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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担责任 全心投入

旅居比利时 34年的鲍世浩是一名全科医生，他在比
利时第二大城市安特卫普经营着自己的诊所。比利时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他加入了比利时华人医生联合组建
的抗疫医疗服务队，第一时间向当地的华侨华人普及疫
情防护知识。

鲍世浩介绍，比利时的华人医生较少，能从医学角
度对疫情进行分析和指导的并不多，当地的华侨华人存
在恐慌情绪。他加入抗疫医疗服务队伍以后，将自己的
联系方式在媒体公开，“我告诉大家有困难可以来找鲍医
生，这对当地华人来说就像及时雨一样”。

疫情期间，为了不耽误患者治疗，鲍世浩坚持诊所
正常营业，并采用远程门诊的方法指导其他地区的患者
检查、用药。他通过邮件、微信为患者发送检测申请
单，告知患者需要检测的事项。

由于医院资源紧张，很多患者稍有好转就出院了。
鲍世浩便每天通过微信多次了解患者情况，为他们开具
处方单，指导患者后续治疗，直至完全康复。

“我感到责任在肩，一定要全身心投入疫情的应对工
作”。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鲍世浩处于 24 小时待命状
态，很多患者在凌晨两三点打电话向他咨询，他总会毫
不犹豫地为患者进行指导。

7 月，比利时疫情出现反弹，当地很多医生也休假
了，鲍世浩的工作量大增，“我最多的一天接诊 74 位患
者，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一直处于忙碌状态。”

鲍世浩今年 63岁，是新冠肺炎的易感人群，家人非
常担心。鲍世浩表示：“我一直有一种责任心在，如果没
有我，生病的华侨华人怎么办？所以我咬着牙也要把这
个责任挑起来。”

鲍世浩还将自己在一线的抗疫经验汇总成报告，在
旅比华人专业人士协会举办的线上交流会上与华侨华人
代表进行分享。两个小时里，他深入浅出地将防疫知识
传递给与会人员，提升了大家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认知。

鲍世浩表示，“治病救人是我做人的宗旨和原则，我
一定会坚持下去。”

线上问诊 答疑解惑

意大利是欧洲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灾区，为了更好地
帮助华人侨胞及内地留学生应对此次疫情，米兰等地华
侨华人联合成立了网络问医平台——线上“方舱医院”，
中医师马可波是线上“方舱医院”的一名志愿者。

马可波在米兰的一家私人诊所工作，疫情期间，他
每天都在网上解答侨胞提出的各种问题。

“刚开始那几天我的电话、微信响不停，每天要回复
上百个提问。那时就像上战场一样，但我没有犹豫，中
国人要在这里做出榜样。”马可波说道。

据马可波介绍，意大利华侨华人的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很少，电话多是因为恐慌打来的，还有很多中国留学
生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他们都很紧张，我会对这些疑
问一一解答，安抚好大家的情绪。”

针对普通的感冒症状，马可波会及时开出中药，交
由负责配送的志愿者将中药送到患者手中，病情严重的
他则会帮助患者联系片区医院的救护车。

在最忙碌的时候，马可波也会参与到中药的配送工
作，他表示：“作为医生，当以病人为先，这既是我们的
责任，也是自己身为华侨华人应该做的事。”

马可波还是旅意华人中医志愿抗疫公益服务队的
成员。

马可波介绍，意大利新冠疫肺炎情暴发后，各地的
中医师联合成立了旅意华人中医志愿抗疫公益服务队，
意大利北部、南部、中部都有相应的志愿者负责。

“我们经常就抗疫经验进行交流分享，大家还会把自
己总结出的抗疫知识汇总起来发送给意大利的各个侨
团、媒体，向当地的华侨华人普及。”马可波说道。

谈到中医药在此次疫情中的作用，马可波表示：“中
医药在此次应对疫情中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它能够在
很大程度上减缓病情发展，最大程度地保全患者生命。”

现在马可波每天仍在网络上回复大家的各种疑问，
“同时，作为中医志愿者，我们每人都要准备书面报
告，与其他志愿者进行交流，一起探讨疫情进一步的防
控措施。”

坚守一线 尽职尽责

纪子宸是西班牙马德里一家公立医院的呼吸科医
生，西班牙疫情暴发后，他坚持奋战在抗疫一线。

“我是医院最早接触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生之一，起初
完全没有经验”。纪子宸说，自己当时心理压力很大。

随着接触病例的增多，他开始对新冠肺炎的临床特
征进行观察总结，并将自己的经验与同事们分享。

新冠肺炎患者的急剧增加，使纪子宸所在医院的防
护物资出现了巨大缺口。

在中国疫情期间，纪子宸和朋友一起组织了向国内
的防护物资捐赠，了解西班牙防护物资的购买渠道，因
此，为解决医院所需的防护物资，纪子宸再次和华人朋
友一起组织募捐采购。

