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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

根据爱心捐赠企业意愿，向暨南

大学、华侨大学和北京华文学院

等三所学校拨付资金 700 万元，

用以支持三所重点侨校的疫情

防控。

暨南大学现有全日制在校

生 40029 人，其中来自 123 个不

同国家和地区的华侨、港澳台和

外国留学生 13728 人。华侨大学

现有全日制普通本科生 25551

人，研究生 5953 人，其中有来自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

人、港澳台和外国学生 4969 人。

北京华文学院由著名侨界领袖

何香凝亲自主持成立，是新中国

第一所专门招收归国华侨学生

的补习学校。三所侨校招收的侨

生数量约占全国高校招收侨生

数量的三分之二。

近期，学校将迎来开学季。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三

所侨校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各

校将根据防控工作需要，购置防

护物资，采取多种措施，保证学

生返校后的正常学习和生活。

按照规定，中国华文教育基

金会通过慈善信息平台、新闻、

公告等形式，及时向社会发布捐

赠信息，依法依规做到信息公开

透明，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截至 2 月 11 日，中国华文

教育基金会携手中华医学会和

湖北省侨办已经募集 (部分在

途)101.82 万件三证齐全的防护

用品，其中医用口罩60.86万个、

防护服 5.51 万件、护目镜 3829

个、医用手套 30.54 万双、医用帽

3.79 万个和防护靴套 7360 双，有

将近 60家医院受益。

来华留学生：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不仅牵动着国人的心，也牵动着来华留学生的心。疫情发生期间，有不少来华留学生选

择留在中国，为中国加油，与中国人民共克时艰；也有来华留学生心系中国，不仅时刻关注着疫情变化，为中国人民送来祝福，而且

积极投身疫情防控，为战胜新冠疫情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与你们同行”
最近，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

唐曦兰常被问一个问题：“你是不

是要回国？留在中国会不会危

险？”她答：“我选择留下来。”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等级的升级，就

读于浙江理工大学的唐曦兰也

窝在了宿舍里，喜欢写诗的她

用一首首新创作的中文诗歌为

中国祈福，并表达对疫情中一

线医护人员的崇敬。

她在《武汉人民，我与你们

同在》这首诗中写道：“我曾去过

美丽的武汉，登上黄鹤楼眺望

前世的风景。我想告诉所有的

武汉人，我异国的心与你们同

行！”

她最新的诗歌作品主题是

赞美中国的女性医护人员，在

《中国最美丽的女人》中写道：

“中国最美丽的女人，正奋战在

危险的一线挽救生命……她们

减掉了头发，唤起了所有人对

更幸福未来的期望。”

买口罩送师友
2020 年 1 月，巴基斯坦留

学生比拉尔通过新闻报道了

解到中国湖北等地发生了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同时，他也了解到，防止疫情

扩散，戴口罩是非常有效的方

式，但他发现在中国不少电商

平台、药店等销售的口罩很快

脱销。

“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了

4年多的巴基斯坦人，我在读

书期间接触到许多中国人，也

交了很多中国朋友，他们非常

友好，尊重文化差异。疫情当

前，我希望自己能为我的第二

故乡中国尽一点微薄之力。”

比拉尔说。

正好最近，比拉尔的朋友

从巴基斯坦到北京，他便让朋

友顺路带一些口罩过来。比拉

尔最初的计划是将口罩捐给

湖北的医院，后来了解到医院

需要的口罩有一定的标准，怕

托朋友带来的口罩不合格，就

将其送给了身边有需要的人。

“比如我的同学、老师、朋友以

及我所认识的缺口罩的中国

朋友。虽然只买到 600 个口

罩，数量不多，但这是我的心

意，很荣幸自己能尽一份力。

希望疫情早些过去，希望中国

的热闹场景早日恢复。”

对中国战胜疫情有信心

和唐曦兰、比拉尔一样，

不少来华留学生纷纷为中国

加油并送上祝福。

来自埃及的高山将武汉

视作除北京外与他渊源最深

的城市。他说：“我相信在中国

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国各行各

业人民同心协力下，在一线医

护工作者的奋战下，武汉一定

能战胜疫情！天佑武汉！天佑

中华！”

来自阿富汗的李娜和马

龙说：“最近，我们的第二故乡

中国遇到了大的困难，我们唯

一的希望是疫情早日得到控

制。无论如何，我们都与中国

同在，也完全相信中国有能力

打赢这场疫情战。”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佘郑

轩是第四代华裔，他常听祖

辈讲，中华儿女非常坚强。

“我相信，这次中国也一定能

很快找到战胜新型冠状病毒

的办法，也能够很快战胜疫

情。”

来自韩国的任俊杰相信，

只要大家一起努力，一定能够

战胜疫情，渡过难关。“因为只

要团结一致，就没有解决不了

的问题，武汉加油！中国加

油！”任俊杰说。

(赵晓霞)

