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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 言

尽 管 有 心 理 准 备 ，看 到 新 冠 抗 原 检

测 试 剂 盒 浮 现“ 两 道 杠 ”时 ，家 住 上 海 市

普 陀 区 的 周 朝 还 是 情 绪 崩 溃 了 。检 测 样

本 来 自 他 儿 子 图 图 ，那 是 4 月 13 日 ，图 图

出生刚 5 天。

此后的两天，周朝四处求救，想让孩子

尽快就诊。终于，15 日下午，周朝将襁褓中

的图图交给社区医院的“大白”，目送他登

上救护车，被送往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在那里，图图和母亲沈静短暂地团聚后再

次分开。

这 是 三 口 之 家 一 周 内 经 历 的 第 四 次

别离。

在 周 朝 眼 里 ，图 图 的 降 生 原 本 是 顺

利的。

4 月 7 日一早，周朝和妻子沈静到上海

市同仁医院做产检。那时上海市已采取全

域静态管理，但夫妻俩所在的小区还没有

新 冠 肺 炎 阳 性 病 例 ，按 照 政 策，凭 借 在 医

院 建 档 的 确 认 短 信 ，他 们 成 功 报备，离开

了小区。

医院距离小区不到 5 公里，周朝骑电

动车载着妻子，路上遇到民警核查，“需要

把出门原因、住址做一个登记”。

“ 孩 子 个 头 不 是 很 大 ，胎 动 力 不 是 很

足。”医生建议他们留院观察，做催产的准

备。周朝有些庆幸，“相比在家等着，在医院

不至于那么被动”。

此前，他咨询过孕产妇的就诊政策，得

到的答复是，产妇要提前向居委会报备，如

果要生产了，联系居委会打 120 电话送到产

妇建档的医院。“现在紧急情况太多了，120
救护车有可能排队。”他一度有些担忧。

当晚，沈静做完核酸检测后入院。第二

天早上，沈静打了催产针。

9 日 6 点 21 分，图图诞生。初次当爸爸

的周朝手忙脚乱。“疫情期间不让从外面请

护工，护士又特别忙。”他反复请教医护，学会

换尿布、冲奶、拍嗝⋯⋯还学习监控宝宝的

大小便情况。沈静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9

点，医院为她做了核酸检测，结果还是阴性。

第二天早上 9 点，沈静又做了一次核

酸检测。简单为她做了护理后，医院要求他

们在下午 1 点左右出院。周朝只记得填了

各种表，很匆忙，他猜测医院考虑到疫情，

不想让病人在病房里久留，“听说以前要留

院观察 48 个小时”。

一家三口坐上医院的转运大巴。车上

不止有产妇，还有出院的老人和做完手术

的患者。回到家没多久，沈静接到医院打来

的电话，“核酸结果异常”。沉浸在喜悦中的

夫妻俩感觉像“突然到了地狱里”。

周朝并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此前在

小区、医院，沈静接受多次核酸检测，结果

均为阴性。更让他担心的是，出生时图图喝

母乳，和妈妈有过密切接触。

出生才两天的图图不得不第一次与母

亲分离，母子俩分隔在家里的两个房间。那

天晚上，周朝到处找渠道加急买酒精做消

杀。“平台上都没有，通过一些还在外面的

骑手留的微信，加了 200 元跑腿费才买到。

其实平常也就三四十元，挺离谱的。”两天

后，他又团了 8 瓶酒精，差不多要 600 元。

此前，夫妻俩打算让图图接受母乳喂

养，只备了一 小 罐 奶 粉 。妻 子 不 能 再 给 孩

子 哺 乳 了 ，周 朝 只 得 抢 购 了 一 箱 奶 粉 ，好

在 价 格 还 算 正 常 。家 里 的 水 果 蔬 菜 告 罄

了—— 之 前 得 到 的“ 静 态 管 理 ”通 知 是 到

5 号，周朝只准备到六七号。“我们以为要

去 医 院 生 产 了 ，可 能 放 在 家 里 也 坏掉了，

没想有这么严重。”

