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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生活被疫情改变了多少你的生活被疫情改变了多少

突如其来的疫情，几乎影响了每个人的生活。为了有效防止病毒传播，人们尽可能地

宅在家里，曾经奢望的“春节假期再长一些”，就这样不期而至。

然而，长时间居家的日子却并非一成不变。从被迫重回厨房到主动尝试各种厨艺秀，

从习惯了网络碎片化阅读到重拾书本，从追求“断舍离”到主动囤物资，从对门不认识到邻

里间互帮互助……

全民抗疫的日子里，人们的生活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记者观察】

“云生活”
带来新机遇

电饭锅蛋糕、煎牛排、炸鸡腿、
炸油条、炸薯片、自制凉皮、各种炒
菜、各类面食……

这一连串的食物，既不是某个
饭店的菜单，也不是菜谱上的目
录，而是疫情期间，无数个普通人
在厨房里的亲自尝试。

疫情期间，人们大多居家“闭
关”，由于多数餐馆闭门谢客，外卖
取餐也有风险，“吃什么”，就成了
许多人每天最头疼的问题。于是，
很多平时不做饭或者很少做饭的
人，开始掀起了在家做饭的热潮。

朋友圈、微博、抖音，几乎都成
了大型厨艺秀现场：有厨艺“小白”
的稚嫩和笨拙，有美食高手的炫技
和高调，人们边看边做边评论，忙
得不亦乐乎。

疫情期间人们做饭的热情有
多高，数据最有说服力。北京贵士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调查报告显
示，由于餐厅不营业、用户害怕接
触感染等原因，外卖服务受疫情影
响较大，而菜谱类 App活跃度则因
用 户 做 饭 需 求 增 加 大 幅 增 长
700％。疫情期间，“某做菜 App 崩
了”的新闻还屡次登上新闻热搜。

记者了解到，除了饭馆关门、
外出不便等客观原因之外，让人们
纷纷重回厨房的首要原因，是对健
康和饮食安全的关注。

“这些日子，虽然工作暂时中
断，但却给我很多收获。其中最重
要的就是得注意工作和生活的平
衡。第一次发现吃得健康这么重
要，身体是自己的，没有健康，一切
都是零。”

近日，32岁的石家庄市民常青
在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常青在石家庄某连锁培训机
构担任高管。在朋友眼中，平日里
的常青是标准的女强人形象：每天
朋友圈晒的几乎都是出差、培训、
会议等工作内容，凌晨回家都很
常见。

让很多常青的朋友们感到有
点意外的是，疫情期间，这位“工作
狂”也开始晒各种美食：凉皮，披
萨，烤鸡翅，油焖大虾……

“以前经常在外奔波，要么吃
各种餐馆，要么就是叫外卖，按点
吃饭都很难做到。”常青告诉记者，

“这段宅在家里做饭的日子，让我
养成了注意饮食健康的习惯，疫情
结束之后，我在饮食方面也会比以
前注意。”

对有家庭的人来说，疫情期间
每天在家做饭，获得的不只是健
康，还有感情的促进和家庭感的
回归。

“小时候，父母在厨房里忙碌，
我们听着炒菜声，看着一盘盘好吃
的菜端上桌，是多温馨而美好的回
忆呀。其实，在家做饭是一个家庭
最好的仪式感。我觉得疫情给我带
来的最大影响，就是回归家庭。”在
采 访 中 ，许 多 人 表 达 了 这 样 的
心声。

“爸妈都退休了，家里就我一
个孩子，工作再忙，过年我也得回
去。”春节前，在北京打拼的刘一舟
带着妻子、孩子回到衡水故城老家
过年。本想过完年初五回北京，但
由于疫情的发展，刘一舟一家被

“困”在了父母家中。
由于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烹

饪成了刘一舟一家人封闭期间的主
要乐趣。“每天我下楼去买菜，回来
之后母亲掌勺，我和媳妇负责洗菜、
打下手。吃饭时，一家子围坐一起，
吃着新鲜时蔬，喝着热腾腾的营养
汤，聊着疫情的新闻热点。”刘一舟
坦言，虽然身在“围城”，但这种居家
做饭的慢生活是他这么多年里为数
不多陪伴家人的悠长时光。

