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春霞

刚刚大学毕业的平顶山女孩楠楠（化名），去年9月前往法国巴黎一所高校攻读表
演艺术管理专业研究生。4月1日晚，记者与她微信联系时，她刚刚上完一节网课。她
那里还是下午，巴黎与平顶山时差6个小时。聊起疫情之下的生活，她说：“我已经一
个多月没出门了，在家一边上网课，一边学烹饪，已经学会蒸馒头了。”

自从上网课 她就囤了很多东西

疫情发展速度之快，令人咂舌。2月
29日，法国确诊人数才破百，一个月后的
3月29日，确诊人数已突破4万了。截至
记者采访之时的4月1日，法国确诊人数
已破5万了。

疫情发生后，楠楠从华人做的微信公
众号上了解到的新闻是这样的：法国开展
了“团结之屋”项目，一些房东或私人酒店
免费为医护人员提供住宿；慈善组织忙着
为街头流浪汉找住处，一座旧医院成为流
浪者的临时庇护所；餐厅、露天市场关闭
了，农产品销售受到影响，法国各大超市
优先向法国农民购买……自3月17日实
施全体禁足后，巴黎的空气质量也得到明
显的改善。

2月底的时候，家人曾让楠楠回国，
但当时学校还没有开始网上授课，她想
回国又怕学校这边有什么事，就想等一
等。结果法国疫情越来越严重，政府也
强制封城了。感觉待家里更安全，楠楠
决定留下。

“我已经很久没出门了，平时在家里
注意勤洗手勤洗澡勤通风。”楠楠说，自从
开始上网课，她就囤了很多东西。

她最后一次出门是去一个大型法超，
那时候法国人看起来都还无所谓，除了消
毒液别的货品还都充足。

楠楠说，她囤了一些能存放的东西，
大米、小米、黑米、绿豆都买了好几包，各
种肉买了几斤，蔬菜水果也买了很多，鸡
蛋买了一百来个。水果买的都是耐放的，
猕猴桃、青苹果、青芒果、青香蕉、橙子之
类的。蔬菜放冰箱里。

上周有些缺蔬果了，她通过微信让家
附近的中超老板网购了一些，中超老板直
接给她送到了家。

现在巴黎政府管控得也很严，劝诫大
家待在家里，如果确实需要出门的话，必
须填一个单子，写上出门原因和时间。出
门买菜或锻炼只能一个小时，没有填单子
会被罚款。

与楠楠一同租住的有两位舍友，一位
是平顶山老乡怡怡（化名），一位来自广州。

怡怡说，她没怎么想回国，一方面机

票很贵，一下子高了不少，另一方面也担
心在飞机上被感染。

一个多月没出门 学会了蒸馒头

封城之后，楠楠已经一个多月没出门
了，每天在家上网课，自己做饭吃。她本
来就会做川菜，现在在试着做一些以前觉
得太麻烦的，比如馒头、小酥肉、双皮奶、
香蕉片等。

她讲起这些天学烹饪的趣事：第一次
蒸馒头时切大了，蒸出来变得特别大，第
二次切得又太小，蒸出来比想象中小得
多，直到第三回，才蒸出了想要的大小。

由于大家学校不同，上课时间不同，
吃饭口味也不同，三个室友平时各做各的
饭，偶尔也会一起聚餐。

期盼疫情过去 感受巴黎的春天

楠楠说，她每天坐在阳台上看，楼下还
是有人去超市，不过戴口罩的多了一些。

之前多数法国人是不戴口罩的，他们
认为有病了才需要戴口罩。楠楠说，还有
些中国留学生在微信群里组织给法国的
留守老人捐赠口罩。法国独居的老人很
多，她身边就有中国留学生为邻居老人送
口罩的。

怡怡说，她也已经一个多月没出门
了，有段时间，戴口罩的华人受到当地人
的歧视，她在地铁上就被法国人骂过。“不
过大部分人还是很和善的，也能理解他们
的恐慌。最近好多了，法国政府已同意卖
口罩给普通人了。”

之前因为学业忙，怡怡的家人一周打
两次电话就不错了，这段时间天天打电话
视频，还往法国给她寄口罩，可惜寄出两
周了，还没有收到。

关于这场疫情，楠楠表达了自己的观
点：不管黑人白人还是黄种人，大家都在
受到疫情的影响，有很多人在苦难之中，
也有很多人因为疫情牺牲了，希望大家各
尽其职，互相帮助，共渡难关，而不是互相
抱怨。

