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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下路不通 抓緊時機返華

在深圳關鍵詞
教育機構工

作的英國華人Nick在2019年底入
職，「我在2020年 1月假期回到英國，

後來疫情中斷了兩地交通，要等到2020年 10月
才能來深圳。」Nick回憶道。

「英國一件事一個App」
在中國，和疫情相關的健康碼、行程碼等登記都可以

在微信上完成，但是英國卻沒法實現，「英國是每一件
事情可能都有不同的App，比如去英國的餐廳，他們會
有自己的二維碼，掃描後進入網站進行登記，但沒有一
個像微信一樣可以鏈接所有行程的App。」在Nick看
來，這樣相應地增加了民眾下載、登記的成本和效率。
來中國14年的印度人Kumar，是深圳寶萊塢影視公司

的創始人。Kumar本準備今年與中國妻子一起回新德里過
年，但是因為疫情關係，他們選擇了在中國度過春節。
目前，印度疫情仍然嚴峻，數據顯示，印度累計確診

病例達1,100多萬例，累計死
亡病例超15萬例。身在深圳，
Kumar早已經回歸到正常的生
活工作之中；但另一邊廂，他
很擔心遠在印度新德里的媽
媽。
去年5月，Kumar居住在印
度的叔叔因為感染病毒而去世，
這件事成為了Kumar心中永遠
的痛。從那時起，Kumar每天
保持和媽媽聯繫，了解家鄉的疫
情和媽媽的身體狀況，Kumar
也會告訴媽媽，中國很安全。他
所居住的深圳大鵬新區，即使到
現在對待疫情也沒有鬆懈，「每
隔一段路，都有工作人員檢測體

溫，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我
們這個區也只有個別數量的感染者，

控制得非常好，我們都很安心。」

推掃碼神速 提示醒目
談及中印兩國對抗疫情的措施，Kumar表示，印度有

開發專門的App，在上面可以看到周圍有多少人感染，
他們與自己的距離等訊息，「但是據我所知，它上面更
新的訊息並沒有那麼迅速和及時，因此效果並不好。」
在多個中國人常用的網上平台，時至今日，抗擊新冠

肺炎的頁面仍在醒目位置，實時滾動顯示居民所在的城
市、省份及全國的病例數，「上面甚至有政策指引、自
主申報，以及可以預約核酸檢測、查詢檢測結果、預約
疫苗等服務。」Kumar認為，這些一站式生活服務功能
特別方便高效。
讓Kumar印象深刻是，去年2月初期，深圳就推出了

「深i您」健康碼，公共交通工具也針對疫情有了快速的
反應，不僅有工作人員檢查是否戴了口罩，車廂上還醒
目地貼上行程二維碼，讓疫情可以溯源。「我到現在上
車都會去掃碼登記，但是我認為這樣的措施在印度就很
難推行，即使有二維碼，很多人也不會掃。」
「疫情期間，作為外國人，我還受到了『特別』的關

懷。」去年年初，有深圳政府的工作人員打電話給Ku-
mar，用英文囑咐他在中國注意安全，沒必要的話不要出
門。「作為一個普通外國人，政府會派人特意用英文來
問候我們，雖然只是一個電話，但我覺得特別溫暖。」

盼全球如中國般安全
那時候，Kumar住的小區管理很嚴格，必須持有本人

身份證與小區通行證才能出入，作為外國人，則是護照
與通行證。「有時候下雨還要把護照和通行證帶在身上
很不方便，怕會淋濕弄壞，我就跟小區反映了這個事
情。」讓Kumar沒想到的是，小區工作人員馬上為包括
他在內的6個外國人製作了專屬的臨時「身份證」卡
片，上面有他們的照片及護照信息，「攜帶很方便，即
使壞了也能更換，特別感謝他們！」
說着一口流利中文的Kumar，已經把中國看做自己的
第二故鄉了，「我在中國這麼多年，妻子也是中國人，
我很喜歡中國！希望我們很快可以看到，全世界都和中
國一樣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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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Kumar為代表的一批長期在中國生活的外國人，在疫情下感
受到了中國人特別的友好，也願意付諸行動去幫助中國人一起抗

