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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这里大多数人都非常热情友好，好几次遇到困难
当地人都伸出了援手。”在安哥拉生活工作十年的王俊
笑着说。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3月27日凌晨，安哥拉全
国进入紧急状态。彼时，王俊正在为安哥拉南隆达省绍里
木市一家保险公司建造定点医院，由于政府要求停工居
家，当地很多人失去了收入来源。“我在这里有很多朋
友，我们也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王俊说。

绍里木的华侨华人自发组建了一个微信群，“这个群
大概有80多个人，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260多万宽
扎 （安哥拉货币）。”王俊说，“我们用这笔钱购买了粮食
和生活必需品。”

4 月 14 日早晨，王俊和其他留在绍里木的侨胞拉着
满载 10 辆皮卡车的物资来到了安哥拉南隆达省卫生厅门
前。南隆达省卫生厅厅长兼多部门联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委员会负责人维格斯·艾美达热情接待了他们。“我们都是
自发的，安哥拉已经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希望大家在关
键时刻都团结起来。”王俊说。

在安哥拉的华侨企业也倾力相助。安哥拉罗安达有大
约900万人口，众多居民的生活环境不佳。考虑到公共防
疫的重要性，安哥拉浙江总商会会长、尼奥迪奥公司董事
长陈志好向当地政府捐赠各式喷雾器数千个，以支持政府
在公共场所的消毒工作。

有人带头捐款捐物，还有人主动为当地居家员工提
前发放工资以保障生活。已经在肯尼亚生活 15 年的谢光
綦是肯尼亚川渝总商会会长，他在当地经营的宾馆由于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在 2 月份的时候就暂停营业。

“考虑到 18 名当地员工可能就此没有了收入来源，政府

颁布居家令之后，3 月份我们发了全薪，4 月又发了一半
的工资。”谢光綦说，“我们商会很多公司都这样，有个
灯具公司一直为当地员工发全薪，帮助他们渡难关。”

“和大家一起克服困难”

“南非封城期间，第一个被指定为接收新冠肺炎患者
的谭比萨医院急需运输物资，但是当地很多大型运输公司
都已经停业了，我就组织我们‘猎豹秒送’快递免费为医
院运送。”猎豹秒送海鑫物流公司董事长于洋说。

今年已经是于洋和家人在南非生活的第 15 个年头
了，“南非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第二故乡了。”于洋的妻子
安馨说。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中国国内多家医院的
医疗物资告急，“我们全非洲黑龙江总商会及理事单位四
处购买物资，捐赠了5万个口罩。”安馨说。

于洋在积极为国内捐赠物资之后，又投身到南非防疫
一线。“在南非封城前，我们南非文化街管委会和侨安会就
向山顿警察局捐赠了口罩等物资，以支持他们的工作。”于
洋说。为了给南非定点医院运送急需的物资，于洋制定了
详细的计划：“我们每天都要为司机提供口罩、手套和酒精
消毒液。在路线上做了多个预案，一方面要确保能够完成
任务，另一方面也要降低我们司机兄弟的风险。”

除此之外，于洋和他的“猎豹秒送”还承担起为当地
人和侨胞配送食物的责任。

封城期间，只有少量的超市营业，“以前的摩托车短
途配送全部停止了，当地也少有专门运输食品的快递，当
地人购买食品非常不方便，所以我们联合当地的超市和一
些华人超市，每天为大家配送。”于洋说。“我们生活在南
非的侨民一直遵守当地政府的隔离政策和法律法规，在这
个关键时刻，为了社会安宁，我们愿意出钱出力，和非洲
朋友共渡难关。”安馨说。

“支持我们的第二故乡”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面对疫情，共克时艰。博茨瓦
纳加油！”这是博茨瓦纳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南庚戌
朋友圈里中英双语的倡议书。自3月末博茨瓦纳暴发新冠
肺炎疫情以来，南庚戌第一时间在侨界发起了向当地社会
捐款捐物的倡议。这份倡议得到了博茨瓦纳侨胞和华人社
团的积极响应，将近500家华人企业和个人参与捐款，募
集到近600万人民币左右的善款。

“首批物资已经于 4月 15日捐给了博茨瓦纳国家卫生
部，以便于政府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使用。”南庚戌说，

“现在是非洲最艰难的时刻，我们更要坚守和支持，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同非洲朋友共同抗疫，支持我们的第二故乡。”

