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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战疫观察之

疫情之下，长达50多天的居
家隔离也在重塑着每个家庭的
关系。

由于学校至今尚未开学，大
中小学生均“老老实实”地待在家
中，平日里借口工作忙而无暇陪
伴子女的父母也因此有了与孩子
们长时间接触、交流的机会。随
着父母与孩子之间相互了解，亲
子关系的梳理重塑也由此成为当
前的一个热门话题。

“在媒体的宣传之下，一个个
感人的战疫故事催人泪下，这些
碎片化的信息也深深影响着孩
子，让孩子变得越来越懂事。”

3月7日，家住张店的赵海燕
告诉记者，她的女儿正在读高中。
此前，处于叛逆期的女儿一直喜
欢和父母唱反调，有时候甚至还
和父母“对着干”。

因为工作的原因，赵海燕和
丈夫所在的单位先后复工复产，
两人早早地回到了战疫一线。

“我们上班后，独自在家的孩
子突然变得懂事起来，不仅学会
了做饭，连复习功课也变得十分
自觉。”赵海燕说。

相对于赵海燕的欣慰，同为
母亲的谢佳薇却让10岁的儿子
搞得有些“抓狂”。

“因为每天无法出门，孩子的
脾气越来越差，怎么劝说都不听，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谢佳薇
告诉记者，一直以来，她工作太
忙，很少有时间陪伴孩子，受此次
疫情影响，好不容易有时间陪孩
子了，却遇到了与孩子沟通难的
问题。

为此，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
谢佳薇翻阅了数本有关亲子关系
的书籍，关注了多个与家庭教育
相关的微信公众号，不断地学习，
渐渐找到了与孩子沟通交流的合
理方式。

不仅是因居家隔离被重塑的
亲子关系，受疫情影响，邻里关系
也在悄然发生变化。都市生活的
人们，很少有“街坊”概念，平日里
楼道或电梯里见了面，点点头，便
算是打了招呼。在疫情期间，一
栋楼或一个小区的居民一般会建
个“邻里群”，“拼单”购买消毒液、

“团购”蔬菜日用品等，这种新式
的守望相助，有效梳理了原本陌
生的邻里关系。

现实中，疫情是一次全民健
康生活方式的教育。疫情影响之
下，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进一步
被强化和普及，消毒液、口罩已成
为居家必备的用品，出入人员密
集场所时戴口罩也因此成为一种
良好的生活习惯。

眼下，随着疫情监测数据的
持续向好，市民的生活正在趋于
正常，城市经济的发展逐渐步入
正轨。我们盼望着令人怀念的生
活尽早回归，也期许因生活方式
改变而形成的良好习惯，可以让
人们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视频授课普及在线教育

从质疑、抗拒到认识、接纳，
宋雪和她的两个孩子仅用了短短
一周，便与线上的教育信息化产
品完成了衔接。

“其实，还是因为此前对这种
全新的教育模式缺乏系统的认
识，起初为被迫接受，但这也是唯
一的选择。”3月6日上午，家住淄
川的宋雪告诉记者，疫情期间，面
对“停课不停学”的号召，她第一
时间从网上给自己的两个孩子物
色了一家在线培训机构。

虽然不是所有教育培训机构
都意识到了线上线下融合趋势的
重要性，也并非所有的教育品类
都适合线上教学，如舞蹈、乐器相
比学科知识培训对在线授课的接
受程度要低得多。

毋庸置疑，受疫情影响，转型
线上已然成为了教培机构实现创

收的唯一可行之路。
“对此，我一开始是质疑的，

孩子们也表现得十分抗拒。经过
一段时间的体验，我发现效果不
错，孩子们也逐渐接受了这种全
新的授课方式。”

如宋雪所说，此次疫情让教
育系统、教师、学生和家长第一次
认认真真地使用和体验了教育信
息化产品，这对市场的成熟度、用
户的认知和教育信息化行业的发
展无疑是一次机遇。受疫情影
响，不少线下教育机构遭遇毁灭
性打击，错失寒假和春季班招生
旺季，损失惨重。

“面对不可抗力，坐以待毙显
然不是权宜之计，只有放手一搏
探索线上教育才能实现新的突
破。对于很多中小型教育培训机
构来说，转型线上也并非说转就

能转，在毫无准备之下，转型难度
可想而知。”

