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国门内外 2020年7月6日 星期一投稿邮箱：qtqbs6833448@126.com

为祖国为家乡，我们义不容辞
2月初，一批外印着为祖国加油寄语的防疫包裹

从比利时出发，跨越千山万水送到了中国，留言人是
“时刻牵挂着祖国的比利时游子们”，防疫物资装有7
万只医用口罩和2万双医用手套。这些物资是比利时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朱海安和其他比利时侨胞
们想尽一切办法筹集而得，运输过程中也获得浙江省
侨联帮助和指导，最终在得知包含比利时侨胞爱心的
防疫包裹平安落地祖国后，朱海安的心才安定下来。

“在国内疫情紧要关头时，我们日夜奔波筹集口
罩，就是为了给抗战在一线的医疗人员多送去一份保
障，为祖国为家乡，我们义不容辞。”在采访中，朱海安
一直在说自己的贡献只是微薄之力。

赋予爱心，不在于贵重
3月14日，疫情在比利时蔓延，布鲁塞尔以及其周

边城市的防护物资不断告急，各地也陆续封城停工，
口罩已成为当地的“奢侈品”。
“比利时是我的第二个家，我生活在这里，工作在这

里，必须要为这里的防疫工作做点什么！”朱海安说。
他曾多次发起支援当地抗疫募捐活动，一开始由于经
验不足和中外文化差异，他通过一个朋友从德国引进
的医疗口罩由于不符合当地的医疗标准而未能成功
捐献。后面捐助过程中他就格外注重医疗物资是否
符合各当地国的医疗标准。经多番周折后，他采买到
了1200只N95口罩，并送到英国一家检测机构专业检
测，检测达标后，再全部捐赠给Sint-Niklaas市。市长
Lieven de handschutter 和疫情总负责人亲自上门表
达感谢。

朱海安向记者表示，他还通过朋友购买了一批普
通口罩，支持当地的防疫工作。“我发动家人和朋友把
现有的口罩分装成爱心包陆续捐赠给周边的邻居，把

爱心包放入他们的信箱中。朱海安还说，“本来就是
想尽一份力，没想到邻居们都非常感动，说了很多声
谢谢‘。中国朋友这份‘雪中送炭’的爱心包让他们感
觉温暖。”

侨连同胞，小程序派大用途
海外疫情暴发后，祖国时刻惦记着远在海外的侨

胞，很多驰援物资源源不断涌向比利时。5月12日，
由浙江省侨办、省侨联提供的10万只爱心口罩面向全
体旅比同胞发放，共有1900余户家庭约7000名同胞
领取了口罩。

朱海安介绍，之前口罩捐赠分发方式比较单一，
都是通过电话或者聊天群下发通知进行派发，但物资
是否顺利送达至每个浙籍侨胞手中却无法准确掌
握。为此，在经过一场“头脑风暴”后，比利时中国大
使馆专门制作了一个实时数据的小程序，“通过小程
序，哪些人需要口罩以及相关信息，我们都能准确掌
握，并即使派发给需要的侨胞。”朱海安告诉记者。

小程序派上了大用途、朱海安介绍，已在比利时设
立了30多个分发点，将进行登记的人分区管理。“浙籍
侨胞通过小程序进行登记申领口罩，20分钟之内就能
拿到”。担任物资分发组组长的朱海安向记者介绍
道，这个程序还能掌握身处比利时的侨胞信息和分布
情况，信息可以提供给当地侨胞共享。后期也会总结
工作经验，通过打造范本逐渐推广到其他地区。

“我们坚信一切都会好起来，海外侨胞在做好自
我防护的同时，为住在国抗疫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朱海安感慨道，山高水长，疫情没有国界，从驰援祖国
到支援住在国，家乡政府和侨务部门始终都在牵挂着
海外侨胞，并为侨胞时时提供帮助，“祖国和家乡永远
是我们最坚实的依靠”。

来源：《浙商》杂志

朱海安：
疫情隔不断祖国对海外侨胞的牵挂

新冠肺炎疫情在西班牙爆发后，西班牙华侨华人总
会会长吴观艺持续关注着疫情的发展，关心着旅西侨胞
的安危。

随着青田县驰援西班牙侨胞的物资陆续到达西班
牙华侨华人总会等侨团手中，吴观艺的心才渐渐踏实下
来。但是该如何妥善发放这些物资呢？毅然决定抗下这
份沉甸甸责任的吴观艺，有了一番自己的思考：一定要急
侨胞之所急，主动发现并尽最大努力解决侨胞的需求。

他有空就查看微信，登记有物资需求的侨胞。对于
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他总是很有耐心，予以理解，并尽
心尽力为侨胞解决。在分装口罩时，由于一边接打电话，