得知自己感染新冠病毒后，沈静没了

食欲。周朝为她准备鸡蛋、牛奶，让她吃维

生素片、喝柠檬水。这个新手爸爸每隔两个

小时要给图图喂奶粉，一天 8 次，中间还要

为图图换尿布。遇到不会做的，他就通过视

频电话向有小孩的朋友请教。每次接触宝

宝前，他要用酒精反复擦拭双手，他始终戴

着口罩，怕自己感染后传染给孩子。

夫妻俩商量，先把沈静转运走，待的时

间越长，戴不了口罩的图图被感染的风险

越大。“居委会说定点医院的床位紧张，可

以先转运到方舱，我们考虑当时很难协调

其他资源，就同意了。”12 日，沈静坐上救

护车，被转运到方舱医院。经过反复沟通，

这名刚刚生产几天的女子当晚被转运至金

山医院治疗。

那天晚上照顾图图时，周朝感觉孩子

有一点异常情况，“鼻涕明显比之前多了，

感觉嗓子里有异物，还打喷嚏。”13 日，他

用居委会发放的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取样

检测，结果显示图图是两道杠，而他自己则

是阴性。

“当时非常着急，不敢把他放在家里，

我们还是相信医院的力量，希望能帮忙做

一些监护。如果在家，说实话，一旦出现什

么严重的症状，怕等不到救护车。”早上 8
点，周朝把情况上报给居委会和疾控中心，

希望儿子能去医院。“我们这栋楼里还有一

个孕 39 周、即将临盆的孕妇，希望小区把

我们转运出去，不影响邻居。”

他得到的答复是，图图是抗原自测阳

性，而疾控中心需要核酸检测阳性才进行

转运处理。周朝是密接、宝宝是抗原阳性，

都无法出小区进行核酸检测，而小区最近

两天也没有组织大规模核酸检测，“流程卡

住，跑不通了”。

2017 年 ，周 朝 来 上 海 工 作 ，平 时 和 社

区、居委会都没有什么交集，和政府部门打

交道也大多是办一些证件。在他的印象里，

上海政务服务的电子化程度很高，很多业

务 都 可 以 在 网 上 办 ，“ 偶 尔 需 要 跑 一 趟 线

下，服务效率也挺高”。

这一次，居委会、社区医院、疾控中心，

周朝和沈静都反复打过电话。“态度都挺好

的，说可以帮忙提交流程、加急什么的，但

没有结果。追问得多了，就说要不再问问别

的单位。”

这 个 30 岁 的 男 人 进 入 了 一 种“ 连 轴

转”的模式。白天，他一边照顾婴儿，一边打

电话为孩子联系就医，饭也基本不吃，熬一

天到午夜吃一点，睡上 3 个小时。他远在东

北的父母同样无法出门，只能帮着在网上

搜集求助渠道，给他沟通策略上的建议。沈

静陷入自责，觉得是自己把病毒传染给儿

子，更是焦虑得睡不着觉。“她产后本就有

些抑郁，经常哭，我也一直安慰开导她。”

