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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春霞

平顶山籍28岁留学生刘虎文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攻读计算机专业研究生。国内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他联络朋友一起为国内捐赠口罩、防护服等防护物资；澳大利亚疫情暴发后，他遵守当地规
定，做好准备和防护，理性选择了留守。

昨天上午，在市第二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值班的主管护师王花果，谈起儿子刘虎文，难掩心中的
自豪：“儿子长大了，有了责任和担当。他从小独立性就强，在那边我也很放心。”

留守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刘虎文：

心系家乡
寄回200套防护服

□本报记者 孙书贤

3月31日晚上10时20分，乌克兰当地时间下午5时20分，记者和郏县籍
19岁留学生李孔凡通过微信取得了联系。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市的哈尔科夫
国立艺术大学的李孔凡谈了当地抗疫的情况和自己在那里的生活状况。

留守乌克兰的中国留学生李孔凡：

备好食物
没有要紧事不出门

“乌克兰是在 3 月发生了疫情，
目前乌克兰通告全国有47名确诊病
例。哈尔科夫现在有一例确诊病
例。”李孔凡说，起初，当地人外出不
戴口罩，毫无顾忌地到处跑。中国人
很少外出，有事需要外出时都戴着口
罩。看到中国人戴口罩，有人另眼看
待，但确诊病例出现后，当地人也很
少出门了，虽然大部分人还是不戴口
罩，但对戴口罩的中国人有了新的认
识。“现在，当地疫情防控在学习中国
的举措，咖啡馆、地铁、学校都关闭
了，只有少数餐厅还在营业，但只能
在门口点餐。”疫情刚发生时口罩涨
价了，现在又跌下来了，但还需要 4
元人民币才能买到一个。

3 月 12 日，学校放假后，李孔凡
觉得住在学校宿舍不安全，他的邻居
都是外国人，天天出门还不戴口罩，
他就搬去和朋友住。

为了减少外出，李孔凡储存了20
多天的粮食，购买了口罩和消毒水。
目前，没有要紧的事他就不出门。超
市、药店依然开门营业，超市里各种

水果、蔬菜等生活用品供应充足。“由
于害怕蔬菜买多了会放坏，我没有买
多少蔬菜，买了不少水果罐头。虽然
当地没有封城，但乌克兰已经封境
了。”李孔凡在微信中说。

“目前我所在的小区还没有专业
消毒，去超市也不用测量体温。”李孔
凡问过一个朋友，他们说当地人防护
意识不强。当地蔬菜本来很贵，但疫
情期间没有涨价。

“我经常和家人联系，希望爸妈
在国内健健康康的，安全度过这次疫
情。”李孔凡在微信上表达对父母的
牵挂。

“当地人称赞中国人的抗疫防护
措施做得好，全国人民也都积极配
合，无私奉献。”当地人对中国抗疫
如此评价。

“学校原本4月3日开学，受疫情
影响，推迟到了4月24日。”目前，李
孔凡心情很坦然，每天在家里看看
书，弹弹钢琴。他也祈福疫情赶紧结
束，好早日返回美丽的校园，早日学
成归来。

乌克兰已经封境

李孔凡在郑州市黄河科技学院
附属中学时，唱歌、跳舞、钢琴方面的
天赋已崭露头角，2018年 6月，李孔
凡高中毕业后，准备前往乌克兰哈尔
科夫国立艺术大学深造。

2018年11月17日，李孔凡来到乌
克兰哈尔科夫国立艺术大学专修爵
士流行音乐。“刚到乌克兰，感觉一
切都不一样，连生活方式也发生了
极大的变化。”李孔凡说，刚开始学
校课程很少，每天上午 9 时到 12 时
20 分上课，放学后学生想去哪儿老
师都不会管。后来课程多了，下午3
时 30分放学。当地人很喜欢散步，

