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入社区公益战“疫” 这堂课也有收获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商学院大三学生 沈寅峰：

105天超长春假 我去图 书馆打工

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硕士二年级生 周世卿：

■ 周世卿正在学校图书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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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箱里囤着满满当当的食材，电

脑里囤着为毕业论文准备的资料，手
机里每天都收到中国学联志愿者搜

集的各类抗疫信息⋯⋯在租住的学
生公寓里，谢菲尔德大学国际新闻专

业研究生沈怡筠觉得，留在英国的日
子，并不是很孤独。

谢菲尔德大学现有学生 4 万余

名，有 6000余名中国留学生。谢菲尔
德中国学联的同学们不仅为留在英

国的学生组建了微信群，也组建了家
长群，让家长放心。本周，中国驻英国

大使馆安排在英留学生、华侨华人等
与上海医务专家视频连线，群里马上

有人做好了笔记，和大家分享。3月
25日，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表示，国

内准备向留英的 22万留学生发放健
康包，内有普通医用口罩、N95口罩、

中药、健康手册、消毒纸巾等。大家已

经根据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馆开通
的网上信息登记地址做好了登记，等

着接收来自祖国的温暖。

由于学校发现了一例确诊病例，
谢菲尔德大学 3月 13日宣布停课，

校长表示会提供线上课程，并将和移

民处沟通，确保学生的签证不会受到
影响。“谁没有消毒液了，谁知道哪

家超市有货源了，大家都会互帮互
助，感觉海外华人挺团结的。”沈怡

筠说。除了宅家查资料，写论文，微
信群里，大家还会丢出一段段音乐，

“云蹦迪”。

小沈告诉记者，英国疫情开始出
现暴发趋势时，确实很多同学都想回

来。随着机票价格一路飞升，航班不
停取消，同学们的回国路也波折不

断。有的同学转机缅甸，没想到根据

当地疫情防控要求，一下机就被要求
在当地集中隔离 14天；有的同学转

机埃塞俄比亚，硬生生绕了很大一圈
才回到国内，折腾得筋疲力尽。小沈

的妈妈是浦东金杨新村街道的一名
社区干部，这一阵，小区里回来的留

学生多了，沈妈妈每天都要为了安排

社区居家隔离各项事宜而奔忙。“我
妈也劝我，说飞机上空间密闭，反而

不安全，不如安心留在英国。”小沈
说，一场疫情，让自己“千年停更”的

公众号，也终于有时间上新了。两段
Vlog，自然也是和抗疫生活有关。她

笑言，留英一年，经历了英国脱欧，经
历了英镑过山车一样的涨跌，这次又

遇到了新冠疫情，这也是人生中很难
得的经历。 本报记者 陆梓华

    “这个毕业季注定变成此生最难

忘的记忆之一。尽管疫情让前路变得
迷茫，但我仍然坚信，人类可以共同

战胜病魔。”纽约大学大四的上海留
学生汪立昊坦言，从没想过自己会亲

历这样一场全球暴发的公共卫生危
机，更身处风暴的中心，就读数字媒

体专业的他，也在尝试用自己的方式

重新思考学业、记录生活，与全球一
起抗“疫”。

从小就对设计、媒体感兴趣的汪
立昊，原本计划 2月回到纽约后投入

实习和求职，现在这个计划暂时被疫
情搁浅了。“春节在国内时已有了封

城、疫情科普等经历，这些知识储备
反而能让我坦然面对纽约封城。但

是，毕业计划的打乱曾让我一度迷

茫。”汪立昊说，幸好，国内亲友不断
送来关心，身边朋友也在相互打气，

心态也已调整过来了。
如今，汪立昊每天都保持规律的

