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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9 日下午， 两名即将离开

尼泊尔加德满都的俄罗斯游客来到

了加德满都泰米尔区的中华面馆 ，

为面馆送来了一盒蛋糕和一封感谢

信。 西洛臣科·朱丽叶和舒丽诺娃·

阿娜斯塔西亚在信中表示： “我们

由衷感谢你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

我们将会铭记一生。”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 3 月

21 日尼泊尔开始实行宵禁， 中华面

馆老板李亮预感到尼泊尔政府的政

策会有进一步收紧的趋势， 因此在

面馆门口贴出中尼英三语告示 ：

“在尼泊尔抗击疫情期间， 如所有餐

厅、 超市停业， 尼泊尔中华面馆将

永不关门。 各位不必恐慌， 我们采

购了食材， 将在此疫情期间免费无

接触提供粥、 炒面、 炒饭等应急食

物， 保证大家不饿肚子， 静心抗击

疫情。 望广大同行业者携手同行。”

3 月 24 日起尼泊尔开始实施全

国性封锁政策， 国内交通暂停， 国

际航班停飞， 数千名各国游客滞留

尼泊尔。 由于很多国际游客在尼泊

尔北部山区进行徒步运动， 因此当

这些游客从北部山区下撤到加德满

都的时候， 既无法及时回国， 就餐

也出现困难， 原本满是餐馆、 酒吧

的泰米尔区一片萧索。

此时， 免费提供食物的中华面

馆成为了沙漠中的一片 “绿洲”。 中

华面馆员工向记者表示： “由于老

板有 2008 年汶川地震和 2015 年尼

泊尔地震的经历 ， 所以知道在这

种情况下温饱是最大的需求 ， 因

此我们尽自己所能减少游客的恐

慌与不安 。”

从封锁至今， 每天下午五点半，

各国滞留的游客就会在中华面馆门

前排起长队。 为了满足不同游客的

需求， 中华面馆将免费爱心便当的

配菜分成了素、 蛋和荤三种供大家挑选。 迄今， 中华面馆

已经发放了 7000 余份爱心便当。 中华面馆的员工表示 ：

“每当有游客即将启程回国时， 都会来到面馆对我们表示

谢意， 和我们道别。”

李亮向记者介绍： “在这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比如食材品种匮乏、 烹制大锅饭的技术困难等。 我们得到

了很多华人朋友的支持， 帮助采购了部分米、 菜、 油还有

打包盒。 比如华人在当地运营的海之星物流、 富家宾馆、

鸿翔酒店等， 还有许多华人朋友和国际游客自愿加入到我

们的队伍中， 共同担负起志愿者的工作。”

除了当地华人的民间善举， 中国政府和企业也在积极

行动。 在年初中国抗击疫情最困难的时刻， 尼泊尔政府和

社会各界给予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宝贵支持； 尼泊尔出现疫

情后， 在中国驻尼大使馆积极协调下， 中方在短时间内筹

措尼方亟需的医疗物资。 这批医疗物资于 3 月 29 日凌晨

运抵加德满都， 缓解了尼方燃眉之急。 在援助物资交接仪

式上， 尼泊尔卫生部长达卡尔代表尼泊尔政府和人民感谢

中国的帮助， 表示来自友好邻邦中国的巨大帮助和宝贵支

持令尼方深受鼓舞。

（本报加德满都 4 月 29 日专电）

全球战疫中的一道特殊防线
海外华侨华人救死扶伤、扶贫济弱，架起了中外信息和物资双向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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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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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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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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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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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前， 纳娜还是武汉大学中法班急

诊医学研究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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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纳娜的建议下， 巴黎急救中心开通

了“华人紧急救助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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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政府借鉴中国做法，尽早关闭学校

和公共场所，对疑似患者尽早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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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东部尤卡坦半岛许多玛雅居民也

面临相似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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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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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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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赵嫣
（据新华社）

欧洲普通民众的守护与坚强
德国53岁女收银员坚守岗位，西班牙的哥免费接送患者和医护……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欧洲成为重

灾区。 然而，欧洲民众不畏艰难抗击疫情，

构成了欧洲战疫的图景。在德国，有超市收

银员坚守岗位，不顾危险为民众提供服务；

在西班牙，有的哥免费接送患者和医护，并

收获了一份意外的感动……一个个普通人

的故事， 展现了疫情阴霾下人性的善良和

守望相助的真情。

德国女收银员 ：“当然
会害怕，但不会退缩”

