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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
月
23
日
「
封
城
」
，
武
漢
被
按
下
了
暫
停
鍵
。
兩
個
多
月
來
，
有
一
群
人
為
了

讓
城
市
能
盡
早
恢
復
而
日
夜
兼
程
，
奔
忙
守
護
。
他
們
是
駐
守
在
封
閉
小
區
門
口
的
志

願
者
，
是
穿
梭
在
城
市
街
道
裡
的
義
務
司
機
、
送
餐
員
，
還
有
不
計
其
數
的
跨
省
支
援

的
醫
護
。
暖
心
的
一
幕
幕
，
連
結
成
眾
志
成
城
的
長
卷
，
融
化
了
寒
冬
，
迎
來
春
暖
花

開
的
一
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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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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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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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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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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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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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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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
身
意
定
傳
希
望
，
眾
志
心
誠
復
太
平
。

不
見
歸
元
燃
燭
火
，
但
流
碧
血
燎
淵
冰
。

今
朝
學
悟
榮
枯
事
，
淚
灑
無
聲
滿
俊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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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三十，鄭能量做好遭遇不測的準備，告
別家人，帶着抗疫裝備，隻身從湖南驅車前往
武漢，自願接受最髒最累的一切任務。
每天往返穿梭於協和、金銀潭等各個抗擊疫
情的醫院，鄭能量負責接送醫務人員上下班，

以及配送物資，還運送新冠肺炎病逝者遺體。
在此期間，他睡橋洞、住車裡，將微信朋友圈
作為信息通告欄，手機24小時開着，隨叫
隨到。抗疫後期，除了接送工作外，
鄭能量還和其他志願者去摘菜，

捐給無法出門買菜的居民。又協調企業捐贈，
挨家挨戶把物資送給有需要的孤殘人士。3月31

日，鄭能量馳援武漢兩個月後，
返回湖南長沙家中，進行居

家隔離。

庚子年桃月初八淚別江城

感謝為英雄之城和這個國家付

出與作出犧牲的所有人

湖 南 漢 全 天 候 待 命湖 南 漢 全 天 候 待 命

Sina Karami來自伊朗，自1月26日以來，他所在咖啡店每天為
周邊醫院的醫護人員免費送咖啡，截至4月2日已送出30,790杯
「武漢拿鐵」。
「我每天上午做3小時咖啡，下午再做4小時，中間還要數次往返
醫院送貨，可說是全日無休。」疫情發生後，伊朗政府派專機接回國
民，Sina卻留守武漢，獲中國駐伊朗大使常華在社交媒體上點讚，Si-
na也成了伊朗網紅，Instagram粉絲超十萬。
隨着伊朗疫情日益嚴重，Sina每天都會上載一些武漢防疫抗疫視

頻。「這裡的醫生常給我發來防疫抗疫小常識，讓我去幫助更多伊
朗親朋們。我們咖啡館也向伊朗捐贈四萬個外科口罩。」Sina說，
如今武漢「解封」，他會做更多好喝的咖啡感謝大家。

伊 朗 男 成 抗 疫 網 紅

「從未想過離開，武漢就是我的城。我對武漢說：

武漢，一座英雄的城市，我喜歡你！」

Sina Karami
武漢Wakanda輕飲咖啡店伊朗籍咖啡師

疫情爆發之初，卓婭主要做「大公
益」，跟隨馳援武漢的志願者一起，
給醫護人員送物資、給居家隔離的民
眾送食物，並照顧留守在武漢的孤寡
老人及居家隔離而無人照顧的兒童。
在救助過程中，她發現小區居民因「封

城」無法出門買菜購物，只能喝白米粥度
日，倍感心痛的她決定做「小公益」，協
助社區工作人員做好小區逾千戶居民生
活所需方面工作。她建立數個業主購物
群，每天在群裡接龍，居民需要哪些食
材、哪些生活用品，需要多少數量，她
統計後協調購買，並運回小區。
她說：「一次疫情讓我看到人與人

