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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成自己的孩子”

“我没事了，金阿姨，您放心。”旅居
意大利罗马 50余年的金慧，收到她照顾的
中国留学生发来的微信，如释重负。从这
位留学生出现发烧症状到痊愈的近 3 周
里，金慧一直“近距离观察”着她。

“近距离观察”，是罗马侨界疫情应急
小组热线支援小组“独创”的照顾模式。

早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意大利
中国总商会等罗马地区 21个侨团与欧洲华
商商学院的负责人紧急组建罗马侨界疫情
应急小组，为驰援祖 （籍） 国抗疫出力，
同时为当地侨胞防疫提供帮助。

热线支援小组由不同侨团的 9 名年轻
侨胞组成，负责在接到有新冠肺炎疑似症
状侨胞的电话后，24小时待命，为出现疑
似症状的侨胞答疑解惑，联络当地医生，
提供及时的医疗服务和心理疏导，为居家
隔离中的侨胞提供尽可能的照料。

从意大利疫情暴发到现在，应急小组
一共接到 7 名有新冠肺炎疑似症状侨胞的
电话，其中2名有持续发热症状，1名有呼
吸困难症状。

作为应急小组成员一致推选出的组长，
金慧亲自负责这3名侨胞的“近距离观察”。

“其中 2 个发热的孩子是中国留学生，
和我儿子年龄差不多。讲心里话，我把他
们当成我自己的孩子。”金慧说，“这些年
轻人远离自己的家乡亲人，我必须代替他
们父母照顾好她们。”

在近 3 周的时间里，金慧每天打两三
通电话询问留学生的生活状况，胃口好不
好，吃的东西够不够，吃完药感觉怎么
样，咳嗽有没有减轻……当留学生需要帮
助时，热线支援小组的“年轻伙伴”总能
及时赶到，无论是送饭送药还是联络当地

医生，支援小组的伙伴们从未耽搁。
“有我们在，至少可以及时寻医问药，

有什么紧急情况，我们也可以帮忙应对。”
金慧言语中满是欣慰，“热线支援小组的年
轻人都非常热心，出钱出力，从无二话。”

如今发热的 2 人已全部痊愈，呼吸困
难的侨胞在及时送医后连续 3 天新冠病毒
检测为阴性。“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数据，整
个罗马地区的侨胞中，没有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金慧说。

“不是一个人的事”

金慧对侨胞防疫的自信，来源于罗马
地区 22个侨团组织共同付出的努力和共同
组建的防疫信息网络。

罗马侨界疫情应急小组成立之时，正
值中国暴发疫情之初。当时，应急小组主
要忙于捐资捐物、全力驰援中国。随着春
节过后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从中国返回意
大利，应急小组也开始为侨胞防控疫情做
出各种准备。

首先，应急小组决定紧急叫停所有侨
团准备的春节庙会，减少人群聚集。对于
从中国返回罗马的侨胞，在各侨团的呼吁
下，侨胞普遍自觉居家隔离，一些侨胞经
营的中餐馆、家庭旅馆为有困难的侨胞提
供隔离期间的免费食宿。此外，22个侨团
组织共同呼吁罗马当地侨胞暂时关停门
店、停止企业生产，居家防疫，出门做好
日常防护。

随着意大利疫情蔓延，中国各界捐赠
到意大利的防疫物资陆续运抵，国内侨务
部门积极支援，各个侨团组建起各自防疫
微信群，联络侨胞成员，宣传防疫知识，
提供各类帮助，把口罩、中药等防疫物资
分发到每个侨胞手中。在这个过程中，一
张触及每个侨胞的信息网络也构建起来。

“疫情暴发之初，意大利侨胞承受了防
疫情与反歧视的双重压力，大家时刻感受
到外部环境带来的压力，也因此深刻体会
到，疫情防控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整个
华人社区面临的群体危机。”欧洲华商联合
会会长、欧洲华商商学院执行院长戴小璋
也是应急小组的成员，了解意大利侨胞抗
疫的不容易。

在戴小璋看来，罗马地区华人群体的
低感染率是许多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从中国回到罗马的侨胞自觉进行 14天自我
隔离；罗马当地侨胞家庭提前储备防疫物
资和生活物资，减少外出和人群聚集；学
习中国民众采取的科学防疫方法，出门戴
口罩、勤洗手、保持安全距离；与侨团保
持联络，通过微信群等信息渠道及时沟通
防疫信息……从侨胞日常防疫的细微之
处，到罗马当地侨团、中国驻意大利大使
馆、中国国内侨务部门等多方力量的汇
聚，都可见工夫。

“提前预防、群防群抗、组织严密、保
障到位，是经过罗马华人社区实践检验的
有效防疫方法。”戴小璋总结说。

“不带偏见，客观理性”

“如果说普拉托华人‘零感染’只是一
个小城市案例，那么罗马作为意大利最大
的城市，是全球著名的旅游城市，也是意
大利疫情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疫情防控
压力大、华侨华人数量多，华人群体能取
得感染率非常低的防疫成效，这值得引起
大家的注意。”金慧说。

