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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战疫中的特殊防线
海外华侨华人自助助人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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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 4 月
25 日电（记者姜俏梅）4
月 24 日，日本静冈县
静冈市的拉面馆“面屋
厨”照常营业。不过，
受新冠疫情影响，店内
顾客寥寥无几。

下午两点多，这家
小店迎来一名中国年
轻人。他落座后特意
点了一碗招牌鸡汤拉
面，细细品味，料很足、
汤很赞……

最近发生在这家
店里一个关于中国留
学生的温情故事，对特
地到访小店的孙江明
来说，犹如一味神奇佐
料，令这碗鸡汤拉面回
味无穷。

打工中国留

学生遇困 ，店家

募集“一点心意”

突如其来的新冠
疫情，打乱了不少人的
生活节奏。中国留学
生胡金丹本该在今年
春天毕业后回到陕西
老家，却因疫情滞留
日本。

她 2015 年考入静
冈县立大学，此前一直
在这家当地小有名气的拉面馆 “面屋厨”
打工，客人们亲切地叫她“金酱”。

回国航班被取消、租住的房子已解约，雪
上加霜的是留学签证到期，不得不改成短期
停留签证，这就意味着胡金丹失去了打工
资格。

面馆店主天野洋平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他暗自对自己说“如果现在什么都不做
的话，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于是，天野 15 日把胡金丹的情况发布
到网上求助，并写道：“为了帮助陷入困境的
金酱，决定明天利用定休日售卖便当，并将
当日营业额全部捐给金酱，所有的材料费用
均由本店负担，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每周四是“面屋厨”的休息日。但是，4
月 16 日这个周四，店里所有员工都放弃休
息跑来义务帮忙，店内订餐电话不断，店外
大排长龙。

静冈电视台对这一特殊时期的特别举动
进行了采访报道，让这一幕幕温情定格在电
视画面上，将暖心的话语留在人们心间。

一位正在排队的客人说，之前就一直光
顾这家店，这次希望能尽一点微薄之力。

店外排队顾客说：“一直光顾这家店，希
望能尽一点微薄之力。”

一位抱着孩子的妈妈特意跑来对胡金
丹说，“一定要加油呀！”带眼镜的大叔淡淡
地说，“大家相互帮助是应该的”。

店里还特别设立一个募捐箱，里面摆着
一个漂亮信封，上面写着“一点心意 ”。

忙碌的一天终于结束，所有店里工作人
员聚在一起，天野将当日卖掉的 500 份便当
营业额和大家的捐款共计 30 万日元（约合
19760 元人民币）交到胡金丹手上。

捧着这份沉甸甸的心意，胡金丹不知该
如何表达，一边抹着眼泪，一边不停地鞠躬
说“谢谢”。

带着“使命”来，只为回报善意

在拉面馆里，孙江明环顾四周，仅有四
五桌客人在用餐。

这样的场景，令他回想起店主说过的一
番话：“其实本该是自己私下援助，但无奈现
在正值新冠疫情特殊时期，店铺经营惨淡，
迫于无奈想出这样的办法——借助大家的
力量帮助金酱。”

孙江明目前在静冈市的日中交流中心工
作，他这次来到拉面馆，还带着一项“使命”。

孙江明告诉记者，最初他是在朋友圈看
到有人分享拉面店在疫情期间帮助中国留
学生的视频，仔细一看才发现这家店自己经
常路过，而受助人还是和他同校、同专业的
学妹。

他发自内心佩服这家拉面店，在这样一个
疫情笼罩、经济滞缓的特殊时期，能如此无私
地帮助中国留学生。

后来，位于东京的日本陕西同乡会也得
知消息联系他，大家商量后决定尽一份力，
来回报拉面店家的这份善意。

“考虑到最近日本口罩严重不足，还在
营业的拉面店肯定每天要使用很多口罩，所
以我们最终决定先拿几盒口罩聊表心意。”
孙江明说。

等到客人走得差不多，孙江明才起身结
帐。不巧的是，当天店主天野不在。他与一
位叫奈奈子的店员交流后得知，顾客比以前
少了很多，拉面又很难以外卖形式售卖，拉
面馆经营受到很大影响。

当孙江明说明来意，并拿出 3 大盒口
罩放到柜台上时，奈奈子掩饰不住惊讶之
情。口罩在日本是稀缺的防护物资，市面
药妆店基本买不到。

“也许这样的小事每天都会在某个角落
发生，希望大家在这个特殊时期能感受到更
多的温暖和阳光。那碗鲜美无比的拉面，浇
的大概是心灵鸡汤吧。”孙江明说。

新华社记者赵嫣

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在已持续数月的全
球战疫行动中，海外华侨华人成为引人注目的一
道特殊防线，构成海外华侨华人自助助人战疫
群像。