新冠肺炎暴发疫情之初，南庚戌所在的环球广域传媒
集团和非洲华文传媒集团就已经做好了报道准备。不过，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超出了想象。南庚戌说，“过去是报
道中国的疫情发展，现在是报道非洲、报道世界的疫情状
况。”现在，这些华文媒体几乎成了抗疫专版、专刊、专
网，“我们希望华文媒体的报道能够鼓励更多的华侨华
人，也希望能够为当地的疫情防控做出华文媒体应有的贡
献。”南庚戌说。

为了介绍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状况，南庚戌还将中国
大使馆的外交人员和医疗专业人士请进了他们的电台直播
间，“希望能够借此介绍中国在抗疫方面的经验，为当地
的防疫工作提供借鉴。”南庚戌说。

在中国国内疫情暴发初期，博茨瓦纳各侨团积极行
动，华侨华人们努力募集资金，采购物资，捐款捐物近
300万元人民币。“现在非洲正在抗击疫情，我们华侨华人
更要担起责任。”南庚戌说，“我们长期生活工作在博茨瓦
纳，现在正是我们发挥积极作用的时刻。”

最大华人社区保持新冠肺炎
“零感染”记录——最近，来自
欧洲疫情最严重国家之一意大利
的这则新闻令不少外媒赞叹，在
意大利新冠肺炎疫情风暴中，托
斯卡纳大区普拉托市庞大的华人
社区成为抗疫典范。

普拉托不仅是意大利华侨华
人密度最大的地区，也是欧洲最
大的华侨华人聚居地之一。在超
过19.5万居民中，华人约占1/4。
在疫情严重的意大利，“零感染”
记录是如何创造的？

防控工作及时到位，是阻
断疫情蔓延的关键。1月底，距
离意大利出现首个确诊病例前3
周，普拉托的华人社区就已经
自发进入封锁状态，许多度过
春节假期返回当地的侨胞自觉
居家隔离；意大利疫情暴发初
期，华侨华人就已佩戴口罩，
并尽量避免外出和人员聚集；
在政府尚未要求停课停业时，
华 人 家 庭 已 要 求 子 女 在 家 学
习，许多华人商铺工厂也自觉
关门歇业……当一些人还在纠
结 “ 戴 不 戴 口 罩 ” 甚 至 鼓 吹

“口罩无用论”时，华人社区已
紧绷起疫情防控安全弦。普拉
托市长马泰奥·毕弗尼由衷感
叹，“华人为整个地区树立了榜
样，让更多人意识到疫情防控
的重要性。”

华侨华人抱团互助，凝聚
起共渡难关的合力。为更好地
防控疫情，普拉托多个侨团及
华人志愿者有序组织开展疫情
防 控 宣 传 ， 并 建 立 微 信 交 流
群。侨团还组织起“巡逻队”，
深入当地华人社区巡逻，并劝
导民众减少外出和人员聚集。
面对来势汹汹的病毒，普拉托
侨胞们握手成拳，众志成城，
守护着身边的父老乡亲、兄弟
姐妹，再次展示出中华儿女守
望 相 助 的 优 良 传 统 和 情 感 基
因。“我为自己是华人感到骄
傲！”是许多当地侨胞的心声。

祖 （籍） 国的温暖关怀，
为海外游子吃下“定心丸”。中
国驻佛罗伦萨总领馆一直同包
括普拉托在内的华人社区保持密切联系，普及疫情防
控知识，指导侨胞采取防控措施；第三批中国援意大
利医疗专家组 4 月初专程来到普拉托，为当地华侨华
人开展防疫工作提供指导帮助；一段时间来，来自家
乡的各类防疫物资、抗疫经验如暖流汇海，让远在异
国他乡的侨胞们安了心、定了神。侨胞们知道，在万
里之外的祖 （籍） 国，有人牵挂着他们，关心着他
们，更全力支持着他们。

华人社区“零感染”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令人
感佩——

这是华侨华人为当地疫情防控做出的突出贡献。
托斯卡纳大区疾病预防部门负责人伦佐·贝尔蒂称，华
人社区整体防护到位，是普拉托市新冠肺炎感染率远
低于全国平均数的关键。

这是对偏见言论的最好反击。侨胞们用不容质疑
的抗疫成果，告诉个别戴着“有色眼镜”的西方人
士，病毒不应跟任何一个地方或者国家、民族、群
体、个人联系在一起。

这是海外疫情大考中的一份优秀答卷。它为处于
疫情阴云中的人们带来比金子更宝贵的信心——病毒
是可以战胜的，光明终将会到来。

武汉爱心同盟，因新冠肺炎疫情诞生。如今，从
“为武汉募集医疗物资”发展到在网络上搭建中国医生与
全球医生的交流平台，从支持中国抗疫到支持全球抗疫，
武汉爱心同盟，这个海外华侨华人组织，在抗疫中为世界
添加温暖。

