」
「我今天上班沒帶飯，但我這裡離你們太遠，如果不順

路就算了。」有一天中午，一位護士從漢口友誼路的一個
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打來電話，說外賣無人接單，詢問是否
能順路給她送一份盒飯。當時，邱貝文家並沒有那片區域
的其他訂餐，但她還是決定驅車20公里免費為她單獨送
兩份飯。「不要錢，多送一份她可以晚上熱一下吃。她們
在一線，更需要補充能量。」

由於醫護人員工作的特殊性，在送餐過程當中，邱貝文
團隊有時會人和餐到了地點，卻因為醫護人員剛好正在工
作而不能及時接聽電話，或沒有辦法放下工作出來拿餐，
只能在約定的地點一直等，直到把餐送到訂餐人手中。

愧疚沒幫到更多人
一天傍晚，邱貝文剛把150份盒飯送到漢口醫院返回店

裡，就又接到了對方電話，原來，一線醫護人員有緊急任
務，沒時間吃飯，為免浪費希望邱貝文可以把這些飯菜免
費送給其他醫院。邱貝文二話沒說，又出發了。等她再回
到店裡時，已是晚上8時，這一趟送餐足足花了4個小
時。這一天下來，兩台車累計車程超過500公里。

回想近兩個來月的經歷，邱貝文說，特別感到遺憾和愧
疚的是，向自己求助的人很多，但自己的能力和經濟條件
卻很有限，只能做到這麼多，「如果各方面條件允許的
話，我真希望能夠幫助到更多的人。」

邱貝文是土生土長的武漢人，今年27歲，她的老
公萬路在武漢經營一家小餐館，年前她家備了

近十萬元人民幣的貨，計劃着過年期間大幹一場。然
而，意想不到的是，疫情突然襲來，1月23日，武漢
封城，她家的餐館也不得不被迫停業。歇下來的夫妻
倆，一直想為防疫做點什麼。1月25日，大年初一凌
晨4時，邱貝文在朋友圈裡看到醫院的一些醫護朋友
說，點餐不送，凌晨3點過後，只有即食麵。

最多一天送餐逾千份
「當時，一看到這條消息，我立刻就想我要為奮鬥
在防疫一線的醫護們做點力所能及的事。」3月16
日，邱貝文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回憶說。邱
貝文決定把店裡年前囤積的貨物，改做成盒飯，專門
提供給醫務人員。於是，她發了一個朋友圈：「只要
醫護人員需要吃飯。無論哪個點兒，提前半個小時打
我電話，二十四小時在線。店裡和車裡已全部消毒完
畢，炒菜燒烤都有，我們店裡五人不過年，支持所有
醫護人員，武漢加油。」
事實上，和很多普通人一樣，邱貝文家裡也是上有

老，下有小，小夫妻倆是家裡的主要勞動力，平時做
的也是養家餬口的小本生意。但這位土生土長的武漢
姑娘特別在朋友圈的信息後面澄清說，「我們不發國
難財，我們就想出點力。」
很快，邱貝文的朋友圈被廣泛轉發。大年初一下午

5點多，店裡陸續接到各家醫院的訂餐求助，之後越
來越多。邱貝文和老公，再加上五六個親人連軸轉，
把盒飯送到了武漢多家醫院。邱貝文說，高峰時期，
她家小店每天的訂單都應接不暇，他們每天都開足馬
力，以自己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每天供應1,000份盒
飯，最多一天超負荷做到了1,120份。

最忙時丈夫只睡四小時
據透露，從1月25日到2月28日，他們主要是為醫

護人員提供中、晚餐。從2月28日之後，應醫護人員
的要求，他們主要做早餐。從1月25日到3月16日，
邱貝文家的小店共送出了約兩萬五千份餐食，其中有
不到3,000份是收費的，其餘的都是免費。
在近兩個月的時間裡，邱貝文和老公每天起早貪
黑，特別是在需求量最大的那段時間，她的老公萬路
平均每天都只能睡四個小時左右。儘管十分辛苦，但
邱貝文說，每次看到很多醫護人員喜歡吃自己家做的
餐，對自己說謝謝時，就特別高興，「我覺得這就足
夠了，這也讓我覺得自己做對了。」

疫情不結束送餐不停息
「其實，抗擊疫情和我們自己的工作生活是密切相

聯的。」邱貝文坦言，「如果走在抗擊疫情最前面的
人都保不住健康的話，那麼可能下一步就是我們。所
以，我們在助力醫護人員的同時，其實也是在自
救。」
最近，隨着一些醫院食堂招到人後陸續重新開伙，
邱貝文的訂單量日漸減少，每天已經降到了300到
400份左右。問及何時停止送餐，邱貝文說，只要疫
情不結束，醫護人員仍然有較多需求，「我們就會盡
力堅持做下去，我們希望能夠用自己的一些力所能及
的努力和付出，助力醫護人員早日戰勝疫情，讓武漢
早日解封！」「我相信快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千 哈爾濱報道）跟隨
黑龍江省第六批援鄂隊伍馳援武漢的黑龍江省森
工總醫院呼吸科主治醫師于海英完成任務日前凱
旋回哈，她的丈夫——哈爾濱市公安局宣傳處民
警余征在機場與歸來的妻子相遇，當時余征正在
執行記錄冰城公安民警迎接並護航黑龍江英雄凱
旋的任務。