除了亲自下厨之外，疫情期间
的 人 们 ，还 重 新 拾 起 了 久 违 的
阅读。

2月5日，随着武汉国际会展中
心“方舱医院”首批感染新冠肺炎
的患者入住，一位“方舱医院里的
阅读者”，引发了大批网友的关注。

医院里人声鼎沸，一位戴着口
罩的年轻男子，半躺在病床上，手
里捧着一本厚厚的书在读。他正在
读的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名著《政
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
国大革命》，这是一本厚达572页的

“砖头书”。
“疫情期间，很多人的内心都

感到不安。有时候刷刷手机、刷刷
新闻，越刷越焦虑。直到看到那张
照片的时候，我突然明白，静下心
来阅读，确实可以克服信息碎片化
带来的不安。”在石家庄市某文化
单位工作的郑玉山告诉记者。

“因为工作忙，琐碎的事多，我
之前的阅读都是碎片式的，有的时
候可能十几天，甚至一个月才读完
一本书。但最近这段时间因为闲，
心也定，阅读的速度变得非常快，

有的时候一天就可
以 读 一 本 甚 至 两
本 书 。”郑 玉 山
表示。

郑玉山的情况
并不是个例。来自微
信读书 App 的数据显
示，疫情期间，微信读书
用户人均比上个月多读
1.1 本书，其中医疗、疫情相
关作品备受关注。在各大购物
网站上，纸质图书的销售量也
比平时有明显增长。

居家期间，除了美食和阅读，
各种手工秀也成了人们慢生活中
的乐趣和点缀。

“家里这只小恐龙，白天
不午休，晚上不早睡。”3 月
1 日，有同事在朋友圈写
下了这样一段文字。配
图里，三岁儿子身披由快
递纸盒改造成的“恐龙铠
甲”，在家中走来走去。

“平时工作忙，陪孩子的
时间少。疫情期间在家办公，陪
孩子做做手工，不但有意思，还
能 增 进 和 孩 子 之 间 的 感
情。”这位同事说。

□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宽带基础设施的完善和5G时代的
到来，正在快速推动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向“云生活”模式转变，办公、教育、
医疗、电影，甚至旅游、房产、汽车、
餐饮、娱乐业，都有向云端转向的
趋势。

疫情冲击下，教育部门推动线上复
课，实现“停课不停学”。在线下培训
需求被抑制的同时，在线教育平台，比
如学而思、作业帮、猿辅导，相继推出
免费直播，希望以此形式发展潜在用
户，吸引客户留存。

在生鲜电商领域，“云买菜”也火
了起来，竟然出现半夜抢菜、预约订单
爆满等现象。为此，平台不得不运用共
享员工、分时段下单、大量备货等手段
来应对。

在医疗领域，微医、丁香园、平安
好医生、阿里健康纷纷推出疫情地图及
线上咨询服务。同时，武汉协和医院、
上海同济医院等线下医院的互联网医院
平台，也开设了在线问诊-发热门诊，
网上答疑解惑，对初期、轻症居家隔离
病人，给予专业远程指导。

甚至以往严重依赖线下的一些行
业，比如房地产、汽车、餐饮、旅游、
线下娱乐业等，在线下消费受到严重冲
击的特殊时期，也纷纷借助直播等方
式，向线上转型。

东兴证券计算机首席分析师王健辉
认为，正如“非典”时期的疫情加速了
京东、阿里等互联网电商巨头的崛起，
今后有可能诞生 5G 应用“在线科技”
这一趋势性机会。

王健辉分析，远程办公将成为未来
企业管理、公司办公模式中一种不可避
免的发展趋势。2017年，全世界已有
24%的公司尤其是科技公司采用远程办
公方式；2020年，预计有29%的科技公
司员工实现远程办公。

相较17年前，电商已经成为日常
生活中的常态，新经济形态已经成为生
活中的重要部分，网购占到社会零售总
额的20%以上。有专家认为，整个生活
方式由线下向线上转变，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这次疫情加速了这一态势。包括
那些未曾体验过线上生活方式的人群，
也借助这次机会开始如线上生鲜采购等
新的购物方式。