在一些地方，他们自助防护措施到位，感染率
较低，较早为所在地区发出疫情警报和提出防控
建议。他们中的许多人勇敢奋战在抗疫一线，救
死扶伤，扶贫济弱，并架起中外信息和物资双向流
通的通路。

到位及时 防护措施受到关注

在意大利、美国等一些地区，华侨华人行动表
明，高度的防范意识，及早到位的防护行动，带来
更多的安全健康。

托斯卡纳大区第二大城市普拉托是意大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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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新冠疫情严峻形势下，约占
当地四分之一人口的华侨华人社区保持着新冠病
毒“零感染”纪录。

在意疫情暴发初期，当地华侨华人就尽量戴
口罩外出并避免人员聚集，商铺也开始停业。中
国驻佛罗伦萨总领事馆一直同包括普拉托在内的
华侨华人社区保持密切联系，积极普及疫情防控
知识，有效指导侨胞采取防控措施，配合当地政府
共同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普拉托市长马泰奥·比福尼表示，华侨华人为
整个地区树立了榜样，让更多人意识到了疫情防
控的重要性。托斯卡纳大区疾病预防部门负责人
伦佐·伯蒂说，当地华人主动配合政府落实相关防
控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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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共和国报》
等多家主流媒体报道了普拉托华侨华人社区零感
染。意大利通讯社评论说，在普拉托，华人社区在
抗疫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近发表题为《加利
福尼亚州、纽约州都较早受到新冠病毒冲击，但结
果非常不同》的文章列举了几方面的因素，其中之
一在于，华裔和其他亚裔美国人倾向于与较早出
现疫情国家的朋友、亲戚有更多联系和更频繁交
流，有可能对疫情暴发的严重性提供早而急的警
报，而许多非亚裔则可能低估形势。

救死扶伤 提出有效措施建议

华人医生纳娜是巴黎皮提耶-萨勒佩特里医
院急诊科医生、助华医疗门诊负责人。为了应对
持续蔓延的疫情，她 3 月被调到巴黎急救中心。
“作为医生，我和同事们面对危险从不惧怕，但我
们有一个担心：怕把病毒带回家。所以我把女儿
暂时放到了父母那里，我已经有一个月没有见过
女儿了！”她告诉新华社记者。

10 年前，纳娜还是武汉大学中法班急诊医学
研究生。她说：“我对武汉相当有感情。”她从 1 月
份开始就和武汉同事保持密切联系，将武汉抗疫
进展及时通报所在医院和法国卫生部，并推动华
侨华人捐赠口罩，帮助中南医院的同事渡过难关。

在纳娜的建议下，巴黎急救中心开通了“华人
紧急救助热线”。从 1 月起，她和其他志愿者一起
利用业余时间帮助有新冠症状、不懂法语的华侨
华人及时判断病情轻重、联系救治。

随着患者增多，巴黎各大医院内防护物资短
缺情况日渐严重，作为法中医学协会会长，纳娜一
直在争取各界对医院的物资捐赠。她说：“目前，
巴黎急救中心使用的高等级防护口罩、普通外科
口罩、洗手消毒液以及防护设备等，大部分来自中
国国内各界和法国华侨华人的捐赠。”

抗击疫情中，许多华侨华人医生以各自的方
式做出贡献。

2 月初，当新冠疫情开始在欧洲大陆蔓延，旅
居葡萄牙的中国医生颜春明就开始提醒周围的人
及时防护，并坚持每天在社交媒体上更新国内疫
情动态。

葡萄牙出现确诊病例后，颜春明开始在社交
媒体上用葡语和英语进行视频直播，有针对性地
介绍新冠病毒的防护知识、中医治疗方案和中国
抗疫经验，并呼吁民众注意防护，建议政府借鉴中
国的做法，尽早关闭学校和公共场所，对疑似患者

尽早隔离。
颜春明告诉记者，很多网友看了直播后在留

言中表示感激。有网友说，已遵照他的建议，尽量
待在家里，并准备了口罩、洗手液、手套等防护用
品。他说：“这段时间的呼吁或许挽救了不少生
命，这是对我作为一名医生最好的回报！”
共克时艰 汇聚人道主义温暖

