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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这一个多月，有太多太多人在一线无私奉献，不计得失。他们中，有人几过
家门而不入，有人一天只有两三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有人电话从早打到晚，充电器随
身带，一天要冲几次电；有人慷慨解囊，捐钱捐物……疫情期间的采访，有太多太多让
人深受感动的人和事，让我深刻体会到抗疫精神的伟大。

4月6日，接到报社“无疫厂区”建设的采访任务，我来到福建优安纳伞业有限公
司，该公司员工正分批在做核酸采样，采样点就设在公司里，该公司党支部党员在现
场认真地维持着秩序。

事实上，这个采样点承担了企业所在村近一半的采样任务，每次核酸采样，该公司
党支部党员干部从凌晨三四点就开始布置现场，公司董事长也在现场为群众服务。

优安纳只是一个缩影，这次抗疫中，晋江民营企业非公党组织充分发挥先锋引领
作用，这类案例走访多了，感触也很深。晋江民营企业不仅爱拼敢赢，在困难面前更
是勇于承担、勇于奉献，大家拧成一股绳，勇于战胜困难的精气神，让人备受鼓舞。

记者 曾小凤

工作15年，第一次宅家这么久，差一天整整一个月，因此“出关”时被同事笑称：
“你满月了。”

本轮疫情发生后，我第一时间投入紧张的工作，每天奔波于各个采样点进行采访
拍摄。直到3月17日，因为家住泉州的原因，我被迫居家，开始了居家办公的日子。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的好日子来了。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每天在家如坐针
毡，前方的同事都在战斗，我是一腔热血不知道往哪里使，天天抱着手机，关注着工作
群里的动态，焦虑不安。

在家里待了几天之后，我偶然发现，报社的视频剪辑工作很是繁重，于是我主动请
缨，表示“我很闲，请尽管给我任务。”就这样，我开始了为期半个月的第二技能训练——
视频剪辑。

之前虽然也懂得剪辑，但因为平时都以摄影为主，较少涉猎。刚开始怕自己做
不来，我就自己挑题材来剪。有一天，我发现记者发来的志愿者喂小鸡的视频挺有
意思，就自己剪了一版发给文字记者看。由于配乐还不错，得到了大家的认可，阅
读量、点赞数都不错。这个开门红，让我有了点底气。接下来，心很大，只要领导派
的任务我都敢接。虽然速度很慢，常常一个视频做几个小时，饭点都顾不上，好几
次都是把夜宵当晚饭吃，但只要领导一个“OK”的手势过来，我就心满意足，就像拍
到一张好照片一样。所以，“逆境中成长”说的应该就是这样吧，只要肯学，机会都
是靠自己抓住的。 摄影 陈巧玲

夜班编辑、一线记者、志愿者、物资派送员、保供协调员……在疫情发生的这一个月
里，不曾想，自己会有那么多意想不到的体验：作为记者，采访了许多一线的暖心故事，也
做了市民最为关心的保供相关报道；成为突击编辑组成员后，开启了夜班模式。夜班的日
子，感受过凌晨1点等稿的焦急、凌晨3点用纸杯吃泡面的快乐，也感受过凌晨2点一起饮
尽杯中中药的苦涩……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不仅一线人员有暖心的事会主动告诉我，还有很多人找来：市
民在保供平台遇到问题会来咨询，群众碰到就医问题会求助……于是，在本职工作以
外，我有了许多的新体验。

3月24日中午，刚采访完，回到家准备做饭的我，接到晋江市餐饮烹饪协会的求助电话，
因为出入高速路口有管控要求，协会要捐赠的医疗物资没有车接怎么办？了解到物资1时
30分就会送达高速路口，来不及吃午饭，我转身出了门。那天在高速路口顺利接到物资后，
我又开车把1000件防护服分别配送到社区、学校等地点，一直忙到傍晚。

3月21日下午，在志愿者群里得知第二天青阳中和中心小学旧校址核酸采样点缺
少志愿者，没有当班的我便参与了报名接龙。凌晨5点开始的核酸采样，志愿者凌晨4
点半就要准备完毕。