14 日，图图的抗原检测结果又一次是

阳性，喷嚏、流涕症状也更加明显。周朝编

写 了 一 条 求 助 信 息 ，发 在 小 区 微 信 群 里 ，

希望能尽快将图图转运到医院。中国青年

报开通的上海疫情线索填报系统，收到了

至少 3 条关于此事的求助。周朝的邻居蒋

女 士 告 诉 中 青 报·中 青 网 记 者 ，小 区的业

主们注意到这件事，纷纷通过各种渠道进

行反馈。

这一情况得到了上海有关部门的关注

和 回 应 。当 晚 ，街 道 派 人 上 门 做 了 核 酸 检

测，周朝是阴性，图图是阳性。同楼的孕妇

也拿到了“出门条”。

15 日下午 4 点多，金山医院派了一辆

救护车，接走了图图。由于周朝是阳性病例

密切接触者，他只能把图图交到社区医院

的“大白”手里，再由“大白”护送上救护车

进 行 交 接 。与 妈 妈 分 离 后 ，图 图 又 经 历 了

和 爸 爸 的 分 离 。周 朝 心 中 有 些庆幸，又很

担忧。

那 晚 ，图 图 回 到 了 妈 妈 身 边 。周 朝 回

忆，一开始沈静和图图隔离在同一个隔间。

但当晚医生反馈，可能沈静近期太过劳累

和焦虑，病情有些反复，出现明显的咳嗽症

状，无法很好地照顾婴儿，医生建议将两人

分开。

图图再次和母亲分别，被安排到医院

的婴儿隔离看护区，沈静被安排到妇产科。

周朝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尽管在同一

家 医 院 ，沈 静 也 无 法 前 去 探 望 ，只 能 托 护

士，有时间的话拍一段孩子的视频给她。

在当天上午召开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了保障上海市民在疫情防控期间就医的

需求，要求各级的公立医疗机构原则上不

停诊，尤其是急诊、发热门诊这些重点科

室必须全力保障开放，严格落实首诊负责

制、急危重症抢救制度,要保障医疗的服

务。在患者就诊的整个过程中要求不得以

等待核酸检测结果为理由来拒绝推诿,延
误治疗。

（为保护隐私，周朝、沈静、图图为化名）

出生5天感染新冠病毒的宝宝，入院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

一群来自不同国家、素未谋面的陌生

人，在上海本轮新冠肺炎疫情中，因为住进

同一家酒店，开启了一段抱“团”互助的旅程。

俄罗斯姑娘卡佳来中国 6 年了。她

读大学时就开始学习中文，仅听讲话，不

看 模 样 ，很 难 听 出 她 是 外 国 人 。3 月 22
日，她来到上海，准备在这座城市工作、

生活。在租房前，她打算先在酒店住一阵

子。前一日，上海本土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31 例，无症状感染者 865 例。

转折发生在一周之内。卡佳入住的

第 一 家 酒 店 很 快 转 为 防 疫 医 护 人 员 专

用，附近各大商超门前排起长队。3 月 29
日，卡佳在一家大型超市门口排队，人与

人之间相距不算远，她担心有潜在的病

毒传播风险，最终“转战”便利店。她买了

方便面、面包、巧克力等，装满了一整个

行李箱，觉得“坚持 5 天没问题，反正我

是年轻人，问题不大”。

跟卡佳一样，想用即食食品应对封

控生活的人还有不少。卡佳记得，一名中

年男子对店员说，我们封控这几天都靠

你们便利店，大超市人太多，危险。更令

卡佳印象深刻的是，那天，顾客们在便利

店里有说有笑，还有人没戴口罩，大家看

上去“完全不担心”。

3 月 28 日起，上海以黄浦江为界对

城市分批实行封控管理，并开展核酸核

查。卡佳所在的酒店被划入第二批封控

区域，原定 4 月 1 日 3 时开始封控，4 月 5
日 3 时解封。入住这家酒店后，她一觉醒

来就进入了封控时间。

这 是 一 家 位 于 闵 行 区 的 公 寓 式 酒

店，房间中有厨具、微波炉、冰箱。在卡佳

入住的前 7 天，这些器物没派上太大的

用场。她早上吃酒店提供的“极简”早餐，

午饭和晚饭基本就吃泡面和零食。酒店

的物资开始短缺，早餐虽不丰富，仍然每

天提供。跟早餐一起被送到房门口的还

有抗原检测试剂，住客做完后放回门口，

有时一天要测两次。

最难的是第六天。“第五天已经准备

出去了，却发现还要继续隔离。”卡佳“没

吃的了”，买了酒店提供的大米、油和两包

速冻水饺，花了 80 多元。她每天定早上 7
点的闹钟抢菜，那是 T11生鲜超市开始营

业的时间。十几天中，她只抢到过一次。其

他买菜平台的抢断速度她也追不上。

“弹尽粮绝”之际，第七天，一名中国

住客敲响了卡佳的房门，说要建立一个

微信群，一起团购物资。酒店的住客陆续

入群，包括酒店工作人员在内，群里有了

70 多个人。次日，大家就成“团”了。

据卡佳观察，团购群中约有 15 个外

国人，来自西班牙、韩国、德国、印度尼西

亚等国家。有人不会说中文，但在群里，

依靠翻译软件和微信自带的翻译功能，

大家的交流还算顺畅。一些中国住客的

英 文 水 平 高 ，群 里 每 次 发 布 通 知 ，例 如

“下楼做核酸”“物资开团”“垃圾回收”等

信息，他们会提供双语版本。“一开始大

家的感觉很模糊，不清楚怎么组织和埋

单，他们会给（外国人）讲得清清楚楚的。”

卡佳说。

因为住客需求不一，“团长”也不总是

固定人选，会随物资需求而变化。一开始，

客人们对食品的需求量是最高的。“团长”

