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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亦煥夜間
執勤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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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三十，剛剛放下年夜飯的碗
筷，他們雙雙接到通知：因抗疫需要，即

刻返崗。
一個是警察，一個是社區工作者。如果

沒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這對 「90後」 戀人，
本可以在2020年舉辦一場甜蜜的婚禮。

沒有婚紗和禮服，2020年大年初一，二人
便穿上防護服投身於防疫工作當中。從這天
開始，兩個月沒有邁入過家門。早已準備
好的朋友圈 「官宣」 文案，也改成了親
朋好友 「未來待續」 。

「我和女友是高中同學，已戀愛
長跑近10年了，當年我們一直在準
備婚禮，從司儀流程到婚宴邀請都
準備好了。但接到工作任務後，我
和她都決定將婚禮延期，先投身工
作崗位。」 朱亦煥回憶，因為二人
工作的特殊性，讓僅隔兩條街的情
侶變成了 「異地戀」 。

志願者安排、抗原試劑分發、登記造冊、
配藥買菜……是他女朋友的日常。嚴把高速公
路口、逐人逐車查驗健康碼和核酸、深入酒店
排查中高風險地區人員是朱亦煥的日常工作。
當加班和 「閉環」 成為常態，有時近百天都不
能見一次面。

「他很有擔當，這兩年，是我最堅強的後
盾。」 提及男友，李林的言語之間都是肯定。
「我也為她感到驕傲。」 說起女友，朱亦煥毫
不掩飾自己的讚美。

愛情最美好的樣子，也許有很多種，朱亦
煥和李林是其中一種，繁重的防疫工作沒有將
二人的感情打敗，反而從中汲取到力量，相互
成就，並成為彼此的驕傲。 「已經看到了疫情
勝利的曙光，我們結婚吧。」 去年11月末，二
人領了結婚證，又重新拍了婚紗照， 「我們用
多大的決心抗擊疫情，就懷揣着多大的期待在
等待光明，延遲的婚禮我會用一生去守護。」
朱亦煥動情說道。

防護服替代禮服 有情人終成眷屬

心理後遺症埋伏 數億人失眠抑鬱
2022年8月，網絡上一則名為《因為

疫情和遠嫁的原因，父親去世時沒能送
終，我因此得抑鬱症！》的貼文，牽動人
心。文中主人公從山東菏澤嫁到浙江金
華，5年前母親去世致其患上抑鬱症，今
年父親去世因疫情沒能送終，抑鬱症再次
爆發。 「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莫名其妙地
流眼淚，後來工作都辭掉了。」 小蟲（化
名）告訴記者，時至今日，她的情況都不
是很樂觀，一場疫情災難，對人的摧毀不
僅僅在肉體上，還有心理上的，和家庭關
係上的。

事實上，與小蟲有着相似經歷的人還
有許多，根據世界衞生組織於2022年6月
發表的一項報告顯示，僅在疫情大流行的
第一年，抑鬱和焦慮症就增加了25%以
上。至今全球新增已超7000萬抑鬱症患
者，9000萬焦慮症患者，數億人出現失
眠障礙問題。

由此可見，即使當地新冠流行的高峰
過去了，但精神健康問題仍會持續很長時
間。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馬秀琴告訴記
者，有一部分心理問題的患者，是由於曾
經感染新冠而引起的，其中34%的患者
在感染新冠病毒後的六個月內被診斷出患

有各種精神和神經疾病，包括焦慮症、物
質濫用、失眠、甚至腦出血、中風。而更
多遭受精神問題的人，則源於各項新冠防
控措施帶來的社交隔離、因封鎖帶來的經
濟方面的壓力、和家人長期困在家中造成
的衝突、以及對於感染新冠的恐懼。

