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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群热心肠的“侨志愿者”
本报记者 李嘉宝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在各
国抗击疫情的战场上，都活跃着华侨华人志
愿者的身影。在国内，他们积极参与家乡的
疫情防控工作，为远在异国他乡的同胞亲人
送去温暖；在海外，他们紧紧团结在一起，
或发挥专业所长提供帮助，或不辞辛劳奔走
募捐，成为住在国战疫中的一抹亮色。

近日，几位身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侨

华人志愿者，向本报记者分享了他们及所在
志愿者团队的战疫故事。他们是一个个平凡
的普通人，如点点微光、星星之火。他们的
名字藏在“志愿者”这个共同的身份标签
下，不为人知。他们也是一位位挺身而出的
英雄，微光吸引微光，火焰终将燎原。每一
位“侨志愿者”的爱心汇聚起来，必会凝聚
成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

西班牙时间4月11日下午3
时 30 分，来自 20 多个国家的
600多名医护工作者共同参与了
一场线上讲座，聆听中国医生
赵雷系统分享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知识及中国临床救治经验。
赵雷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附属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医
师，也是亲历武汉两个多月抗
疫战斗的一线医生。

对处于各国战疫前线的医
生们来说，这场干货满满的讲
座无疑是场“及时雨”。除了对
中国医生无私分享宝贵经验表
示感谢外，大家还不忘赞赏幕
后 英 雄 、 讲 座 的 组 织 方 ——

“中西新冠抗疫志愿者联盟”。
来自秘鲁的医生瓦斯奎兹由衷
感叹：“联盟为全球医护工作交
流提供了有效平台，是一个了
不起的举动。”

“中西新冠抗疫志愿者联
盟”是一个非盈利的志愿者组
织，由世界多国华人和西语国
家志愿者组成，致力于帮助各
国抗击新冠肺炎的一线医生，
挽救更多生命。

3月初，西班牙疫情形势逐
渐 严 峻 ， 李 成 程 、 唐 成 、 李
娅、钱波等旅西侨胞自发组织
起来，通过微信群，为中西方一
线医生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并提
供联络和翻译等方面的协助。

很快，越来越多的西班牙医生开始向联盟
寻求帮助。志愿者们意识到，建立更专业、更
有组织性的平台和工作流程迫在眉睫。

“为了避免问答交叉造成的不便，我们将提
问的医生和答复的医生分在不同的对话群里，
通过提问群收集西班牙医生的问题，翻译成中
文并发给中国医生，再把中国医生的回答翻译
成西班牙语，回复给西班牙医生。”联盟西语医
生交流平台团队协调人李娅向记者介绍说。

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为保证信
息的准确传递，志愿者们专门设置了校对组。
之后，一些在西班牙工作的华裔医生参与到志
愿者队伍中来，成立了专业校对组，对一些医
学术语的翻译进行最后把关。志愿者们按照 11
大类收集整理问题，并把问答内容整理成文
件，方便医生们随时检索查阅。

“整个工作流程像一条完整的生产线，大家
伙齐心协力，在执行中不断加以完善。”李娅说。

这条事关拯救生命的“生产线”，还吸引了
秘鲁、智利、阿根廷和墨西哥等其他西语国家
的医生加入，志愿者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目
前，平台由5个提问群组成，有两百多位中国和
西班牙的志愿者参与其中，为近 30 个国家的
1000 多名一线医生提供帮助。平台现已成立了
英语组，为更多非西语国家的医生提供帮助，
吸引了来自欧洲、非洲、美洲国家的医生及志
愿者参加。不少参与平台活动的中外医生在交
流中表示，疫情结束后，希望联盟能继续发挥
作用，成为中西医学互学互鉴的桥梁和纽带。

除了通过平台和在线讲座邀请武汉、北京
和其他城市的一线医生分享抗疫知识和经验
外，联盟还发起和协助各类捐赠主体向抗疫医
院及抗疫单位捐赠防护设备和呼吸机，并帮
助、对接和协助国内医生志愿者支援海外医生。

“为各国医生介绍中国抗疫的成功经验，帮
助他们争取时间，少走弯路，早日战胜疫情，
这是所有志愿者的共同心愿。”李娅说。

“能来专班做志愿工作吗？”
两个月前，当徐孟圣接到浙江
省丽水侨联的电话时，他一口
答应下来。

随着海外疫情告急，侨乡
丽水面临的境外疫情输入风险
加大。3月 1日，丽水市成立境
外 人 员 来 丽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专
班，重点防控境外输入病例。
作 为 意 大 利 青 田 同 乡 总 会 会
长，徐孟圣身处家乡，却始终
牵挂着远在异国他乡的侨胞朋
友们。他顾不得前段时间为国
内战疫前线筹措物资的辛苦，
马上投入新的战斗中。