以生鲜零售为例，随着线上消费方
式的结构性推动，将会很大程度塑造消
费者行为。“对现代人来说，便利将会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专家分
析，未来的生活方式中，线下会减少，
线上会大幅度提升，但线上不可以完全
取代线下，毕竟人还存在社交、互动的
需要。这就需要一些企业去思考，相较
于线上，线下到底要为消费者提供什么
服务或体验。

“把握趋势，精准分析消费者需
求，提高效率，实现线上和线下有效融
合，是相关企业脱颖而出的关键。”专
家认为。

“看看这次购物的战果，够吃
一个星期了！”

2 月 28 日一早，石家庄市民
刘会民在朋友圈分享了几张购物
归 来 的 照 片 ， 照 片 里 ， 牛 奶 、
肉、鸡蛋、蔬菜、零食满满铺了
一地。

“小区一直限制出行，出去一
次可不容易，必须多买点心里才
踏实。”刘会民说。

疫情期间，由于小区封闭、
交通限流，对宅在家中的人们来
说，一次多买、适当“囤粮”，成
了多数人的选择。

“我平时习惯了随买随用，家
里很少囤东西，觉得没必要。父
母就不同了，一到冬天就往地下
室存白菜，春节前还会提前买猪

肉，炸豆腐、炸丸子。以前我不
理解，现在来看，适度的累积一
些生活必需品还是有必要的。最
近我一直跟父母住，看着家里满
满当当的各种储备，觉得特踏
实。真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
24 岁的陈兴伟在保定一家房地产
公司工作，“95后”的他一直追求
极简主义，推崇“断舍离”。这次
疫情，让他的观念发生了改变。

除生活物资储备外，突如其
来的疫情，还让很多人认识到了
常备医疗用品的必要性。

“前一段时间孩子伤风了，有
点鼻塞。但当时疫情还比较严
重，门不敢出，医院也不敢轻易
去，到药店买感冒药都要登记。
幸亏吃了药两天就好了，看来以

后常用药必须要在家备着。”石家
庄市民石丽说。

“疫情期间，像石丽这种情况
并不少见。事实上，虽然近年来
国人生活水平提高很快，但大部
分人还是缺少医疗防护常识，平
时没有储备防护用品和医疗用品
的习惯，以至于被突如其来的疫
情搞得惊慌失措。”石家庄市第一
医院副主任医师张明亮说。

“对于每个家庭来说，家庭常
备药箱都是必要的。一般来说，药
箱里常备的包括感冒药、消炎药、
退烧药、止泻药、抗过敏药、抗生
素、止痛片、肠胃药，以及治疗简单
外伤用的纱布、碘伏、棉签、创可贴
等。此外，口罩、一次性手套等防
护品也应储备一些。因为口罩不

但 能 阻 隔 细 菌
病毒，对其他的
有 害 气 体 、飞 沫
等，也有非常好的
阻隔作用。”张明亮
表示。

在 张 明 亮 看 来 ，
即 便 在 疫 情 结 束 后 ，
在特定地点、特定情况下戴口罩
也应该成为人们的一种卫生习
惯。“比如感冒了出门戴口罩，可
以避免病菌传播，是对他人负
责。再比如去医院戴口罩，可以
有效保护自己。这些都应该成为
人们日常生活习惯。”

此外，在这场疫情期间形成
的良好健康理念、行为习惯，也
值得人们长期坚守。

“比如，在咳嗽、打喷嚏时尽
量避人，并用纸巾、毛巾或肘部
遮掩口鼻，避免随地吐痰；公共
场合排队时人与人保持一定距
离，不要离得太近；疫情结束
后，市民在家或饭店与亲友聚餐
时，不要忘记为每道菜加公筷或
公勺，尤其是用餐人数较多的饭
店，更应主动提供公筷、公勺，
等等。”张明亮建议。

“孩子他爸在单位上班呢，家
里没油了。孩子小我也走不开，一
会儿有去超市的邻居，能帮我带桶
油吗？”

“我家油还有好几桶呢，先给
你拿过去半桶，你先用着。不用见
面，一会儿给你放门口，你出来拿
就行。”

“ 太 谢 谢 了 ，多 少 钱 我 转 给
你。”

“谈什么钱啊，都是邻居，我也
是宝妈。疫情期间一个人带孩子不
容易，下回我家缺什么东西没准还
找你呢。”