我的工作是负责维护秩序及查验健康码。看似简单的工作，做起来并不容易。“请
提前打开健康码，凭票排队，保持一米距离。”这话反反复复地说到口干舌燥。队伍中有
幼儿和65岁以上老人，还要引导他们从优先通道过去……那天，我们工作到了下午2点
半，整整10个小时，中间每个人只用十几分钟的时间吃了个午饭……

编辑过很多描写一线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的稿件，但当自己切身投入其中，才知道不
是“辛苦”一个词就能形容得了的。当志愿者那天回家后，本想写一篇日记来记录，却累
到提不起笔。想想那些坚守在一线整整一个月的工作人员，心里的敬佩又多了一些：你
看，因为有了他们的坚守，才重新看到这平淡温暖的人间烟火。很高兴在这次抗疫中能
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有了那么多特别的体验。未来，希望我们的生活里所有的体验
都是美好的。 记者 黄海莲

3月13日，当得知泉州丰泽有疫情发生，我全身上下的器官都开始“拉响警报”，仿
佛在告诉我：未来这一个月，我都要上“战场”了。

作为一名媒体人，以最快的速度报道最准确的消息是我们的责任。第一周，高强度、黑
加白的工作，导致我睡不着、吃不下，8天时间暴瘦了6斤。路上遇到的同事，眼里也大多布
满血丝，大家互问一句：“你还是绿码吗？”就马上奔赴各自的“战场”战斗了。

第一次接到去封控区的采访任务，是3月21日凌晨，同事告诉我“陈埭很多红码，明天
自己注意安全。”那一晚，我失眠了。“防护服在办公室！”“N95口罩一定要随时备好！”“身
上的防护服处理完再回！”这是出发前听到最多的话。

在去封控区陈埭镇岸兜村的路上，随处可以听见广播的温馨提示，志愿者拿着喇叭
一遍又一遍地提醒民众：“请戴好口罩，保持一米距离。”民众们的“啊”声一片……各种
带着情绪的声音夹杂在一起，说不害怕是假的。天气微凉，身穿“大白”的我，并不会觉
得热，唯一的困难就是拿机器、用机器不方便。在化身“大白”后，一口水不敢喝，只为节
省一套防护服，这滋味只有体会后才能理解。

这一个多月，我吃过凌晨 1点指挥部大楼的暖心夜宵，见过凌晨 3点报业大厦新
媒体小编等待重要通告时的崩溃，吹过凌晨 6点晋江二体核酸采样点的冷风。希望
20年后回忆起这段时光，是我年轻且勇敢的模样。我的逆行，见证着晋江一步步向
好，也记录着熟悉的晋江慢慢回归。 小编 刘紫萱

这是我第一次参与抗疫一线宣传报道。因为要到封控区、管控区，有人问我：“怕不
怕自己会被感染？”我的回答是：“怕呀，怎么会不怕？”我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万一感染
了，一家人都有感染的风险。特别是不足两岁的女儿，至今没有接种过新冠疫苗。我
想，再坚强的人，对于这样的工作，也无法做到毫不畏惧。

推己及人，“逆行者”们也会害怕，然而，对于本职任务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担当，
驱使他们始终坚守在抗疫一线。

记得有一次，我前往西园街道办事处采访，出发前才和采访对象通过电话约好时间和
地点。但是等我到达约定地点后，却等不来他的身影，电话也没人接听。后来我才知道，
在坐着等我的那十几分钟里，他不小心就迷糊过去了，而他已经连续两个晚上没有休息
了。还有一次，采访对象是一名“00后”医务人员，在她父母眼中，她还是一个需要呵护的
孩子。但是穿上白色的防护服，她就是一名战士。当她连轴转十分疲惫，众人劝她休息
时，她却倔强地坚持为最后一个人采集核酸。他和她都不是个例，每一个“逆行者”的坚守
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采访中，我还遇到了很多的志愿者。有餐馆老板说：“我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厨艺
了，自己能做的，就是为抗疫一线工作人员提供热乎的饭菜。”有菜农说：“这些菜送给困
难群众，它的价值比将它卖出的价格还高。”还有一个台胞说：“当我看到许多人都在努
力抗击疫情时，很多东西就不再重要了。我忍不住想加入其中。”

