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7 月 6 日 星期三 本版编辑 / 陈卓

Tel：010-64098355

www.youth.cn

5冰点周刊
5-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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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雅娟

在大学里，罗芳的故事只有很少人知

道。她是那种让人无法忽视的学生，在迎

新晚会上跳开场舞，带班里女生打篮球，

毛笔字得过全校书法比赛一等奖，学业成

绩一直保持班级前五名。

这个女孩和善，爱笑，生活的苦涩被

她藏在深处。她小学时，母亲去世，父亲

无力养育孩子，姐弟三人由奶奶抚养，生

计 艰 难 。 他 们 姐 弟 三 人 都 被 送 进 了 福 利

院。福利院帮助他们完成了学业，姐姐今

年 从 西 南 大 学 毕 业 ， 到 贵 阳 一 所 中 学 任

教；弟弟刚刚高考结束,在等待一段新的

人生旅程。罗芳则考上了贵州师范大学，

立志成为一名生物教师。

研究社会福利制度的学者，称福利院

为“安全网”。那些遭遇过噩运的孩子在

这里生活费、学费都不需要自己操心。孩

子们可以借助这张“网”跳到更高或更远

处。罗芳曾经生活的贵州省铜仁市儿童福

利 院 ， 近 8 年 有 19 个 孩 子 考 入 本 科 、 大

专，还有几十个孩子读中职。

进入福利院之前，这些孩子或被父母

遗 弃 ， 或 父 母 去 世 。 他 们 曾 辗 转 于 亲 戚

家，有的被年迈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照

顾。福利院接住了漂泊无依的他们，在这

里他们开始重新奋起的弹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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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芳上大学那年，福利院的一位工作

人员送她到学校。这位工作人员像送孩子

上大学的普通母亲那样，陪罗芳走在大学

校园、一起买生活用品、铺床——在罗芳

11 岁那年，也是这位工作人员把她接到

了福利院。

到福利院以后 ， 她 和 其 他孩 子 一 样

上 学 。 上 小 学 的 时 候 ， 班 里 有 八 九 个 来

自 福 利 院 的 孩 子 ， 这 时 她 没 觉得自己有

何特别。在学校里，福利院的孩子很好辨

认，他们总是穿同款的衣服、背一样的书

包 —— 这 是 采 购 服 装 的 工 作 人 员 为 了 方

便，统一买的。

回忆初来时的 场 景 ， 罗 芳 说 没 有 什

么特别的感觉。印象中，11 岁的她牵着

弟 弟 ， 平 静 地 跟 大 伯 母 告 了 别 ， 从 此 住

在这里。

不 是 所 有 孩 子 都 这 样 平 静 地 接 受 转

折。杜军宝小学毕业后到铜仁市儿童福利

院，升入初中。初一刚开学，大家轮番自

我介绍，轮到他上台时，他坦诚地告诉新

同学，自己住在福利院。从大家惊讶的反

应中，他才知道，这不太正常。

有次上课，班上一个调皮的男生忽然

大声指着杜军宝说：“他是孤儿！”这个原

本 活 泼 的 男 孩 变 得 沉 默 ， 忍 过 了 初 中 三

年，中考后他选择到另一个区去读寄宿制

高中，到无人认识的地方重新开始。

铜仁市儿童福利院的书画老师黄毅觉

得自己特别能体会孩子们的心情。来自农

村的他 6 岁时双腿残疾——在 30 年前的贵

州农村，这意味着家里唯一的男孩从家庭

的希望变成全家的负担。残疾的阴影在他

心头笼罩了十几年，他变得多疑：“别人

看我跌倒了扶我起来，也觉得人家是看我

笑话，不是真心帮我。”

因为自己 坎 坷 的 过 去 ， 黄 毅 能 够 理

解 ， 孩 子 们 为 什 么 不愿意对人提及福利

院——他们封闭自己的内心，不会轻易信

任别人，害怕受到嘲讽。

对于跟他学书画的孩子，黄毅常说：

“ 不 要 觉 得 自 己 是 福 利 院 出 来 的 ， 不 敢

说。要勇敢面对，把光展现出来，别人会

非常敬佩你，还会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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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芳 来 到 铜 仁 市 儿 童 福 利 院 的 2011
年，这家福利院刚刚建成新楼，工作人员

