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 封 日 的“ 首 日 封 ”
武汉市民代写万封明信片，为援汉医护人员“遥寄武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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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护士长战疫亲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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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30 日，武汉市教师代表展示为医护人员代写的明信片。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刘婧宇｜编辑刘荒

晴朗的天气已经持续多日，4 月 8 日一大早，
武汉气温就超过了 16 ℃。

马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树叶，早已由嫩绿转向
深绿。路上不多的行人，也都换上了春装。从元月
23 日封城那一刻，经历了 76 天、1800 多个小时
的苦痛挣扎，武汉终于“解封”了。

江岸区上海路 14 号，有一栋很有年代感的灰
色三层小楼——武汉市邮政局上海路支局。今天
这里恢复营业。一层业务大厅里，过年时挂上的红
灯笼，还没来得及摘下来。

一些人陆陆续续来到邮局，将一沓沓印着武
汉美景的明信片投递之后，便默默离开了。这些来
自各行各业的普通市民，都是“遥寄武汉情”感恩
活动的志愿者：为援汉医护人员代写明信片。

“京”兵强将、“沪”你平安、“津”字招牌、铭
“冀”于心、竭“晋”全力、勇“蒙”果敢、“辽”表寸心、
逢凶化“吉”、“龙江”有爱……这 1 万多封明信片，
带着武汉人由衷的感恩之情，雪片一样飞向祖国
大江南北。

这个武汉解封日的感恩活动，是由武汉市青
春江岸志愿者团队发起组织的。

“你们为我们拼过命，但来不及感谢就悄然离
去。就让武汉人手写的薄薄明信片，带着武汉的美
景和祝福，伴你们回家。”代写志愿者刘新说。

就像一部时光机，往后余生，这些白衣执甲的
逆行者，只要翻开这些盖着武汉解封日邮戳的明
信片，就会重新回到这个时候——记得这座城市
最沉默的情怀，还有这里最懂得感恩的人民。

解封的武汉，这份深情值得封存。

最美的不是樱花，是武汉人感恩的心

4 月 8 日零点，李紫阳站在武汉市高速路府
河出口，看着早已排好队的一辆辆汽车，顺序通过
收费站。司机们纷纷摇下车窗，向窗外的陌生人挥
手：“再见，再见！”

一辆车牌“闽 H”开头的车主，冲他喊了一声
“谢谢”。就这普普通通的一句话，此时此刻，竟把
这个 27 岁的小伙子喊哭了。

这一刻，多少人百感交集。他说，这是 70 多天
里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李紫阳是青春江岸志愿者团队成员，也是“遥
寄武汉情”的发起人。疫情暴发时，他还加入民间
自发组建的“武汉精神”志愿者团队，联系、清点物
资，负责运送，到任何需要出力的地方。

虽然听过无数遍“众志成城”，他这回才第一
次真正明白它的意义。

说起“遥寄武汉情”的缘起，实属偶然——广
西援汉医疗队队员陈良娇离开武汉时，在机场遇
到工作人员送明信片。由于来不及填写，她就联系
志愿者李紫阳，询问是否可以代寄印有武汉风景
的明信片，给家人朋友留作纪念，也送去一份来自
武汉的祝福。

李紫阳是个急性子，连夜驾车跑了好多地方，
才买到几张。他写下祝福，寄了出去。

后来，在与陈良娇聊天时，他得知广西援汉
医疗队不少队员，也希望像陈良娇一样，有一张
明信片，在带给家人祝福的同时，也纪念自己的
努力。

于是，在李紫阳的倡议下，青春江岸志愿者团
队决定发起“遥寄武汉情”活动。他说，今年 3 月，
武汉最美的不是樱花，而是武汉人感恩的心，“我

们要借这一张张薄薄的明信片，为各地逆行出征
的援汉医疗队员以及他们的家人朋友，送去武汉
人的感激和祝福。”