团结海外 支持中国

1 月 23 日，武汉采取管控措施的消息传来不久，武
汉部分医院开始陆续在网上求助，宣布医疗物资告急。
这些消息牵动着北美加州武汉大学校友会和北美加州华
中科技大学校友会会员们的心。

华中科技大学校友龚义涛彼时还在美国，手机上的新
闻让他越来越揪心。他联合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两大
北加校友会，共同发起成立了“武汉爱心同盟”。

为了用最快速度筹集到医疗物资，龚义涛带着他的团
队迅速制定方案。龚义涛说：“就在武汉采取管控措施的
当天，我们就确定了和美国大型慈善机构、跨国公司合
作，向中国捐赠医疗物资的方案。”

1月25日联系到第一批物资之后，武汉爱心同盟的志
愿者们不舍昼夜地翻译外文合同。他们希望以最快的速
度，准确无误地完成所有手续。1月31日，这批来自大洋
彼岸、重达2.5吨的医疗物资送抵武汉协和医院。

武汉爱心同盟还联系组织了“百万口罩大运送”行
动，“武汉爱心同盟一共向中国的 10 多个城市的 60 个医
院、8 个儿童福利院捐赠以及协助捐赠 35 吨医疗物资。”
龚义涛说。

齐心协力 全球抗疫

疫情在全球蔓延，武汉爱心同盟成员一直关注着。
为了让更多医生了解更多一线防疫经验，武汉爱心同

盟搭建起一个网络平台，组织武汉的医生和全球医生分享

抗疫经验。
4 月 5 日，一场特殊的儿科医生视频连线会议开始

了。由武汉爱心同盟、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
医院儿科共同举办的“新冠病毒流行期间儿科患者诊治”
的在线英语交流会，收到了来自 45个国家超过 3000名医
生的注册报名。

在互动问答环节中，各国儿科医生踊跃提问。当地时
间凌晨3时，刚结束医院值班的意大利医生克劳迪亚·瓜尔
迪参加了交流。原定2个小时的线上会议延长了50分钟。

美国亚特兰大的儿童急症科主任大卫·古说：“我们收
治了第一批确诊新冠肺炎的儿童病患，有些儿童已经接受
了气管插管。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得到来自武汉儿科医生的
一手信息。”

共克时艰 搭建桥梁

面对这场全世界共同的灾难，武汉爱心同盟努力搭建
起世界抗疫一线医生之间的沟通之桥。

“武汉爱心同盟收到了很多来自抗疫一线医生的支
持，武汉协和医院儿科的金润铭主任、吴小艳教授、李蕾
教授和感染科的赵雷教授，还有很多参加过国内抗疫的医
生都很乐意在我们的平台上分享经验，希望能为世界上正
在与新冠病毒战斗的医生提供一手信息。”龚义涛说。

武汉爱心同盟的志愿者们最初是 30 几位来自北美加
州武大和华科的校友，为了支持中国国内抗疫而相聚在一
起，团队中很多人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对接国内国外，迅速
准确地翻译通关文书和相关合同协议。

现今，武汉爱心同盟的队伍正在壮大，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其中，包括华侨医生。

“我们与武汉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和美国加州大
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未来，武汉爱
心同盟将继续致力于搭建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公共卫生交流
平台。”龚义涛说。

华侨华人捐款捐物 与第二故乡共克时艰

“我们和非洲朋友共同抗疫”
杨 宁 刘小依

华侨华人捐款捐物 与第二故乡共克时艰

“我们和非洲朋友共同抗疫”
杨 宁 刘小依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在多个
大洲蔓延，生活在非洲的华侨
华人此时也积极加入当地防疫
抗疫行动。

美丽的非洲大陆已经成为
了众多华侨华人的第二故乡，
从自发捐款捐物到为当地员工
提前支付工资，再到为社区配
送食物，每个一起抗疫的环节
都少不了华侨华人的身影。

面对人类共同的灾难，华
侨华人与非洲朋友紧密团结，共
克时艰。

武汉爱心同盟：

始终身处抗疫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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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9 日，在菲律宾马尼拉
机场，中国援菲律宾抗疫医疗专
家组成员在回国前合影留念。中
国援菲律宾抗疫医疗专家组 19 日
结束在菲为期两周工作，乘机回
国。菲律宾外交部长洛钦、卫生
部长杜凯和中国驻菲大使黄溪连
等前往马尼拉机场为专家组送
行。

乌马利摄 （新华社发）

中国援菲律宾抗疫
医疗专家组回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