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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中国志愿者亲历西班牙战“疫”

华人在西班牙建起多个志
愿者联盟

三月初，西班牙新冠疫情大
暴发。 当时西班牙国内对新冠病
毒了解甚少，面对来势汹汹的疫
情，显得措手不及。“一些西班牙
医生很希望了解中国的抗疫经
验。 于是我们帮忙联系了有相关
经验的中国专家，并为他们的沟
通提供翻译协助”，西班牙“全球
新冠抗疫志愿者联盟”组织人之
一李娅女士介绍。

当时西班牙的疫情发展迅
猛，李娅等组织者意识到他们必
须快速做出反应。“随着西班牙
疫情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西班牙
医生来向我们寻求帮助，我们也
意识到这项工作需要更好的组
织和专业的流程”。 于是他们决
定在西班牙各大学和社交平台
招收志愿者。 没想到，不到两周
的时间，志愿者联盟从十几个人
发展到 150 多人，截至目前已有
200 多人。

一呼百应， 这支最初向西
班牙医生提供翻译协助的小规
模华人志愿团队， 迅速发展成
一条上百名多国籍志愿者组成
的拥有八个部门的“抗疫生产
线”。 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在
联盟里担任了不同的角色，从
翻译、审核、美工到协调、采购、
物流等。

他们举办了多场网络研讨
会，分享国内和西班牙医生专家
抗击新冠疫情的经验，主题包括
隔离、防护、诊断、治疗、案例研
究、医院管理、病理学研究等。 组
织医疗物资捐赠方面，联盟目前
已向中国、德国、西班牙、意大
利、菲律宾等国家的一线医生和
机构组织捐赠了价值约 6 万欧
元的医疗防护用品。

“全球新冠抗疫志愿者联
盟”是西班牙多个由华人发起的
志愿者组织中的其中一个。 据中
国志愿者、在西留学生何东旭介
绍， 除了搭建中西医生在线桥
梁，协助中西医生交流工作的志
愿者组织外，中国人发起的志愿
者组织还有翻译志愿者团队，协
助语言困难侨胞，帮助侨胞在就
医过程中需要的语言支持; 笔译
工作团队，翻译国内新冠疫情医
疗手册，提供给医院和医务人员
做参考等。

纷纷行动起来的中国志愿

者，成为中西合作抗疫的一支生
力军。

中国留学生成为志愿者群
体的中流砥柱

目前在西班牙攻读转化医
学博士三年级的刘润菡，还是一
名流行病学在读研究生。

加入志愿者联盟之后，刘润
菡负责对相关文献、问答和讲座
课件的医学翻译和校对。 医学的
专业性很强，要精准翻译西语医
学词汇实属不易。 刘润菡表示，
她曾在 11 年前，作为中国-古巴
奖学金项目的公派留学生，赴古
巴进行为期 6 年的临床医学专
业学习，掌握了相关专业知识和
技能， 并且在这次疫情出现后，
第一时间参与了相关流行病学
的研究。 刘润菡表示，祖国当初
培养西班牙语医学人才的初衷，
也是为了促进在医学领域的交
流和发展， 打破语言的障碍，促
进医学知识的传播。 这次疫情，
对自己无论是医学上还是语言
上都是一次实战考核。

在西班牙阿尔卡拉大学就
读的周彦和在科尔多瓦大学就
读的何东旭，则是在收到了中国
驻西班牙大使馆的消息后，决定
加入使馆志愿者队伍，参与处理
包裹状态的追踪、包裹通关困难
和缺失报关文件处理等工作，解
决疫情下物流难的问题。

工作听起来简单，实则需要
反复与国内外各方沟通、核查信
息，工作繁琐复杂。 对于周彦和
何东旭等学生来说，志愿工作中
涉及的清关、国际邮寄等知识盲
区，更是只能靠一遍遍查找资料
和沟通来获得。

周彦介绍， 志愿者们为了
能有效的解决包裹滞留的问
题，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 了
解快递公司的国际邮寄流程
作、 搜集每个公司关于疫情期
间寄件的注意事项、 了解西班
牙海关的运作流程， 以及其各
个部门在疫情期间新出台了哪
些特殊规定， 针对口罩等防护
物资有哪些限制等。

