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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德之旅一波三折
“疫情对我影响挺大的。”华

北电力大学大四学生李明聪说。

许多人改变了今年留学德国

的计划，李明聪就是其中之一。因

为疫情带来的种种问题，他的留

学之旅已经确定延迟一年。

2019年 9月，李明聪向德国驻

华使馆相关部门提交了 APS测试

（德国高校录取中国学生的前提条

件之一）。按往年情况来看，从提交

材料到审核最多需要 4个月，但因

为疫情，审核一直没能安排。

2020年 3月，李明聪计划参加

Test Daf (德福考试)，然而不久后，

上半年的考试都被取消了。原本6

月还有一场德语考试DSH，但报

名的人又太多，他也只能放弃。

5月 15 日，德国驻华使馆针

对中国留学生推出新政策，因为

符合相应条件，李明聪被免去面

谈，但是由于语言考试的暂停，他

的申请进程依然停滞不前。

想到之前付出的努力，李明聪

还是决定留学德国。为了 2021年

春季成功申请德国大学，他一边忙

毕业，一边每天上 6个小时的德语

网课。如今，他只希望 11月份的

Test Daf考试能顺利举行。

大三的阿云原计划 2020 年

春季学期前往德国做交换生。2

月初国内疫情暴发后，由于担心

疫情带来出入境限制，他将申请

延期到了 2020 年秋季。

德国签证程序繁琐、耗时较

多，不同部门的要求分散在不同的

渠道里，负责留学事务的部门

（APS）审核缓慢。阿云和同学花了

几个月时间才几乎走完流程，选择

延期之后，一切又要重来一遍。

然而，刚刚申请完延期不久，

整个欧洲就成为了疫情的“震

中”。尽管德国学校十月才开学，

但未来几个月的形势仍然扑朔迷

离，能否启程仍是未知数。

漫长假期苦中作乐
不能上学的日子里，留学生

们“苦中作乐”，用各种各样的方

式努力生活。

线下实习有困难，许多学生

转而选择了线上实习。虽然德国

许多大学的现场校园招聘活动取

消了，但多家线上招聘平台仍有

面向大学生的实习机会，尤其是

信息学、医学、化学等专业。

通过线上招聘会和视频面

试，慕尼黑大学信息专业的王同

学获得了在德国 SAP 公司实习

的机会。“第一次尝试线上面试和

实习，还是有些紧张。”如今，他主

要进行一些编程等工作，每周会

去公司一次。

就读于汉堡大学经济管理的

黎同学，则在一家德国著名服装企

业线上实习，通过在微博、抖音等

社交媒体上做文案和短视频等，帮

公司在中国市场做“线上营销”。

有些留学生则选择“查漏补

缺”。

在柏林洪堡大学自由大学学

习传播学的吴同学，利用暑假补

充了专业知识。据了解，许多德国

大学在暑假提供补习课程，由教

授或助教给予辅导，甚至还有线

下的辅导课，为热爱学习的学生

们提供了学习的平台。

还有一些留学生，在做好防

护的情况下打算“出去看看”。

德国科隆大学的陈同学本打

算暑假到西班牙、葡萄牙玩，但疫

情暴发后，出于安全考虑，他修改

了旅行计划。除了把目的地改成了

较近的德国、法国、瑞士和奥地利，

交通上也选择了相对安全的火车。

汉诺威的 5 个中国留学生则

租了一辆房车，准备畅游德国。组

长林同学说，房车每天租金 100

多欧元，分摊到每个人身上并不

贵，总费用与普通的背包游差不

多。而且房车游可以接近大自然，

又可以避开人群。而德国有大约

2800 个房车露营地，露营地里有

各种设施，出行也很方便。

发挥专长帮助当地
疫情期间，也有留学生利用

所学知识，帮助当地抗疫。

“撩城”APP 是一款由德国

留学生开发的华人社区应用，

上线至今已有超过 10 万注册

用户。疫情期间，伴随着用户

采购需求的高涨，APP 的“线

上亚超”业务订单数量一度暴

涨。

“到亚超购物，人们对大米、

酱油等这些品类的囤货需求大，

疫情时期，只有屯货量到了一定

程度后，人们才感觉心安。”团队

创始人刘浩然说。

刘浩然拥有软件工程的专业

背景，而“撩城”APP 与其他线上

亚超的一大区别也在于技术。在

他看来，正是由于技术团队对用

户的反馈响应及时，才能更好地

服务华人社区。

（中国新闻网、人民网、《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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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陈和他的唐人街
在纽约曼哈顿唐人街，老陈

的名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不管

谁家有什么问题，找他总能解决。

今年 5 月初，唐人街的一个

海鲜市场因为只在门口张贴了中

文“戴口罩入店”的标识而引发一

场巨大的误会。一

对男女进入海鲜市

场内的时候并

没有看懂中文

标识，所以没

有佩戴口罩进

入店内，店员

因此跟他们发生了

言语冲突，以至最

后升级为肢体冲突。

老陈因为受到这件事儿的刺

激，创立了“社区守望者”团队，决

定亲自上阵，守护自己的街道

……

疫情期间，老陈带着他的队

伍走街串巷，为唐人街的住户发

放双语防疫政策宣传单，还为商

户发放双语的“请佩戴口罩入内”