「如何療癒三年新冠疫情所帶來的心
理後遺症，同時應對新的抗疫形勢帶來的
新的心理挑戰，成了大部分心理工作者所
關心的重點。」 馬秀琴說： 「我曾經接待
過一位新冠康復後的病人，身體雖已無
任何病症，多次核酸檢測結果也為陰
性，但心裏仍有不少問題沒有解開，
他認為是自己讓周圍的朋友感染，
為此感到自責內疚，治療中一度
落淚，抽煙，坐立難安，情緒數
度失控。後疫情時代的社會心
理問題，遠比想像中的更為
嚴峻，我們需要向他們傾斜
更多社會資源，比如現已
有很多心理熱線或遠程
心理諮詢去幫助這類
人群，給他們一些心
理上的安慰和支
持。」

「如果您想我，就來我夢裏。」 賀曉燕的女兒常賀鑫朋友
圈如是寫道，來紀念倒在疫情防控任務路上的母親。不知從

什麼時候起，朋友們聊天時，表達時間不再用年份，而是脫

口而出的 「疫情前」 「疫情後」。過去三年對每一個人來說，都
有忘卻不了的一段經歷。有人被封閉酒店，獨自承受失去

親人的傷悲；有人店舖倒閉，靠送外賣維生；也有人善

良堅強，在灰暗的日子為別人送去一點光亮。三年，

走進疫情最終章的人們終於等到新形勢的來臨，

但有些記憶仍無法磨滅，觸動着心裏最柔軟

的那個部分。

如果您想我，就來我夢裏
有你負重前行 方得歲月靜好

疫•轉系列之生離死別

大公報記者 盧冶、林凱

去年4月，在上海剛做完全
員核酸的侯春宇看到爸爸發來的
短訊， 「奶奶走了」 ，簡單的四
個字讓他的心情跌到了谷底，奶
奶終究沒等到上海解封那一天。

「奶奶不會怪你的」
「等你回來在墓前磕幾個

頭，奶奶不會怪你的。」 父親的
話讓他更加難受。顧不得身邊人
異樣的眼光，侯春宇朝着東北的
方向沉甸甸地跪了下去。

侯春宇家住東北農村，奶奶
一生共育孩子9個，四世同堂，全家一
共40多口人，疫情前逢年過節總是熱熱
鬧鬧的，臨終時卻不曾想奶奶身邊只有
寥寥幾人， 「奶奶去世時只回來10多個
人，家裏大多數人都與我一樣留下了永
久的遺憾，家裏顛簸的盤山路阻擋不了
子孫回去的孝心，但疫情卻可以。」

行程碼與健康碼是壓在侯春宇
身上的兩座大山，也隔斷了數以萬

計中國人民的孝心，疫情防控與
傳統孝道發生了直接碰撞，特

殊時期必須特殊選擇，或者

說這就是沒有選擇的選擇，海外的 「遊
子」 和封控的 「家鄉」 與親人天各一
方。每個人的離去，背後都是家庭的破
碎和成年人的辛酸。

「從省外回家必須進行嚴格隔離，
父親總說，現在正是全民抗疫期間，我
們要無條件服從規章制度。為了不給家
鄉防疫添麻煩，我只能在奶奶出殯時隔
着手機屏幕哭斷腸。」 侯春宇說。

一封發往天堂的家書
「如果您想我，就來我夢裏。」 賀

曉燕的女兒常賀鑫朋
友 圈 如 是 寫

道。

去年3月12日，賀曉燕生命
永遠定格在執行疫情防控任務的
路上。

賀曉燕，女，1973年3月出
生，生前係公主嶺市響水鎮中學
副校長。2022年3月12日在執行
疫情防控任務中遭遇車禍，不幸
因公殉職，吉林省委決定追授賀
曉燕 「吉林省優秀共產黨員」 稱
號。