一边用剪刀拆包装，偶尔会不小心把口罩的绳子剪断，他
就自己掏钱买口罩，默默补上缺口。

这次物资发放，西班牙华侨华人总会负责 Mostoles
区域。据了解，在Alcorcon，Navalcarnero,Arroyo Molino，
Canada,Talavera 等城市、小城镇由青田同胞经营的糖果
干果店有八百多家。“几乎每位侨胞家里都有老人，中药
需求量大，我感觉压力很大！”物资一天没有发放到侨胞
手中，吴观艺就一天睡不好觉。

领到防疫冲剂后，西班牙华侨华人总会第一时间为
侨胞分发物资，并安排医生为需要的侨胞义诊。连续好
几个小时，物资才发放完毕。“期间没有咖啡提神，不能上
厕所……”吴观艺坦言发放物资真的很辛苦。

发放物资期间，吴观艺还认真将领取物资的侨胞名
单整理得整整齐齐、清清爽爽。“在国家紧急状态戒严期
间，这些侨胞既不能出去，又不知道如何购买防护物资，
现在复工复产，他们为了家人必须去上班，又开始担惊受
怕，尤其困难……”了解到马德里郊区等偏远地区同胞难
以领取到物资，吴观艺特别担心，马上恳请其他侨团给予
帮助和支援。

看到吴观艺在微信群里急切地为偏远地区侨胞争取
物资，黄肖忠、叶吴伟、金苏唯等会长毫不犹疑，纷纷表示
可以将剩余的中药调剂部分给吴观艺。

5月21日凌晨四点，吴观艺带着调剂过来的防疫冲
剂，从马德里出发，驱车赶往四百公里外的 Erche 市和
Alicante市，给偏远地区的侨胞送物资。

对于身处困境的侨胞，他给予最大的同理心；对于惠
赠防疫冲剂的青田政府和其他侨团，他表现出最诚恳的
感激；对于误会和不解，他一笑而过，给予最大的包容和
谅解。赤诚之心为侨胞，无怨无悔做公益——面对这场
公益之旅，言行一致的吴观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辛
苦着但我快乐着！” 来源：《世界青田人》微信公号

吴观艺：
尽最大努力解决侨胞的需求

青田侨领在
宁波敬老院过端午

本报讯（记者 红鱼）日前，宁波特斯拉塞尔维亚国
家馆TESLA CODE品牌全体员工，在公司负责人郭晓的
带领下到奉化区敬老院，为那里的老人们送上了爱心物
品，陪伴他们度过了不一样的端午节。

大家亲手为老人们包了饺子、粽子，熬了粥以及做了
煎饼等。还为每一位老人送上了进口牛奶、粽子及各类
饮品。活动中，郭晓了解到敬老院内年纪最大的老人今
年已经99岁，便当即表示，明年会带着团队过来为老人举
办百岁生日宴！

据了解，郭晓生长于青田，1999 年旅居塞尔维亚，
2002年创办了100家超市，2013年创建了4个中国商城，
2015年获“塞尔维亚华人慈善形象大使”称号，2018年在
宁波设立特斯拉塞尔维亚国家馆。

意民航局：防控疫情 出入境
航班客舱禁装载大件行李

据欧联网援引欧联通讯社报道，意大利民航局日前
发布公告，根据新冠病毒疫情防控需要，从 6 月 26 日开
始，所有在意大利机场起降的国际和国内航班，客舱内一
律严禁装载大件行李，旅客携带的大件行李和拉杆箱等
均需随机托运。

据报道，意大利民航局(Enac)致函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表示，出于防控疫情需要和保障机舱内的旅客安
全，起降意大利机场的所有民航客机，客舱内一律禁止装
载大件行李，客舱行李架严禁装载任何物品。乘客进入
机舱只允许携带手包和可放在座椅下的小件物品，大件
物品需随机托运。

报道指出，民航客机禁止旅客携带大件行李登机措
施，意大利总理孔特早在6月11日签发的防疫令已提出
此项要求。意大利民航局(Enac)在致函国际航空运输协
会(IATA)信中同时强调，在意大利机场起降的航班违反
上述规定，有关当局将对违规航空公司给予处罚。

此外，意大利民航局同时规定，旅客在意大利登机前
必须进行体温检测，超过 37.5 摄氏度的旅客禁止登机。
乘客登机必须需携带由卫生局提供的《自我声明》，声明
最近两天内未曾和新冠患者有过接触；登机前14天内没
有出现疑似感染症状；入境意大利的旅客在抵达8天内，
倘若出现疑似感染症状，必须向卫生部门及时通报。

来源：中国侨网

“我们的中文名字很美！”越来越多华侨华人选择
在海外使用中文名。

海外生活的侨胞朋友们为了更快的融入陌生环
境，往往会给自己取一个当地语言的名字。而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侨胞愿意在海外使用自己的中文名字，在
他们看来，中文名字既是华裔身份的象征，也是对中华
文化的保留和传承。