身为媒体工作者，希望通过我们的镜头和文字，将他们坚守的故事告诉更多人，
更希望向大家传递战胜疫情的信念与希望。 记者 苏明明

“晚上回来吃饭吗？我准备了蛋糕。”“不回去了，我怕有事找不到人。”没有生日
蛋糕、没有家人陪伴，3月13日，因为临时被派驻疫情防控指挥部值班，我缺席了家人
为我准备的生日晚餐。可是这一天，却是我最难忘的一个生日。

为了不错过重要指令和信息，那天晚上，我留在指挥部食堂，吃了一碗炒泡面。
我用手机拍下了这碗面发给孩子他爸，打趣道，“就当作这是长寿面，也算是过了！”

来势汹汹的疫情容不得我们矫情和娇气。很快，我便在指挥部这个“幕后战场”，
开始了被各种信息轮番“轰炸”的日子。“今晚会有通告吗？”“这个视频帮忙送审下！”

“今天宣传重点是什么？”“这些问题很多人咨询和投诉，帮忙反映给指挥部”……传达
指令、稿件送审、上报反馈、协调保障、答疑解惑，“昼夜办公、随时待命”是我们的工作
日常；早出晚归，时不时接到深夜“炸弹”，也是家常便饭。

但是，我和我的值班同事全情投入、毫不退缩。因为，一线人员在前方战斗，我们
在后方，必须为他们筑起坚强“堡垒”。我们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必胜！

每天在指挥部，交谈声、电话声、微信声、键盘声此起彼伏，一片繁忙。一条条数据信
息在这里汇总，一道道防控指令在这里发出，每一位同志都处于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忙
而不乱、高效有序。他们以指挥部为家，在忙碌的工作中挤出吃饭时间，在昼夜的交替中
凑出休息时间。无论我几点下班回家，指挥部永远是灯火通明，运转不歇。他们是最
可爱的“守夜人”，是疫情防控的“中枢神经”，是筑起屏障的“幕后英雄”。而我，有幸
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花开疫散之时，别忘了还有这些“隐形战士”始终坚守在“幕后战场”，和所有人并
肩作战，一同迎来明媚春光。 记者 沈茜

3月20日，晋江全市域（除封控区外）划定为管控区。
次日凌晨，这条经过我之手发出的通告，果不其然在朋友圈刷了屏。
通过朋友圈，就可以知道这一夜身在各行各业的朋友发生了什么——同事凌晨两

三点还在写新闻报道；市里紧急部署疫情防控工作，下决心跑赢病毒、消灭病毒；医务朋
友接到任务，当即收拾物品准备前往某地进行核酸采样；公安民警凌晨奔赴大小路口，控
制人员流动；小区天没亮就设置了核酸采样点；镇（街道）、村（社区）工作者等变身“大白”，
协助核酸采样工作；教师朋友流调排查通宵达旦、争分夺秒，阻断病毒传播链条……

每一条消息，都让人感慨万千：当我们还在酣睡时，不知有多少人为了守护我们的健康，
守护我们的城，彻夜未眠。2020年疫情来临时，就是他们冲在最前线。这一次，依然。

记者是“记着”，所以要向前。我们在他们左右，记录下他们抗疫的每一刻。
3月17日中午，池店镇疫情发生初期，为了用手中的笔记录下参与这次抗疫的人大

机关党员干部，我前往池店镇江浦社区进行采访。而人大党员干部所在的地方，正是出
现过阳性病例的小区。

面对严峻疫情，一开始我有点忧虑。但看着党员干部们一刻不停地为小区居民送
菜、送物，我也顾不上其他，随即跟上。

让我深受感动的是，当我表明要随机采访一位党员干部时，在场的人纷纷表示“拒
绝”。他们说，这是他们应该做的，每个人都在一线抗疫，自己所做之事不值一提。

看到大家如此务实又认真地冲锋在前线，我心里想，和人大机关党员干部们一样，
晋江还有许多党员干部奋战在一线，晋江定会早日战胜此次来势汹汹的病毒。

作为媒体记者，我的工作职责是报道防疫工作，宣传防疫知识。一个多月来，日与
夜的开会，日与夜蹲守指挥部……身为记者的我，也有幸近距离了解到、看到疫情下晋
江如何做出决策部署，社会各界如何展现担当，并且真实地记录下这场“战斗”。

