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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到侨胞的电话后，我

会先了解他们出现的症状和困

难，耐心进行指导和解释。”阿根

廷华文教育基金会会长刘芳勇

说，在阿根廷疫情发生以来，他收

到了 1000 多条求助信息，建了

129 个重病救助群。

帮助家中没有隔离条件的确

诊侨胞前往酒店隔离；安排重症

侨胞送医抢救；协助侨胞接种疫

苗……从担任阿根廷侨界抗疫委

员会应急协调组组长后，刘芳勇

每天都在为侨胞想办法，解难题。

海外疫情反复，侨胞们群策群

力克服种种困难，用关爱在第二故

乡书写一个个守望相助的故事。

“一对华人夫妻同时感染上新

冠肺炎，接到求助电话的时候他们

已经感染了十几天，其中丈夫病情

较为严重，反复出现高烧症状。”刘

芳勇说，我们赶忙联系医院进行抢

救，义工也全程陪同，提供翻译。

“经过十几天的救治，这位侨胞还

是没有挺过来，深知失去亲人的无

奈和痛苦，我们十分心痛。”

“很多华人义工经常冒着感

染的风险为求助侨胞送去防护物

资和食物，他们默默无闻，为帮助

同胞尽其所能。”刘芳勇说，希望

疫情能够有所缓和，大家都能平

安渡过这次难关。

“为帮助留守在住在国的侨

胞、留学生预约新冠疫苗接种，很

多华人倾力互助，我只是参与者

之一。”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教授

李斧从 2月底开始，一边忙着春

季开学的事宜，一边为想要预约

疫苗的华侨华人提供帮助。

李斧介绍，有的侨胞不懂英

文，有的侨胞不会开车，还有的侨

胞无法提供社区所需的医疗保险，

“得知他们的难处后，我们想了各

种解决办法，安排接送车辆，或帮

侨胞们调整到离家较近的临时接

种点，我也全程陪同担任翻译”。

“4月中旬后，我们帮助的重点

对象转为中国留学生。”寻找在校

留学生，耐心为学生和家长答疑成

为李斧的日常。他说，大多数留学

生没有车辆，为了减小出行的感染

风险，华人社团为他们争取到当地

会议中心接种点的名额。那里离学

校较近，学生走路即可到达。

在马来西亚，全面防疫封锁措

施再度延长，马来西亚中国公共关

系协会副会长颜天禄组织志愿者

走进社区，流动式地为民众登记接

种疫苗的预约，传达政府的防疫政

策，向老人们解答相关疑问。

他说，虽然当地政府为包括侨

胞在内的广大马来西亚民众提供

免费接种疫苗的便利，但部分侨胞

的预约申请迟迟没有得到回复和

进一步通知。“得知这一情况后，我

们也向侨胞们收集了相关资料，并

向有关部门传达信息，积极跟进。”

颜天禄介绍，随着疫情逐渐

放缓，他开始联合官方力量推动

民间的经济复苏，例如，借助疫情

冲击经济的转折点打造全新景象

的社区经济热点，助力小型企业

“涅槃重生”。 （新华社报道）

又一个中国小吃在国外火了！

近期，在 Tiktok 上，#tanghulu#

（糖葫芦）这一话题的视频播放量

超过了 5亿！

视频中的老外们熟练地做着

糖葫芦，从串果、熬糖到蘸糖冷却，

一系列操作那是相当专业。为了做

出完美的冰糖葫芦，在华人的指导

下，老外不仅用料讲究，熬糖的温

度也用温度计严格把控。

你以为，他们只满足于山楂、

草莓、葡萄等基础款的糖葫芦吗？

当然不是了！什么西瓜、芒果、炸

鸡、和牛等都被做成了糖葫芦。听

起来是不是跟我们国内鸡爪、青

椒、辣条糖葫芦有异曲同工之处？

更令人惊叹的是，这届老外

居然连糖葫芦外面那一层可食用

纸都不落，完全是街头“小推车级

别”的专业了。

你以为他们只会做糖葫芦

吗？除了糖葫芦，煎饼果子也是老

外十分喜爱的中国街头美食。

有不少老外来中国，还要特

意去尝尝煎饼果子的味道，学会

了之后就天天在家里给自己“来

一套”当早点吃。单手打蛋，摊面

饼，放果篦、撒香菜，一套动作下

来行云流水，还会问你加不加香

肠，让你一瞬间穿越到自己家楼

下的煎饼小摊儿。

要论近些年来在老外心中地

位火速上升的中国街头小吃，少不

了肉夹馍。“Chinese hamburger”

（中国汉堡包）在海外有多风靡呢？

最近，一家名为“Bingz”（西

少爷）的肉夹馍店在加拿大多伦

多开业。据当地美食媒体报道，这

家店一开业就吸引了大量当地居

民“打卡”，每天排队的队伍长达

数百米，即使下雪天队伍都不见

缩减，甚至还有人开车从尼亚加

拉大瀑布前往。

有网友开玩笑称：“多伦多目

前排队的地点有两个，一个是疫

苗接种点，一个就是 Bingz（西少

爷）”。

除了这些，在中国街头美食

热榜上，小笼包也必然有一席之

位。当你问老外最喜欢的中国小

吃的时候，十个里面至少得有六

个会说喜欢“Xiaolongbao”（小笼

包）。

老外嘴里的“小笼包”大多指

的是灌汤包。当你以为这帮老外

连筷子都用不好的时候，他们已

经轻盈地夹起灌汤包，沾一点点

醋，然后“呲溜”一口，吞进肚里，

再比划比划大拇指跟你说“So

delicious！”（太好吃啦！）

如果说这些会吃的外国食客

们是青铜级别，那有人把中国的

街头美食写成了一本书，是不是

可以称为“王者”啦？

其实，“烧烤配啤酒, 一喝喝

一宿”早已经不是中国人专有。火

遍中国大江南北的烧烤文化早就

走入了老外的生活当中。

来自美国纽约的“吃货搭档”

豪伊·索思沃思和雷格·马察前两

年就出了一本专门写中国街头美

食的书———《中国街头美食》，向

英语国家读者介绍了 100 种中国

小吃，其中包括棒棒鸡、胡辣汤、

豆腐脑、锅盔……等等在中国家

喻户晓的小吃。

在这其中，最让两人印象深

刻的就是中国的烧烤。他们说：

“烧烤配啤酒，简直完美！”“吃一

顿大排档可比麦当劳有趣多了！”

其实，每一种中国街头美食

都裹挟了烟熏火燎的市井气，吸

引了天南海北的食客，也俘获了

一批海外的美食爱好者，通过一

个个街头小吃，了解背后的中国

文化，以此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喜

爱中国。

（参考消息、中国新闻网）

中国小吃在海外火起来了

一名中国公民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接种新冠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