疫情蔓延下，巴基斯坦多地“封城”，市场关
闭、人员限流，在巴基斯坦求学、工作多年的甘肃
人马斌反而更为忙碌。

3 月末，在得知巴基斯坦一些贫困家庭受疫
情影响生活极度困难甚至面临“断粮”危险后，马
斌和他的爱心团队决定伸出援手。他们的筹款倡
议得到中国国内爱心人士以及在巴华侨华人和中
资企业的积极响应。

他们筹集了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免费发放给
因疫情陷入生活困境的巴基斯坦人，至今已经发

放超过 700 户人家。前来领取物资的伊斯兰堡
居民伊克巴尔已经 62 岁，他平日依靠打零工供
养八口之家。“‘封城’让我现在很难找到工作，
家里粮食已经出现短缺，非常感谢中国的爱心
人士。”伊克巴尔说。

马斌说：“我已在巴基斯坦生活多年，对中
巴友谊有很深的体会。中国和巴基斯坦是‘铁
杆’兄弟，就像是一家人。只要条件允许，我们
希望能把这样的爱心活动继续做下去。”

墨西哥东部尤卡坦半岛许多玛雅居民也面
临相似困境，他们赖以谋生的手工业、旅游业和
农业在疫情中几乎全部停滞。不少人连最简单
的防护设备都没有。

当地华人侨团了解情况后，向尤卡坦州和
梅里达政府捐赠了 4 万个口罩及其他救援物
资，这批物资被当地官员称作“及时雨”。华人
作为移民已在这里生活近 140 年，墨西哥尤卡
坦半岛华侨华人联合会会长白义说：“我们愿尽
己所能同当地政府一起抗击疫情。”

明月千里 架设中外交流通路

“明月千里，同根相济。”这是 2 月中旬从美
国洛杉矶紧急发往中国湖北等地的 100 个包装
箱上的留言，箱子里是 2500 套专业医疗防
护服。

“来自华人社区的爱与支持。”这是 3 月下
旬捐赠给洛杉矶当地机构物资上的留言，捐赠
品包括近 8 万个口罩以及洗手液、消毒纸巾和
手套等用品。

从疫情刚刚开始时传递防疫抗疫信息、奔
走筹集物资支援中国国内抗疫，到疫情蔓延时
促成国内外抗疫经验交流、捐资捐物反哺第二
故乡，在这场全球抗疫大战中，海外华侨华人一
直在行动。

在美国疫情之初，家住马里兰州的许若慧
得知当地医院急缺口罩等基本防护物资，就和
朋友联合发起了“华人支援医院”志愿行动，多
方奔走采购大量医用外科口罩、防护服等防护
物资，捐给周边医院。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
等地，还有很多类似的华人捐助团队。他们汇
集在一个微信群里，群公告末尾有一句话：“群
里大多是武汉捐赠的老战友，大家齐心协力，下
半场一起加油！”

在乌克兰，一名老中医开车交来善款，却不
留下名字，只告诉工作人员自己是一名中国医
生；一名华侨小朋友捐出了自己积攒的零花钱；
新疆交建集团等中资企业拿出自己的医疗物资
捐给医院……

在疫情严重的利沃夫州，来自利沃夫美术
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们购买口罩，走上街头，向往
来的出租车司机、路过的环卫工人、步履蹒跚的
老人、萍水相逢的游客等需要口罩的人们伸出
援手，没人知道他们叫什么，但每个人都知道他
们来自中国。

类似的故事发生在意大利米兰、罗马、巴勒
莫、撒丁岛，在日本，在巴西，在英国，在斯里兰
卡……

基辅市第四医院院长莫斯杰邦说，因为有
中国和中国朋友的援助，我们不再感到孤单。
常居罗马的旅意华侨王小华在自己的朋友圈
写道：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
不会来临。让我们的心紧紧连接在一起，共渡
难关！

（参与记者：唐霁、赵丹亮、李浩、唐斌辉、蒋
超、李洁、熊茂伶、高山、李东旭）

▲ 4 月 12 日，华人医生纳娜在法国巴黎急救中心内工作。 新华社发

▲“面屋厨”售卖的拉面。
图片由孙江明提供

本报记者白旭

在堪培拉，你现在只需要下一次单、花一份运
费，就会有不同品牌的小面、煎饼、火锅或者奶茶
同时送到你家。

这是几家华人餐厅为了应对新冠疫情造成的
影响而想出来的新点子，推出“跨店点单，一单运
费”活动。

“疫情对澳大利亚的餐饮业影响很大。”王宇
轩说。“为了生存，我们必须‘抱团取暖’。”