呼吸机的缺乏是纪子宸遇到的又一挑战。
“我所在医院的新冠肺炎患者接诊量是西班牙最多

的，虽然 ICU （重症加强护理病房） 病床比平时多了 5
倍，但仍然不能满足患者需求，很多患者不得不在普通
病房里使用家用呼吸机，这远远不能满足患者所需的氧
气流量。”

纪子宸和同事们便想办法对家用呼吸机进行了改
进，并冒着被感染的风险亲自体验改进后的呼吸机效果。

纪子宸还加入了由西班牙华侨华人组织的“全球新
冠抗疫志愿者联盟”，帮助西班牙医生与中国医生就新冠
肺炎问题展开交流，“这个项目给西班牙的疫情应对带来
了非常大的帮助”。

纪子宸平时也通过社交媒体、华人媒体向意大利的
华侨华人普及抗疫知识以及在西班牙的就诊流程。他还
通过微博、微信来回答大家的疑问，安抚侨胞们的情绪。

“从西班牙封城开始，人们每晚 8时都会走到阳台为
医护人员鼓掌，医院周围的餐馆每天都为值班医生改善
伙食，医院的同事们空前团结，大家在疫情中涌现出的
社会责任感让我非常感动。”纪子宸说。

当前，西班牙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 50万，多
地出现疫情反弹。纪子宸提醒西班牙的华侨华人：“千万
不能放松警惕，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华人医生坚守海外抗疫一线
杨 宁 吕婉莹

“世界侨商海南行”活动举办

由中国侨商联合会、海南省侨联、海南国际经济发
展局主办、海南省华商联谊会承办的“世界侨商海南
行”活动 9 月 7 日在海口举行。本次活动以“建设自贸
港 侨商作贡献”为主题，来自4个国家和地区的50余位
知名侨商出席活动。

“世界侨商海南行”活动包括海南自贸港政策解读、
重点产业园区考察、投资项目宣传推介、座谈交流洽谈
投资等活动，助力广大侨商对自贸港政策的进一步了
解，加深对自贸港产业发展及其优惠政策的认识，激发
广大侨商投资自贸港建设的热情。

天津开展涉侨法规政策咨询

为纪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颁
布30周年，进一步深入学习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提高侨界群众法治意识，营造全社会知侨护侨爱
侨的良好氛围，9 月 7 日，天津市侨办、天津市侨联联
合举办了“民法典及侨法解读暨涉侨法规政策现场咨询
活动”。

活动邀请了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民法典宣讲团成
员、市侨联法顾委委员陈耀东，对民法典的地位与重大
意义、需要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解读，结合归侨侨眷
权益保护对归侨侨眷民商事权益进行了系统阐释。市侨
办相关工作人员、市侨联法顾委委员还对侨界群众关心
关注的涉侨法规政策进行了现场咨询。

江苏侨界青年开展双创交流

为加强对侨界青年的思想引领，营造“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近日，江苏省侨青会在常熟市
举办“创青春——江苏侨界青年双创发展分享”苏南片
区交流实践活动。

侨青代表徐振凯、唐冠玉、姚中彬、赵惠丹作了专
题发言，围绕共建侨界创新生态、把握后疫情时代企业
机遇、探索创业投资路径、构建数字产业链供应链等话
题，分享了创业经验与体会，对侨界青年创业创新提出
建议。

活动期间，侨青代表们还赴新侨创业平台常熟国家
大学科技园和新侨企业江苏亨睿碳纤维科技有限公司现
场观摩体验，进行创业创新实践交流对接。

（均据中国侨网）

温州侨联携手侨胞同心战疫

纪念浙江省温州市侨联成立 60周年系列活动新闻通
气会9月7日在温州市召开。温州市侨联成立于1960年3
月，是浙江省最早成立的侨联组织。60年来，温州侨联
悉心为侨服务，让远在海外的侨胞感受到来自家乡的温
暖。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侨胞也为温州提供了可持续、强
有力的侨界人才支撑。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温州市侨联第一时间
发动海外侨胞同心战疫，迅速兴起海内外捐赠浪潮，34
个国家 472个侨团(企业)积极响应，捐款 820万元，捐赠
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防疫物资1800多万件。随着海
外疫情形势变化，温州市侨联又构建线上互动、应急联
动、远程医疗、物资捐赠等四大服务模式，助力海外华
侨华人共同防疫。