标识。除此之外，纽约市逐步“解

封”后，餐馆被允许提供户外用

餐，唐人街哪家需要向政府申请

户外用餐，老陈都会帮忙。

为了改善街道环境，吸引更多人

来唐人街户外用餐，老陈和志愿者们

每周六一大早就起

来，打开消防栓，用

水冲刷街道，给之后

开门的商户提供更好的经营环境。

此次疫情导致唐人街许多商

家的生意都受到了影响，老陈和

他的队伍尽全力收集各类经济帮

扶政策，翻译成中文，发放给唐人

街的商户们。

老陈说，住在唐人街附近的

部分成员手里都会有一个对讲

机，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很快地

把大家聚集起来。6月初，因为唐

人街发生了火灾，他们还收到了

50 个匿名捐赠的灭火器，分发到

各个商家手中。

对于生活在唐人街的华人来说，

有老陈这样一个熟悉的面孔存在，就

仿佛是身边多了一个“守护神”，为他

们的生活提供了足够的安全感。老

陈说，“社区守望者”是由唐人街的

街坊邻居组成的，对于生活在这里

的老人和商户来说，有熟悉的面孔

照应能让他们更加安心。

中国姑娘
在王小绿眼里，老陈就像唐

人街的“老炮儿”。通过拍摄期间

与老陈的相处，王小绿不仅了解

到唐人街的历史，也意识到保护

中国城，不只是安全问题，还要守

住这里的历史和文化。

在跟随拍摄的这段时间，王

小绿还结识了一位叫 Sara 的华

裔女性队员。Sara 不仅参加了“守

护天使”，还参加了“社区守望

者”。王小绿说，每次跟随队伍去

发放传单的时候，Sara 都会很细

心地跟店家交流，张贴海报时也

不会错过任何一个电线杆。对于

Sara 来说，守护唐人街，就是自己

“片儿内”的事情……

王小绿说，在“社区守望者”

和“守护天使”的队伍里，年轻人

占极小一部分，队伍中大多都是

老一辈华人。对于年轻一代的移

民来说，华裔移民史是既熟悉又

陌生的，因为对这段历史了解甚

少，唐人街在他们心中也就仅仅

成为了一个坐标。

拍摄《守护 Chinatown》，王小

绿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呼吁新一代

移民去了解历史，并守护这段历

史。王小绿说：“我希望更多的人能

够看到老陈他们身上这种守护家

园的精神，但更重要的是，想要让

更多的年轻华人看到唐人街的重要

性，并加入到守护它的队伍中来。”

纽约的唐人街载满了华人的

奋斗历史，但如今却面临绅士化

的危机。作为每一代移民的落脚

点，纽约唐人街从最初的贫民窟，

发展到如今充满生气的社区。

今年开年以来，唐人街经历了疫

情、歧视、经济危机的连环打击。纪录

片中，王小绿说：“从老陈等几位‘老

炮儿’的身上，我了解到，其实，公共

安全远不止是人身安全，更多的是

社区的保障，尽管前路艰辛，我们

还是要捍卫我们的社区。”

影片的结尾，老陈坐在唐人

街的路口说道：“我们来这里不仅

仅是为了巡街，我们更想鼓励大

家主动举报犯罪，我们不是城市

别处来的人，跑到其他社区巡逻，

我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居民。”

（短纪录片《守护 China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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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暴发以来，华人团体受到很

大的影响。因疫情而引发的歧视现象、对病毒的误解

让居住着几代华人的唐人街成为了舆论的“暴风眼”。

纽约曼哈顿唐人街，目前是西半球海外华人最大

的居住地和商业区，近期因为疫情滋生的针对华裔不

公正待遇事件频频发生，为此，有着 40 年历史的民间

组织“守护天使”开始在华埠区域展开巡逻，保障华人

的安全，并用中文印发传单，号召更多华人加入该队

伍。

而在这群“天使“中，有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孩儿，叫

王小绿。王小绿是生活在纽约的自由制片人，她看到

“守护天使”的宣传之后便决定参加，并记录他们的故

事。而就是这次跟随拍摄的机会，她结识了另一个唐

人街华人组织———“社区守望者”的成员：老陈（Karlin

Chan）。

两个组织，同一个目的，这才有了王小绿的短纪录

片《守护Chinatown》。而在纪录片中，最让人印象深刻

的，就是老陈和他的“社区守望者”的故事。

在德国的留学生们

“守护天使”组织在纽约曼哈顿唐人街巡逻。老陈和他团队的志愿者们清

扫完唐人街街道。

纽约唐人街“老炮儿”———老陈。

王小绿和“守护天使”的成员在一起。

第三届“在德中资企业专场招聘会”于法兰克福举行。

经济已经开始逐渐复苏的德国，疫情出现了反弹。

据德国联邦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公布数据显示，截至 7月 28 日，德国累计确诊 206242 人。此

前的 7天内，德国新增确诊病例为 3611 人，与前一周的 2809 人相比出现明显上升。

7月 28 日，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所长威勒表示，德国过去两周新增确诊病例数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增

长。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是第二波疫情暴发的开端，但存在这一可能。

德国再现多人感染，开学复课遥遥无期。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德的中国留学生、想要去德国的准留学生

们如今都在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