到铜仁各县走访，招收了几十名儿童。不

少孩子失去父亲或母亲，借住在亲戚家。

在大人看来， 送 孩 子 到 城 市 接 受 教

育 ， 无 论 是 从 教 育 质 量 还 是 经 济 上 考

虑 ， 似 乎 都 是 更 好 的 选 择 。 对 孩 子 来 说

不 全 是 这 么 回 事 。 有 的 孩 子 记 得 ， 家 人

把 自 己 送 来 后 就 离 开 了 ， 这 让 他 有 种 被

抛弃的感觉。

在福利院，孩子们保持着一种默契，

既不问对方为什么来福利院，也不打听别

人家里的情况，对于过去的伤疤，彼此心

照不宣。

当罗芳来到福利院附近小学上学时，

张庭辉还在家乡的乡镇中学读初中。他年

幼时就失去母亲，一直跟着父亲和奶奶生

活，后来父亲中风，这个农村家庭只能依

靠奶奶支撑。

张庭辉原来在乡镇读初中，这名勤奋

的男生一直在班上保持第一名的成绩，中

考时还考了全镇第一名。中考完的那个暑

假，村干部、学校老师、乡镇干部等好几

拨儿人纷纷告诉张庭辉，他可以去铜仁市

福利院。

大 家 都 知 道 他 家 的 情 况 ， 在 人 们 看

来，这个机会相当难得：这个成绩优异但

家境贫寒的孩子去了福利院，就不用再操

心高中的学费、生活费，就连以后上大学

的花费也不用担心。

张庭辉初中班里 30 多个学生，只有

七八个学生初中毕业后打算继续上学，或

读职高或读普通高中。张庭辉犹豫过要不

要出去打工养家，但他喜欢上学。老师劝

他，没有文凭，出去打工也做不了什么。

张庭 辉 决 定 听 从 大 人 的 建 议 ， 去 铜

仁 。 在 铜 仁 三 中 ， 这 个 习 惯 了 考 全 班 第

一 的 好 学 生 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成绩只

能垫底。

院长童福权说，很多来自村镇的孩子

刚到市区上学时都会经历这种落差。但他

也 注 意 到 ， 福 利 院 的 许 多 孩 子 只 是 基 础

差，来到教育条件更好的市区学校，适应

一段时间，一般能追上来。

张庭辉花了一个学期的时间，才让成

绩逐渐升到全班中等。读高中这三年，偶

尔赶上老师放学早，他会去河边转转，捡

些奇形怪状的石头，这种不花钱的爱好是

他单调生活的调剂。

在福利院附近小学、初中走读的孩子

们明白，放学后不能出去玩，大孩子外出

要请假，只能出去一两个小时，同学聚会

很难完整地参加。

对于天生好动的孩子来说，福利院的

生活严格、规律，甚至有些无聊。这里像

家，但又不完全像——孩子们不能穿着拖

鞋睡衣在食堂吃饭、在操场上玩，出了宿

舍 区 就 得 衣 着 整 齐 。 每 天 一 成 不 变 地 上

学、放学、写作业。在院里待得实在无聊

了，孩子们想吃烧烤，就推举一个胆大的

孩子去跟院长说——这些请求一般会得到

许可。

这 座 小 城 市 ， 没 有 知 名 教 育 培 训 机

构，过去也没有课后托管服务。但在福利

院，晚上七点到九点是固定的作业辅导时

段，福利院老师晚上轮班辅导小学生、给

他们检查作业，院里还曾专门聘请过初中

教师来辅导初中生。

前 些 年 ， 福 利 院 请 过 老 师 教 各 种 乐

器 —— 琵 琶 、 二 胡 、 钢 琴 、 吉 他 。 罗 芳

学过书法，也学过国画、钢琴。书画教室

的墙上如今还裱着她的小楷：前程似锦。

小学、初中这几年，孩子们大把的空

闲时间都在福利院度过。罗芳喜欢上了打

篮球，这个白皙纤瘦的女孩喜欢一直赢球

的感觉。罗芳的手机里还存着一张夜幕下

篮球场的照片，在大灯的照耀下，篮球场

地上绿色的胶皮泛着光。福利院里的空地

不大，一大半被篮球场占据。这个设施不

算精良的球场，在她眼里美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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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芳 还 记 得 她 刚 到 福 利 院 时 ， 这 个