在群里接龙统计，待大家转账后安排采购。

至于供货人，或许是某位“团长”的朋友，或

许是其他渠道，大家一般不会多问。

凭着流利的中文和乐于助人的性格，

卡佳成了群里第一任外籍“团长”。在此前

一次水果团购中，她和一名供货人建立了

联系。“我缺一瓶消毒液，群里之前没人说

需要，那就我来弄吧。”她在微信群中提出

团购意向后，马上得到了近 30 人的响应。

当天，50 瓶消毒液就被配送到酒店中，由

工作人员帮忙送到各房间门口。

“感觉中国人和外国人没有区别。”卡

佳说，因为水果是成箱购买，一两个人吃不

完，有些客人会拼单。有一次，一名中国客

人想与卡佳拼单，后来她才发现，对方是在

帮一个中文不佳的韩国客人买。另一次，一

个中国女孩向卡佳借卫生巾，卡佳意识到

这也是刚需，于是再次发起团购，为酒店中

的女性购买了十余包卫生巾。“能帮大家的

话就帮，也是一种经验吧。”卡佳说。

她笑称自己“很会搞关系”，长期以来

都喜欢旅行、学习外语，“对于其他文化的

接受度还是很高”，与群里各个国家的人交

流都没有障碍。

每天，团购群中“信息量很大”。这些天

以来，曾有主题为“团购暂停”“快递全部关

闭”的聊天记录截屏被转发到群里，扰乱着

酒 店 住 客 的 心 绪 。4 月 8 日 ，“ 上 海 网 络 辟

谣”平台向上海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生活

物资保障专班求证得知，官方没有发布过

此类信息，上海将督促全市商业网点、物流

节点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尽快开业运营，保

供人员尽快返岗，充分发挥市场力量，保障

市民生活需求。

在酒店群的 8 次团购中，各类商品的

价格都保持正常水平。卡佳房间的冰箱慢

慢被填充，她开始自己做饭。在群里，除了

团购信息外，互不相识的客人还会展示烹

饪饭菜的照片，聊牛排煎多久才好吃，谈电

影、音乐，中文不太好的外国客人也会参与

到闲聊当中。

每当有人缺生活用品，会先在群里向

其他人求助，即使提出付费也没有人会收

费，都是免费给。酒店日常的核酸检测在楼

下分批进行，做完后只有十几分钟“放风”，

大家自觉地保持着安全距离，无法进行面

对面交流，绝大部分人依然互不相识。“在

这种情况下，大家都不容易，但酒店工作人

员的态度还是很好的。”

卡 佳 的 家 人 曾 在 视 频 通 话 中 表 示 担

忧，“但我都在安慰他们”，卡佳说，现在酒

店客人有饭吃，有饮料喝，最难的时候已经

过 去 。“ 如 果 知 道 还 要 坚 持 多 久 ，会 更 放

心。”卡佳希望，能尽快“看到头”，开始正常

的工作和生活。

经历了几日的狼狈之后，卡佳已经习

惯了封控的节奏。初来上海就被困酒店半

个多月，是卡佳没有想到的人生经历。但她

说：“这不会影响我对上海的印象。上海这

座城市很美。”

上海酒店里，外国人和
中国人“团”结在一起

卡佳为酒店客人团购的消毒液。卡佳在便利店购买的零食，她靠这些食品度

过了封控的第一周。

刘强在方舱内奔跑。

刘强和练小提琴的姑娘合影。

上海静安体育中心方舱内，一个女孩在拉小提琴。

上海静安体育中心方舱，悬挂的巨大海报。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宇平

进入上海静安体育中心方舱 15 天后，

刘 强 在 百 余 米 长 的 走 廊 上 已 跑 出 170 公

里。他一次跑 10 公里左右，最长一次跑出

一个半程马拉松。

在容纳了各种情绪的方舱里，刘强比

较坦然，把进方舱当成一种“特殊时期的特

殊体验”。他跑步，听播客，侃大山，给压抑

着情绪的舱友做“心理按摩”——他的微信

通讯录新增了 40 多位好友。

他发朋友圈和微博，记录在方舱里的

生活，这下大家都知道他感染了。“真正的

朋 友 不 会 因 为 你 感 染 过 新 冠 病 毒 就 疏 远

你，那些疏远你的人也不必在意。”

