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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表
彰 997 户全国五好家庭，胡秀珠家
庭名列其中。胡秀珠家庭一共14口
人，分别生活在 3 个国家——女儿
一家旅居日本，大儿子一家旅居美
国。胡秀珠夫妇与小儿子一家生活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阳朔县。
数十年来，七旬侨眷胡秀珠以画为
桥，向世界展示桂林山水之美。

“洋人街上”开画廊

从小喜爱绘画的胡秀珠，如今
是广西女书画家协会副主席、阳朔
画院名誉院长。

上世纪70年代，阳朔是中国首
批旅游对外开放县，西街逐渐成为
享誉中外的“洋人街”“地球村”，
每年吸引大批外国游客慕名而来。
上世纪90年代，胡秀珠在西街开了
一家画廊，因此与很多国际友人
结缘。

“当时有一位美国游客来我的画
廊看画，问我能不能教他画山水
画，他愿意支付我一小时 100 元人
民币的学费，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
小的数目。”今年 73 岁的胡秀珠笑

着说，当时她没有收学费，两人成
了朋友。这段奇妙的缘分延续至
今，那位美国游客与他的中国妻子
现居住在上海，胡秀珠跟他们还保
持着电话往来。

桂林山水走向世界

胡秀珠多次受邀参加国外交
流 展 ， 绘 画 作 品 曾 在 法 国 、 日
本 、 美 国 等 国 家 展 出 。 每 次 参
展，胡秀珠都会将展现桂林山水
的作品带到国外。其中，以桂林
山水为题材的作品 《牧归园》 参
加日本东京第八回日中现代艺术
作品展，获得铜奖。

“在参展时，有些国际友人看见
我的画作，都会表达对桂林山水的
向往，说想要来中国看看。”胡秀珠
认为，文化艺术交流不仅可以提升
专业技艺，也能加深对彼此的认
识。她希望通过画笔，让更多人看
到桂林山水美景。

促进文艺交流

在阳朔县“地球村”西街旁、

阳朔徐悲鸿故居内，阳朔画院免费
对公众开放。画院内有专门作画的
桌台和工具，到访的游客可以在现
场自由体验绘画。

自1994年成立以来，阳朔画院
一直致力于开展各项中外艺术交流
活动，每年接待国内外画家百余
人。胡秀珠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前，美国一所大学常年在假期带领
数十名学生来到阳朔画院，开展学
习交流。“那些学生对中国山水
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学得都很
认真。”

几十年来，胡秀珠热心公益，
积极参加各类爱心扶贫活动，作品
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捐献给公益事
业。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后，胡秀珠第一时间动员全家积极
捐款捐物，并让在国外的儿女们想
方设法将抗疫物资寄回国内。

“我是一名侨眷，我觉得自己身
上有一份特殊的责任，要尽自己的
能力帮助有需要的人。”在胡秀珠看
来，助人为乐、参加公益活动、开
展文化艺术交流都是好事，她希望
自己可以多做一些。

（据中新网）

医生——

我的理想职业

我与医生这个职业结缘，可以
说从出生就开始了。我的父母都是
临床医生，从小到大，我所有的记
忆似乎都与医生这个职业有关：针
筒、药盒是我的玩具；医院是除了
家和学校之外，我去得最多的地
方；来家里做客的亲朋好友许多都
是来找我父亲看病的。在这种家庭
氛围的熏陶下，我从小就把学医作为
自己唯一的理想。如果不做医生，我
想不到还有什么想从事的职业。

带着这样的初衷，在父母亲友
的推荐下，我高中毕业后来到英国
求学，正式走进临床医学的大门。
从本科二年级开始，我就在医院兼
职工作。2005 年，我加入英国皇家
医学会，是当时医学会中最年轻的
会员。2010 年，我从诺丁汉大学临
床医学专业硕士毕业，成为一名英
国国家健康服务体系 （NHS） 心血
管外科的专科医生。

英国NHS一直被视为全世界最
优秀的医疗系统之一。每个缴纳了
NHS医疗保险费的英国居民，都能
享受免费或低费用的医疗保健服
务。简单来说，一个享受NHS保障
的英国居民患病后，首先需要预约
自己的家庭医师，进行初步诊断和
治疗，如果家庭医师能处理，就会
给出治疗建议、开具处方，病人凭
处方可以到药房取药；如果家庭医
师不能处理，就需要转诊到医院的具
体科室，由专科医生进行后续治疗。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为来到医院的患
者提供心血管外科方面的专业治疗。