“新家”的样子：在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

里 ， 除 了 篮 球 场 还 有 一 栋 L 形 的 五 层 楼

房。待久了的孩子，习惯用楼层来代指不

同的群体或生活空间，“四楼她们”是指

上了学的女生，“二楼他们”是指上了学

的男生，“三楼”是特殊儿童的康复区域

和婴幼儿的生活区域，“五楼”意味着福

利院的老师和其他工作人员。

福利院的老师常常自称是孩子们的大

家 长 ， 他 们 分 别 负 责 管 理 男 生 部 或 女 生

部，去学校开家长会、向老师打听孩子近

期的表现。

高考前两周，青管科老师张如蓉打包

牛肉粉、加个煎鸡蛋，去看望在铜仁八中

住校的孩子。在铜仁二中走读的孩子，可

以跟她到学校附近餐馆吃顿好的，改善一

下伙食。

张 如 蓉 最 怕 孩 子 生 病 住 院 。 孩 子 生

病，大人操心。杜军宝是张如蓉带大的，

在贵州民族大学读大一时，他因参加足球

训练受伤，脚踝骨折。张如蓉知道，这孩

子的脚以前就受过伤。这次又听说杜军宝

受 了 伤 ， 她 实 在 不 放 心 ， 就 去 了 一 趟 贵

阳。见到杜军宝，张如蓉像所有操心的母

亲一样唠叨：“你要注意啊，这条腿再受

伤就不行了。”

孩子们渐 渐 依 赖 、 信 任 这 些 朝 夕 相

处 的 老 师 ， 老 师 们 也 谨 慎 地 恪 守 相 处 的

界 限 。 比 如 填 报 志 愿 时 ， 福 利 院 的 老 师

通 常 只 给 出 指 导 ， 不 会 直 接 干 预孩子们

的选择。

这个夏天，福利院有 4 个中考生、4
个高考生，还有 4 个孩子在准备考研。

高考 出 分 的 那 个 夜 里 ， 张 如 蓉 坐 在

家 里 等 孩 子 们 的 成 绩 ， 等 到 凌 晨 一 点 多

钟 才 睡 觉 。 她渴望第一时间知道孩子们

的高考成绩。

最近五六年，张如蓉负责帮高考的孩

子们指导填志愿，为此她特意向铜仁一中

的老师学习填报技巧。

张如蓉注意到，报专业的时候，女生

喜欢报护理或师 范 专 业 。 她 们 认 为 ， 护

士 和 教 师 的 工 作 都 适 合 女 孩 子 ， 也 好 就

业 。 在 人 生 的 这 个 十 字 路 口 ， 大 家 往 往

首 先 考 虑 未 来 的 就 业。很少有人特别提

到“兴趣”。

未来工作稳定、好就业，是孩子们填

报志愿时必须考虑的因素。福利院这张安

全网，在学业终结时就会撤走——生活在

福利院的孩子，如果不继续读书，18 岁

要办离院手续；上学的孩子，只要一直往

上读，福利院就一直供下去，最终毕业那

年的 10 月，要办离院手续。

问答网站上，有人分享过自己离开福

利院后的经历：有段 时 间 失 业 了 ， 租 不

起 房 ， 辗 转 于 最 便 宜 的 青 年 旅 舍 ， 居 无

定 所 。 别 的 年 轻 人 失 业 了 ， 仍有父母的

接济或住在家里，但这些孩子，只能依靠

自己。

这也是院长童福权近年来一直呼吁社

会关注的问题。他希望有关部门多关注一

下这些离开福利院的孩子，比如提供政策

性保障住房，让他们有个安稳的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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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步入社会的孩子，逐渐脱离福利

院的保护。

学习市场营销专业的龙文浩，毕业前

在北京一家体育培训公司实习了两个月，

每天上午打一两百个推销电话，下午蹲在

学校门口，见小孩就问：“篮球乒乓球羽

毛球感不感兴趣？”