然而，当时售卖明信片的邮局和旅游纪念品
商店，都没有恢复营业。为了不耽误进度，李紫阳
一方面请团队志愿者连夜做出小程序，收集医疗
队员的代写需求。另一方面发动朋友，四处寻找印
有武汉风景的明信片。

记者打开“遥寄武汉情”小程序，发现界面十
分简洁，只有收件人、寄语和代写署名等关键信
息。李紫阳解释说：“没有时间做美化。”

从广西医疗队到四川医疗队，再到河南医疗
队……这个小程序在各地医护人员中不断转发，
后台信息需求迅速达到上万条，收信地址几乎覆
盖了全国各地。

如此大量的明信片缺口，让大家犯了难。他们
跑遍了整个武汉，发动周围人转发明信片求购信
息，联系各个可能有货的商家清点库存，每天找一
点，积少成多。各地援汉医疗队队员的明信片，都
被他们“承包”了。

小程序里留言激增，教师、民警、工人、学生、
消防员等普通市民，听闻后踊跃加入代笔志愿者
队伍，通过志愿者报名系统领取代写任务，写完后
由专人收回。

这些代写志愿者才华横溢，有的作了萌萌的
插画致敬医护人员，有的手绘各种武汉特色，并在
旁边调皮地标注“武汉周黑鸭代笔”“黄鹤楼代笔”
“热干面代笔”……

代笔明信片每天从全市各个角落汇集而来，
最后达到 1 万多封。李紫阳和七八个志愿者，连续
整理了四天才弄完。

这些明信片上，有着不同于往日的邮戳，刻着
“大美江城 正在重启 2020 . 4 . 8 湖北·武汉”
字样，这是武汉解封日的专属邮戳。“为了给明信
片盖上这个特别的戳，我们特意选择了 4 月 8
日。”李紫阳向记者展示后说。

于是，就有了市民亲手邮寄“首日封”的感人
场景。

在这些明信片上，还有一个很显眼的纪念
戳——一个红色爱心桃，中间写着“一方有难八方
支援 中国加油”，底部落款“2020 . 03 . 18 湖北
武汉”。

李紫阳觉得这个章“特别赞”，“3 月 18 日是
武汉新增确诊病例首次‘零报告’的日子，也是援
汉医疗队取得阶段性成效的日子，武汉邮政局据
此特别定制。”

这些盖着解封日专属邮戳和“清零日”纪念戳
的明信片，仿佛是一枚枚军功章，以民间独有的方
式，郑重授予每一位为武汉拼过命的医护人员。

每封明信片背后，都有动人的故事

3 月 28 日晚，小学生吴一舟坐在桌边，一笔
一划地代写明信片。坐在旁边的爸爸和爷爷，也
在对照着手机屏幕，认真抄写每个字。吴一舟全
家都是“遥寄武汉情”的代写志愿者。

调皮的吴一舟写着写着，开始在明信片上天
马行空地画画：一个头戴“十字帽”的医护人员，高
举盾牌阻挡有着很多触角的病毒，还有旁白——
铜墙铁壁！虽然医护人员的腿，被他画得像两个细
长的“6”，盾牌好似擀面杖，但丝毫不影响小家伙
的自豪与喜悦。

他挑起眉毛，眼光闪亮，举着这张明信片说，
“我终于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了！”

这些写给父母、爱人、孩子、朋友和老师等人
的明信片，内容丰富多彩，可圈可点。河南省援鄂
医疗队队员写给朋友，“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
笑陪公三万场，不用诉离殇”，字里行间，透着江湖
再相逢的豪迈；

山东省第五批援鄂医疗队队员写给父母，“报
不完的恩，是父母的恩。爸妈安好，便是晴天。您们
养我长大，我陪您们变老”，洋溢着对家满满的
眷恋；

有的明信片更像一封信，空白的地方，都被密
密麻麻的小字挤满。

一位江苏省援鄂医疗队队员，用这张薄薄的
明信片承载着自己深深的期许，“亲爱的宝贝，妈
妈很荣幸有这样一次机会，给你写一封有意义的
明信片……每个人都应该有意义地活着，平平淡
淡虽好，该挺身而出的时候也不能龟缩不前……
宝贝加油！做一个有责任感、有能力的小男子汉！”