（据中新网）

“高温青年”社区 （Blazing Youth Community） 由多
位温州青年、海外留学生和华侨华人志愿者组成。

秉持“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理念，“高温青年”
社区在疫情期间主动发挥信息渠道和信心纽带作用，通过
远程隔空置换物资、给华侨华人和中国留学生发放爱心包
裹、对意大利、美国等 30 多个国家进行物资支援等行
动，携手华侨华人驰援海外，书写了动人的抗疫故事。

加急派送 血脉相溶

“高温青年”社区同世界各地华侨华人的团队共同发
起了“全球爱心置换行动”，在物资筹措方面，共完成直
接捐赠305万元人民币，协助落地物资价值超过5000万元
人民币。

北美华人捐赠中心是行动过程中涌现出的出色团队之
一。负责人亨利是浙江温州人，他说，“2 月份，国内疫
情严重，我太太买了一批物资打算寄往国内。当时国际航
线停运，没有办法及时把物资运回国内。”

一大批初创成员都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大家渐渐相识
并聚合在一起，2020年初在温州成立了“高温青年”社区。

团队查找了解最新规定、告知厂家准备资料并积极联
系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最终成功通过“绿色通道”于
2月-3月底将60多吨物资运回中国。

亨利说，“中国最困难的那个时期，大家都时刻关心
着中国疫情的最新消息，不少人驱车在大街上转，看到有
卖口罩的就都买下来。”

他表示，海关政策的变动、时差横亘的阻滞、人员沟
通的障碍都客观存在，运输物资的过程并不轻松，需要耗
费大量的精力。然而令他感动的是，各位义工们的“义不
容辞”。

现在，团队的爱依旧在传递。“接下来我们想要继续
为当地低收入人群募集分发口罩和食品、日用品，为当地
抗击疫情尽一份力”。

物资出海 汇纳大爱

2月 24日，高温青年发布 《驰援海外倡议》，呼吁海

外温州人积极参与当地自救活动，将已经采购的物资部分
发往疫情蔓延国家，与当地政府、媒体做好沟通对接，支
援所在国家的防疫工作。

“高温青年”优秀志愿者维维通过朋友圈了解到社区
“驰援温州”的活动，从最初的捐赠者到成为志愿者，一
直步履不停。

海外生活十多年的经历，让她在支援海外的工作中更
加熟练，参与到了30多个国家的援助工作中，“哪个国家
的疫情暴发，我们驰援的步伐就朝着这个国家的方向而努
力。我们主要通过与当地的政府机构进行对接，也会与华
侨华人的组织进行合作”。物资抵达海外后，由工作人员
分发到当地巴士公司、餐厅、幼儿园等。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人会坐一个小时的巴士，只
为拿五个免费的口罩，”维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些行
动在当地防疫中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维维坦言，“困难是常事。一个困难是物流方面，4
月份的海关新规，在把控物资质量的同时，也增加了报关
流程的难度。多数志愿者在初期也不大了解，频繁的时候
一天一个新规定，都需要大家在现场学习。另一个困难是
产品方面，不同国家的叫法、型号、标准都不同。我们需
要同当地进行充分的沟通，消除他们对产品质量的疑问。”

同心同德 救困扶危

跨越千山万水，华侨华人遍布世界各地，同气连枝，
反哺家乡。

亨利说，“大家都是怀着最朴素的愿望自发凝聚在一
起，盼望着祖 （籍） 国情况转好。”维维则把这些行动比
做“一场接力”，“每件物资的成功输送都需要在每个环节
上做好。这个过程促进了当地人与华人社群友好的互动。
同时，我们希望这些行动是更具人情味的。”

他们发起了“温暖人心”行动——小朋友们通过绘画
和文字表达祝福，随物资寄出贺卡；口罩上也印上了清新
可爱的花纹，将信心传递给世界。

疫情发生以来，“高温青年”社区始终以热情和善意
向世界展示着温州人的形象，还发起了中医出海、心理援
助、留学生爱心包裹等公益行动。

“高温青年”社区聚力抗疫
睿 加 吴 静

本 期 看 点 ： 当
前，全球新冠肺炎疫
情形势依然严峻，多
国出现疫情反弹，分
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
医生积极投身疫情的
应对工作。

他们通过远程门
诊、线上问诊、志愿
服务等途径，及时向
当地的华侨华人普及
疫情防控知识，让海
外华侨华人更安心。

东莞市民
享受休闲时光

侨 情 乡 讯

9 月 5 日，位于广东省东莞
市的隐贤山庄公园，天气晴好，
众多市民前往公园游玩，充分享
受周末的休闲时光。

上图：市民泛舟湖上。
左图：市民戏水纳凉。

魏劲松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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