这和龙文浩熟悉的生活太不一样。福

利院的宿舍宽敞得可以打乒乓球，在铜仁

市区，花 12 元块就能吃一大碗鲜切牛肉

粉，厚厚的肉片卧在上面。而在北京那两

个月，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夜里

11 点多才收工。这家体育培训公司的运

动场馆分布在北京几个城区，龙文浩原以

为工作之余可以顺便打打篮球，但每天累

得只想瘫在半边床上——为了省钱，那个

小卧室由他和大学同学合租，两人分享一

张床。

而 张 庭 辉 大 学 毕 业 后 没 找 到 工 作 。

福 利 院 再 次 接 纳 了 他。他回到这里当辅

导员。

他在广州一所高校读对外汉语专业，

他听说，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在广州很受欢

迎，原计划在广州工作两三年再回铜仁，

但他得面对现实：父亲病重，奶奶年迈，

他必须离他们近一些。

但这个专业在铜仁不好找工作。他试

着考公务员、考事业编，总是不顺。

福利院的人告诉他，他可以来福利院

暂时过渡一段时间，做一个公益项目的社

工，边工作边考编制。

张庭辉从男生宿舍搬进了位于福利院

大门外的职工宿舍，每天中午陪不想睡午

觉的孩子在活动室玩，孩子们放学后，带

他们剪纸、串珠子，晚上给上小学、初中

的孩子辅导作业。

福 利 院 的 人 依 然 像 以 前 一 样 很 照 顾

他 ： 不 给 他 布 置 太 多 工 作 ， 让 他 安 心 备

考。但他说，他们越是这样，他越难受。

大家还会照顾到他的感受，人多时，

从来不会当面问他考试的情况，只在单独

遇到时才问。

张 庭 辉 觉 得 愧 疚 ：“ 大 家 都 这 么 关 心

你，你还老考不上。”张庭辉开始失眠，整夜

地睡不着觉，只有每天中午送孩子们上学

后，才能趴在活动室的桌子上睡一个小时。

张庭辉受不了这种心理压力，他提出

辞职。

张庭辉问过很多在福利院工作过的孩

子，大家和他一样，不愿意在大学毕业后

继续在福利院叔叔阿姨的庇护下生活，更

难以承受那份无形的压力。

张庭辉目前还没有后悔。他花四百元

月租租了间房，对新住所很满意，这里有

空调、热水器——铜仁夏季炎热，这两项

是必需品。

福利院的另一位老师帮他介绍了现在

这份工作。如今张庭辉每天花十几分钟骑

车上班，工作不忙的时候还得准备考试。

年轻人总要适应新的生活。罗芳也正

在为此努力。她担任班里的文体委员，参

加书法比赛，赶在篮球比赛前催促班里女

生训练，尽管比赛成绩不好，但她觉得至

少试过了。

这名对未来做好规划的女生正在准备

考研，她计划继续读师范方向，以后当老师。

院长童福权对此也很有信心。出身农

村的孩子常常只注重学习、不习惯大学丰

富多彩的生活。但他认为，自己带的这些

孩子不存在这个问题。

度过了高中敏感多疑的阶段后，福利

院的生活对罗芳来说是一段并不特别的经

历。每学期刚开学或临近放假，她会格外

想 这 个 “ 家 ”。 尤 其 是 快 放 长 假 的 时 候 ，

福 利 院 的 孩 子 们 一 个 劲 儿 催 她 ：“ 姐 姐 ，

别人都放假回来了，你怎么还没回来？”

一个小姑娘跟罗芳的关系尤其好。罗

芳 放 假 回 来 ， 小 姑 娘 就 挤 到 她 床 上 一 起

睡，罗芳给她扎小辫、聊天。这次期末考

试前，罗芳向她许诺：要是语文数学都考

到 95 分以上，就奖励她一个新的、更大

的芭比娃娃。

开学前，妹妹们可怜巴巴地替罗芳数

着：“你还有 5 天就回去了”“还有 4 天就

回去了”⋯⋯听得罗芳也心酸起来。食堂

的阿姨则炒罐油辣椒，让出去上大学的孩

子们捎着。

食 堂 的 饭 菜 花 样 其 实 没 有 太 多 变

化 ， 但 罗 芳 觉 得 ， 食 堂 阿 姨 做 的 饭 特 别

好吃。

福 利 院 承 载 了 孩 子 们 动 荡 不 安 的 过

去 。 有 的 孩 子 走 出 福 利 院 ， 消 失 在 人 海

中 。 绝 大 部 分 孩 子 ， 按 部 就 班 地 升 学 ，

过 年 过 节 给 福 利 院 的 老 师 发 祝 福 信 息 、

带特产。

在这个院子里，孩子们可以度过安稳

的童年。上了大学的孩子，愿意和书画老

师黄毅聊人生、聊社会。看出孩子心情不

好，黄毅就给他泡杯茶，一边写字，一边

聊天。写字讲究平衡，黄毅提醒孩子们：

“写字就像做人一样，你进了，我就退一

点；你粗了，我就细一点。”