甘肃援鄂医疗队队员冯淑芳还向李紫阳打
听，代笔志愿者张成龙的联系方式——在朋友圈
看到他为自己代写的祝福，非常感动，希望能直接
道谢。李紫阳说，张成龙是一名民警，他们现在已
经联系上了，没准儿会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每封明信片背后，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有的
关乎亲情，有的关乎友谊，有的则是对恋人的期
许。代笔志愿者柳靓葳印象最深的一封明信片，是
这样写的：“待到樱花灿烂，春山可望，山河无恙的
时刻，你把我带回家可好？”

代笔志愿者叶媛帮江苏援鄂医疗队贺龙云写
完明信片，又加上自己洋溢着武汉式热情的寄语，
“共饮一江水，同心战疫情。等武汉痊愈了，我带
你，逛三遍汉街，吃六碗热干面，登九次黄鹤楼，看
十一次武大樱花。”

不少医疗队还专门录制了感谢小视频，辽宁
雷神山医疗队队员说，“因为疫情我们没有机会亲
身感受湖北的美，待疫情退去，我们一定会回来，
武汉加油！”

山东省第十二批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点赞，
“感谢武汉人民用这种方式，让我们带走江城的美
景，祝武汉明天更美好！”

一声声对江城的祝福，也在感谢明信片背后，
一个个拼命的武汉人。

武汉伢要挺住，冇得事！

刘新是代写明信片的志愿者之一，也是武汉
民间自发组织的志愿者团队发起人。“扯奇谈怪论
冇得用，不单单是写明信片，今天的一切都足以见
证，武汉伢为自己城市拼过命！”刘新说。

历经两个多月的焦灼，他终于有点心情回归
主业，“开始琢磨‘有点穷’这个事儿了”。他说，“大
家在朋友圈发什么内容，我们的感受最直接，虽然
走出伤痛需要时间，但已经有活跃的气氛了。”

3 月 24 日，他和志愿者团队“无所 WEY
聚”，带着热辣的小龙虾，去樱花盛放的东湖樱园，
欢送重庆援汉医疗队。为了让长期高压下工作的
医护人员放松一下，武汉市破例将东湖樱园，单独
对医护人员开放几天。

小龙虾是团队志愿者彭雪帮忙提供的，她自
己有家餐厅叫“老城故事”。虽然疫情期间停业，但
员工都没有走。疫情刚好转，他们就开始做外卖自
救了。当她得知要犒劳医护人员，就争着炮制最地
道的小龙虾，打包带过去。

一眼望去，重庆医疗队给人感觉蛮火辣，他们
穿着清一色的红色队服。

“谁帮你们选的衣服？”刘新问。
“队长陈老师！别的城市无所谓，我们重庆

必须要红色，火锅，红汤火锅！”队员的爽朗回
答，引得大家开心大笑。

刘新形容自己的普通话“还阔以”，但同他
的武汉话相比，还差一截儿呢。他不无自豪地向
记者“显摆”道：“我滴武汉话就是一管圆珠笔，
行云流水，我滴普通话咧，就是一管钢笔，还是
一管冇得墨水滴钢笔，写两哈，还得甩两哈。”

送小龙虾时，有重庆妹子开玩笑说自己胖了
十斤。刘新赶紧接茬：“凡是重庆医疗队的妹子，
嫁不出去的，武汉都安排啦！”他把这条小视频发
出后，留言区里一片“求安排”。也有很多“不
满”——“你这个拐子，请把重庆妹子送回来”“你
怕是想多了，哪里有嫁不出去的重庆妹子”。