丈夫向妻子敬禮致意
「從她前往武漢支援開始，我的心就一直提着，

直到親眼見她從飛機上下來大聲喊我向我招手的那
一刻，我才真正徹底放下心來。」看着眼前33天未
見又消瘦了不少的妻子向他飛奔而來，余征的眼眶
濕潤了，並舉起右手向凱旋的妻子敬禮致意。
2月17日凌晨，在于海英接到支援前線的通知

之前，她剛剛結束在發熱門診30多個小時的輪班

工作，一家五口匆忙吃了頓團圓飯和送行飯，19
日于海英便和同院的其他9名同事一起踏上了
「逆行」征途。
一邊，在武漢中心醫院發熱十病區，妻子于海

英和同事們採取輪班制，每天馳騁於無懼生死的
戰疫一線，精神高度緊張地負責重症及普通患者
的診療工作。另一邊，丈夫余征奔波在哈爾濱的
防疫一線，記錄冰城公安戰疫事跡，向群眾宣傳
防疫知識，拍照、寫稿、剪片子，沒黑沒白的工
作讓兩人鮮有時間視頻或通話。
「誰有空了就在微信上留個言，囑咐一句，對

方什麼時候看見了什麼時候回覆，回覆時間最長
的一次間隔了一整天。」于海英說，因為兩人所
從事的職業，總是聚少離多，「都在哈爾濱時，
我倆還有連着半個月碰不着面的時候。」于海英
表示，在疫情嚴峻的時刻，這種分離尤其令人惦

念和擔心。

歸來看到女兒時淚流滿面
由於春節後夫妻倆要共赴戰疫前線，為防止交

叉感染，只能把剛滿5歲的女兒小金晏託付給年
近70的公婆照看。「我去武漢以後，我婆婆給她
講媽媽去打病毒了，消滅病毒就回來了，視頻的
時候孩子說給我聽，支持我打病毒，讓我覺得挺
欣慰的。」
當得知媽媽就要回來的消息，22日清早，小金
晏睜開眼睛就興奮地張羅着要去接媽媽。當載着
于海英和其他白衣戰士的車隊經過機場高速路口
時，小金晏朝着車隊大喊：「媽媽，我在這我在
這，我想你呀，我不哭……」此時在車上的于海
英也在急切地尋找着女兒的身影，當看到揮舞着
小手的女兒時，她淚流滿面……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武漢封城。過去兩

個多月裡，在武漢，有一對「90後」夫

妻，24小時不間斷為武漢一線醫護人員送

餐。這就是邱貝文及其丈夫萬路。邱貝文

說，「不能讓衝在最前面的人寒心，連個

飯都吃不上！」「每次看到很多醫護人員

們喜歡吃自己家做的餐，對自己說謝謝

時，就特別高興，就感覺自己做對了。」

「我們就想盡自己所能出點力。」

天津姑娘遠程幫統計訂單
病毒無情人有情。過去這段時間裡，
邱貝文並不孤獨。隨着她的愛心行動傳
開，越來越多的愛心人士和企業也加入
到她為醫護人員提供和配送快餐的行列
當中，與她一道為武漢這座城市送上自
己的一份溫暖和愛心。邱貝文覺得，這
些日子裡，與自己的付出相比，收穫更
多的是感動。
在邱貝文的微信朋友圈裡，有許許多
多致謝的內容。其中，有一位23歲的天
津姑娘，被邱貝文親切地稱為妹妹，這
位姑娘本來與邱貝文素不相識，但因為
疫情和報道，兩個人走在了一起。這位
遠在天津的姑娘，每天在網上幫邱貝文

做表統計，幫忙安排分單。邱貝文說，
等疫情結束了，一定要去看看這個好妹
妹。

當地女義工開自家車送餐
一位在武漢當地的女義工，據說是一名

孩子的媽媽，但為了給醫護人員送餐，她
主動和家人孩子隔離，也加入到了送餐行
動當中。她雖然身材嬌小，但卻開着自己
的車，穿城越巷，一次硬是把塞滿後備廂
和後座的250份快餐和200多個雞蛋一一
送到各大醫院醫護人員手上。邱貝文禁不
住在朋友圈裡說，這個時候真的是天
天都在體現着武漢人的力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武漢連線報道

■丈夫萬路為醫護準備食物。 受訪者供圖

■邱貝文為醫護送餐。 受訪者供圖

■■邱貝文邱貝文（（右一右一））和丈夫和丈夫
萬路及孩子萬路及孩子。。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于海英（右）和丈夫余征。 受訪者供圖

■ 5歲的小金晏迎接媽媽回家團圓。
受訪者供圖

■ 武漢當地女義工開自己
的車，將餐盒送到各大醫院
醫護手上。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