记者 许洋洋

“妈妈，快点起床做核酸了！”“妈妈，我们今天要做核酸吗？”“妈妈，为什么我们这
几天都不需要做核酸了？”在居家隔离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每天早上6点多，就被女儿
这个行走的“闹钟”唤醒。

突然间，生活和工作被按下了暂停键。坦白讲，我被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了个措手
不及。但生活仍在继续，每天除了穿梭于各类买菜群外，报社的“新媒体报题群”也是
逐条必看。看到报社同事们在抗疫一线奋战，每天发到群里的动态消息或温馨，或感
人，或服务性强，我在思考：宅家期间，我该如何参与抗疫报道？

“抗疫没有局外人，人人都是战斗员。”就此，我积极关注报题群里的每日宣传主
题，抓住每次下楼做核酸的机会，拍摄一些符合宣传主题的素材投稿，甚至留意朋友
圈或身边的人是否有可以报道的点。“风雨无阻只为‘疫’过天晴”“今天的核酸采样现
场既暖心，又贴心！”“真暖心！晋江中航城天骏业主的这一做法！”……特别时期，能
够参与抗疫报道，捕捉身边的抗疫闪光点，感到既开心又充实。

偶然间，看到工作群中发出“谁家有萌娃相关视频，可以发给我”的消息，我跟同
事常姐联系，并让我女儿配合完成了新媒体制作的《晋江萌娃向抗疫一线致谢》的闽
南语配音。“啊，来做核酸啦！医生护士、警察叔叔、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叔叔阿姨，你
们辛苦了……”暖暖的童音，温暖一线抗疫工作者的心。可喜的是，这段日子里，女儿
渐渐地从排斥做核酸，到后来每天早晨的“灵魂”唤醒，她也从自身做起，参与到这场
全民抗疫中。 记者 张清清

“硬隔离撤了，检查点撤了，路上的车多了，熟
悉的感觉回来了。”15日，采访途中我给朋友发了
这样一条日常不过的信息，嘴角却不自觉地上
扬。午后的阳光照到身上，照进心里。

那些曾经的日常，如今显得格外珍贵耀眼。感
恩，我们将不辜负，这一个多月的战斗。

因为家住东石的关系，加上配合防控要求，疫
情期间的采访，我大多选择自驾前往。行过空无
一人的街，驶过满是关卡的路，走过奇奇怪怪的
道，出示过无数次“三证”、被查验过无数次“三
码”，原本 40分钟的路程常常需耗费 1个半小时，
为了1分钟的视频呈现拍了7个小时，为了第一时
间传回素材常常停在路边写稿，打磨文字传递抚
慰人心的力量，熬夜更是家常便饭……也是在这
过程中，有机会从不同维度，见证不同防疫阶段下
的晋江，见证任何阶段都在努力着的晋江。

“有了战甲，医护人员终于可以解放双手，不
用再做‘七袋长老’了。”这是疫情期间我报道的
新闻之一。总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产业与专业优

势的晋江企业，也在此次战“疫”中贡献出自己的
力量。该报道入选新华社客户端，浏览量达 149.4
万，展现了晋江战“疫”过程的创新一面。因为这
则报道，也让更多的医务人员关注起新装备，让
泉州、上海乃至全国更多地方的医务人员都得到
帮助。我想，这也是记者铁肩担道义的另一种价
值体现吧。

“病毒再不死，我们就要累死了。”一天晚上，
因为改稿改得很晚，我搭着“末班车”来到采样点
接受核酸采样。循声望去，说话的是一名基层村
干部，50多岁的模样，黝黑的脸上，一双布满血丝
的双眼格外显眼。嘴里说着听似抱怨的话，转头
却还是卖力地收拾着现场的桌椅。此时是晚上10
点半，再过 5个小时，他又要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而在前一天，他还熬了个通宵。

一个多月来，我在采访中接触过很多和他很
像很像的人：“鲜润优选”星夜兼程将保供套餐打
通到服务群众“最后一米”的小哥，柒牌工业园、劲
心劲意工厂、七匹狼工业园里穿着密不透风的防