虽然经历的实在太多，但提起这些留言，刘
新觉得十分暖心，两个一衣带水的城市之间的
情谊，用这种温情的方式表达出来，如同长江中
的深水潜流，特别厚重。

从 1 月末接到亲友求助电话时的无助，到
加入志愿者团队为武汉拼命，再到现在迎接春
暖花开，刘新觉得这个过程特别“武汉”。

“武汉伢要挺住，武汉伢不信邪，冇得事！我
们不往前冲，难道在屋里头看着微博受气？”这
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听着特别有气势。

举国援助湖北、援助武汉的时候，伤痛中的
武汉人也一呼百应，毫不费力便集结了大批志
愿者。刘新说，仅他所在的“武汉精神”志愿者团
队，几天就达到了 500 人，成员中有开滴滴的，
也有开超跑的，但不论什么身份，大家都只是并
肩作战、各尽所能的武汉人。

“武汉精神”志愿者团队因为人数激增，分
成三个小组，“无所 WEY 聚”是其中之一。其队
长张帆甚至写了“生死状”：“如果我发生意外，
请你们替我尽父亲的责任，将孩子抚养长大；替
我尽儿子的责任，为父母养老送终；替我尽爱人
的责任，为我的另一半再寻归宿。”

在物资最紧张的时候，一瓶 84 消毒液，刘
新和几个兄弟都省着用，每人拿一个小可乐瓶
灌一点回去稀释，但丝毫不影响他们为武汉拼
命的决心。

志愿者田毅是刘新认为特别“武汉”的人，
他平时说话声调又高，还经常带着“汉骂”，口头
上满是嫌弃，但骨子里都是深爱。他把老婆孩子
安顿好后，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租一个小房间，一
直干到了现在。

那天，他们去街头寻找滞留武汉的流浪人
员，田毅看到后冲他们吼，“有没有饭吃啊！饿着
了怎么办！没有饭吃跟我们走啊！”

武汉封城初期，他们凭借一腔热情，哪里
需要去哪里。后来在相关部门指导下，更加有
序高效，从接收物资，搜集信息，接单、制单、派
单都能统一调度分配。

刘新所在的“武汉精神”志愿者团队，不仅
圆满完成分配任务，而且无一人感染。

平日里，刘新作为武汉电视台的一名主持
人，致力于带给大家欢乐。这
几个月，经历了伤痛，也感受
了来自全国同胞的袍泽之
情，他更加懂得珍惜现在的
生活。

那个英雄的武汉从未远
去，车水马龙的武汉正在
回来。

本报记者完颜文豪
编辑黄海波

这是武汉封城 76 天
后，最令周喆感动的画面。

4 月 8 日零时，拥有
近百年历史的江汉关大
楼，钟声再次奏响。28 岁
的武汉姑娘周喆，在家里
看着直播画面中，长江两
岸灯光渐次亮起，守在钟
楼下的人群，一齐放飞手
中的气球，人们举起手机
记录下这个瞬间，戴着口
罩高声喊着“武汉加油”。

尽管没到现场，她仍
觉得，这一刻比之前所有
跨年夜倒计时都要激动。

到了早上 8 点，周喆
和同事开始忙着做武汉重
启的直播：画面中汽车排
着长队，从高速口驶出城
市；上班路要经过的长江
二桥，车流量已明显增多；
原先冷冷清清的街道，逐
渐有了人气……

回忆起宅在家的那段
时间，有时连楼道都不能
出，周喆就觉得“太不习惯
了，整个人都快疯了”。

2 月初的公司电话会
中，团队成员听到周喆的
吐槽后，便碰撞出“云出
游”的想法，计划把人们熟
知的国内外景点，通过慢
直播的方式呈现出来。

周喆所在的公司斗鱼直播，总部在武汉
光谷。疫情暴发后，团队 6 名成员分散在武
汉、北京等城市，去年开始做的直播地球计
划，受疫情冲击不得不暂缓。

那些日子，她听团队成员聊起“云出游”
的想法后，觉得也可以主动做点事情，给市民
展示疫情中的武汉，为这座城市加油鼓劲。

接下来，她和同事跟一些管理方沟通，想
把武汉地标的实时画面，转到直播平台上。

当时，所有工作全靠线上沟通，“大家出
不去，没办法见面，有些事情不容易推进。”

