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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人中招朋友離世 悟珍惜眼前人
在劉女士的印象裡，這個農曆年早在2019年12月底就
「泡湯」了，「當時微信群裡就有人貼出了華南海鮮市場
公告休市的消息，我們當時還想，這麼大一個海鮮市場說
關就關了，而且馬上就過年了，買東西都不方便了。」幾
乎在同一時間，關於武漢有類似SARS那樣的病例的消息
也在坊間傳開，「大家私下裡就說注意點兒唄，別亂
跑。」然而一直到了1月中上旬，大多數人還是沒有太當
回事兒，生活照舊……
1月14日，劉女士妹妹的女兒帶着兩個孩子從上海回到
了武漢，「因為15日我弟弟就要去澳洲看望定居布里斯班
的女兒女婿了，所以在14日晚上，我們一大家子提前在酒
店吃了一頓團圓飯。」後來每每想到這個事兒劉女士都後
怕，「真是萬幸，家裡人一個都沒感染……」

憂康復者仍攜帶病毒
雖然劉女士一家是這次疫情之下的「幸運兒」，可他們
卻親眼見證了身邊人的不幸。
劉女士的妹妹有兩位小學同學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了，
她的另一位好朋友家裡，一人感染後在醫院離世，另一人
還沒等到床位就在家中病故了。1月19日，她還參加了高
中同學聚會，「2月2日的時候，那次參加聚會的同學的同
學就走了。當時我真的是後怕，那天我得知消息後就感覺
整個人很不舒服，趕緊去洗手、洗澡、吃維C……」
「因為聽說就算治癒也有可能復陽，或是攜帶病毒，
還有消息不是說起碼兩年時間不能近距離接觸這些人

嘛，你說住一個院子的，以後怎麼接觸他們，大家都挺
發愁的……我就在想這些信息得病的人也是知道的，所
以他們自己應該也會注意，會和鄰居朋友接觸的時候小
心吧。」劉女士也明白，有些說法是網上沒有根據的傳
言，但是依然擔憂。

■湖北推動安全有序復工復產。圖為在漢口出門採購的市
民需要出示「健康碼」，並進行測溫登記。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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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疫情期間，小鑫很長時間處在精神高度
緊繃狀態，「半夜睡不着，刷疫情實時數據，然
後早上醒來第一件事也是先看數字變化」，可這段
時間，老公家人的舉動也着實感動和溫暖了她，深
感嫁對了人。

年前，已經感覺到苗頭不對的小鑫就網購了口罩寄給武漢的家
人，「下了兩單，一單被徵用了，一單1月23日就到了我家附近
的派送點，但因為那時中通快遞已經停了，那批口罩也就『躺』
在了那裡，我媽說她到現在也沒收到……」

眼看疫情趨於嚴重，口罩又遲遲無法送達，小鑫急壞了，關
鍵時刻，公婆在北京利用工作上發的口罩和親朋好友支援的

口罩，費盡心思攢了一批，「一點一點攢下來，還有一
些消毒片，我當時都說夠了夠了，可是公公說不嫌

多就怕不夠，多攢一些，然後用還沒停的EMS
寄去了，真的解了燃眉之急。」

■香港文匯報記者 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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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婆費心積攢口罩救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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囤糧逾兩月練就烹飪手藝
◀▲劉女士自己樓頂的小菜
園菜品豐富，保證了隔離期
間的菜品供應。 受訪者供圖

◀劉女士在
封城期間學
會了很多麵
食做法。
受訪者供圖

雖然這段時間糟心的事兒不
少，但也不乏一些趣事。作為

家中女主人，劉女士在這段居家隔
離的日子可是挑起了大樑，承擔了
重任，全副武裝外出取物資，絞盡
腦汁做美食……
年前，劉女士就採購了10斤麵
粉，剛剛封城時，鄰居還幫她搶購了
5斤。不久後，隨着各種團菜群的成
立，劉女士又在群裡團購了一袋麵
粉，「因為要買就要一大袋子買，那
是整整50斤啊！」直到現在，說起
這驚人的數字，劉女士都哭笑不得，
「買了以後就天天吃，什麼饅頭、花
卷兒、包子、餃子、麵條換着花樣

做，現在已經吃掉一大半兒了。」她
笑言，這些日子凡是朋友圈看得到
的，都是在做麵食，「我以前都沒做
過生煎包，這次都學會了，手藝可是
練出來了。」
說起做麵點，領證不久的小鑫還