葡萄牙波尔图大学

孔子学院师生

力挺中国
2 月 9 日，葡萄牙波尔图大

学副校长兼孔子学院外方院长

若昂·维洛索(Joao Veloso)教授就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表讲

话，向葡萄牙高校师生和社会民

众陈述了中国的疫情现状，力求

打消葡萄牙民众对新型冠状病毒

的恐慌，以及对中国师生的误解。

维洛索院长表示，孔子学院

的中文教学活动将会严格按照

公共卫生指示，遵循每一项卫生

建议的前提下正常进行。同时对

中方及国际相关组织机构所作

工作表示高度赞赏和支持，对深

受疫情影响的中国公民和其他

民众表示深切慰问和全力声援。

此外，波尔图大学孔子学院

的师生通过各种方式为武汉加

油，为中国加油。

截至目前，葡萄牙尚未出现

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零星出

现过几例疑似病例经检测皆为

阴性。但互联网上存在的一些不

实言论，依然引起了普通社会民

众的恐慌。葡萄牙主流媒体发表

多篇文章，并制作专题节目就中

国疫情流传的各种谣言进行一一

辟谣，澄清事实，表现出两国人民

真诚友好的情谊，以及对中国一

定能战胜疫情的信心。 (鲁扬)

埃及外教不惧疫情

留守：困难都是暂时

的，相信中国
来自埃及的英语老师 Roma

在中国工作生活已有 10 余年，

面对突入而来的新型冠状病毒，

他却不肯离开中国。

Roma 2008 年就来到中国，

曾在江苏、四川和上海生活，能

说一口流利的中文。2019 年，34

岁的 Roma 来到湖南安化县东

平镇的一家英语培训机构教授

英语。他工作的培训机构位于山

区，Roma 说，“这些地方的孩子

更需要我。”

“我相信眼前的困难都是暂

时的，我相信中国。”

Roma 认为，中国是他的第

二故乡。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都

跟他一起在这里生活。“我的孩

子在中国长大，中国人民对我们

非常友善，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我

们非常开心。”Roma 热爱中国，

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时，他曾捐

钱捐物帮助受灾的人们。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尽管

他的家人希望他能返回埃及，埃

及驻中国大使馆也曾向他提供

帮助，但是他还是决定留在安

化。“中国很强大，我不会因为发

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就离开。我

看到中国花 10 天就修起了一个

医院，中国一定可以战胜这次疫

情。”

Roma 还在他的朋友圈发布

了为武汉加油，为中国加油的短

视频。同时，为了不让他的学生

们因为这次疫情影响学习，

Roma 还坚持录制视频为孩子们

线上教学。 （冯志伟)）

以色列小伙儿在北京战“疫”：开网课教外国人学中文
当前，中国正上下一心，团

结一致，奋力抗击疫情。在北京

创业的以色列小伙子伊流沙也

在积极战“疫”。伊流沙在北京开

办的文化交流中心，是一个为外

籍人士提供中文和中国文化培训

与交流的机构。面对疫情，伊流沙

改变了以往面对面培训的方式，

积极利用网络、微信等开展课程。

现在，网络授课的学员注册数量，

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

为加强防护，目前不能再像

以前一样面对面授课了，但线上

教学，依然可以确保学员们继续

学习中文。伊流沙介绍，一些学

员很喜欢线上教学的方式，他们

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学习，

而且可以随时暂停、可以回看，

学习效率也很高。

伊流沙的学员们主要是外

籍人士，他们因为不太了解中

文，以往主要通过外国媒体获取

关于抗击疫情的资讯。针对这一

情况，伊流沙开设了全新的

“Chinese Through Media”课程，

从中国官方媒体的电视节目、微

信公众号上选取学习素材，帮助

学员在了解最新资讯的同时，加

强中文学习。“通过看(央视)新

闻频道，还有微信的公众号。我

们每次都会积累，并且选取微信

公众号的一篇文章，跟学生一起

学习，或者一起看新闻报道，帮

他们学习里面的词汇。通过这样

的方式，可以了解一些媒体报

道，也可以学一点中文。”

伊流沙说，网络授课目前的

注册数量，超出了自己的预料。

“目前，交流文化中心已经有

100 多名学员来自世界各地，通

过网络教学的方式，学习中文和

中国的文化和语言。”

接受采访时，伊流沙为奋战

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医务人员送

上自己的祝福：“在一线工作的

医护工作者，希望你们好好保护

自己，很快就能和家人在一起团

聚。” （郑宇）

外国在华留学生打“飞的”跨国带货支援抗疫
提到“郭沫若”这位文豪，

人们都不会陌生。而在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也有一位“郭沫

若”。春节前后，当得知中国疫

情蔓延、很多朋友买不到口罩

时，已经返乡的他觉得需要做

点什么。

1 月 29 日开始，他和家人

跑遍了当地的药店“扫货”，每个

药店一次买一两百个口罩，最后

凑齐了 12000 个口罩和一些药

物。担心国际快递速度慢，风风

火火的郭沫若要亲自带货到广

州。

这笔物资花费超过 3 万元，

主要来自郭沫若的奖学金和平

时兼职。当老师和朋友向他致谢

时，他说：“我也是中国人！”目前

在乌兹别克斯坦，口罩也变得紧

缺，价格已经涨了数倍。疫情仍

未结束，郭沫若已经采购好第二

批物资，于 2月 11 日带到广州。

接受采访时，他多次说，捐

赠口罩和物品是很小的事，“中

国攻克疫情只是时间问题。在此

之前我们要做好防护，力所能及

地互相帮助。”

（胡良光 钟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