普拉托、罗马华侨华人的新冠肺炎低
感染率并非个例。在南非、埃及、美国加
州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华人群体都保持着
低感染率的“神奇”数据。

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龙登高认

为，所谓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传统、文化差
异不足以解释华人群体与当地居民在抗疫
中的不同表现。低感染率背后最根本的原
因，在于华人群体对待疫情科学理性的态
度和行动。

“从个人层面，海外华侨华人了解中国
抗击疫情的艰难过程，一开始就对新冠肺
炎保持高度重视和警惕，同时普遍采取自
律而科学的防疫措施。从社团层面，各地
侨团积极传播防疫信息，传递防疫物资，
发挥重要的组织引导作用。从企业层面，
中餐馆、华人超市等华人企业积极采取防
疫措施，以防疫为中心，灵活开展和暂停
经营。从国家层面，中国国内向海外侨胞
提供物资和医疗资源等支持，是海外侨胞
坚强的后盾。”龙登高分析，海外侨胞科学
防疫的举动和成效，向当地民众证实了科
学防疫的有效性，侨胞支援当地、捐赠物
资等行为，也在逐渐扭转当地民众对佩戴
口罩等科学防疫方法的偏见，为当地防疫
贡献积极力量。

“从意大利北部的都林，到南部的西西
里岛，每个有华人在的城市，据我所知，
都有华人组织给当地政府、警察和民众赠
送口罩等防护用品。”作为意大利宋庆龄基
金会主席，金慧和基金会理事曾在当地超
市等人流量较大的地点，给当地民众免费
发放口罩。她说，这些行动“让当地居民
给华侨华人点了大大的赞”。

“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海外侨胞呈现
出一些新变化。”龙登高说，“在全球抗疫
过程中，海外侨胞驰援祖 （籍） 国，支援
当地，展现出不带偏见、相对客观理性的
全球视野；在自身防疫过程中，海外侨胞
遵循科学防疫方法，体现出尊重社会秩
序、遵守行为规范的自律担当；在支援当
地的过程中，海外侨胞的公益行动，践行
着社会责任。这或许也是疫情给我们的教
育和启示。”

“阿洁，尽量少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护。”布鲁塞尔时
间下午1点，旅居比利时华人、全科医生林洁又收到了父亲
从中国发来的微信问候。

在比利时忙着新冠肺炎义诊的林洁，并不是一个人在
战斗。她的父亲林国明——这位曾在比利时从医数十年的
老中医，一直在中国密切关注着她的情况。“上阵父子
兵”，在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战役中，林家父女正
跨越重洋，一齐上阵。

“你一定要有信心”

“我们公司已有两名同事确诊了新冠肺炎，我应不应该
马上回国？”3月中旬，刚准备下班的林洁突然接到一通侨
胞的电话。这名有轻微呼吸道症状的侨胞已焦急万分。

接到电话的林洁顾不上下班，赶忙开始电话接诊。经
过初步判断，林洁认为她可能轻度感染新冠肺炎。然而，
对轻症患者来说，长途飞行很可能加重病情，并且途中存
在传染风险，可能影响其他乘客健康。最终，林洁认为，
居家静养是侨胞当时最好的选择。

“我反复和她说，你一定要有信心，对医生要有信心，
对自己也要有信心。”在林洁一遍遍的开导下，侨胞听从林
洁的建议，选择居家隔离。十余天后，她的身心状况都有
了明显好转。

类似这样的新冠肺炎疑似病例诊断，林洁已进行了很
多次。自新冠肺炎疫情在比利时蔓延时起，在当地医学界
的呼吁下，林洁承担起对非紧急病人的远程问诊工作，以
缓解急诊和住院部的就医压力。从3月下旬开始，林洁加入
了由旅比华人医生联合组建的抗疫医疗服务队，为广大旅
比侨胞提供防疫咨询、就诊指导及协助紧急救助服务。

“经常向父亲请教”

林洁在比利时抗疫的过程中，身在中国的父亲林国明
一直紧密关注女儿动态。

“我经常向父亲请教，如何使用药食同源的方式，辅助
缓解居家隔离病人的症状，帮助他们早日痊愈。看到网上

分享的中药方剂时，我也常会和父亲讨论，这些方子是否
适用于当地病人。”林洁说。

林国明也把自己平时健身用的拍打经络运动做成视频
教程，让女儿林洁分享给病人。“这些教程不仅能帮助病人
强身健体、增强抵抗力，也能帮助他们转移注意力，避免
在家过于焦虑，影响睡眠，有碍健康。”林洁说。

遇到不好把握的病症时，林国明一直是林洁身后的
“资料库”。“我经常和林洁说，如果遇到处理不了的疑难杂
症，都可以来问我。如果我解决不了，我就帮她和相关领
域的专家牵线搭桥。”林国明说。

然而，远在中国的林国明，看到女儿在国外日夜忙
碌，也不免时常担心。

“之前是女儿每天给我打电话，现在是我一天一通电话
打给女儿。”林国明说，“我也是医生，我知道新冠肺炎的
感染风险和感染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我的心里常常陷入
矛盾：作为父亲，我希望女儿能保护好自己，远离危险，
健康平安；但作为她的同行，我知道，在病人最有需要的
时候，医生肯定要义不容辞地往前冲。”