当然，不是所有孩子都能坦然面对人

生中这特殊一页。一个女孩毕业后远赴新

疆，结婚生子，面对陌生人的打探，她声

音强硬、充满戒备。

她依然给福利院的老师和孩子们寄红

枣、核桃、葡萄干等特产，但福利院已成

为人生中不愿翻开的一页。

福利院一楼大厅有面“荣誉墙”，院

长把孩子们挣得的荣誉挂在这个显眼的地

方：大到大学、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小到学院趣味运动会一等奖。

今年下半年，又将有一批孩子来到福

利院，开始又一个轮回。

来自福利院的大学生

事件观

□ 秦珍子

这是一道绝无可能跨越的门槛——某
些企业的招聘说明中，写着“（核酸检测结
果）‘阳’过的不要，进过方舱的不要”。

找工作，要技术认证，可以考；要学
历履历，可以刷。可是要一个人回到没有
感染新冠病毒之前？时光机还没有被人类

发明出来。
近日，有媒体报道，一位湖北人今年

4 月初到上海的方舱工作，随后感染新冠
肺炎病毒，经治疗已康复。6 月 1 日出舱
后，他到处求职，至今未成功。他对媒体
说，小旅馆发现他有两次核酸检测阳性，
不让他住；招工群发布的信息，适合他的
电子厂工人、保安、快递分拣员等职位，
明确拒绝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人；劳务市

场，他还没进去，就被一个中介要求查验
手机里“近两个月的核酸检测记录”。

他向媒体展示的截图带着讽刺的意
味：迪士尼小镇没有童话般的平等，它拒绝
曾经的感染者担任保安；连隔离酒店招工，
也不要当过“志愿者”和“阳过的”。

这个无辜的、急于找到生计的人，不
得不睡公园、写字楼地下室。他问身边的
工友，发现不少人有相似的经历，一朝感

染，四处被拒。租不到房子，进不去工
地，生活无着。

还记得吗，2020 年年初那会儿，一
些挂着“鄂”牌的汽车被特殊对待，有人
只是在马路上偶遇一辆，就赶紧报警。
2021 年年初，有石家庄小果庄人，因为
感染新冠病毒，身份信息被泄露、转发，

“规规矩矩地活了 30 多年，像通缉犯一样
被挂在网上”。有人治好了新冠肺炎，回不
去公司；有人出了方舱，连家门都进不去。
今年 5 月，有网友发布视频，称雇主发现她
曾是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后，要求她离职。

一样的恐惧背后，有不一样的来由。
两年多以前，人类对新冠病毒还知之

甚少，加上初代病毒重症率和致死率高，
康复患者传染性未明，“为求自保”是大
多数人恐惧、排斥感染者的理由。即使

“怕过了头”，也是可以理解的。
两年多过去了，病毒不再动辄要命了，

我们心中也十分有数了。我们拥有了疫苗，
防疫体系更加致密；我们能治愈绝大多数
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患者，国内外顶尖
医学专家反复告诉我们，康复者不具有传
染性。

此时，对新冠病毒感染者，无论核酸
检测正值阳性还是已经转阴的，人们的态
度变成诸多因素复杂纠缠、动态变化的机
体，“歧视”则变成一种社会问题。

事实上，恐惧诞生于人类自我保护的
本能，其本身并不构成歧视。但因所谓恐
惧，侵害到他人的合法权利，就不光是歧
不歧视的问题了，更是违不违法的问题。

我国劳动法第十二条规定，劳动者就
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
同而受歧视。别看该法条只列出了 4 种情
况，但它体现了国家法治层面消除“就业
歧视”的根本性原则。此外，就业促进法
第三十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
以是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

也别老拿“防疫”说事，传染病防治
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传染病
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