楠楠说，窗外阳光很好，她期待疫情
快点过去，好出去晒晒太阳，感受一下巴
黎的春天。

留守法国的留学生楠楠：

一个多月没出门
学会了蒸馒头

早早地囤了口罩

张曜磊2019年8月从山东大学外国
语学院到西班牙阿尔卡拉大学进行交流，
按照原计划，张曜磊会在今年6月底交流
结束后回国。

过年时，看到国内疫情暴发，张曜磊
每天都关注新闻，时常给家人发信息叮嘱
他们不要外出，做好防护。父亲张宪科告
诉他平顶山市区的防疫措施做得比较好，
物资供应都很充足，单位也发的有口罩，
他才比较放心。

国内疫情严峻时，许多留学生采购口
罩寄回国。“我去药店时，医生关切地问我
是自己用还是寄去中国，并对中国的情况
表示同情。”这样的问候让张曜磊很感动，
在他看来，当地政府和居民对中国的防疫
举措很赞同，对旅西华人都比较友好。

“没想到，很快西班牙疫情暴发了。
这次换父母天天发信息、打电话关心我
了。”张曜磊说，3月8日，马德里街头有
67场游行活动。“游行后的第三天，疫情
就开始暴发，确诊数不断上升，马德里大
区随后成了整个西班牙疫情最严重的地
区，3 月 13 日，西班牙进入国家紧急状
态。3月14日，西班牙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为期15天的‘封城’措施，我所在的学校
也宣布停课。”

张曜磊表示，其实在3月的第一周，
西班牙部分高校已经为留西学生终止交
流、提前回国开了绿灯，但他并没有回国
的打算，因为计划回国并不等于可以回
家。而且回国需要转机，路途中也面临诸
多未知风险，他可能会因政策变动而滞留
在转机的国家，也可能在国内落地城市被
集中隔离。他更怕把风险带给国内的亲
友，毕竟国内疫情形势才刚稳定。“我多次跟
家人沟通后，决定留在学校直到疫情退去。”

出门做好消毒措施

封城后，西班牙大街上的人很少，街
道变得空旷，张曜磊和同学都待在公寓里
不出门，买东西会尽量网购。刚停课时，
张曜磊和同学去附近的超市采购物资，看
到超市货架上的面粉、厨房纸、卫生纸都
已被抢空，结账的人排了有上百米。“也就
前期出现了抢购潮和物品荒。现在超市
已经恢复正常，所有物资供应很充足，很
多门店也推出了网购送货上门，不过没有
国内的送货及时，需要提前一星期订购。”

出门购买物资时，张曜磊都会戴着口
罩和手套，做好防护。超市也会对购物者
消毒，发一次性手套。快速购物回来后他
会先对全身进行消毒，再洗澡、洗衣服。

“我们一般不出门，因为不知道是观念原
因还是买不到口罩的原因，大街上还有人
不戴口罩。而且警察会对无故外出的人
开罚单，罚款200欧起步。”

“前几天，家里人说要给我寄口罩，被
我拒绝了。因为前期国内疫情严峻时，我
就购置了消毒用品和口罩。国内大学老
师还准备给我们寄护目镜和防护服，以备
疫情无法控制、撤离回国时用，大使馆也
很关注我们留学生的状态，有什么情况，
我会及时跟他们沟通。”张曜磊认为恐慌无
济于事，他每天上网课、写作业，为同学们
进行心理辅导，看看电影和新闻。他相信
西班牙的医疗水平，也相信当地对留学生
群体的人道主义救助。

张曜磊的父亲张宪科说：“家里亲朋
好友都很关心儿子，经常会打电话问他的
情况。我和他妈妈每天晚上10点多会和
他微信视频或者发信息，了解一下他那边
的情况。他们学校在郊区，平时他在公寓
也不出门，大使馆对他们也很关注，我们
还是比较放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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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留学生张曜磊：

每天视频、及时
回复家人信息

□本报记者 燕亚男

北京时间3月31日晚上10点多，西班牙时间下午4点多，外面下着雨，马德里阿
尔卡拉大学的公寓里，鹰城籍留学生张曜磊刚刚结束一天的网课。他在公寓里储备
了不少食物和日常用品，平时自己做饭，最近都在宿舍上网课，基本不出门。

“目前，西班牙最短缺的就是口罩。现在留学生们用的口罩，有的是在国内疫情
暴发的时候囤的，有的是家人通过各种渠道从国内寄来的，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也
发的有‘健康包’。3月5日，国内大学的老师也给我们寄了口罩，不过到西班牙海关
后，一直到现在都没动静。”张曜磊说。

巴黎街头不见行人，鸭子大摇大摆上街溜达 马德里宣布停课后，当地超市出现抢购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