上面这段温馨的对话，来自 3
月 2 日上午石家庄尖岭小区 11 号
楼业主微信群里的两名业主。

被邻居赠油的，是住在 7 楼的
年轻妈妈郑丽娟，而送她花生油的
那位好心邻居，郑丽娟至今都不知
道她的名字，只是亲切地称她为

“李姐”。
“这位姐姐人真的很好，给她

转钱就是不要。为了避免接触传
染，她连门都没敲，我开门的时候，
只看到门口的半桶花生油。特别感
动，真是远亲不如近邻呐。”虽然已
经 过 去 数 天 ，郑 丽 娟 仍 然 心 存
感激。

“记得小时候住在大院里，家
里做饭时缺酱油、缺米了，妈妈总
会让我去隔壁邻居家借一点，家里
做了什么好吃的，也会分一盘给邻
居尝尝。可后来进城之后，邻里间
逐渐疏远了，住对门的都不认识。
现在，邻里间这种感觉又回来了。”
郑丽娟说。

郑丽娟的这种切身感受，是近
年来邻里关系不断变化的一个
缩影。

这些年，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
和商品房小区的不断增多，很多城

市居民对于“空间距离缩短、心理
距离疏离”的邻里关系，已经完成
了从接受到奉行的转变。在很多人
眼中，相对独立地生活在城市中，
与他人保持应有的距离既是守则，
也是尊重。邻里交往越来越成为城
市社会关系中缺失的一环。

然而，随着疫情的暴发，禁足
在家、出门不便、安全感缺失，让不
少人开始审视自己的邻里关系：了
解自己的对门吗？如果有需求，能
够敲开他的门吗？如果有紧急情
况，能够得到他的帮助吗？

让人欣慰的是，随着疫情的发
展，集聚在城市楼宇中的“最熟悉
的陌生人”，开始选择通过各种社
交软件、微信群共同面对疫情期间
的难题。邻里之间互帮互助、互送
有无的事情，在各个小区的微信群
里变得常见。

“其实之前我们也有业主群，

但是工作忙，很少有时间去看，一
般都是屏蔽掉。群里发的最多的是
一些‘鸡汤’、广告，或者是业主在
群里投诉其他制造噪音的邻居。但
现在，业主群成了大家互通有无、
互相帮忙的渠道，成了我微信里最
活跃的群聊。”郑丽娟告诉记者，

“除了互送食物，送个手机充电线、
借个小工具，甚至孩子上网课用用
打印机，也都挺常见。”郑丽娟说。

“现代社会不再是单一割裂的
小农经济，而是一个关联度极高的
信息社会，形成复杂交织的社会关
系。这次疫情让人们看到，拥有健
康的互助型邻里关系十分重要。”
专家认为。

在疫情中被重构的，还有业主
和物业的关系。

“4 号楼 902 室：小白菜一把、
鸡蛋15个、胡萝卜2根、土豆两斤、
矿泉水一箱。”这是近日石家庄长

安区一小区物业管理员收到的业
主的采买信息。

“除了配合政府进行疫情防控
工作外，我们开展‘代跑腿’服务已
经有几天了，疫情发生后很多业主
家中的生活物资都见底儿了，有的
业主自己出门买担心感染，有的业
主出门不方便，我们就采取了物业
代买的办法。”这位管理员说。

这位管理员告诉记者，物业与
业主的关系从未有过如此亲密。

“原来接触最多的就是缴费和解决
业主们的各种问题，有时候还遇
到业主的不理解，产生一些矛
盾。疫情期间，感觉业主跟我们
关系更近了，物业在这个时候做
好各种服务，就能赢得业主的长期
信任。”

疫情之下，千千万万的小区业
主正在见证物业服务的蜕变升级。
送菜上门、防疫消毒、“无接触”服
务……战疫行动之下，物业公司已
经成为守护居民健康安全的重要
防线。

图①：疫情期间，石家庄裕
华区一物业为业主提供上门送
菜服务。

图②：疫情期间，石家庄一
位小朋友身穿和妈妈一起手工
制作的“恐龙铠甲”。

图③：疫情期间，石家庄一
市民在家自制的美食。

图④：疫情期间，邯郸一位
小朋友在家展示和妈妈一起做
的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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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生活的细节

改变的生活习惯

重构的邻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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