疫。在可以回國的時候，Kumar選擇了留在深圳並說：
「我可以回去，但我的中國朋友能去哪兒？當時很

堅定地想要留下來跟他們一起戰鬥，事實證
明我的選擇是正確的。」

在中印關係緊張的今天，聽
到一位印度人這麼誠懇

而樸實的表述，
實在令人動

容。在中國疫情最嚴重的時候，來自伊朗的西納．
卡拉米與其工作的咖啡館一起為武漢的醫務工作者捐贈了4
萬杯咖啡和其他飲料；新西蘭人莎倫．弗雷澤留守重慶解放碑皇冠
假日酒店，堅持照顧客人和員工……他們雖身在中國不同的城市，卻用
自己的力量幫助了中國渡過難關。

中國疫情好轉後，也無私地向世界其他國家捐出口罩、酒精等物資。
根據最新數據顯示，截至今年2月底，中國已累計接種新冠肺炎疫苗逾
5,200萬劑次，並向69個國家和2個國際組織提供疫苗援助，向28個國家
出口疫苗。

此次採訪中，當記者問這些在深圳居住生活的外國人有什麼新年願望
時，每個人都表示希望國家與國家之間能協作互助，盡快回到正常的生
活。全球性災難面前，不應該有國界。就像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

專家吳尊友曾說過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獨立打贏這場戰爭，世界
各國有團結合作才有可能戰勝新冠病毒。

回想起2020年初，肆
虐武漢及全中國的新冠肺
炎疫情，Kumar 記憶猶
新：「那時候每天會上網
看新聞，疫情最嚴重的時
候，全國的中國人都堅持
不出門，其他地方的醫生
護士都趕去武漢支援，我
非常感動！」雖然過去了
一年多，Kumar在講述時
還是立馬濕了眼眶。

當前線義工報答「略嘗」辛酸
「我覺得中國控制得好，很大原因

是人民的配合。」Kumar表示，在其
他國家有些人認為自由比生命重要，
在疫情期間仍然不戴口罩或者去人群
聚集的地方，控制難度很大，「這樣
肯定會加重病毒的傳染，我認為這並
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自私，這樣下
去疫情不知道要持續到哪一天！」
因為在疫情期間受到了深圳政府和

人們的幫助，Kumar也想為生活的城
市做點什麼。從2020年2月開始，Ku-
mar在其所居住的大鵬新區下沙新村
從事志願工作，參與內部公共區域安
全消毒行動。之後，他更在深圳灣口
岸一線擔任志願者，幫助入境的外國
人填寫資料以及進行隔離流程。
當時感染病毒的風險很高，他與
工作人員一樣穿上了防護服。由於
脫下防護服既不方便又不安全，他
一整天都穿着尿布，並且不吃不
喝。「我做志願者只是短暫的，無
法想像中國的醫生和護士工作有多
辛苦，很感謝他們。」

外國人在中國就業，很大部分比例是
從事語言教學工作。來自澳洲的Jesse和
英國華人Nick目前在深圳關鍵詞教育就
職，為青少年進行英語培訓。目前，他
們線下面對面授課早已完全恢復。

入職日期一再推遲
2020年初，Jesse來中國旅遊，香港、

深圳、廣州、佛山、昆明等城市走了個
遍，也是這次讓他愛上了中國並決定來
深圳工作。去年3月回國後，中國疫情
正值最嚴重的時期，因此Jesse的入職時
間一直在推遲。
2020年12月，Jesse終於正式開始工

作，「這次再來的
時候，我

發現中國的疫情已經控制得非常好
了。」Jesse表示，澳洲在對抗新冠疫情
上，與中國一樣嚴格，「2020年4月開
始，差不多有三個月的時間，州與州之
間都是封閉的。除了去醫院等必要性出
門，大家都呆在自己家中盡量不去人多
的地方。」
Nick則是2019年底入職，那時候Nick

的朋友也多為在深圳做外教的年輕人，
「但2020年回來後發現外國朋友的數量
明顯變少了。」Nick表示，原本在中國
的外國人每年都有一個輪換，一批舊的
回去，一批新的過來，但2020年起因為
一些國家疫情依然嚴重，很多城市、州
都是封閉狀態，能來中國的外國人很
少。「以英國為例，我是在英國疫情好
轉時抓緊時間辦了簽證和準備了資料。
據我了解，目前英國情況並不算好，體

育館、圖書館等公共場所仍然未
開放，大部分人還是在

家 中 網 上 辦
公。」抗疫回憶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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