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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波士顿的八旬老人李福祥：

网购用品基本不出门
祝福家乡人健康幸福

李福祥和老伴儿同女儿、
女婿、外孙住在美国波士顿西
南部，这里人口密度不大。女
儿大学毕业后起初供职于清华
大学，后应邀赴美从事机械制
造工作，和丈夫一起定居美
国。“孩子们的工作场所距家有
十几分钟的车程，但是遇上交
通高峰时段，开一公里往往得
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李福
祥说。

平时女儿、女婿工作繁忙，
李福祥和老伴儿就在家做饭、
照看外孙，外孙已经读高二了。

“美国高中是四年制，跟中国的
学制和考大学的方式也不同。
外孙在课余时间有很多其他学
习项目，比如弹钢琴、跳舞等，需
要找家教，每小时付费几十美
元，这些项目的表现将作为美国
高考录取的一项评定依据。”

“我们习惯做中餐，用的调
料也都是从这边中国人开的超
市里买的，因为要照顾到孩子

们的口味。闲下来的时候，我
还喜欢钓鱼，我住的地方附近
河流、水网发达，湖泊比较多，
钓鱼的地方离家也不远，骑车
五六分钟就到了。有时候也跟
当地的华人打打麻将，消遣时
间。”

“当地居民很友好，尽管素
不相识，见面总是问候‘hello’

‘how are you’，很热情。无论
是在家门口附近，还是在别的
街道，老远看见就打招呼。”李
福祥说。他的中国国籍一直未
改变，4 年前由于“太想家”曾
回平住了几个月，其间还拜访
了一些老同事、老同学，并为平
顶山的发展变化感到欣慰。据
李福祥透露，他还有几个孩子
在平顶山市区工作和生活，经
常通过微信互报平安。“波士顿
这边有河南同乡会、中国人协
会，一般都会定期组织聚会，平
时也都经常联系、相互帮助。
我的生活很充实。”

旅美八年，天伦尽享老有所乐

“国内发生疫情后，这里的
华人很牵挂祖国，都想办法购
买医用物资支援国内抗疫。我
们河南同乡会也向河南省捐助
了现金。现在美国疫情也开始
严重了，华人也积极向当地医
院捐献口罩等防护物资。”李福
祥说，疫情期间，家里买菜和其
他用品都是网购，通过快递送
到家里。这种时期，除非急症，
一般病症的患者禁止到医院就
诊，如果身体不舒服，可以打电
话向自己的家庭医生报告，医
生会将处方直接发到药店，药
店再将药邮寄到患者家里。“这
边物价基本没涨，个别商品涨
了一些。新鲜蔬菜都能从当地
中国人开的超市里买到。”

李福祥说，他们都很注意
防护。“现在女儿、女婿都在家
工作，他们必须要外出的话，回
到家就会做好消毒措施。外孙
在家上网课，我和老伴儿负责
做饭。我们是独门独户，可以
在院里活动活动，不到街上去，
我有两个星期都没外出了。”

李福祥说，由于国情和文
化背景不同，当地美国人即便
在疫情下也基本不戴口罩，他
们认为“戴口罩的就是病人”。

“我们住的地区疫情一点
也不轻松，可是当地没有实行

像国内那样的社区封闭式管
理，只是倡议居民在家待着，也
没禁止在外吃饭、聚会，但规定
一次不允许超过10个人。”

李福祥说，在当地，每个居
民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家庭
医生可以自己选，可以来自私
人诊所，也可以来自医院，但是
诊费、药费比国内要贵得多。
目前美国推行免费核酸检测，
只要家庭医生判断你有必要检
测就会向上申报。现在核酸检
测试剂盒的供应情况有所好
转，每天的检测量比较大。”

“波士顿这边很多餐馆都
关门了，我们住的小区有专人
对小区内的公共部分进行消毒
防疫。”

李福祥表示，他常通过电
视、网络和微信朋友圈以及当
地免费的《侨报》《世界日报》等
渠道了解国内和家乡平顶山的
疫情，“《人民日报》《平顶山日
报》《平顶山晚报》的电子版我
经常看”。

“中国人向来是友善的，尽
管在疫情期间遭受了重大损
失，但还是派出医疗人员和物
资援助国外，彰显了大国风
范。祝愿祖国强大，平顶山的
发展越来越好，所有家乡人都
健康幸福。”李福祥说。

疫情之下，倡议在家，但不禁止在外吃饭聚会

□本报记者 吕占伟

84岁的李福祥退休前是平煤神马
医疗集团总医院呼吸内科的医生，2012
年，应在美国工作的女儿、女婿之邀，
他和老伴儿来到美国波士顿生活。两

位老人一边负责做饭和照管外
孙，一边颐养天年，一大家子其
乐融融。

如果不是这场疫情，李福祥
的回平探亲之旅已经开启。“早
早计划好上个月回国呢，结果计

划全打乱了！”4 月 2 日上午 8 时许
（美国东部时间 4月 1日晚 8时许），
李福祥通过微信语音向记者感叹
道。他自谦英文水平“很low”，采访
全程都是用普通话和河南话进行交
流。

这是美国疫情期间，马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的街道现状。昔日川流不息、人来人往的街道而今
冷冷清清。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疫情期间生活物资供应充足，李福祥
在美国家中吃饭，菜品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