作息：每天 8时 30分，会按时起床，
上网课、做作业、投简历；每隔两天会

和家人视频通话报平安；每三到四

天，会和室友去超市采购生活物资。
除了大四的两门课程，汪立昊还从兴

趣出发给自己“加餐”，报名了一些编
程、影视制作等在线课程。“时间不该

浪费在迷茫上，宅家的这段时间恰好
是一个机会，让我有了更多时间提升

自己的水平。”汪立昊半开玩笑半认真
地说，虽然有人说他们是最“倒霉”的

毕业生，但是，他觉得还是要发现生活

中的小确幸。“比如，我凑巧‘赶’在美
国颁布旅行禁令前顺利回到纽约。又

比如，我的学习小组幸运地在学校封
校前完成了毕业设计的拍摄任务。你

看，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
生活之余，汪立昊也参与到当地

的抗疫公益之中。纽约“封城”后，一

些关于疫情的不实消息四处传播。
“为了让人了解真实的纽约，也为了

让人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科学的
认识，我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身为

纽约大学中国学生联谊会媒体部部
长，汪立昊前一阵还和伙伴们一起，

在学联公众号上发表了疫情相关的
科普推文。 本报记者 马丹

    “疫情发生，谁都不是局外人，这样

的‘课堂’也能有收获。”和许多留学生
一样，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商学院大三学

生沈寅峰，最近一周几乎都“宅”在学生
公寓里，忙着上学校的网课、应对期中作

业。但是，身为悉尼大学学生会学生董
事的他，还忙着协调各学生组织募集和

调动口罩、日用品、食物等物资，零利润

甚至无偿提供给有需求的学生和当地社
区，加入到公益互助战“疫”中。

“悉尼大学的学生会其实是一个
NGO组织。除了每学年要组织 8到 10

个日常的大型活动、为学生就业提供指
导，它还管理着学校餐厅、商店和学校

200多个社团，每年的营业额有 3200万
澳币。有这样的平台基础，我们也希望

尽我们所能，为学校和社区的防疫贡献
绵薄之力。”沈寅峰说，悉尼大学学生会

和该校的中国学生联合会、澳洲中国留
学生俱乐部合作，从国内募集了口罩、消

毒液等物资，提供给悉尼当地的同学，还
和学校另外两大学生组织———本科学生

联盟、研究生协会合作，为学生在线学习
答疑解惑，提供课程指导。这几天，他又

在和其余的董事筹划一项新服务：应对
新出现的生活物资紧缺状况，利用学联

运营的商店、饭店库存，为社区和师生提

供平价物资包，物资包里有牛奶、鸡蛋、

意面等生活必需品。
沈寅峰说，2月初时，国内疫情形势

严峻，为了赶回学校筹划开学迎新活动，
他曾不得不飞去泰国，等待了 15天再转

道悉尼。没想到经历了人在囧途后，又遇
上了疫情的全球暴发。“今天是学校封校

第 5天了。家人也曾劝我回国，身边也有

不少同学已经回国。但我选择留下来和
同学们一起同心抗疫。”如今，曾有过春

节上海隔离经验的沈寅峰，俨然成了同
学们中的防疫“老法师”。

在中国发生疫情的时候，悉尼大学

校长施迈克博士就曾在校园“许愿树”上
挂上许愿卡为中国祈福。他说：“悉尼大

学是一个多元化的大家庭，中国学生是
这个大家庭中非常重要的成员。我们对

中国学生在这个艰难时期所表现出的坚
强精神和勇气感到敬佩。”据了解，悉尼

大学已为受到旅行禁令影响的中国学

生，制定了多项财务和专家支援服务，包
括提供远程学习课程，线上学习支持，在

线学习费用返还、减免费用等措施。
本报记者 马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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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浏览新闻、分析实验数据、阅读、