在英国工作生活的过程中，我
接触到不少当地华侨华人。一些华

侨华人对英国医疗制度不太熟悉。
而且，预约家庭医师可能需要漫长
的排队等待，这些无形中增加了就
医的困难。此外，对于一些语言基
础不太好的华侨华人来说，在英国
看病不仅需要预约家庭医师，还需
要找个临床翻译帮助他与医生沟
通。这些都是困扰旅英侨胞的就医
问题。怎样帮助旅英同胞获得更便
捷的医疗服务，这是我从业以来一
直思考的问题。

药房——

方便侨胞就医

创办王药师大药房，是我解答
这个问题的一个尝试。

在英国，开设一家NHS旗下的
西药房，必须通过NHS和英国药监
局两个部门的资质审查。药监局资
质审批非常严格，对申请人的药学
教育背景、从业经历等都有细致的
调查。这也是华侨华人鲜少在英国
开设西药房的原因之一。

2015 年，我和另外两名来自中
国、也在NHS工作的青年药剂师合
作，在英国诺丁汉地区接受了一家
有相关执照的药房，并向英国药监
局递交了资质申请。经过8个月的漫
长审批，我们获得资质，王药师大
药房正式开张。这是全英国第一
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由华侨华人
创办的NHS旗下的西药房。

王药师大药房刚开张时，主要
服务当地居民和华侨华人。我们有
来自中国、同时在NHS工作的药剂
师和专业医师，为顾客提供全中
文、免费的公共医疗服务，包括问
诊、开具处方、提供处方药、接种
各类疫苗、邮寄药品等。后来，随
着留学生群体接种HPV疫苗需求的

增加，为留学生提供疫苗接种等医
疗服务也成为我们的一项主要业务。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从英国
回中国的旅客有大量新冠检测需
求，王药师大药房成为中国驻英国
使领馆新冠肺炎检测指定医疗机
构，药房的工作量剧增。通过疫
情，我们发现旅居英国的华侨华人
在医疗服务方面有巨大需求。为了
满足更多华侨华人的就医需求，我
们正在王药师大药房伦敦店筹建一
个新的体检中心，预计一年内能投
入运营。体检中心建好后，我们可
以为华侨华人提供全中文的检查服
务，同时通过和家庭医师的合作，
使患者可以在药房实现体检、问
诊、开药、取药的便捷就医过程，
也 为 患 者 去 医 院 就 诊 提 供 前 期
帮助。

抗疫——

疲惫和温暖交织

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开始，我
就进入了全年无休的状态。

2020 年初，中国的疫情形势严
峻，我忙着和各大侨团在英国筹集
抗疫物资运往中国。3月，英国采取

“封城”政策，医务人员是为数不多
能够在城市中自由通行的人群。当
时，英国防疫物资非常缺乏，中国
防疫用品的产能逐渐恢复，大使馆
和各个侨团与中国国内协调，运来
大量防疫物资。但是，在“封城”
的情况下，这些物资怎么发给英国
各地的华侨华人成了一个难题。作
为全英华人华侨中国统一促进会常
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我承担起为河
南同乡会、浙江同乡会等侨团成员
寄送防疫物资的“快递员”工作。

那时，我每天都带着装好口罩

等防疫物资的防疫包到邮局，按照
侨团提供的地址，寄给需要的侨
胞，少的时候每天寄二三十包，多
的时候寄一两百包，这样的情况持
续了近两个月。一开始，邮局的工
作人员误以为我在倒卖防疫物资。
我跟他说：“我是寄给有需要的人，
全部都是免费的。如果你需要，我
也可以无偿给你寄。”后来，他理解
了我的行为，我们还成了好朋友。

为了帮助旅英侨胞更加科学规
范的防疫，大使馆还建立了旅英华
侨华人线上健康与安全答疑平台。
我们与使馆和各个侨团协作，为有
需要的侨胞提供在线问诊服务，通
过视频方式和患者直接交流，给出
就诊建议，给患者开药、送药。英
国防疫政策放松后，我们仍然继续
为华侨华人提供问诊服务，有需要
的侨胞可以到药房门店咨询。目
前，这项服务已经变成我们一项常
态化的工作。

现在，我的时间基本被医院和
药房的工作占满——早上不到7时左
右从家出发去药房，下午4时左右结
束药房的工作到医院接班，晚上10
时左右从医院下班回家，有时夜班
还须值班到第二天7时，这样循环往
复。两年来全年无休的生活，说不
累是假的，但也是在疫情期间，旅
英侨胞间浓浓的情谊让我备感温暖。