与徐孟圣一同担任“侨领
志愿者”的，还有意大利青田
总商会荣誉会长周勇、西班牙
中 西 交 流 发 展 协 会 会 长 黄 肖
中、西班牙侨商会中文秘书长
留 毓 玮 等 多 位 侨 胞 。 疫 情 当
前 ， 大 家 义 不 容 辞 ， 召 之 即
来，为专班工作的顺利开展增
添一股“侨力量”。

“我们在工作中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做好海外侨胞和家乡
政府部门、侨务部门间的对接
工作。”徐孟圣介绍说，最近一
个多月，侨领们在向侨胞分享
个人防护经验、告诫他们做好
居家隔离的同时，也深入了解
侨胞们的诉求，帮助他们解决
实际困难。另外，他们还帮助
家乡政府把捐给海外的医疗物
资运出去，物资抵达后，再对
接海外侨团将物资分发给侨胞
和当地民众。

“这份志愿者工作，是我应尽的责任和义
务。”徐孟圣坚定地说。

最近，参加视频连线会议稳定海外“侨
心”、驻守各大微信群随时解决问题成为侨领们
工作的常态。由于时差问题，工作至凌晨是他
们的家常便饭。

一次，有位带着5个孩子的母亲通过微信群
向徐孟圣求助。她的丈夫在意大利确诊为新冠
肺炎患者并住院治疗，她情绪十分紧张，手足
无措。得知情况后，徐孟圣建议她连线医生咨
询，耐心安抚她的情绪，还细致入微地教她如何
做好自我居家隔离。“她后来告诉我，侨团微信群
的帮助就像给了她一根‘定海神针’。”徐孟圣说。

3 月 24 日，丽水市侨联和青田县侨联共同
启动千名医师结对百个侨团活动，800多名医师
和心理咨询师组成的医师团队与120个海外侨团
进行结对，为正经受疫情冲击的侨胞们提供精
准服务。徐孟圣动情地说：“在工作中，我们切
身感受到家乡爱侨护侨的深情厚谊。侨胞们逐
渐消除了恐慌情绪，能够正确地认识疫情、防
控疫情。”

疫情发生后，许多海外侨胞、尤其是侨商
的事业受到巨大冲击。在意大利打拼近 30 年，
从事出口贸易的徐孟圣敏锐地意识到，当前，
侨胞们做好防护的同时，要为复工复产提前做
好准备。“在视频连线中，我们和侨胞们共同对
疫情过后的经济形势进行前瞻性分析，并向他
们介绍中国国内企业复工复产的经验和做法。”
徐孟圣说。

这段特殊的“志愿者经历”，还让徐孟圣对
侨领的责任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大难面前，
我们要迎难而上，成为海外华侨华人的坚实依
靠，这是义不容辞的事。”他说。

“先注意观察，一个小时后再测量体温。”
“沉住气，不要慌，我们大家都在关注你，你不

孤单。”
这是奥地利华人华侨防疫互助专家组微信群里

的日常对话。一段时间来，群里的志愿者们为入群
咨询的华侨华人提供各类专业指导意见，为处于疫
情阴云中的侨胞朋友送上“定心丸”。

3月中旬，随着欧洲疫情逐渐严重，一些奥地利
侨胞自发组织成立了奥地利华人华侨防疫互助组。
奥地利华人妇女联合会会长谢飞如迅速行动起来。
作为旅居奥地利 30多年的资深侨领，她充分发挥自
己的人脉优势，向各个领域的华侨华人专家发出

“英雄帖”。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志愿者群体最终

汇集了医生、律师、会计师、译者以及餐饮业、旅
游业等领域的资深人士。”谢飞如告诉记者。

为了保证侨胞们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互助
组的志愿者们采用“精准帮扶”的方式开展工作。

“求助者先拨打电话告知问题，之后被邀请进微信
群，向专家进行在线提问，待问题解决后再退群。”
谢飞如说，“这样就避免了群内人数太多，导致群消
息被‘淹没’的情况。”

