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式“封村”抗疫： 严格之措与肯定之
声
为应对新冠疫情，自2020年1月末，中国政府对城市和农村地区实施了一系列重要限制性

措施。我们的研究团队主要考察了中国农村居民对此反应。

据估算，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仅为城市居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属国际标准中城乡收入差距

最大的国家之一。该差距加大了农村疫情防控和治疗的困难，这正是我们聚焦于此的原因。

2020年5月至6月期间，中国国内出行限制有所放宽，我们团队开展了首轮调研工作。中国

团队成员组织了16次面对面的访谈，访谈点位于与疫情爆发地接壤的河南省。具体来说，

我们记录了村民在疫情封锁期间的切身经历以及他们如何应对封村带来的日常生活困

难。2020年8月，墨尔本大学提供的经费使我们扩大了研究规模，在另外四个村庄进行了

超过32次的采访：其中两个位于河南省，另外两个位于疫情爆发地湖北省。

在访谈过程中，我们研究团队鼓励受访者畅所欲言。访谈采用匿名以及开放式问题。此外，

采样中的受访者的家庭结构多元、拥有不同社会经济地位、来自不同村庄。

严格之措
尽管湖北与河南均为疫情大省，但在本研究选取的所有村庄中，并没有出现一例确诊病例。

然而，这些村庄的道路均被封锁且设有视频监控。村民须居家隔离，不得参与集会，外出

务工返乡人员（多为与家人团聚共度春节）须强制隔离。先前相关研究结果

常见的防控措施包括村干部、医生及志愿者严格把守村庄的主要入口。春节前从武汉以及

湖北省其他城市地区归来的返乡人员均须进行强制隔离。居家隔离人员的住所前会挂有红

色的标语或贴示，警示人们避免与其接触（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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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警示人们远离该住户的新冠疫情贴示（图片非本研究点所摄）。

另外，志愿者和干部们会定期巡查街道，有时还会在疫情防治巡逻车中通过喇叭喊话，提

示人们待在家中（见图2）。另一个位于河南城郊的村庄实现了视频监控设备的全覆盖。



在封锁期间，一旦有人离家外出，村里会通过有线广播喊话，令其立刻回家，并在村里的

微信群中对其进行通报批评。

图2：中国村庄内的巡逻车（图片非本研究点所摄）。

村干部和当地志愿者为村民集中购买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例如，某村庄村委会成立了

一个微信群，供村民从当地商店下订单。在店主和志愿者紧密合作下订购的食物和其他生

活必需品实现了无接触配送。当商店无法供应村民订购的商品时，村委会安排每天一次在

最近乡镇市场进行集中采购。我们另外的研究样本村庄也采取了类似服务方式，因此村民

足不出户便能获得生活必需品。

在我们研究的样本村中间，村里压力最大的是湖北一村庄。该村在封村之初出现了疑似新

冠肺炎病例。在这种巨大的疫情防控压力下，。村里除了实施上述措施外，  村委会还组

织了对834户家庭，共计约3,000人的日常体温测量，测量小组由政府官员和当地志愿者组

成。直到大约两个月之后，这项措施才逐渐放松，但村民仍需自行测量体温。

总体而言，在调查中，尽管没有新冠肺炎感染确诊病例，所有样本村庄均采取了与所呈现

的感染风险相对而言非常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



村民的态度
为了解村民对封村的态度，研究团队采访了36位村民（在6个不同村庄各6人），他们从1

月下旬到4月一直留在村中，都经历了封村全过程。

本研究发现，村民对这些限制性措施的接受度较高，这与先前研究结果吻合，即中国公民

对政府所采取的措施的感到满意，而且大多数村民都愿意遵守。据受访的村干部和村民反

映，村里仅有几例违反封村规定事件，村内秩序总体稳定有序。几位受访者补充到，因为

封村带来的诸多不便，一开始有人存在抵触情绪，不愿意遵守规则。但是，通过村委会及

家人的反复劝说，向他们强调了病毒的危害性，反对的声音逐渐减弱。

我们的研究发现，实际上，封村使得村民与当地村干部的关系变得更紧密。在乡村微信群

中，村民热情赞扬村干部的辛勤工作。村民们出钱出力共同抗疫，一些村民会协助村干部

的工作，例如，借出自己的面包车，或开车帮忙运送物资；还有一些村民主动向抗疫一线

人员送去抗疫的资金和捐赠的物资，如瓶装水、方便面、N95口罩甚至个人医疗保险，以

表示感谢。

“我们非常感谢他们（村干部和当地志愿者）所做的一切。他们很辛苦。”

“我觉得政府做得非常对。”

“村委会做得够好了，没啥可挑剔的了！”

即使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村民表示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  “别无选择”，而且这也

是“为了大家好”。一位受访者补充：

“没有哪个措施没必要······有时候村里广播的内容确实烦人，播的内容都一样，

一天还重复好几次，都是在提醒我们怎么预防疾病，不要出门。但这也是为了大家好。人

们也逐渐习惯了······所以不能说都没用。”

在所有受访者中，我们听到最消极的回答是：

“我没觉得（防疫措施）有用，但也不是完全没用。我们这儿从一开始就没有（新冠）确

诊病例，所以也说不好有用没用。”

这表明的是他们合理怀疑的态度，而非明确反对。

在探究村民为何会有如此积极的态度时，村民们展现出对于政府的高度信任以及深厚的情

感联系。如一位受访者所说：

“国家为了控制疫情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作出了巨大的经济牺牲。想想国家做了多少，

还能说啥？政府比任何人都关心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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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名受访者表示：

“不许你出门，那是为你好，是关心你，是对人民负责·····这正是中国的伟大之处，

也是我们战胜疫情的原因。”

在很多人看来，遵守封锁规定同样是对国家作出贡献的一种方式。许多人认同互联网上的

一个流行说法，“宅家做贡献”。如一位受访者所说：

“我们都很自觉地参与防疫行动、积极抗疫······尤其是待在家里不出门，不仅是

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们相信，党和国家会带领我们抗疫成

功。”

“封村”面面观

有两点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村民对于封村措施的积极反馈。一方面，除了“极其严格”的

措施之外，村干部和本地志愿者帮助村民运送物资，例如食物和其他物资，保证了村民日

常所需。另一方面，对村干部和志愿者而言，封村是个高强度且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工作，

极具挑战性。他们在服务村民的同时，个人健康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威胁，如对疑似感染的

患者进行体温检测、陪同患者到医院治疗，这些工作都存在着被感染的风险。这一定程度

上说明了他们的工作为什么能够得到村民们的高度肯定和赞扬。

当个人和群体都认为权利未受到侵犯时，我们可以透过村民在日常生活混乱无序之时所发

出的微观政治观点，看到基层政治工作的执行效果。对于中国为应对新冠疫情而采取的措

施，本研究致力于将不同立场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发出的声音客观地记录下来，或许能够从

中获得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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