在方舱，作为一名基层社区工作者，刘

强紧绷一个多月的神经放松下来。身处整

座城市防疫链条的末端，他最先感知到“奥

密克戎”正在向这座城市逼近。

进 入 3 月 ，刘 强 和 同 事 告 别“ 朝 九 晚

五”，一直处于备 勤 状 态 ，单 位 随 叫 随 到 。

不 久 后 ，多 个 小 区 落 实 封 闭 管 控 措 施 。他

和同事跟着视频学习穿脱防护服，口罩换

成 了 N95，组 织 居 民 做 核 酸 检 测 ，对环境

进行消杀。

3 月 28 日，上海宣布以黄浦江为界分

批实施封控，进行全员核酸筛查。从那天开

始，刘强被要求住在单位。硬板行军床加一

个睡袋，“越睡越冷”。工作强度大，他“身

心都很疲劳”。

在与感染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的病

毒的交手中，居委会、物业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们努力维持着小区的正常运转。在一个

由 3 条弄堂组成、住着 1400 多户居民的老

式小区里，最初只有 7 个人的居委会处理

全部居民的需求。

确认感染奥密克戎那天，刘强反而松

了口气。“解脱了，我也确诊了，可以安安心

心地去歇一会儿了。”

他通过新冠病毒抗原检测盒，第一次

看见了病毒的“象征”——两条红杠，随后

的核酸检测确认，他已感染新冠病毒。那是

4 月 3 日，据上海市卫健委通报，上海市新

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425 例和无症状

感染者 8581 例。

刘强所在的工作组有 11 人，5 人确诊。

他们被隔离在一间办公室，等待一夜后，被

转运车送去方舱。

除了肌肉酸痛，他觉得身体还好。但作

为一名健身 爱 好 者 ，他 无 法 确 认 肌 肉 酸

痛 的 原 因 ，是 病 毒 作 祟 还 是 运 动 后 身 体

的 正 常 反 应 。他 的 同 事 ，出 现 过 喉 咙 痛 、

发 热 等 症 状 ，这 些 症 状 大 部 分 在 进方舱

前就消失了。

4 月 4 日 早 上 ，刘 强 带 着 行 李 住 进 方

舱。刚安顿好，他便换上跑鞋，绕着方舱跑

了第一个 10 公里。

静安区体育中心在这名马拉松跑者眼

中已不是熟悉的模样，它设置了 800 多张

床位，每张床配有床头柜、插座、台灯和洗

漱用品，床头处被隔板隔开。有妈妈带着年

幼的孩子来，医护人员特地找到一个隔间，

将两张单人床合并，勉强组成“亲子大床”。

刘强还“考察”了厕所和浴室。他记得，

方舱开舱的前两天，确实有厕所能拍出“传

到网上就吸引人眼球”的照片，但随着方舱

开始运转，一切都在向整洁、有序转变。“几

千个人就那么几个厕所，能和酒店的一样

干净吗。”刘强介绍，方舱的保洁员大多能

随叫随到。

在舱内的跑步持续了两天，刘强受不

了每跑一段就有人对着他拍照、拍视频，他

把“跑道”挪到了走廊里。透过落地玻璃窗，

他能看到春天的一角。

他的方舱生活形成了另 一 种 规 律 ：每

天 测 3 次 体 温 和 血 氧 饱 和 度 ，下 午 测 一

次 核 酸 。医 生 发 的 连 花 清 瘟 胶 囊 他 只 吃

了一顿。

他恢复晨跑的习惯。往常，刘强习惯每

天早晨 4 点半出家门跑步，跑 1 个小时。他

自制的“强餐”在跑友圈也小有名气——在

一个超级大碗里，混合麦片糊、蔬菜和鸡胸

肉 。他 上 一 次 参 加 全 程 马 拉 松 比 赛 是 在

2019 年，2 小时 48 分钟跑完 40 多公里。疫

情来了，线下马拉松比赛停摆，他报名的今

年上半年的两场马拉松比赛也取消了。但

他的脚步没停，每天跑，出差到陌生城市，

也会跑个 100 公里，留下城市初印象。

在 方 舱 ，他 在 同 样 的 时 间 起 床 跑 步 。

“强餐”只能简单一点，麦片糊拌着盒饭里

的菜。他带进方舱的 1.5 公斤麦片 5 天就见

底，刘 强 不 挑 ，方 舱 发 的 盒 饭 他 一 顿 吃 两

份，被调侃“能去做吃播”。

他理解医护人员的辛苦，穿着防护服

6 个小时不吃不喝。“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你可以作出任何你想要的选择。但现在不