“做了该做的工作”

比利时疫情暴发后，接二连三的问诊电话让林洁常处
于生活不规律的紧张状态。“每天都会时不时收到问诊电
话。有时候，正在进行电话问诊，新的问诊电话又打进
来。”但林洁并不在意：“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工作。”

在会诊之外，林洁也没闲着。她利用自己的语言优
势，将比利时医政部门发布的新冠肺炎就医指南翻译成中
文，发表在华人报纸上。林洁说：“每天我都会关注比利时
官方及国内外各大医学学会网站发布的信息，时刻确保自
己了解最新信息、扫除知识盲区。”

上周，林洁还曾到当地医院分诊中心会诊疑似新冠肺
炎病例。林洁说，这件事她一直偷偷瞒着家人，因为害怕
他们担心。

“问诊结束后，我已经自我隔离过一段时间了。等爸爸看
到这篇报道时，他见到我活蹦乱跳的，应该就不会那么担心
啦！”林洁想了想又加了一嘴，“但估计我也得好好哄哄他。”

4月是风筝冲浪的最佳时节。近日，来自
全国各地 10 余家风筝冲浪俱乐部的 100 余名
爱好者齐聚海南省著名侨乡琼海市，在海风
吹拂的博鳌海滨激情冲浪，体验椰风海韵的
魅力。

上图：热闹的博鳌海滨。
右图：风筝冲浪爱好者正在冲浪。

蒙钟德摄 （人民视觉）

位于意大利中西部托斯卡纳大区的普拉
托市，是意大利华人密度最大的地区，当地
的华人社区也是欧洲最大的华人社区之一。
自意大利疫情暴发以来，普拉托华人社区中
的5万余名华侨华人，保持着“零感染”的
纪录。

普拉托的“零感染”并非个例。在意大
利最大城市罗马，华人群体的新冠肺炎感染
率也非常低。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南非、埃
及等多个国家地区。在低感染率的背后，海
外华侨华人的抗疫故事正在继续。

侨 界 关 注

意大利最大华人社区“零感染”，多国华人群体低感染率的背后——

看咱海外华侨华人抗疫合力
本报记者 高 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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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父女跨洋战疫情
贾艺宁

琼海冲浪正当时

近来，许多国家华侨华
人纷纷收到来自住在国主流
社会的点赞与感谢。

法国 《巴黎人报》 在盘
点当地华社捐赠的大批防疫
物资后指出，这些物资正是
法 国 一 线 医 护 人 员 所 急 需
的；英国曼彻斯特议会健康
与福祉执行委员贝夫·克雷格
在 收 到 当 地 侨 团 送 来 的 口
罩、手套、消毒液等物资后
感叹：“永远不能低估友谊的
力量”；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
主席伊莎贝尔·迪亚兹·阿尤
索在社交媒体上感谢旅西华
侨华人对当地抗疫行动的帮
助，称“我们是一个整体，
将共同渡过难关”……

随 着 全 球 疫 情 持 续 蔓
延，世界各国华侨华人在严
格做好自我防护、大大减少
感染发生的同时，并未选择

“闭门自守”“独善其身”，而
是始终乐于助人、“与邻为
善”。许多感动人心的故事几
乎每天都在世界各个角落上
演——

疫情警报甫一拉响，不
少意大利民众便在自家门外
的信报箱内发现华侨华人邻
居 投 放 的 口 罩 与 防 疫 小 贴
士；美国、西班牙等许多国
家的医院、学校、警察局、
养老院等公共机构陆续收到
华侨华人捐送的多批防疫物
资；匈牙利、塞尔维亚等多
国侨团主动请缨，帮助当地
政府与中国国内医疗器械生
产企业对接，采购急需诊疗
设备；法国的一些中餐厅歇
业却不停工，为防疫一线的
医护人员、消防队员送去热
腾腾的“爱心便当”；还有热
心的澳大利亚华商积极牵线
搭桥，帮助澳大利亚的羊肉、
三文鱼等农副产品对接中国
市场，让澳大利亚农业经济在
国际经贸受到疫情严重影响
的艰难时刻看到希望……

一次次不求回报的帮助，一声声关切温暖
的问候，为惶惶不安的人们送去一份安心，也
让他们深深感受到华侨华人对住在国左邻右
舍、同事朋友甚至陌生人的一份善意。

华侨华人力挺住在国抗疫的用心用情，一
如他们当初支援祖 （籍） 国战疫的尽心尽力。
因为他们信奉“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无论走
得多远，中华民族行善乐助的传统美德永远是
他们不变的精神底色；因为于他们而言，此心
安处是吾乡，念着万里之外的故土，也盼着脚
下这片留下奋斗足迹的土地能安然无恙；因为
他们相信，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地球村”中的

“村民”早已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
同体，面对不分国界、不分种族的病毒，唯有
全人类团结合作，才能取得战疫胜利。

在这场海外战疫中，华侨华人自身防护很
上心，帮助他人很给力，不仅为住在国抗疫作
出了自己的贡献，也用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让世界再次领略中华民族好儿女
的胸怀与大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