在同事眼中，賀曉燕是人民
的好教師，始終奮戰在抗擊疫情
第一線，在女兒的眼中，賀曉燕

是一名好媽媽，也是英雄。 「印象中媽
媽在疫情的這三年，總是穿着防護服，
有做不完的工作，一遍遍重複提醒居民
『打開吉祥碼』 『保持安全距離』 ，一遍
遍耐心為老齡居民下載小程序、進行驗
證，一次次往返引導居民開展核酸檢
測。無論工作有多忙，加班有多晚，防
疫工作有多累，媽媽都會找時間跟我視
頻。前一天還好好的，第二天就突然離
開了我們。」 媽媽的突然離世，常賀鑫
一度不能接受， 「人生最遺憾的是不能
與親人好好告別，我甚至沒有看到她最
後一面。」

在媽媽離世的21天，常賀鑫在朋友
圈寫下了一封發往天堂的家書，她這樣
寫道： 「我會努力工作、努力生活，照
顧好自己和爸爸，會有一個幸福的家
庭，我想要的一切都會自己去努力爭
取，唯一的遺憾是再也沒有你了。」

上月21日，常賀鑫也成為了
一名媽媽， 「我想媽媽如果看到
今天一定會非常高興吧，我也會
告訴我的孩子，在他出生前渡
過了三年怎樣艱難的歲月，
我們是在很多與姥姥一樣的
英雄負重前行下，才有了
今天歲月靜好的生活。」

「以前總認為現在交
通便利什麼時候想回家就
可以回家，疫情前每年還
能帶孩子回去呆一個暑
假，但疫情開始後，已經
三年沒回家了，每次都是
跟父母講今年五一我要回
來，結果五一推到十一、十
一推到過年，年復一年，年
年計劃，年年落空。」 王芳

雪講述從成都到吉林，3000公
里的路程並不算太遠，卻遲遲不

能啟程，疫情中，遠嫁的女兒就像
沒有了娘家一樣。

最美的風景不及回家的路
「回一次家不僅要有假期，還要滿

足兩地又都沒有疫情，就很難。父母雖
然什麼都沒說，但是看着他們失望的眼
神，好心酸好無力。」 2022年末， 「新
十條」 的發布，讓王芳雪與所有遠嫁的
姑娘們看到了轉機。

「世界最美的風景都不及回家的
路」 ，2022年12月13日，通訊行程碼
取消，王芳雪立即拎起箱子就去了火車
站， 「我迫不及待的先回來了，等元旦
的時候老公再帶着孩子回來，到時候真
真正正的一家團圓，父母再也不用等待
下一個三年。」 王芳雪高興的對記者
說。

▲侯春宇提供奶奶生前80歲生日宴與爺爺恩愛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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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亦煥與愛人結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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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委決定
追授賀曉燕 「吉林
省優秀共產黨員」
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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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情緒疏導方法

•通過正規渠道和媒體了解關於
疫情的準確、權威信息；不信
謠、不傳謠，相信政府公開的
信息，以免引發不必要的恐
慌。

❸溝通化解壓力

•擁有興趣愛好的人，可以心理鬱結
的時候利用愛好轉移注意力，及時
從壓力中抽身出來。如果沒有特別
喜愛的事情，就可以進行整理資
料、抹桌掃地等家務或看電影、玩
遊戲等消遣活動，這些不太耗能的
活動能夠有效緩解心理壓力，使緊
張的情緒鬆弛下來。

❷正確認識和接受自己的情緒

❶正確對待疫情信息

❹培養興趣愛好轉移注意力

•在疫情這樣重大的危機事件的應激
影響下，人們出現一些平時不常出
現的消極情緒是十分正常的。接納
這些情緒會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生
活、應對疫情。

•通過溝通的方式把不良情緒帶來的
負性能量對外發洩，空閒在家，我
們可以與親人進行溝通，一起玩
耍，創造和睦的氛圍。相距甚遠
的，我們則可以通過網絡和朋友們
進行對話，了解各自狀況，抒發
心中鬱結之事，祝願各自平安。

▲孩童通過繪畫進行情緒釋放

▲志願者為居民寫卡片加油打氣
賀曉燕生前

參加女兒常賀鑫
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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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賀鑫寫給母親
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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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醫生為患者進行心理疏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