3月6月下午，淄博一正规教
育培训机构的负责人李秀华告诉
记者，在“停课不停学”的号召下，
在线教育机构迎来机会，用户成
倍增长；然而，对中小型机构而
言，疫情期间另辟蹊径并非市场
红利，更多是严峻的考验。

“例如机构组织架构、管理、
财务、业务等多个方面，在疫情、
假期、远程办公等环境影响下，在
线教育机构想实现正常运营并不
容易。”

如李秀华所说，疫情对教育
方式的改变显然不仅是简单的在
线视频授课，不可否认，在线教育
模式从技术、管理应用会因此受
到催化，在产业层面上实现迅速
成熟和普及。

得以重塑和需要反思的
亲子关系

从2月10日返岗派送积压快
件，到2月16日揽收本地快件，快
递员孔晓君的这个春节过得着实
不轻松。

“很多生活区都设置了劝返
点，外人无法进入，这给快递派送
增加了一定难度。”

3月5日，孔晓君告诉记者，在
过去近一个月间，复工的快递员
都已习惯了早起，为得是“抢占”
社区之外剩余数量不多的快
递柜。

“疫情发生前，通常是早晨8
点左右到公司，完成快件分拣后，
10点左右到达派送区域。疫情期
间，工作时间约整体提前了一个
半小时。”

即便如此，社区外围数量不
多的快递柜依然满足不了疫情期
间巨大的快递投放量。许多快递
员也因此习惯了在社区劝返点的

“红线”之外，不厌其烦地打上一
中午的电话。

毋庸置疑，疫情期间，线上购
物进一步推动了物流产业的发
展，更多的网络商品销量促进了
从物流集散分发到送达商品终端
客户式的进一步深化。

在这次全民战疫的过程中，
许多快递小哥、外卖小哥打通了
隔离状态下商品流通的梗阻，将
日用必须品送到了有需要的居
民手中，解决了消费者的日常
需求。

居家隔离产生的另一个“副
产品”，是让许多市民重新“回归”
家庭，将厨房内的设备认真地试
用了一遍，合格或不合格的家庭
版“行政总厨”纷纷出笼。从昔日
在微信朋友圈中晒各大饭店的菜
肴到晒出家常菜的转变。越来越
多的市民重新定义了“家”的概

念，家庭也因此增添了不少烟火
气息。

“电烤箱、空气炸锅、多功能
电饭煲、手工锻打的铁锅……这
段时间，光买这些厨房电器和各
种锅就花了近两千块钱，自己的
厨艺也‘突飞猛进’，突然发现，
原来做菜竟是一件十分有趣的
事。”

3月5日晚，张店市民张倩茜
告诉记者，疫情期间，每晚通过微
信朋友圈晒自己当天所做的家常
菜已经成为她的一种习惯。好友
们的点赞和评论，让她充满了成
就感，来自家人的赞许更令其倍
感欣慰。

“近两个月的居家生活，在家
做饭的习惯已然养成，这一习惯
重塑了家人之间的关系，相信在
疫情结束后也会持续下去。”张倩
茜说。

网上购物改变居家生活

随着疫情监测数据的持续向好，这场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转入新的阶段，也给我
们的生活，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很大变化。鲁中晨报推出《战疫新观察》栏目，聚焦社区管
理、城市配套、基层党组织建设、志愿组织发展、市民生活习惯等方面，共同关注这些变化
中值得人们深入研究和思考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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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疫情改变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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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几乎
每一个人和战疫
紧密地联系在了
一起。

疫情以迅雷
不及掩耳之势，
瞬间影响了人们
的生活。为了有
效防止病毒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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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影响着
人们生活的方方
面面，在暴露出
社会发展存在薄
弱环节的同时，
也彻底改变了人
们 原 有 的 生 活
方式。

作为这座城
市中的一员，我
们不仅有责任去
思考疫情影响下
的 城 市 经 济 发
展，更应该学会
梳理邻里、家人
之间本不该陌生
的关系。

我们盼望着
令人怀念的生活
尽早回归，也期
许因生活方式改
变而形成的良好
习惯，可以让人
们的生活变得更
加丰富多彩。

3月7日，淄博高新区一社区外，快递员正在等待居民前
来取件。疫情期间，劝返点的设立将不少快递柜“隔离”在了
社区内，给快递派送增加了一定难度。

3月8日，位于淄博柳泉路的一社区外，外卖小哥正在配
送市民通过线上超市购买的生活用品。疫情期间，线上购物
成了市民的习惯，活跃在一线的配送人员打通了居家隔离状
态下商品流通的梗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