今年 27 岁的王宇轩是“大圣火锅”店的老板。
堪培拉的火锅店并不多，因此“大圣火锅”去年开
业以来生意一直不错，尤其是冬天，店里总是坐满
了顾客，围在热气腾腾的火锅旁。

然而，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节奏。为
了控制疫情的蔓延，3 月 23 日起，澳政府升级防
疫措施，关闭文体娱乐聚集场所，只允许餐馆和咖
啡厅做外卖。

这个决定对于“大圣火锅”的影响几乎是百分
之百，因为火锅很难被装到餐盒里面做成外卖。

其他华人餐厅同样举步维艰。
澳大利亚第九新闻网上个月一篇报道称，澳

大利亚酒店业已有 88000 人下岗，而在未来的数
周或者数月内，失业人数可能增加 20 万。

华人餐厅受到的冲击首当其冲。澳大利亚很
早就对中国公民关闭了边境，这导致作为华人餐
厅主要客源的留学生等无法入境，而一些外媒对
中国污名化的报道也对华人餐厅的生意造成了巨
大打击。

“猫婆小面”是一家网红店，该品牌由于上过
《舌尖上的中国 2》而颇受欢迎。然而店主李先生
告诉记者，堂食禁令颁布后餐厅的营业额下降了
70%。餐厅原本有十余个全职和兼职店员，目前
由于有些滞留国内无法回来，有的担心被传染不

再工作，店里只剩下三四个员工了。
“猫婆小面”和“大圣火锅”都在堪培拉的迪克

森，那里立着孔子雕像，被称为是澳大利亚首都的
“唐人街”。

“我们这些店离得很近，大家都很熟悉了，平
时经常一起聊天。”33 岁的李先生说。“生意受到
影响以后，我们就一起商量，怎么能够生存下去。”

餐厅遭受损失的同时，顾客吃饭也要承担额
外的送餐费。“因此我们就想，能不能把我们的食
物和饮料放在一张大的菜单上面，让顾客只花一

次运费，就能吃上不同店里的招牌菜。”他说。
王宇轩表示赞同。“我们几家距离近，有区位

优势。比如点猫婆小面的顾客不知道我们的饮
料，就可以在菜单上了解我们的饮料，通过这样的
联合服务给各个店也做了推广。”他本人也是另一
家店“超级喵の茶”的老板。

在堪培拉，一般通过 Uber Eat 点餐运费是
5 . 99 到 7 . 99 澳元（约合人民币 27 到 36 元），为
了降低成本，各家店决定让自己的员工送餐，这样
每次运费只需要 5 澳元。

“最初有五家店参与，一共有大约 30 名员
工。”王宇轩说。一般来讲，不需要值班烧菜或
者打包的员工就会选择去送餐。“这个时候必须
尽可能开源节流。互帮互助，谁有空谁就做什
么。”他说。

“超级喵の茶”有两名员工的额外工作是记
账。他们会记下一周内每一单各个店餐点饮料
所占比例，之后这些店就按照这样的比例承担
运费。

李先生承认，他们最初也有分歧。“五个人
达成一致本身就是很难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意见很难达成一致，所以不如先开始做，不
行的话后期再调整。困难时期没必要计较太
多。”他说。

谈到受益，他表示，由于这种做法只尝试了
两周，还很难计算具体的增长数字，“但是订单
的数量是有显著增长的，远远超过我们的预
期。”

为了做外卖，“大圣火锅”在两天内开发了
新的菜单，订了新的餐盒，制作了冒菜、南瓜饼、
酥肉等适合外卖和打包的菜品。

“现在我们外卖的营业额到了正常时期的
30% 左右，虽然跟旺季比起来相差甚远，但是
也算到了可以维持下去的水平。”王宇轩说。

“这算是没有退路的退路，不过有时候危机
说不定也是转机。”他感慨地说。“如果没有发生
这件事，永远不会想做外卖，开发更多新的产
品。”

目前至少有六家店加入了这一合作。王宇
轩和李先生都说，现在看起来这样的合作效果
很不错，不过现在讨论这个模式疫情之后是否
还能保留为时过早。

“现阶段我们考虑的还是如何渡过难关。”
李先生说，“现在只有一起合作才能有出路”。

疫中，“跨店点单，一单运费”
澳大利亚华人餐厅共克时艰

▲ 4 月 22 日，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一家参加“跨店点单 一单运费”活动的面馆，工作人员
捞起煮好的面条。 新华社发（储晨摄）

全 球 抗 疫 进 行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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