尽管沟通联系遇到了不少波折，但管
理方听到周喆的想法后，觉得做这事很有
意义，最终打消了顾虑。

从 2 月中旬到 3 月底，待在家中的武汉
市民，通过他们的慢直播镜头，看到了熟悉的
武汉长江大桥、黄鹤楼、江汉关和武大樱花，
画面逐渐变为春天的万物复苏。

待在北京的同事，也把一些国内外的著
名景点，呈现在直播画面中。

在做云南玉龙雪山景点直播时，“云出
游”项目总监马佣腾，被一条有趣的弹幕吸引
住。直播镜头里，像棉花糖一样的云朵，飘浮
在玉龙雪山上空。网友在弹幕中写道：我盯
着雪山上的云，一动不动看了半小时。

“大概是人们在疫情期间太紧张了，突然
看到美丽的雪山白云，心里放松了很多，便让
自己放空了一会儿。”马佣腾觉得，“云出游”
这种新形式，满足了疫情下人们的旅游渴望。

随着疫情逐渐好转，团队开始协调其他
城市的主播，做线下体验出游的直播。

团队负责人陈菖记得，有一次，一名漂亮
女主播，在上海野生动物园做直播，镜头里大
猩猩和海豹看起来格外激动，大概是太久没
见到人了。

当主播把镜头切换到自己时，弹幕上一
条条的网友留言说：切回去，要看大猩猩。

“大家太久没逛过动物园了，可能更愿意
看动物，不大想看美女了。”陈菖说。

马佣腾最初对“云出游”的设想是，宅在
家里的网友，可以足不出户游遍全球。但随
着国内外疫情形势逆转，海外直播活动遇到
挑战，一些在欧美国家的留学生主播，直播了
几期博物馆后，就没法再去公众场所了。

“一开始，国外主播担心我们的安全。没
想到，刚过两三周，我们就开始担心他们的安
全。”陈菖说。

尽管遇到不少波折，网友和旅游行业对
“云出游”的关注，还是令团队成员感到意外。

前段时间，受疫情冲击，旅游业停摆，景
区里空无一人。济南某景区的一位市场部人
员，复工后没办法举办大规模线下活动，有些
不知所措。当他找到马佣腾沟通后，觉得自
己以前过分倚重线下渠道，现在发现借助“云
出游”来开拓市场，“玩法还挺多”。

据陈菖介绍，一些动物园由于游览项目
雷同，也在尝试新的玩法，希望借助直播平台
打造一两只网红动物主播，捧红自己的明星
动物，提升动物园的流量和关注度。

他们所在的这家公司，靠游戏直播起家。
疫情中，主要业务受影响不大，近年刚起步的
旅游直播和线上教育板块业务，在此期间都
有了成倍的增长。

这也部分契合了李猷的观察。武汉东湖
高新区管委会“互联网+”办公室的这位负责
人，近期调研互联网企业复工情况时发现，在
高新区设立第二总部的多家在线教育机构，
疫情后都有扩大投资和增加员工的计划。

“疫情过后，大家对在线教育会形成新的
认知，预计行业将迎来爆发性发展。”李猷说。

在疫情最严重时，他还担心，前些年吸引
到武汉的互联网企业，受疫情冲击后，会不会
缩小规模，甚至直接撤离。

然而，这些企业非但没有撤离，反而可能
迎来新的机遇。“比如，疫情过后，如果能有一
些政策性突破，让互联网医疗与医保系统、三
甲医院深度合作，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李猷看来，大多互联网企业早已实行
居家远程办公，行业受冲击较小，“企业依然
看好武汉长期的人才优势和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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