翻译工作、锻炼、做饭、写日记⋯⋯王
圣明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2014级

临床医学八年制法文班的学生，目前
正在法国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

攻读生命科学硕士学位。疫情影响
下，法国已经颁布了禁足令，这位医

学生为自己设计了一套细致充实的

“宅家计划”，积极抗“疫”。
疫情在境外快速蔓延时，王圣明

所在的实验室还未停工，求学也正进
行到关键阶段不便回国，但作为医学

生，他很早就关注到国内新冠肺炎的
信息，有了一份“敏感”，他和伙伴逐

步开始采购口罩和生活物资提前做
些准备。也是靠着这份“敏感”，在实

验室开放的最后一天，王圣明从早上

7时半一直在显微镜前呆到了晚上 9

时，为宅家科研囤下一些数据。
“我是医学生，知道也能做到怎

么保护好自己。在法国没有行医的资
质，只能给楼道的华人拉个群，看看

大家有没有什么需要互相帮助的地
方。”王圣明说，他和一些留法中国医

学生一起做志愿者，翻译了国内师长
的新冠肺炎线上学术研讨会，希望能

够向全世界分享属于上海、属于中国

的抗疫经验，“志愿者队伍补充得非
常快，很多上海的医学生伙伴加入，

目前视频已经制作完成。”
在法国“禁足”后，王圣明的每日

记录已经更新到第 9篇，每天整理法
国疫情新闻、生活见闻思考、今日总

结和明日计划，再给自己拍一张“奥

力给”的加油照，发布到社交网站上，

既是分享交流，也是鼓励自己。医生
父母鼓励圣明未来要成为一个优秀

的手术科室医生，需要心态上的锤
炼，不妨将这场人在异乡的“闭关”，

当做是一次修炼的机会。

以医学生视角关心疫情信息，经
历并观察这场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的

发展，王圣明也更深切地感受到肩膀
上的责任。“去前线支援的前辈师长

是我们的榜样，在法国的经历，也让
我更觉得‘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

个口号，在事关全球人民健康安全的

问题上要客观地吸取采纳各方经验，

或许世界人民经历这次事件后，不用
翻译也更能体会‘环球同此凉热’的

意思。”他说。 本报记者 易蓉

新冠疫情之下，他们选择在海外留守⋯⋯
本报记者连线多位 上海留学生，一探他们在当地防疫生活和学习状况

当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在全球各地点燃，有这样一
群上海年轻人思量再三，最后选择“留守”在美国纽
约、在英国谢菲尔德、在澳大利亚悉尼、在法国格勒诺
布尔、在日本京都。昨天，本报记者连线多位上海留学
生，一探他们在当地的防疫生活和学习。

这群分散在全球的上海留学生纷纷表示，他们也
曾害怕和焦虑，但是，他们选择留守，正是因为祖国是
他们坚强的后盾，也正是坚信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
全球同心携手抗疫，方能打赢这场战“疫”。

    上午 8时 30分，日本京都外国

语大学硕士二年级周世卿就从住所
出发，前往学校图书馆，开始他本周

第四个打工日。“其实，受疫情影响，
学校图书馆从 3月 4日起就闭馆不

开放了，现在要做的都是一些馆内资料

和藏书整理工作。”
周世卿说，此时正是京都樱花逐渐

开放，但是如今的校园没有了人声鼎沸，

显得有点冷清，原定于 4月 1日的开学
典礼也延期到了 5 月 7

日。“算了算今年的春假长

达 105天，反而给了我和

书籍亲密接触的机会。”
由于开学推迟，许多

外省学生迟迟没有返校，
部分留学生则回到自己的

国家，这个月开始，学校图
书馆的人手就变得有点紧

张。春节期间取消回国计
划的周世卿主动请缨，成

为了图书管理员“超级替
补”，每周要到图书馆工作

四天。“图书馆的工作看似
简单，其实很严谨也很忙

碌。自从闭馆后，我们就忙
着录入、更新出借书籍，将

旧书整理进库。每天工作
结束后，我还能花点时间，

翻阅自己喜欢的书籍。”周
世卿说，到了研究生二年

级，专业课程本就很少，学

校也还没开课，图书馆成了他的

知识“充电站”。
周世卿说，尽管京都并非疫

情“重灾区”，但是，5 个星期前，
各商店的口罩就基本处于断货状

态，路上戴口罩的人也明显多了

起来。“目前，留学生大多处于能
不出门就不出门的状态，储备一

些生活物资，尽量自己做饭或买
一些速食便当。日本人的宅是种

文化，所以，大家倒也不觉得特别
烦闷。除了减少出门，该干嘛干

嘛，生活照常。”

