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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厂街依然执行严格防疫程序。

阴 陈悦

“打全场”
“国内打上半场，国外打下半

场，海外华人打全场。”一些海外

同胞这样形容自己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中的处境。

当疫情在国内初起时，很多

海外华侨华人慷慨解囊，勇敢“逆

行”，以实际行动支援国内抗疫。

在为了祖（籍）国热心奔走的

侨胞中，更是不乏“逆行者”的美

丽身影。旅居英国十多年的华裔

护士何彩霞辞去了英国皇家荣军

休养医院的工作，飞回中国抗疫；

归国华侨王春燕自请赴湖北抗疫

一线，每天奋战 12 小时……

这样的感人故事还有很多。海

内外侨胞的拳拳赤子之心，汇聚成

支援祖(籍)国抗疫的磅礴力量。中

国侨联公益事业管理服务中心主

任何继宁介绍，据不完全统计，抗

疫以来，海内外侨胞通过国内相关

机构捐赠的资金将近 10亿元人民

币，捐赠的物资价值超过了 10亿

元人民币。通过中国华侨公益基金

会捐款的热心侨胞覆盖六大洲、40

多个国家和 105个侨团。

随着疫情在海外蔓延，海外

华侨华人不仅自觉遵守住在国的

疫情防控措施，还力所能及帮助

有需要的同胞和当地民众，助力

‘第二故乡’抗疫，展现了华侨华

人的良好形象。

奥地利华人华侨自发建立了

防疫互助组，不仅联系医疗专家在

线解答健康和疫情防护方面的问

题，还邀请各领域的资深人士，针

对侨胞在疫情期间面临的签证、旅

游、税务、法律等问题提供帮助。

在华人聚居的意大利普拉托

市，许多华人商家早在疫情暴发前

就主动为员工和顾客提供口罩、消

毒洗手液等，督促店内客户尽量不

聚集，实现了华人社区的“零感

染”，得到当地政府的高度赞扬。

几位旅西侨胞自发通过微信

群组织起来，为中西方医生交流

组建平台，协助联络专家和翻译

问答，方便中国医生分享抗疫经

验，为近 30 个国家的 1000 多名

一线医生提供帮助。

面对住在国物资紧缺，多个国

家、地区的华侨华人团体和个人为

当地医院、社区、养老院等捐赠大

量的口罩、防护服等。《纽约时报》

等西方媒体曾赞叹“疫情面前，华

人的善良和团结有目共睹”。

“歧视”
随着疫情在海外多地暴发，

部分地区出现了针对华裔群体的

歧视和偏见。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间华

人超市内，一名不戴口罩的白人

男子与华人发生争执，向华人大

骂涉及新冠肺炎的侮辱性词汇。

德国北威州复工初期，塞尔多

夫的一家餐厅主厨在社交媒体公

然宣称：“这里不欢迎中国人！”

新西兰亚裔家庭服务中心

（AFS）指出，在新西兰发生的仇恨事

件中，有将近一半的受害者为华人。

面对歧视性的言论和行为，

海外侨胞不仅团结一致、互相保

护，而且理性发声，用真诚的沟通

消除文化差异、信息隔阂造成的

误解，在点滴言行中增进与不同

族裔群体的理解与互信。

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的一

些华侨华人用住在国的语言发起

“我不是病毒”宣传活动，为包括

华侨华人在内的亚裔群体发声，

也通过科普告诉当地民众，外出

戴口罩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也

是为了保护擦肩而过的陌生人。

英国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

等地的华人社团联合成立“全英

华人反种族歧视小组”，呼吁同胞

们团结一致，并积极增强与政府

及媒体的合作、为受歧视的华人

提供指导和帮助。小组还发表了

《致英国媒体和公众的一封公开

信》，呼吁“各族裔团结和互相支

持”，共同抗击歧视。

美国著名侨领方李邦琴基金

会等 17 家美国华人及亚裔社团

组织联署发布致美国公众的公开

信，强调“拒绝炒作种族分裂、隔

离的政治伎俩”，呼吁各族裔友好

交流，同心协力渡过难关。

美国《侨报》、《欧洲时报》、加

拿大《七天》等华文媒体也纷纷呼

吁大家理性发声、理智应对。

“突围”
在这次疫情中，华商群体受

到极大的冲击，为了走出困境，

“突围”成了华商开启逆袭之路的

基本操作。

早在疫情大规模暴发之前，

意大利普拉托市的部分华人店铺

就为了减少病毒传播而主动停

业，承担房租和人力成本等诸多

损失；在美国纽约、芝加哥和旧金

山等地的唐人街，商家也因疫情

而提前迎来生意寒冬……

近期，多国政府逐渐“解封”，

各行业也陆续复工。但华商们的

复工之路并不容易。

出于减少病毒传播的考虑，在

墨西哥经营华人超市的梁绮梅开

设了顾客通过微信等订货的服务，

由工作人员无接触送货上门。她介

绍说，当地大部分华人餐厅也比较

谨慎，目前只提供外卖业务。

纽约洛杉矶的美甲业者陈女士

也表示，自己要先购入隔离板，对店

面消毒，为重新开店做好万全的防疫

准备之后，再迎接顾客回归。

意大利服装厂老板陈正溪开

始将重心移向线上运营，计划接下

来通过发展电商经营与原创设计，

与直播平台合作，开发应用程序，

争取实现后疫情时代的转型升级。

“云生活”
出于疫情防控的考虑，多国

政府要求民众减少外出，海外侨

胞积极响应号召居家避疫，开启

了“云生活”模式。

不方便出门见面，那“云交

流”就多了起来。俄罗斯晋商总商

会会长高先中建了两个微信群，

“成员们分享医疗防治知识、介绍

当地政策法规、传达需求，还互相

赠送口罩、蔬菜等物资。”