要给别人添麻烦，把自己身体养好，吃饱就

行了。”

在 家 那 边 ，刘 强 的 爱 人 成 了 小 区“ 团

长”中的一员，组织居民团购蔬菜。家人告

诉他，那些不会用手机的老人也没被落下，

楼道里的敲门声比往常更密。邻里间互相

送菜，交换物资。

刘强把在方舱跑步的记录发到社交平

台上。以往，除了那些“值得炫耀”的战绩，

他很少发运动记录。但这次不同，他更想通

过这些图片和文字告诉人们，感染奥密克

戎的真实体验。

刘强每天跑步的走廊，也是一名 15 岁

姑娘的“琴房”。她从温州赶来上海参加音

乐学院的小提琴考试，被疫情困住了。在方

舱，她每天坚持练琴 5 小时以上。进入方舱

的第四天，她参加了音乐学院视频初试。

在这条走廊里，刘强还认识了从澳洲

留学回来的广东小伙儿，他们一起聊健身、

拳击，偶尔还会一起练些动作。另一名来自

台湾的舱友是上海女婿，也喜欢长跑，他和

刘强互留了联系方式，准备等上海解封，一

起去苏州河沿上自由地跑一跑。

路过的医生会严肃地提醒他们，不要

做剧烈运动。只有在这时，刘强才意识到奥

密克戎还在自己的身体里。他关注心率、呼

吸、血氧饱和度等，运动时始终保持着让自

己舒服的状态。

他观察到，方舱里大部分人都“心事重

重”。但那些心事多与舱外的生活有关。隔

壁的舱友带了包装精致的咖啡进来，焦虑

得喝不下，刘强获赠了这些“奢侈品”。他能

回报对方的就是倾听。

来上海找工作的年轻人，刚住酒店没

几天就感染了病毒。住酒店时吃饭都是问

题，进了方舱反而舒了一口气。

60 多 岁 的 退 休 阿 姨 聊 上 一 辈 人 的 恋

爱、上 山 下 乡 ，还 有 被 疫 情 扰 乱 的 退 休 生

活。这次感染，她最担心的是，出了方舱，会

不会把病毒传染给孙辈？

“科学告诉我们，转阴之后是没有传染

性的，我就只相信科学。”为了打消阿姨的

顾虑，他又补充了一句，“我回家就要抱抱

我的女儿！”

上海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

案（试行第九版）的通知》要求，组织专家制

定了方舱医院出舱标准。按照要求，刘强需

要间隔超过 24 小时的连续两次核酸阴性，

方舱上报卫健委，审批后再由方舱通知所

在社区，让社区和居委会派车来接。

刘强达到出舱标准花了 13 天，比同期

来的 60 岁阿姨还晚了几天，上海市卫健委

通报的方舱住院时间平均为 1 周。

他在方舱“迎来送往”。“方舱里两次转

阴的人，害怕新人进来，这种抗拒和恐惧，

和 我 们 出 去 后 别 人 对 我 们 的 态 度 有 啥 区

别？”刘强安慰大家，身上有抗体的话，短期

内再交叉感染的风险很低——他对自己说

的也没有十足把握。

“只是为了安抚一下不安的人。”刘强

说，“每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我身上就像

感冒一样。”

核酸阴性后的第 3 天，刘强收到解除

集中隔离的医学证明，坐上回家的专车。同

一天方舱里又加了一排新床位。

据上海市卫健委通报，4 月 18 日，上海

国家会展中心方舱迎来首个“出舱”高峰，

1.5 万人将回家继续居家健康监测。转天，

又 有 1.2 万 康 复 者 出 院 回 家 ，会 展 中 心 的

18 号停车场上，百辆大巴等着接康复的感

染者出院回家。出舱转运的力量逐日加强。

“上海的疫情终究会过去的，现在这种

局面不是常态，你知道吧？”刘强说，“大家

维持着这个秩序，保持了这么大的理智，又

很配合，是因为大家觉得无论时间长短，终

将会结束的。”

比起这些弯弯绕绕的正确话，他在社

交平台上更简洁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奥

密克戎，滚犊子吧。”

他在上海方舱跑马拉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