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去年在武汉封城期间，担任社区工作
人员的人士用化名在美国出版了反映武汉封
城实况的《武汉封城日记》。与方方的《武汉
日记》比起来，这部日记的作者在一线工作，
所以信息更加真实，具有史料价值。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近日一位中国作家出
于安全原因化名“风中葫芦”在美国博登书
屋出版了反映武汉封城实况，尤其是次生灾
害的《武汉封城日记》。这是他以社区工作人
员的身份在去年疫情爆发初期在武汉街头工
作期间记录下来的。

《武汉封城日记》与方方日记不同之处在于现
场感。“风中葫芦”天天在外面，穿行于大街
小巷，为社区的居民买药，买菜，涉及到方
方面面，都如实地记录下来。

日记中重点是描述和分析了武汉封城的次生
灾害，包括封城期间，人们无法买药看病造
成病情加重、甚至死亡等等。很多细节很生
动，比如作者有一天早上去帮母亲取重症药，
结果排了一上午队，药房告诉他没药了，不
得不下午跑到另外一家药房取药。他还提到，
有一次他看到商贩把一袋袋蔬菜放在小区门
口等居民购买，上前一看，也就是一些白菜、
萝卜之类的，居然要80元，物价居高不下，
困难居民没有什么补贴。

作者还称，有老人和病人因为得不到救治只
能死亡。他举例说，有患癌症的老人被120
救护车送去医院急救，结果三家医院不接收，
然后家属联系社区，但社区司机怕感染，也
不愿意出车，然后再打110求救。中国自古讲，
政者，正也，为政者是为民解忧，但是，关
键时刻百姓却得不到保障。

书中还提到了一些机关下派干部在社区的做
法。比如，有管小区出入口的一个下派干部，
有临产孕妇去医院结果被他拦住不能出门，
还表示皇帝老子也不能出去，难道让孩子在
家里生下来？社区小保安非常严肃地讨论解
决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办法就是诉诸暴力，谁
不听话就抓起来暴打一顿，到底是谁给他的
权力呢？

下派干部、机关人员并不会做苦力，而作为
最底层的社区工作人员要承担最重要的运送
物资的任务。首先是工作繁重，作者在日记
里写到，有一次，他一整天都在搬运物品，
100份10元10斤的蔬菜，还有居民通过社区
团购的各种物资，而这还仅仅是一个小区的。
所有人一直忙到傍晚6点。但与此同时，他
们还饱受来自上下的压力。政府严令街道、
社区一道接一道命令，检查干部四处巡查。

作者对于中共社会的官僚现象，深有感受，
就连天然气公司给社区下达帮助居民购买天
然气的通知，文字也写得让人不容置疑。权
力无处不在，每位市民都要聆听来自各部门、
各行业的指令。但同时，中国人十分向往权力，
即使是获得了看守出入口的权力，也可以呵
斥必须从这里出入的人们。有人形容，中国
的社会结构是一个从上往下抽耳光，从下往
上磕头的社会。

《武汉封城日记》：
老人和病人得不到救治

只能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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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真相   传递美好未来

《武汉封城日记》封面截图

共产党到底是什么？

链  接

在《九评共产党》中，揭示了中共的真相与
实质：“这个党组织，就像一个巨大的邪灵附
体，如影随形般附着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
元细胞上，以它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
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和每一个单元细胞，
控制和操纵着社会。”2002年6月，贵州平塘
县掌布乡发现了一块2.7亿年的“藏字石”。
断面内惊现六个排列整齐的大字：“中國共産
党亡”。该藏字石经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
专家组鉴定，未发现任何人为加工痕迹。20
多家中共最重要的媒体对此事做了报导，但
都只是提到前五个字“中國共産党”，无人
敢提那第六个字“亡”。直到2005年《九评》
和退党出现之后，这一中共灭亡的预言才在
网络广泛传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