护服的工人，化身“大白”投身抗疫的空姐、机修
员，热心捐资捐物、给商户免租、给员工兜底生活
保障的企业家……

很像很像，是因为不管何种角色，善良、靠谱
是他们的底色。

这样很好很好的人，也在我的身边：为了让次
日去一线采访的同事穿上防护装备，报社驾驶员
小李连夜从青阳赶往英林。原本 40分钟的单程，
他开了2个多小时。负责“云对接”的我留意到，他
返程抵达报社时，已是凌晨时分；同事春哥在赶场
采访的情况下，还耗费大量时间绕过一层层硬隔
离，送来了“及时雨”证件。这些证件，是我疫情期
间采访的前提；还有董哥，白加黑拍摄，为了不影
响家里，他干脆住在了报社……

“快睡吧，你都不用睡觉的吗？”看到我不同
时间都在发新闻动态，受访对象发来的问候，总
是暖心。

互相帮一把，你永远可以相信背靠背的力
量。 记者 施珊妹

记者、志愿者、被隔离人员、搞笑博主、新晋网
红……在这段激情燃烧、跌宕起伏的战“疫”时光，
我练起了“分身术”，身上的标签也越来越多。

本轮疫情一开始，我就冲在“疫”线采访。3月
16日，为了剪辑本报新媒体视频，我一直忙到凌晨
1点多才睡。凌晨3点多，电话声响，通知我要去拍
摄来晋支援的漳州医务人员。由于路途较远，接
完电话，我就立马起床洗漱，联系同事出发前往高
速路口。拍摄支援人员抵达情况，采访支援人员，
剪辑、审核、发布……又是一天的连轴转。

这样忙碌的日子，持续了近一周。3月 21日
10时，我突然接到村里通知，需要集中隔离。当
下，我懵了，思绪混乱——是我防护哪里没做好

吗？接着，我又开始担心手头的工作。在工作人
员的催促下，我赶紧收拾东西配合前往隔离点。

坐上救护车，我渐渐冷静了下来，一个念头浮
现脑海——何不拍些隔离期间的抗疫短视频，向
市民展现晋江的抗疫力量？可是拍摄工具、道具
都没带，只有一部手机，怎么弄？

只能克服！
在隔离的一个晚上，我苦思冥想，最后决定选

用网红张同学的BGM，边拍摄边剪辑边构思边调
整。没想到，隔离日志首篇一发布就火了，顺便也
带火了工作人员送的那双红拖鞋。

隔离过半，我就想拍一期“西式下午茶点”的
视频。没有围巾就用红色塑料袋，没有餐布就用

黑色塑料袋，没有红酒就用可乐，刀叉是桶面里
的塑料叉子，茶点就用巧克力派代替，为了拍摄
吃东西的第一视角，我只能把手机咬在嘴上，向
下拍摄……整个隔离日志拍摄时期，由于工具
很少，我只能拿拖把、椅子、桶装水等来当拍
摄支架。一部 9集的搞笑正能量抗疫系列
短视频《张同学的隔离日志》，就是在这样
艰苦的环境中“诞生”的。

在集中隔离14天和居家健康监测7
天以后，我终于可以出门了。现在的
我，仍奔波在采访一线，疫情未散去，
我还不能停。

记者 张晋福

“一、二、三，推！”这句话，应该是驻守晋江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一个多月来，听到的最频繁
的一句话了。

3月13日以来，我和同事沈茜、洋洋在指挥部轮流值班，主要负责第一时间把前方
的政策、指令传回后方。因为疫情防控宣传的需要，本报官微从每天3推增加到5推，直
至8推。另外，由于许多重要通告都在深夜发布，为了让市民读者在第一时间了解防疫
政策信息，我们也必须保证在第一时间将信息发回。每每这时，总有一种运动员在起跑
线上等待发令枪响的感觉。而当“枪响”之后，拼的就是速度。所谓重要的事情讲三遍，
我往往都会连续给后方小编弹去好几个“推”。当得到一句“已推”的回复后，我仿佛是
运动员冲到了终点，这才缓缓地舒了一口气。而此时，放在键盘上的手指却还在微微颤
抖着。

职业生涯16年以来，一直都是在外“趴趴走”，没想到这一个多月来也体验了一把
“坐班”的感觉。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待命时间都是十五六个小时，凌晨3点等通告也是
常有的事情。当关上办公室的灯，走出门外，看着静静的走廊，心里总期待着：每天下班
时间早一点点，我们就离胜利更近一点点。