不忘補充道，不僅媽媽練出了手
藝，還增加了我媽和婆婆間的交
流，增進了兩家人的感情。「我們
家是武漢的，平時也就包個餃子，
麵食做得真不多。我婆婆家是北京
的，之前我爸媽他們去北京吃到很
多他們覺得好吃但不會做的麵食，
這段時間我媽就和婆婆視頻或者電
話聊天，內容大多是在請教各種麵

點做法，把以前喜歡吃不
會做的基本都學會了。」
小鑫笑言。

團購5斤熱乾麵：「吃傷了」
劉女士家有片小菜園，所以

不需要囤菜，甚至會有多出的
菜可以分給鄰居。有必要囤的反
而是一些魚肉，以及武漢人餐桌上
必不可少的熱乾麵。可如今，劉女
士卻對熱乾麵提不起半點興趣，「因
為那種熱乾麵是人家預處理好的，不
能放太久，買了就要趕緊吃，可一買
就是5斤，我買過兩次，已
經吃傷了……」

▶劉女士期盼疫
情早日結束，恢
復正常生活。

受訪者供圖

劉女士的女兒小鑫（化名）大學畢業
後就去了廣州工作，剛剛過去的這

個農曆年也留在廣州。從1月23日起武
漢封城至今，一家人一直分隔幾地。因
為夫家在北京，他們原定婚禮3月29日
在北京舉辦，4月12日再回武漢辦回門
宴，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把計劃全打亂
了。
「1月19日左右我就覺得婚禮可能要
延期，以SARS的經驗來講至少得到夏
天。我家所有親戚都是武漢的，一方面
擔心他們出不來，另一方面也怕就算他
們去了，婚宴其他賓客會躲着他們，到
時候大家鬧得不愉快，再掃了興……」
如此考慮之下，小鑫和丈夫早早就商量
起婚禮改期的事，「當時就趕緊找了負
責我們婚禮的人，想着早點推遲興許可
以重選個好日子，不然萬一後面大家都
要推遲就不好辦了。」
所幸，與婚禮籌辦方的溝通很是順
暢，兩家人也都很支持這個決定，「當
時我們倆把婚禮的事兒一跟他爸媽說，
他們就說沒問題，不然武漢的親戚都來
不了也不圓滿。」對於女兒婚事推遲，
劉女士也是在第一時間表示贊成，不過
她也坦言，「唯一有一點就是心裡頭總
覺得有個事兒還沒辦。」

境外疫情嚴重 解封仍存隱憂
雖然武漢要解封了，小鑫的家人再三
囑咐她沒事兒別回武漢。小鑫也直言，
「總覺得4月8日解封還是早了點兒，特
別是現在境外疫情那麼嚴重，就怕再觸
發本地傳播。我也和爸媽說讓他們盡量
再宅個一兩個月，我應該也不會回去。
下次再見爸媽怕是7月份北京的婚禮上

了，然後回武漢應該就是回門宴的時候
了。」
雖說目前婚禮推遲至7月，可小鑫還

是擔心，「我覺得7月份可能還不是太
安全，到時候看情況吧，如果有需要就
再往後推推。」
不能回武漢的日子裡，小鑫最擔心

的還是父母生活上的不便，「對於病
毒倒不是很擔心，只要他們好好在家
呆着就不會有事兒。」卻不曾想，某
一天，小鑫在給螞蟻森林（一款App
小程序）澆水的時候，意外發現媽媽
的界面出現了5克能量，「我當時真是
嚇死了也氣死了，那5克能量說明我媽
出過門啊，趕緊就打電話問她，跟她
說你別出去，你要什麼我給你買啊，
她一開始還『狡辯』，後來看我那麼
嚴肅認真，就說是不得已要去給家裡
充水卡，或是出門取團購的菜。」令
小鑫欣慰的是，在她再三明令禁止
下，如今媽媽不得不出門辦事的時
候，都會先和她報備。

清明雲祭掃 日後現場補上
「本來3月29日我婚禮前一天是我媽
媽生日，每次過生日，爸媽都會去他們
常去的餐廳吃一碗長壽麵的，今年這碗
麵也吃不到了……」提起母親的生日，
小鑫很是遺憾。對於劉女士來說，目前
最遺憾的事，是不能趁清明給父母掃
墓。「每年清明我都會給父母上墳，今
年怕是不行了」。但聽香港文匯報記者
提到有雲祭掃，劉女士還是很開心，
「我去了解一下，如果可以就也雲祭掃
一番，等到解封看看情況可以再去現場
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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