玛丽娜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柏林人，今

年53岁，已经在超市当收银员超过10年。和

大部分严肃的德国人不同， 玛丽娜总是把

笑容挂在脸上， 每次和顾客打招呼的声音

也格外响亮。

尽管薪水绝对算不上丰厚，但是玛丽娜

告诉本报驻柏林记者，她非常享受现在这种

稳定平静、丰衣足食的生活。 然而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 猛然击碎了她的平静生

活。 随着欧洲成为疫情中心，德国国内情况

也愈发糟糕。 面对日益严重的疫情，德国政

府宣布实施“保持社交距离”政策，要求理发

店等需要密切接触的行业关门，有条件居家

办公的企业让员工居家办公，中小学校进入

放假状态。而作为和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超

市，却必须在疫情期间保持正常营业。

尽管玛丽娜并不年轻， 但是她依然严

格按照排班表来超市上班。 当被记者询问

是否感到恐惧时， 玛丽娜收起了平时的笑

容，严肃地说：“要说害怕，当然害怕。 这个

恐怖的病毒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但

是我不会退缩。 如果像我们这样的收银员

全部因为恐惧待在家里， 那么民众没有地

方购买食品、卫生用品。这比病毒本身更加

恐怖。 ”她向记者介绍，超市为所有的收银

台都安装了透明隔板，用来阻挡飞沫。另外

超市对顾客进行限流， 她认为这些措施都

能够有效地降低新冠病毒传染的风险。

玛丽娜说，她现在增加了洗手的次数，

特别是回家以后， 会第一时间用消毒洗手

液好好地洗手。 她还有一位80多岁的母亲

健在，老年人是此次疫情的高危人群，因此

她不得不取消了每周末去看望母亲的固定

安排，改为通过电话来关心母亲的近况。尽

管疫情严重，玛丽娜依然不改乐观本色，她

向记者开玩笑说：“千万不要囤积卫生纸，

这玩意仓库里多的是。 ”