之間的守望相助。」在武漢最艱難的
時刻，外地的志願者紛紛支援武漢，
她與他們攜手抗疫。

卓婭（左）
武漢光谷片區康居園社區志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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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胞吳明峰與七名同伴組成的台灣美
食推廣團隊1月20日前後陸續抵漢，原
計劃參加當地農曆跨年燈會的小吃展
銷，不料因疫情滯留武漢。吳明峰覺
得，與其整日等待，倒不如做點跟疫情
對抗的具體行動，至少不再看着電視上
第一線的醫護人員而心痛。
他們很快成為武漢開發區薛峰社區

志願者，這個台灣志願團隊分工明
確，分別負責送餐、送菜、量體溫、
寫資料、小區衛生等。
作為一個詞曲創作者，吳明峰還寫了一

首新歌《我要和武漢在一起》，該曲創作
靈感來自所有不畏生死逆行武漢的醫護人
員和千千萬萬同胞，他希望通過這首歌讓
大家知道，除了台灣小部分別有用心的人
之外，大部分台灣人是愛國的。
疫情結束後，吳明峰會留在武漢參加

美食展會，之後繼續音樂創作，希望藉
歌曲讓兩岸同胞加深彼此的認識。

台
青
年
滯
漢
變
義
工

吳明峰（左）
武漢開發區薛峰社區台籍志願者

回想兩個多月前剛抵漢，第一天來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上班
時，凌晨3點，負責的病房27個病重，3個病危，門口還有11個等
待入院。物資緊缺，心裡恐慌，患者危重，手忙腳亂。李蕊在重症
隔離病房工作，對醫療護理工作的要求嚴之又嚴，好在她們快速適
應工作環境，患者的治癒率一直在攀升。
「這裡的患者沒有家屬陪床，我們作為他們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得

用真心、用專業去愛他們。」李蕊說，「武漢人民特別純樸可愛，看見
醫護穿着厚厚的防護服，好像怕我們聽不到，都特別大聲地說謝謝。」
這是李蕊從小到大第一次離開家這麼久。武漢就要全面解封了，
可是她仍要留守崗位。「東湖的櫻花開得絢爛，黃鶴樓上人們開始
登高遠望！一起都變好了，武漢又回到了原來的樣子。」

京 護 師 給 病 人 依 靠

「是愛讓我們在武漢相聚，是緣讓我們彼此支持。

讓愛發光！武漢！比心！」

李蕊
國家援鄂醫療隊隊員、北京大學第三醫院運動醫學科護師

謝俊禹本是雲南昆明一家醫院的護
士，春節前剛剛辭去工作，準備回家
鄉考事業單位。得知湖北需要醫護人
員，她說：「這個時刻，作為一名護
士，我想盡我最大的努力，到武漢去
幫助他們。」2月24日她獨自駕車從
雲南出發，經過兩日一夜終於抵達。
謝俊禹被分配到東西湖區第二人民

醫院公共衛生公共科、隔離點及醫院
住院部。每天早上8點，她需要穿戴
好防護服進入隔離區，一直到下午1
點左右出來。
在病房裡，她最記得一位40多歲的

「四不」姐姐：不想打針、不想輸
液、不想測血糖、不想量血壓。不過
「四不姐」後來還是被耐心的小謝
「征服」了，兩人還加了微信，約好
在雲南吃菌子火鍋。
現在謝俊禹被調到武漢太康醫院，

繼續着她的志願者工作。

謝俊禹（前）
雲南赴武漢28歲志願者

滇
女
護
自
駕
援
疫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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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個來月，邱貝
文和她丈夫萬路的小店，24小時不間
斷為武漢一線醫護人員送餐，僅從1
月底到3月中下旬，就送出了約兩萬
五千份餐食，其中只有不到3,000份是
收費的。
和很多普通人一樣，邱貝文家裡

也是上有老、下有小，小店做的是
養家餬口的小本生意。但這位土生
土長的武漢姑娘說，「我們不發國
難財，我們就想出點力。」「我們
助力醫護人員的同時，其實也是在
自救。」
60多天的時間裡，邱貝文和萬路，
再加上五六個親人連軸轉，把盒飯送
到了武漢多家醫院。高峰時期每天供
應1,000份盒飯。小夫妻更是起早貪
黑，每天僅能睡四個小時左右。

小
夫
妻
送
餐
挺
醫
護

萬路、邱貝文
武漢24小時送餐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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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好
的
貴
人
就
是
努
力

的
自
己
。
」

「
我
們
終
於
等
到
這

天
了
。
武
漢
，
我
愛

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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