宅家生活，也让周世卿有了
更多空闲的时间。“虽然，今年没

有回国，但是我一直通过新闻关
注国内疫情的变化，我被那些抗

疫凡人英雄们感动过，也为疫情
的发生忧心过，更为中国在抗疫

中作出的努力而骄傲。在疫情发
生之初，日本就曾伸出援助之手，

‘山河异域，风月同天’也打动了
我们在日留学生的心。因此，在这

样的非常时期，身处异国他乡的
我们，也会为这份国际友谊的延

续作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本报记者 马丹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昨天突破 6万，

纽约州、华盛顿州、加州等 8州被列为疫情
“重大灾区”。如出现疑似症状但医院不接治

该怎么办？缺少消毒用品时应如何防护？昨
晚，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邀请上海市新冠肺炎

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
张文宏，在线解答留学生、华侨华人的抗疫

问题。

●居住在盐湖城的旅美侨胞乐桃文问：

为何美国的年轻人感染率这么高？

“传染病的传播离不开当地的社会环
境。美国年轻人社会活动相对较多，因此有

密切接触风险。此前在武汉，家庭传播发生
的概率很大。”张文宏回答，“中国疾控工作

人员对病例的追踪是不遗余力的，会找到确

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 14天的隔离，降
低了感染风险。”

●来自洛杉矶的留学生马知耀问：美国
人不爱戴口罩，怎么办？

张文宏为他先做了一道数学题。“加州

人口有 4000万，目前有 3000多确诊患者，
也就是说发病概率约为万分之一。”他说，

“比如你下楼买东西，遇到新冠病人的概率
是多少？为了这个万分之一的概率，让这个

地方所有人强迫戴上口罩，很难做到。”
张文宏说，不必对美国人不戴口罩大动

肝火，戴不戴口罩取决于不同的文化和习
惯，在美国生产的口罩是不够的，医务人员

优先。但是“如果你在人群聚集的时候戴口
罩，还是很有意义的。现在美国取消饭馆聚

会等，那么人群聚集的风险会大大降低。”

●在华盛顿的华人王耀辉问：美国疫情
的拐点何时会出现？

“传染病的一个特点就是经不起隔离。
疫情拐点取决于大家做隔离和检测的决

心。”张文宏说，“在中国，大家都在家‘闷’两
个星期，出门的人很少，效果很好。”美国疫

情目前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失去了早期控制
的最佳时期。在他看来，美国医疗储备很充

裕，医疗设施的紧急生产能力很好，峰值一

定会到，但具体时间很难预测。“快一点 10

到 14天，慢一点大概四周。如果四周才达到

峰值，病例可能会出现指数级的增长，那时
候美国可能出现医疗资源的不足。”

王耀辉也“纠结”口罩的戴与不戴的问
题。张文宏告诉他，可以通过调整自己的行

为，达到相同的防疫效果。“必须去超市购物

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人少的时候去，同时与

人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选择自助结算机。
或者你戴着口罩去华人开的超市买东西，回

