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7xmzk.xinminweekly.com.cn

直击疫情“震中”

利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

“这完全是真实的，目前纽约所有医院的防护物资都非常

短缺。”在纽约工作生活已经多年的李晓畅告诉《新民周刊》记者。

纽约疫情暴发以来，她和一些当地的华人一起自发组织起来，

为当地医院捐助物资。

李晓畅他们对接援助的医院已有十几家，包含公立、私

立等各种类型，包括纽约市最大的医院纽约长老会医院，也包

括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描述的他“从未见到过”的场景发生

地——皇后区埃尔姆赫斯特医院（Elmhurst Hospital）。

皇后区是纽约市五个区中感染人数最多的地区，那里的一

些定点收治发热病人的医院工作人员告诉李晓畅，他们的防护

物资只够使用两三天。这意味着，纽约的这些医护人员面临的

是两个月前发生在武汉的同样状况：“物资不是非常短缺，而

是马上就要没有了”。

在日常时刻，当地医院对物资的要求都比较高，例如必须

通过 FDA（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等机构的认证才可以使用。

而眼下，皇后区一些医院的求助信息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物资，

只要你有，就请给我们吧。有总比没有好！”

在这样的时刻，除了当地政府和企业，华人群体成了捐献

医疗物资的主力。“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资源，主要是

从两个月前开始已经储备的一些个人用的物资中匀出来一些，

以及每个人从中国小批量地购买一些物资过来，把这些送给医

院。”李晓畅说，做这些资源搜索和对接落实工作，她常常也

要忙到半夜一两点。“我们搜集物资时尽力做好分辨工作，保

证给到医院的物资是符合医疗使用标准的。”

其实，当地医院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即使有援助物资过来，

高效地对接也不容易。公立医院平时的物资主要是从政府领取，

他们的工作人员从未需要像现在这样到处寻找；即使是私立医

院，面临的采购、接收压力也是巨大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做好

准备，陷入了焦虑和混乱。

李晓畅说：美国国内也有援助物资到纽约，但是在调配上

存在一些问题。“纽约州州长前几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有一批

物资已经发到各个医院了，结果我联系的各个医院的人都迷惑

地跟我说：‘什么？我怎么根本没看到这些物资？’”

纽约州州长科莫在大约一周之前预测，当地在两到三周内

会出现疫情峰值。为此，需要在两周内筹集共 14 万张病床、3

万台呼吸机；纽约州目前已订购 7000 台呼吸机，从联邦政府处

获得 4000 台，但尚未投入使用，仍有不少缺口。

如果患者太多，呼吸机不够用怎么办？科莫介绍的“备选

方案”是手动复苏面罩，这种设备需要有人不停地挤压气囊帮

助患者呼吸。目前纽约州政府已经购买了 3000 个这样的面罩，

并订购了 4000 个。

在曼哈顿从事金融工作的林洁（化名）说：纽约确实拥有

全美国城市中最强大和最优秀的医疗资源，然而即使在平时，

这些优秀的资源中有很多也不是大多数人能预约得到或者负担

得起的；而所有医院没有做好应对疫情暴发的准备，出现医疗

资源挤兑的情况下，“患者和医护成了这里最可怜的人”。

“傲慢与偏见”带来的危机

为了控制疫情，纽约州从 3 月 22 日起执行“居家令”。这

虽然被称为是“行政命令”，但其强制效力范围主要是政府、企业、

学校、商铺等一些机构，这些地方遵守命令关闭，有的让员工

开展居家办公或实行网上教学。对于个人而言，这更像是一种“建

议”：建议居民尽量避免搭乘公共交通；建议民众尽量不要出

纽约贾维茨会展中心已被改造成有1000个床位的临时医院于3月30日投入使用。 3月 26日，工人们在纽约布鲁克林海军船坞生产个人卫生防护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