疫情期间，当地华侨华人咨询的问题主要集中

在个人健康及疫情防护方面。医生志愿者通常会开
展在线问诊，并告知他们要避免过度焦虑，注意提
高个人免疫力。许多侨胞朋友在接受专业指导后，
发现是虚惊一场，很快安下心来。

此外，针对华侨华人疫情期间出现的签证、旅
游、税务、法律等方面的问题，志愿者们也进行了
耐心细致的解答。其中，华人会计师陈科霖还连夜
赶制了最新的 《奥地利优惠政策解读和操作指南》，
为不少华人商家提供了急需的参考资料，帮助他们
将疫情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

“这是海外华侨华人开展自助的一种模式。”在
谢飞如看来，“互助组能够发挥作用，依靠的是集体
的力量。”目前，互助组已经汇集各领域华人专家40
余人，接到过100多位侨胞的咨询电话或微信。

除了提供专业意见的志愿者外，还有不少在奥
侨胞、留学生承担起义务“客服”工作。微信公众
号“奥国那些事儿”的小编们更是每天轮流值班 14
个小时，接电话，做宣传、忙推广。奥地利欧华传
媒执行会长卢力也是小编和客服队伍中的一员。

“我们积极搭建新媒体传播平台，让更多在奥侨
胞了解互助组这一公益性质的求助渠道。”卢力说，

“年轻一代的华侨华人同样能够发挥自身优势，为侨
胞们服务。”

图①：华南理工大学美国校友会 （硅谷） 向旧
金山东华医院捐赠防疫物资。

图②：中西新冠抗疫志愿者联盟组织的线上讲
座海报。

图③：奥地利华人华侨防疫互助组海报。
图④：徐孟圣在浙江省丽水市境外人员来丽疫

情防控工作专班参与志愿服务工作。
（均由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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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个月，“志愿者”成了华南理工大学美国

校友会 （硅谷） 理事冯毅最重要的一个身份。
疫情在中国发生后，冯毅曾远程加入国内志愿

者团队。作为一名在医药研发上有丰富临床经验的
专业人员，他曾帮助国内一些医疗机构鉴别防护用
品，并在消杀用品上提供咨询意见，还曾向国内抗
疫一线捐赠口罩等医疗物资。

3月初，随着美国疫情形势日趋紧迫，冯毅揪心
不已。根据此前采买防疫物资的经验，他敏锐地意
识到，美国一线医护人员将面临防护用品短缺的巨
大风险。“不能坐视不管，必须要做点事情！”冯毅
暗暗下了决心。

说干就干。在冯毅的牵头下，华南理工大学美
国校友会 （硅谷） 的多位理事共同发起了“救助北
加州医护人员”的志愿者活动，通过一家公益组织
平台LEAP initiative发起募捐。

为了使捐赠的物资能够迅速抵达最急需的医
院，冯毅还设计了一份问卷评估各大医院急需医疗
物资的程度，并公开发布一份汇集北加州各医院信
息的线上表格。“在这份表格的帮助下，不少捐赠组
织和个人能够直观地了解到各医院的实际情况。表
格上线不到一周，就有捐赠者看到相关信息，并将
急需的N95口罩送到一线医护人员手中。”冯毅说。

据冯毅介绍，目前募捐平台已筹款超过 17万美
元。志愿者们向约50家医院捐赠了12万件个人防护
设备。同时，冯毅还建立了4个以华南理工大学校友
为主的微信群，并及时分享筹款平台、各大医院需
求、防护用品采买及鉴定等相关信息，鼓励更多人
加入志愿者行动。同时，冯毅所在的团队还与多个
在美校友会开展了合作，并与其他募捐组织保持密
切的联系。

对冯毅来说，在这段忙碌的日子中，来自一线
医护人员的感谢和反馈让他备感温暖。“许多医护人
员会告诉我们防护用品的发放和使用情况，向志愿
者表达谢意和祝福。”

“语言难以表达我们收到捐赠物资后的宽慰。在
新冠肺炎大流行中，你们向一线医护人员捐赠紧缺
的防护物资，我们由衷感谢这种无私的善举。”一家
当地健康中心的负责人在感谢信中这样写道。

“帮助医护人员也是在帮助我们自己。能够略尽
绵薄之力，保护这些奋战在抗疫前线的白衣天使，
我很荣幸。”冯毅说。

在冯毅看来，一名合格的志愿者是有标准的。
“志愿者必须高度认可所参与的公益项目，同时忽略
个人回报；还必须愿意成为团队中的普通一份子，
乐意付出时间、精力和资源。”冯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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