“中文名是我华裔身份的象征”
西班牙侨胞几乎都有自己的西语名，大部分西班

牙人也只会记得他们的西语名，不知道他们的中文名
字是什么。但是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旅西华侨华人
更愿意用自己的中文名，而不是西语名了。

华人女孩陈之涵十年前移民到西班牙，最初她用
的是西语名Celia，在大学里，她的老师会直接问她的
西语名，一些朝夕相处的同学和朋友从来都不知道她
的中文名字，她说：“这困扰着我，并使我思考。”

现在陈之涵更多使用自己的中文名字“ZhiHan”
或直接用“Han”，她说：“如果有人想认识我，我会希望
他能记住‘Han’这个名字，因为只有中文名能代表我
身份是华裔。”

侨胞Luis和Li夫妇在西班牙经营着一家酒吧，他
们已经在这里开店11年了。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11
岁，一个13岁，两个孩子都是在中国出生在西班牙长
大的。他们在西班牙生活和学习用的都是中文名

“Zesen”和“Yingying”，尽管大家都只是简单地称呼他
们为“Sen”和“Ying”，但他们并不打算更改他们的名
字，他们的妈妈Li认为这是保留他们中国籍身份的一
种方式。

“中文名是我对华人文化的坚守”
在日常的生活和交往过程中，许多华人积极充当

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和传承者，增进了外国人对中国文
化的了解。

作为在英国长期生活的华人，林颖泉坚持使用中
文名，保留中国人的日常习惯(例如吃中餐时用筷子)，
坚持过中国节日，她的孩子必须会说中文。

她认为，要在异国他乡扎下根来，不融入到本地文
化是不可能的，但是融入本地文化和保留中国文化并
不冲突。“我希望我的外国朋友可以在我身上了解中国
文化。”林颖泉说，“比如我的朋友都会叫我的中文名
字，我会给他们解释中文名字的含义，这并不会很麻

烦，反倒有些外国人因此对汉字和中文产生了兴趣。”
新加坡华裔洁丝汀娜的父亲是马来裔，母亲是华

裔。洁丝汀娜从小时候处于两种文化中。小时候，华
文老师给她取了中文名“珍娜”。从此在华文课本上，
她都会写上自己的中文名字。

普通人的求职路上中文名也不再是阻碍
Guan Yu 出生在北京，小时候随父母移民新西

兰，并在惠灵顿定居，现在是一名IT咨询师和职业导
师。“有时候，使用自己的中文名字相反会在找工作时
赢得好感，因为雇主可能会认为，亚裔名字的人数学
都不错，他们会努力工作，当然，有时也是一种冒险。”
他说。

他承认，有些人确实因为使用了英文名字而获得
了工作机会，这种现象存在但绝非主流，名字只是表
象，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让别人看到你发光的地方。

Guan Yu认为，对华裔群体来说，文化交融根本不
是问题，问题在于要多掌握一些与同事、领导相处的技
巧。“不要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试着让别人了解你和你
的文化，以战略性眼光看待未来，为自己争取机会。”

来源：中国侨网（有删减）

越来越多华侨华人选择在海外使用中文名

6月10日，德国Offenbach市政府议会大厅上，副议长
Oliver Quilling接过德国青田同乡会会长赖成敏、常务副
会长邱建伟、副会长柳晓勇、常务理事吴君燕送来的5000
只防疫口罩。随后该市政府所在网站帖出“感谢信”。

德国青田同乡会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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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国 提 醒

海德公园（Hyde Park）是英国最大的皇家公园，位于伦
敦市中心西区威斯敏斯特市（西敏市），主要景点九曲湖将公
园分成两部分，西北角还有威尔士王妃戴安娜的纪念喷泉和
游乐场。

18世纪前，这里是英王的狩鹿场。18 世纪末，这里同
市区连成一片，被辟为公园。19 世纪以来，这里成为市民
最喜爱的休闲场所，1851年，第一次伦敦国际博览会在此举
行。如今，每年夏季，公园都会举办“无座音乐会”。

海德公园南面，有1876 年为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艾
伯特亲王而建的纪念碑，纪念碑对面是皇家艾伯特大会
堂。公园东北角的大理石宫门原是白金汉宫前面的石拱门，
由于门洞狭窄，1851年扩建白金汉宫时将它拆迁到海德公
园，为海德公园增添了一景。19世纪以来，石拱门附近成
为著名的“演讲者之角”，即“自由论坛”。到了19世纪末，这
里又成为了英国工人集会和游行的地方与集合地。

海德公园每年最热闹的是国王生日举行鸣放礼炮仪式，
皇家炮兵马队鸣放41响礼炮，21响庆贺国王生日，20响是
向首都致敬。 林毅斌

英国皇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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