是的，就像办公室里那面小白板上写的：“晋”待花开，这几天，我们不断迎来了振奋
人心的消息，我们的“坐班”时间也逐渐缩短。在大家的共同守护下，晋江这座城市正在
慢慢“醒来”。 记者 阙杨娜

手机里依然存着一张照片，那是 3月 25日傍晚，我在去往报社的路上拍的。照
片里，大雾弥漫天际，将不远处建筑的轮廓都“吃”了。——来晋江5年时间，这是我
第一次见过这么大的雾。

这雾犹如这次来势汹汹的疫情带给人们的心境一样，让我也感性起来，少有地
在朋友圈发了这张照片，配文“迷雾终会散去”，并加了一个太阳的表情。

是啊，即便是少见的浓雾，即便是来势汹汹的疫情，我们都相信，它终会散去。
这样的相信不是盲目的。
在数不清的夜班之余，一直奔走在抗疫报道一线的我，无数次遇见过那些穿着

隔离服，不知姓名乃至性别的医务人员、志愿者、工作人员。我见过他们在岗时扯着
早已沙哑的嗓子劝导群众，脚步迅速坚定；也见着他们见缝插针倒在椅子上“偷”一
个盹，脱去防护服后清瘦的身躯，蹲在一旁埋头“扒饭”的背影；还有为了采样方便而
不穿雨衣、穿梭在没有路灯的村道中的民警；脱去西装奔走在志愿一线，捐款捐物、
出钱出力的青年企业家……

生活的故事从来不只有一面。疫情也是如此。
有位四十多岁的民警在采访间隙忽然挑着眉头兴奋地告诉我，自己在车上遇到

了十几年都找不到的远方亲戚。“我们在晋江工作十几年了，却没遇见过。以为从此
断了联系，没想到这次在同一辆车上遇到。”

然而，当问到见过面没，他却笑了，“我们一直都戴着口罩，这样算的话，好像还
是没见上面。”

好好见一面，也成了众多一线防疫人员与家人在疫情后的共同想法。包括我。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也“被迫”睡在报社，既怕影响家人，也怕影响工作。
当然，除了采访，我也在这次抗疫中贡献着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通过青商会为

某支援医疗队解决防寒保暖服的问题，关注隔离期间幼儿居家心理健康，为他们送
去玩具和图书……

记者面对事件往往需要“置身事外”去观察，但我却已然将自己作为其中的一分子。
昨天，朋友从支援陈埭一线回到原单位，我感慨他们辛苦，他却说，“你不也一

样，没下线过？”我才意识到，自己连张照片都没留下。 记者 柯国笠

记者是“记着”，所以要向前

一往无前 因为责任与担当

那些意想不到的体验

“一、二、三，推！”

你永远可以相信背靠背的力量

“张同学”这样诞生
说不害怕是假的

大叔有家难回“霸占”美女“闺房”

“战疫宝宝”诞生记

“疫”起冲锋

成为一分子

“幕后战场”的坚守

居家训练第二技能

致敬，这敢于胜利的精气神

全家总动员

以
最
纯
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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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在共御疫情的日子里，我有家难回，只好“霸占”部门女同事午休的“闺房”，在一张简陋

沙发上睡了23天……
3月23日中午，我一觉醒来，打开微信，看到房东在聊天群里通知，当晚9时起，梅岭岭山

社区实行严格管控，居民与租户一律不得进出。
可是，本报全媒体编辑中心四名校对，有两位女同胞住在池店，属封控区，无法上班。报纸出

版每天至少需要两名校对。当时，只剩下我和同事小杨两条汉子，“相依为命”，坚守岗位。
我必须在社区封闭之前离开家，否则校对岗位人手不够。于是，我匆匆收拾了一些洗漱

用品和换洗衣服，直奔报社“安营扎寨”。
在领导的协调下，我暂居于办公区旁边的一个房间，沙发当床。这间屋子，既是杂物间，也

是七名新媒体美女小编午间休憩的“闺房”。接下去，将由我这个五大三粗的中年油腻大叔独
自“享受”。我虽有无奈，但还是“心虚”：你小子何德何能，竟让七位美女小编让出“闺房”，一人
独享？