平时特立独行的艺术专业中国
留学生，在疫情期间主动承担起给
出门不便的老年侨胞送食物的工
作；在NHS工作几十年、经验丰富
的华人护士，在中国发生疫情之
初，就带着大包小包的抗疫物资回
到中国，支援抗疫一线；各个侨团的
青年会员，完全义务免费地为侨胞送
药、送物资，从来不求回报……这些
侨胞间互助抗疫的瞬间，让我更加
坚信：帮助同胞这件事，无论多辛
苦，都值得一直干下去！

2000年，不到18岁的朱良玮来到英
国求学。治病救人，是他从小到大“唯一
的理想”。2005 年，加入英国皇家医学
会；2010年，获得诺丁汉大学临床医学
硕士学位，进入英国国家健康服务体系心
血管外科工作，2015年，创办全英国第
一家华人西药房——王药师大药房……朱
良玮在医疗领域一路深耕。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他昼夜不停地在医院和药房奔
波，为当地华侨华人送去健康防护。他
说，让旅英侨胞获得更便捷的医疗服务，
是自己努力的方向。

以下是他的自述。

王药师大药房创始人朱良玮——

给旅英侨胞更便捷的健康服务
本报记者 高 乔

王药师大药房创始人朱良玮——

给旅英侨胞更便捷的健康服务
本报记者 高 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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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阳朔画院名誉院长、七旬侨眷胡秀珠——

向世界展示桂林山水之美
赵琳露 蒋丰慧

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
康乾街道新田家庭农场迎来丰
收。该农场与浙江大学合作建立
西瓜新品种产业化基地，利用西
瓜大棚网架栽培技术种植“空中

西瓜”，有效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和产出率。

图为5月22日，瓜农在新田
家庭农场采摘“空中西瓜”。

谢尚国摄（人民视觉）

“空中西瓜”迎丰收

王宣化，生于 1896 年，又名王炎之、
王克振，号英子，福建南安人。王宣化18
岁前往菲律宾，边当店员边进夜校读书。
1917年，他考入菲律宾大学商科，掌握了
英、日和西班牙等多种语言，肄业后进入
中国驻菲总领事馆任翻译。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王宣化积极
参加当地侨界的爱国运动。他加入菲律宾
华侨工党，继而担任华侨工党创办的华文
报纸 《平民日报》总经理兼总编辑。该报
积极声援五四运动，反对北洋军阀签订的丧
权辱国条约，宣传新文化，介绍世界各国劳
工运动的形势。他还参与领导店员工人争取
8小时工作制的斗争，组织游行示威。

1921 年，王宣化回国，在泉州参加孙
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担任东路
讨贼军第三支队统领秦望山的副官兼军需
官。他目睹国内军阀混战的局面，深感报
国之志难以施展，便于 1923 年前往新加
坡，与友人桂华山等共同创办南洋影业公
司，任总经理。他将中国影片引进南洋各
地发行放映，传播中华文化，激发广大华
侨的爱国爱乡热情。

1928 年，王宣化前往日本留学，在东
京早稻田大学攻读经济学。1931年，“九一
八”事变爆发，他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
略行径，不满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毅然回国，在上海投入抗日救亡宣传活
动。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
他自筹资金创办《现实周刊》，撰写文章，
积极宣传抗日。他还在泉漳中学任教，领
导学生运动，并参加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
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进步文化运动。

1934 年，王宣化受党组织委派前往马
来亚，继续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他在马来亚霹雳州怡保市接办华文
报纸《中华晨报》，任总编辑，在报上开辟“马华文化工作者”专
栏，撰写宣传抗日文章，唤起华侨各界人士的爱国热情。同时，他
组织青年读书会，筹建树人图书馆，推荐鲁迅、郭沫若等进步作家
的作品，引导青年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走上团结抗日的道路。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王宣化参与组织马来亚华侨各界抗
敌后援会（简称“抗援”）。这是马来亚华侨社会最大、最活跃的抗
战组织，拥有会员3万余人。王宣化是“抗援”主要领导人之一。他
领导“抗援”冲破种种阻力，积极鼓励华侨抵制日货，募捐钱物支
援祖国抗战。1938 年 8 月，他因领导“抗援”举行纪念“八一三”
抗战周年活动，与“抗援”其他领袖粘文华、苏棠影、辜俊英等被
英国殖民当局以“颠覆活动”的罪名拘捕，驱逐出境，酿成了轰动
星马的“四君子”事件。

回国后，王宣化先在泉州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后被党组织派往
上海开展地下工作。他以金星影片公司职员、《神州日报》撰稿人、

《南洋商报》通讯员和南侨公司副经理等身份为掩护，秘密开展工
作，很好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王宣化先后担任福建省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
华东局统战部侨务处长、中央华侨投资辅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
为新中国侨务工作作出积极贡献。1980年，王宣化病逝。

（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