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热心侨胞

自发组织起来，建立“互助群”，侨

胞们在网上聊天讲笑话，排解大

家的心理压力，还有人开起了免

费的在线粤语课。

宅在家中的华侨华人也利用

这个机会“云旅游”，足不出户拥

有“诗和远方”。法国巴黎中国文

化中心通过网站推出“云·游湖

北”影像展，通过精彩生动的图片

和视频，让民众线上欣赏湖北的

自然风光与文化遗产。

由于不方便“下馆子”，不少

侨胞开始“云学厨”，忙得不亦乐

乎。一些旅英华侨华人组建了“中

华小当家”美食交流群，大家在群

里晒出菜品、按时“打卡”，交流心

得，甚至远程教群友烹制自己的

家乡菜。在厨房的烟火气中，多少

冲淡了居家防疫的无奈与枯燥。

（选载自中国新闻网、人民日

报、《求是》、美国《世界日报》、《欧

洲时报》等）

“过去几个月是茨厂街一百

多年历史中遇到的最长停业时

间。”7月 12 日，因疫情暴发歇业

的马来西亚吉隆坡茨厂街获准重

新开业。吉隆坡小贩商业公会主

席洪细弟坦言，作为吉隆坡华人

社会人文地标，这条百年商业老

街仍面临不小挑战。

茨厂街，是吉隆坡开埠早期

就存在的“唐人街”，被视为“吉隆

坡华人历史与现实记忆中最鲜明

的一条街”。近年来，汇聚近 800

家商贩的茨厂街不但依旧是吉隆

坡重要的商圈，也成为世界各地

游客来到吉隆坡必然“打卡”的热

门景点。

马来西亚疫情暴发后，政府

实施行动限制令，茨厂街大部分

商贩遵令歇业，游客也基本绝迹，

曾经热闹的老街一度出现从未有

过的冷清景象。

7 月中旬，商贩们已经在陆

续整理店铺，筹备复业。尤其是街

内的饮食摊位，有的已经重迎排

队客流。

已经在茨厂街营业 35 年的

钟先生正面带笑容地将盖在货品

上“已经几个月没揭开”的红布掀

开。对重新开业“当然非常开心”

的他说，几个月没开业，感觉“非

常不习惯”，更何况“手停口停”，

生活上也感到很大压力。

不过，虽然得以复业，钟先生

依然有自己的担心：“茨厂街生意

主要还是靠‘老外’啦，疫情没过

去，外国人不来，生意还是很难

说。”

漫步在茨厂街，这里街口处

都有工作人员测温并登记游客身

份。工作人员还专门准备了计数

牌发放给游客。

“为了防控疫情，我们会将游

客数量控制在 200 人以内，一旦

人数超过，游客就必须在街外等

待。”洪细弟说，根据政府防疫标

准作业流程的要求，目前茨厂街

商贩每天只能有一半营业，加上

有些商家并不看好市道，“估计复

业第一天开张的商贩只有 200 多

家”。

疫情暴发前茨厂街人流比肩

接踵的盛况，短期内恐怕难以再

现。

人流之外，物流也是困扰商

贩们的难题。有业者告诉记者，他

所贩售的小商品大多来自中国，

以价廉物美受到游客欢迎。在疫

情影响下，商贩进货已不如以往

顺畅，“开张了也只能先卖存货，

卖完了就很麻烦”。

洪细弟说，其实近年来，随着

吉隆坡新商圈的崛起，加以茨厂

街自身旧有文化特色不再鲜明，

这条商业老街已面临挑战。在他

设想中，茨厂街应该引入更多年

轻人和原有商贩一起合作创业，

以年轻人的创意开发出更多具有

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增添对游

客的吸引力。他还规划在茨厂街

举办更多华人文化活动，为老街

重聚人流，能以本地游客的增长

弥补外国游客暂时无法前来的损

失。

“对于茨厂街来说，这是危

机，也是转机，希望百年老街能在

疫情后重新站起来。”洪细弟说。

（选载自中国新闻网）

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海外华侨华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和改变。回

首过去的半年，有哪些令人记忆深刻的经历？

□赵婧竹

多家华人团体在旧金山联合举办反歧视游行。 旅法侨团向大巴黎市镇联盟捐 10万只外科口罩。

7月12日，因疫情暴发歇业的马

来西亚吉隆坡茨厂街获准重新开业。

茨厂街管理团队祝愿老街能战

胜疫情挑战。

海外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