家之后立刻洗手。”张文宏说，“宅”在这个阶
段是优点。在美国的华人感染者很少，是因
为对病毒的焦虑和就医时的恐惧，这两种情

绪也是一种保护。

●位于纽约的留学生吴秋翔问：什么样
的症状需要第一时间去医院？

“中国和疾病斗争了两个月的经验是有

帮助的。也在国际上发表了很多论文。这个
疾病的一个特点大家也很清楚了。80%的人

可以不去医院，在家里熬过去。”张文宏说。
去医院的目的是什么？一则为了隔离，二来

轻症病人可以治疗得更快。不过，轻症基本
都能自愈，真正需要治疗的仅仅只有 10%至

20%的重症病人，这些人需要氧疗。很多人
认为，这个病需要抗病毒治疗，但截至目前

还没有有效的抗病毒药物。大多数情况下，

美国医院也不接受你住院治疗。
“如果这阶段你发烧了，就先熬一熬，多

吃水果、多吃牛奶、多吃鸡蛋。多休息、睡觉，

把手机关掉，不要接受‘祖国母亲’在那一头
的哭泣。”张文宏告诉各位留学生的父母，你

们的孩子独自在外生活很了不起，此时你的
哭泣和关心对他毫无帮助，反而会成为一种

负担。“如果你发觉自己呼吸有一点点困难，
或者走楼梯时候有些走不动了，这是你要去

医院急诊的信号。”他也告诉在美华人，“所

有电话都能忘，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电话

要记牢。” 本报记者 郜阳■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邀请张文宏教授在线解答留学生、华侨华人的抗疫问题

“做好个人防护永 远是第一位的”
在美留学生和华侨华人如何抗疫 华山“张爸”在线支招妙句频出

今日论语

祖国送来“健康包” 我并不是很孤独

谢菲尔德大学国际新闻专业研究生 沈怡筠：

邵宁

北京时间昨晚 9时， 美东
时间 9时， 一场越洋视频连线

吸引了中美两国无数人的眼
球。 张文宏教授应中国驻美大

使馆邀请，在线解答留学生、华
侨华人抗“疫”问题。 在全球疫

情危急的时刻， 在各种真假信

息爆炸的时候， 上海人乃至全
国人民都熟悉的“张爸”，用他

一如既往的专业精准， 一如既
往的妙语如珠， 为留学生和华

人解疑释惑， 也传递了来自祖
国的关爱和温暖。

疫情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美国为什么青年感染比例高？

美国人不戴口罩怎么办？ 如果
生病了要去医院吗？ 要不要囤

药？对于主持人、嘉宾连珠炮般
的问题， 张文宏也以超快语速

“见招拆招”， 用接地气的语言
给出专业建议。 对于留学生们

最关心的该不该回国的问题，

他幽默地坦言 “做人好难”，让

大家从实际情况来判断。 但他
也提醒：如果回国，机舱则是高

风险的感染地； 回国后也要先
检疫，然后隔离 14天，“你们要

体谅一下。 你要好好服从隔离
安排”。

对留学生来说， 这位国内
顶级的感染科专家， 也是名副

其实的“张爸”。 而留学生们在

张文宏的眼中， 也就像自己的
孩子：“最好的药物还是多喝

水、多喝牛奶、多吃鸡蛋、多睡
觉，不出去‘瞎混’！ ”这多像一

位父亲对在外子女的叮嘱。“在
人家家里改变别人很难， 但可

以改变自己的行为。”这又是一
位智者的提点。对此，网友纷纷

评论：“信息量超大。 ”“听张爸
的话！ ”昨晚，关注这场连线的

还有许多留学生家长， 他的这
一番掏心掏肺的解答， 也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家长的焦虑。

张文宏是上海新冠肺炎临

床救治专家组组长， 工作非常
繁忙， 能抽出这一个半小时和

留学生、华人网聊实属不易。直

播结束已经快晚上 11时了，他
还没有吃晚饭， 之后再开车回

家要半夜了。不过，张文宏说了
这样一句话：“在美国， 可能你
找不到一个医生愿意花两个小

时跟你探讨这个问题， 但是我
愿意。 ”

是的，儿行千里母担忧。 大
家都是中国人， 都是炎黄子孙。

虽然你远在国门之外，远在天南
海北， 但是无论你走得多远，飞

得多高，那一头总有着深深的牵
挂。 张文宏的越洋答疑，让我们

感受到了这份情感的温度。

“张爸”答疑的
情感温度

难忘的毕业季 宅家完成自我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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