他们的生活节奏很慢，去市场买东西
时，如果老板在吃饭，他会告诉你现
在不营业。当地有很多工作是日结
账，我感觉他们不存钱。

李孔凡说，他的俄语仍需要学
习，但专业课老师教学方式很轻松，
他很喜欢当地老师。

在学校，中国人一般都在公共
厨房做饭吃，因为外面的饭真的吃
不惯，每天就是汉堡、比萨和沙拉，
有时候去贵一点的餐厅可以吃到寿
司牛排或者日本面。为了节省开
支，他一直在公共厨房做饭，很少买
着吃。

乌克兰生活节奏很慢

刘虎文在塔斯马尼亚州的首府霍巴特，
是澳大利亚最南端的海港城市。从刘虎文
发来的照片看，路上不见行人，树木叶子发
黄，霍巴特现在是秋天。

目前，澳大利亚确诊病例超过4000例，
塔斯马尼亚州确诊69例，死亡两例。昨天
中午，记者通过微信与刘虎文聊天时，他说，
目前澳大利亚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为3
级，塔斯马尼亚已经封岛，不允许海外游客
进入。

刘虎文起身到门口看了看，他说，街上
半天看不到一个人。

当地所有公园、海滩均处于关闭状态，
出门需要保持不小于1.5m的安全距离。

半个月前，由于当地民众比较恐慌，大

量购买生活用品，导致物资短缺，但是现在
已经可以买到。

刘虎文说，当地家庭一般一周集中采购
一次。曾经出现疯狂抢购卫生纸的情况，属
于恐慌抢购，现在已经没人买了。当地餐馆
依旧开放，但只接受外带，不允许在店里就
餐，商场也没有关闭。

现在当地学校全面转入网课教学，他大
部分时间待在家中。原本他在读书之余，还
在塔斯马尼亚州图书馆做IT维护工作，受疫
情影响，图书馆已关闭，他们正在计划把服
务转到线上，提供无接触服务。

“总体情况还好，我因为了解国内的疫
情发展，提前做好了准备，我周围的中国人
也都准备充分。”他说。

卫生纸抢购风已平息

对于目前国内疫情形势好转、国外疫情
形势仍然严峻的情况，刘虎文直言：“没有想
过回国。第一是担心途中人群大量聚集，增
加了感染率。 第二是部分课程没有结束，我
还是想顺利完成相关课程。三是国内疫情刚
刚平歇，医护人员和各种服务人员也比较辛

苦，如果情况允许，还是不给家乡添麻烦好。”
为了降低接触传播风险，他提前列出生

活所需用品，并进行了相应储备，尽量不外
出活动。

他说，如果必须外出，他会在人群密集
的地方戴口罩。

加强个人防护 不给家乡添麻烦

国内疫情发生后，由于妈妈在医院感染
性疾病科工作，身在国外的刘虎文非常担
心。“我确实担心妈妈，也担心所有的家乡
人。那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可能独善其
身，需要社会集体运作来支撑起抗疫的局
面。”他说，他为妈妈是一名医护人员而骄
傲。

2月初，当看到妈妈的朋友圈转发的医
院急缺防护用品的消息后，他立即和朋友一
起募集善款，托负责采购的朋友在法国购买
了200套防护服，寄至国内。结果这批捐赠
辗转耗时将近三周，才运达平顶山市第二人
民医院。

市二院有关人士说：“当时医院防护服

正紧缺，这批捐赠真是救了急。”2月 18日，
市二院专门给刘虎文写了一封感谢信，衷心
感谢他对医院疫情防控工作的付出。

其实，早在此次捐赠之前，刘虎文就和
在四川雅安做志愿救灾时认识的朋友共同
募集了一批资金在海外采购防护物资，运送
回国。前期大部分物资都寄送至武汉，得知
武汉物资充裕后，又开始帮助家乡医院。

刘虎文说：“在我心中，家乡的人和物都
是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我在外也很自豪
地告诉朋友，自己是河南人，是平顶山人。”

采访的最后，刘虎文称赞众志成城抗击
疫情的国人，他说：“他们都让我感到骄傲，
这是真正的中国精神！”

紧缺时刻 寄来200套防护服

刘虎文居家学习 李孔凡所在的哈尔科夫市超市商品琳琅满目

本
版
图
片
均
由
受
访
者
提
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