柏林奶茶店老板：每天
开车5小时送外卖自救

德国人克里斯和来自中国的青年艺术

家黄凯在柏林东部开了一家精致的奶茶

店———“泡泡肚”。自去年10月开张以来，这

家口味纯正的奶茶店迅速成为柏林城亚裔

社区最受欢迎的饮品店， 甚至吸引了很多

德国本地青年前来一试奶茶的魅力。

正当生意蒸蒸日上之时， 这场突如其

来的疫情让小店陷入严重困境。 黄凯告诉

本报记者， 在柏林市政府宣布 “保持社交

距离” 政策后， 店里的顾客数量一度降到

了零。 由于没有收入， 奶茶店甚至无法给

员工发工资。 为了减轻疫情的影响， 奶茶

店开始了自救工作， 他们先是在自己的网

站上更新了信息， 强调并没有因为疫情关

店， 只是根据规定不能提供堂吃服务。 除

此之外， 由于疫情， 很多来自中国的货物

供应也中断了 ， 甚至包括奶茶中的 “灵

魂” ———茶叶。 为了不中断生意， 黄凯不

得不跑遍了柏林大大小小的超市和茶叶

店， 来寻找替代品。

尽管自救措施起到了一定效果， 但店

里的营业额还是下降了近百分之八十。 面

对房租、 水电费等实打实的成本， “泡泡

肚” 不得不开始了新一轮的自救。 而这一

轮的自救主要由克里斯负责， 他开始了奶

茶的外卖服务。 由于柏林城区面积较大，

民众也住得比较分散， 克里斯每天不得不

开车从城东一直送到城西， 一趟下来需要

5个小时左右。

泡泡肚的困境和自救， 只是德国千千万

万餐饮店的一个缩影， 他们中的大部分在疫

情期间都开展了外卖服务。克里斯告诉记者，

他认为随着疫情的好转， 德国政府将逐步对

社会进行松绑， 他有信心店里的生意会越来

越好。

西班牙的哥：收获来自医
生们的集体感谢

据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报》报道，马德里

的出租车司机何塞日前像往常一样， 接到电

话要到当地的拉蒙·卡哈尔医院运送一名确

诊患者。 对他来说， 这不过是一次平常的运

送，就像在疫情期间每天所做的那样，但是医

护人员却为他送上了意想不到的感动。

通过西班牙出租车工会在推特上分享的

视频， 可以看到众多医护人员早已等候在大

厅，分列大厅两侧。 当何塞进入医院后，大家

集体向他鼓掌致意， 感谢他一直以来的慷慨

奉献。因为这名的哥在疫情暴发后，坚持免费

接送新冠肺炎患者和医护人员， 他的慷慨举

动温暖了许多人。

的哥见状站立良久说不出话来。随后，一

名医护人员将一个装有现金和感谢信的信封

交给他， 还给了他另一个惊喜，“告诉你一个

好消息，你的病毒检测结果是阴性”。这时，这

位彪形大汉不禁流下了热泪。

法国“云合唱”：将爱传给
一线医护人员

在疫情严重时刻， 浪漫的法国人将艺术

气息发挥到了极致， 他们通过五线谱上的跃

动，将内心的爱传达给一线的医护人员。

日前，法国各界总计350位名人通过“云

合唱”的方式带来了公益歌曲《明天会更好》，

以此来感谢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并

呼吁大家为医院的基金会募捐。在视频中，法

国的歌手、 演员、 运动员以及记者等手持卡

片，卡片上写着“感谢”“我们爱你”等字样，他

们或双人摆成爱心的姿势， 或向屏幕送上灿

烂的微笑，或双手合十、安静祥和。 几百张陌

生却又温暖的脸庞，滚动出现在视频中，隔着

屏幕观众也能感受到大家热切的期许和满心

的祝福。

“我们必须要凝聚在一起”“全世界一起

来面对这场战役”，在歌曲的前半部分，节奏

舒缓， 人们就像是通过倾诉的方式将温暖娓

娓道来。 到了副歌部分， 情绪逐渐被推至高

潮， “继续爱自己吧，继续跳舞吧，继续微笑

吧，用力拥抱吧”，歌曲所要表达的呐喊和呼

吁在大家有力的肢体动作中完成了升华。

此外，每到晚上，不少法国人都会自发站

在阳台上， 向在抗疫前线的医护人员鼓掌致

敬，感谢他们的付出和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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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80多年的守望相助
拉贝后代求助 中国万里驰援

约翰·拉贝的名字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 在 20 世纪

30 年代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 在华经商的约翰·拉贝与其

他国际友人共同建立 “南京国际安全区”， 为约 25 万名中国平

民提供了避难所， 约翰·拉贝所著 《拉贝日记》 是南京大屠杀

最重要、 最详实的史料之一。

现如今， 约翰·拉贝的孙子托马斯·拉贝依然生活在德国，

他曾就职于世界著名的海德堡大学医院， 是一名高级妇产科医

生。 在此次席卷整个欧洲的疫情中， 托马斯·拉贝也未能幸免，

他和他的爱人均感染了病毒， 并有明显的症状。 面对德国境内

有效药品已经断供， 医院防护物资出现紧缺的情况， 困境中的

托马斯·拉贝想到了向中国求助。

托马斯·拉贝与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取得联系后， 大使馆高

度重视， 第一时间与国内有关药厂取得联系， 以最快的速度协

调各方力量， 将一批药品运抵德国， 并立刻责专人将药品送到

托马斯·拉贝手中。

除了托马斯·拉贝本人的药品需求之外， 其曾经供职的海

德堡大学医院也正式提出了物资请求， 大使馆将有关情况与南

京市政府进行了沟通。 南京市政府迅速筹集了一批包括口罩、

抗疫药品和防护服在内的防疫物资， 于本月 20 日运抵中国驻

德使馆。 大使馆工作人员 21 日即驱车将防疫物资送达约 700

公里之外的海德堡市。

面对物资捐助， 现已康复的托马斯·拉贝动情地说： “在

这个疫情肆虐的特殊时期， 来自中国的馈赠让我再一次的深刻

认识到， 中国人民从来不会忘记向朋友施以援手。”

（本报柏林 4 月 29 日专电）

两位滞留尼泊尔的俄罗斯游客在感谢信中写道：“我们

由衷感谢你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将会铭记一生。 ”

本报驻加德满都记者 宁林摄

4月 8日 ，

在法国巴黎 ，

华人医生纳娜

（右三 ） 为法

国医院送捐赠

的医疗物资。

新华社发

4月 27日 ，

德国一名收银

员戴着手套和

口罩 ， 隔着挡

板为顾客结账。

新华社发

■本报驻加德满都记者 宁林

■本报驻柏林记者 赵海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