再细化一点，早在2020年4月，最高
法就在《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
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中指
出，用人单位仅以劳动者是新冠肺炎确诊
患者、疑似新冠肺炎患者、无症状感染
者、被依法隔离人员，或者劳动者来自疫
情相对严重的地区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关系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人社部也曾下发
通知，明确规定对新冠肺炎患者、疑似病
人、密切接触者，企业不得以此为由解除
劳动合同。

更何况，当“患者”已成过去时，
“阳”变成了“阴”，就不该是阴霾的阴。

的确有一些工作，属于法律、行政法
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易使传染
病扩散的工作，比如饮用水生产供应、餐饮
服务经营、托幼保育等，它拒绝的条件也是

“经医学鉴定传染病病原携带者在治愈前
或者排除传染嫌疑前”，而非“治愈”“不具
有传染性”的康复者，更不用说前述保安、
快递分拣员、流水线工人等岗位。

近日，有媒体报道，少数感染者出现
核酸转阴、出舱后“复阳”的情况。其中
极端者，4 次“复阳”，反复进出方舱和
隔离点，3 个月来无法正常工作、生活。
对上海本轮疫情已报告的 60 多万阳性感
染者来说，“复阳”是小概率事件。尤其
是对蓝领阶层而言，一些受访者表示，复
阳使他们遭遇更严重的社会歧视。

该报道尝试作出解释，本轮上海疫情
中，感染者治愈出舱后，会经历“标记
期”，其间核酸检测“阳性”的标准，比
未曾感染者判定“阳性”的数值低。也就
是说，对普通人而言，出现某个数值是

“阴”，但对曾经感染过的人，这个数值可
能被判定为“阳”。3 月 18 日，在国新办
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局长焦
雅辉介绍，新版诊疗方案调整了感染者出
院、解除隔离的核酸检测数值“标准”，
此外，她明确指出，“基于我国对于复阳
患者的研究，流调的资料显示，这些患者
也没有再造成疫情的传播和传染”。

长期以来，我国致力于消除就业领域
的种种歧视，最典型的莫过于“乙肝歧
视”。从 2005 年开始，一系列法律法规的
出台，使乙肝携带者平等就业的权利得到
越来越强有力的保护。此外，如今的招聘
启事里，“五官端正、形象气质佳”等要
求罕见了；某些疾病的判断标准、高学历
人士和特定岗位报名年龄限制放宽了。女
性、35 岁以上者平等就业权利的实现，
都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趋势如此，逆流为何依然存在，仅仅
是个别人、个别用人单位不懂科学、不肯
守法吗？

前文提到过，此刻，人们看待新冠病
毒感染者和康复者的眼光，充满了复杂
性。它关乎本能的求生欲，关乎认知水平
和观念意识，也关乎人们所处的社会环
境。身处一个防疫过度、层层加码的环
境，人们必然是紧张的、优先自保的。

6 月 5 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
局长雷正龙指出，各地疫情防控工作要坚
决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等现
象，坚决做到“九不准”。20 多天后，国
家卫健委官网首页开通了公众留言板，
11 个省 （区、市） 公布关于本地疫情防
控 “层层加码”问题的投诉举报方式。

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还要
坚持“动态清零”目标不变。那么，消除
新冠就业歧视，就不光是要让一部分民众
增长科学知识、增强法治观念，不光是要
加强对企业招聘活动的监管和就业歧视的
处罚，不光是要为劳动者拓宽维护合法权
益的渠道⋯⋯

国家说拿绳子就好了，有些地方别上
钢缆。环境富氧了，大家都不憋气，不恐
惧。不需要怕背锅，还怕招那个 20 来岁
的湖北小伙壮劳力吗——他只不过生过一
次病。

同样是在上海，4月22日，曾感染新
冠病毒的公交车司机王志强完成方舱治疗
和健康观察之后，回到转运车辆驾驶员的
工作岗位上。

而我相信，即使是不确定性疯狂乱舞
的时刻，有些美好坚定的力量也能战胜恐
惧。2020年3月，曾在战疫一线感染新冠
病毒又治愈的医生刘霖，回到了武汉市第
一医院急诊科。

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有老患者专程挂
号赶到诊室，不为看病，“只想见见她”。

他只不过生了一场病

▲铜仁市儿童福利院。 受访者供图

◀罗芳读中学时，福利院安排孩子们到北京旅

游。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