经过志愿者们的不懈努力，
侨胞等到了国内寄去的包裹，从
中国寄到西班牙的医疗物资也
及时抵达。

志愿者何东旭说，“疫情期
间大家无法查询到包裹状态，可
能因为我们提供的一条准确的

信息，他们就能感到心安。

快速分享宝贵经验是支撑
志愿者的最大动力

在最危急的几个月里，志愿
者们牺牲了很多私人休息时间。
“除了自己的课业学习或本职工
作，还要兼顾家庭。 ”谈起志愿者
们的无私奉献， 李娅很感动，
“比如， 在国内的医生专家和在
西班牙的华人医生，他们本身工
作都很辛苦， 经常加班加点，但
很多次他们深夜回到家里还抽
出时间来帮助我们解答疑问，准
备讲座或者审核资料等”。

李娅参与组建的志愿者联盟
从三月底开始筹划每周的中西双
语讲座直播，共计六场。内容涉及
从隔离防护到诊断治疗、 重症治
疗， 再到医院管理和护理干预

等。“当时每周的专题讲座可以
筹划的时间很短，周一周二和国
内的医疗专家确认内容，准备中
文课件，周三完成第一次医学翻
译，周四彩排和疑问讲解，周五最
后校对，周六网络直播……

“连续六场的医学直播，医
疗专家们无论多晚都会耐心给
我们讲解，工作组成员也是无数
个夜晚在一起语音校对翻译文
稿到凌晨。 支撑整个团队高强度
工作连轴转的动力就是大家都
希望能把国内医生专家的宝贵
经验尽快准确地分享给各国的
医生。 ”李娅向记者介绍。

科学不分国界， 合作战胜
疫情

十堰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
急危重症中心主任刘杰博士是国

内专家志愿者之一。受全球新冠抗
疫志愿者联盟的邀请，他在线与近
20个西语国家数百位医务工作者
进行了防控经验交流，并对患者中
的几类特殊人群救治经验进行了
分享。“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当下， 面对世界范围的疫情，能
够与西语国家的医生同行分享经
验，是我的荣幸，更是一名医生的
责任。 ”刘主任表示。

外籍医学专家及医务工作者
对这次与刘杰主任的经验交流大
加赞赏， 一名来自哥伦比亚的医
生感激地说道：“刘博士为我们提
供了优秀的医院管理方法， 课程
内容很全面，对我们帮助很大! ”

西班牙马德里一家公立医
院呼吸科的华人医生纪子宸也
是联盟的一名志愿者。 他作为医
院里第一批担起新冠救治重任
的医生，负责指导了全院普通病
房里的呼吸支持系统的使用。 目
前他负责新冠药物的临床研究。

在联盟志愿工作中，让纪医
生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西班牙
呼吸协会发布关于恢复肺功能
检查的指导建议的第二天，他收
到西班牙医生关于恢复肺功能
检查的咨询，对方表示想了解中
国的做法，希望学习其经验。“这
时候我的感受是，祖国的医学强
大了! ”他自豪地说。

李娅表示， 中国志愿者团队
只是把中国和西班牙两国的医生
联系在一起。 但是在志愿平台建
立两周后，秘鲁、智利、阿根廷和
墨西哥等其他西语国家的医生也
加入进来。“一开始大部分是西语
国家的医生，但随着疫情的持续
蔓延，我们也希望借助平台能够
帮助到更多的国家，又开设了一
个英语群方便交流。因此现在也
有来自亚洲，非洲以及中东地区
国家的医生进入我们的平台。随
着欧洲疫情的缓解，慢慢也有欧
洲医生加入了分享经验和知识
的队伍中。 ”李娅说。

西班牙有句话：“朋友像鲜
血，奔向受伤之处，无须召唤。 ”
全球疫情下， 中国人用善良无
私，写下中西友谊的新篇章。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西班牙“全球新冠抗疫志愿者联盟”工作照（图片由联盟提供）

志愿者、华人医生纪子宸（照片由所属志愿者联盟提供）

� � “我们建立的医生交流平台上 ，已有超过 1200 名医生 ，覆盖近
四十个国家。 各国医生们在群里提出与新冠疫情有关的疑问 ，来自
中国的一线医生根据其临床经验解答。 志愿者每天进行中西和中英
的翻译和校对，尽快回复给提问的医生。 目前翻译解答的问题已超
过 540 个……”

这是一份来自西班牙的中国志愿者组织的成绩单。
5 月底 6 月初，一度成为欧洲疫情中心的西班牙终于开始逐步解

封，从新冠疫情中逐渐复苏。 不为人知的是，在西班牙疫情逐渐好转
的背后，有一群华侨华人志愿者在默默地付出。

他们来自不同的志愿者队伍，却有着同样的想法：为中外抗疫合
作贡献一份力量，为分享中国经验传递一份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