其实，疫情期间，美女小编们任务倍增，像陀螺一样开启了连轴转模式。午间，她们更需
要空间小憩片刻，恢复体能。但是这段时间，我所在的出版部门，凌晨 5点前后收工是常
态。因此，我常常要睡到下午一两点才醒来，与小编的午睡时间有冲突。可怜的小编们，每
到中午，只能眨巴着眼睛，疲惫的身躯却无处“安放”……好在小编们，不仅长相娇俏，而且心
地善良，没有半句怨言。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23天。
病毒无情，同事有爱。在此，向美女小编们说一声“抱歉”，道一句“谢谢”。

校对 严学锦

“恭喜你们，是个7.2斤的大胖小子！”3月最后一天的下午，我和媳妇的第二个宝宝健康
平安地来到了我们身边。这可爱的新生命的到来让我们一家感受到了无比的幸福和温暖！
同事们笑称二宝是名副其实的“战疫宝宝”，让大家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3月13日，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晋江这座城市按下了慢行键，全市上下立刻投入到紧张的
战“疫”工作当中。

身为一名美术编辑，我虽无法奋战在抗疫第一线，但也坚持守好自己的岗位。认真做好
每一个战“疫”新闻版面，是我的主要工作。

这段时间以来，伴随着清晨第一缕阳光下班，基本成了常态。每个夜班陪伴我们的，除
了版面，还有各种泡面。下班，直接下楼等做核酸采样，也成了一种独特的经历。

而这期间，心里最为牵挂的，还是当时已怀孕9个多月、在家待产的老婆。一边上班，一
边牵挂着老婆随时可能会“有动静”。尤为感激的是，在社区和医院等各方的有序保障下，疫
情期间老婆经历的两次产检，以及当天的生产，一切都很顺利。3月31日下午，在医院等待2
天后，老婆辛苦地生下二宝，母子健康，平安。

特殊的时期，难忘的经历，这让我和家人们都十分感动，心怀感恩。
短暂的欣喜之后，我的工作也恢复常态，因为，疫情还没有结束。把老婆和二宝安顿好

后，我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与全媒体编辑中心的同事们继续战斗在一起。这一次，我内心的
力量和信念更加强大，我要成为孩子心中的好榜样！

和奋战在一线的同事们相比，我的工作并没有太多惊心动魄。但能在幕后为战“疫”报
道工作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我深感满足与自豪！ 设计 柯伟仁

22时23分，“宝宝睡了。”
22时30分，“好的，我在开会了。”
次日凌晨1时，“还在开会吗？”
1时05分，“今晚迟，不要等我了。”
2时35分，“宝宝又醒了，在找妈妈。”
……
战“疫”打响以来，这是我与同是记者的妻子每日微信里最简短、最经典的对话。
3月13日22时40分，报社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结束后，我与妻子简单商量了工作、家庭

等安排。身为时政记者的她，在这场战“疫”里势必得冲锋在前了。但一岁半的女儿睡前一
定得妈妈抱才不哭闹，怎么办？

“宝宝我能带的，放心吧。”我跟妻子说，该是一个爸爸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随后的一个月里，我开启了白天采访晚上带娃的生活。就这样，与每天连轴转、工作超

过18小时的妻子“疫”起冲锋。欣喜的是，女儿也从一开始睡前都会哭闹着找妈妈的状态，
进入偶尔会独自入睡的模式。

战“疫”最吃紧的时候，我接触了不少一线基层工作人员，有带伤坚守的村书记、坚守抗
疫的祖孙三代、集结冲锋的医务人员、接力买药的志愿者、自发捐赠的爱心菜农、累到失眠的
网格员、逆行驰援的镇村精锐人员……他们的故事一次次深深地感动着我。

4月15日，陈埭横坂战“疫”取得阶段性胜利。回忆起内坑驰援陈埭横坂工作组人员与
时间赛跑、与病毒较量、向困难挑战的一个个战“疫”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他们用一次次坚守
换来了居民们的一声声感谢。从横坂回来，途中同事小叶问了句：“疫情结束之后，你最想做
的事是什么？”当时忙着编辑手头新媒体素材，想也没想脱口而出：“放假，一家人出门旅
游！”

4月17日0时53分，“今天好早！”微信“叮”一声后，妻子启动了汽车，准备从陈埭驾车返
回安海……

我想，携手向前，春暖花开，一家人一起旅游的心愿很快就能实现。 记者 黄伟强

去
吗
？
去
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