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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

本报记者 张冰清

走进洛杉矶唐人街的中药铺，一股久违的中草药香钻进林光的鼻腔，瞬间把他的思绪带回到三十几年前：温州永嘉中医院，年

轻的他忙着给病人把脉、开药，心里却满怀这间小医院装不下的野心和梦想。

三十多年过去，林光早已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安家立业，被业内称为“打火机大王”。他没想到，有朝一日还会拾起老本行，帮助那些独

自在美国求学的中国孩子们。

新冠疫情爆发后，林光担任会长的全美浙江总商会第一时间为留学生发放免费防疫用品，提供留守、返乡指南，还开通了免费

的咨询热线，组织当地家庭医生进行远程医疗咨询。

在各自领域，他们是成功的商人、教育家、公益人士、医学博士⋯⋯但疫情之下，他们亲自跑药店、装包裹、安抚一个个焦急的学

生和家长，在异国他乡为留学生们点亮了一盏盏心安的明灯。

打包员、接线生、后援团⋯⋯啥活都干

特殊时期
在美浙商
化身留学生守护人

每天一睁眼就开始回微信
亲自为留学生买中药

1-833-20-58259，疫情在美国蔓延后，不少

在美的浙江留学生从各种渠道得到消息：有困难就

拨打这个免费电话，全美浙江总商会将提供援助。

这原本是商会为旅美华人开通的应急协助热

线，名叫“LUCKY”（幸运），疫情升级后直接“变身”

为抗疫应急协助热线。

“LUCKY”和林光在美国的公司同名。初到美

国创业时，他因不熟悉美国的法律法规，公司成立没

多久就破产了。后来创办第二家公司，他给公司取

名为“LUCKY”，寓意讨个好彩头，这次业务果然蒸

蒸日上，成为了行业巨头。

“我们希望这个热线也能给求助的人带来好运，

就延用了这个名字。只要人在美国，就可以免费拨

打，费用由我们来出。”他说。

热线刚开通时，大量求助直接转到了林光手机

上，每天平均几十个，最多的一天收到了150多个电

话和微信。他常常回着回着微信睡着，醒来一睁眼

就条件反射地就摸出手机回复。一开始，太太还抱

怨他每时每刻捧着手机，后来被他“拉入伙”，一起解

答留学生和家长的问题。

一天国内时间的深夜，林光微信上收到一个妈

妈的求助：女儿和男朋友都发烧了，医生让他们居家

观察，她想请林会长帮忙买些中药。

林光说，虽然他当过中医，但毕竟是几十年前的

事儿，他在美国并没有行医资格。所以，药方子是这

位家长在国内找医生开好的，他只负责跑腿买药。

但买药过程中，他的老本行还真派上了用场。

不知什么缘故，药店的店员声称方子里的麻黄缺货，

林光知道麻黄起到的作用十分关键，有发汗散寒、宣

肺平喘、利尿消肿的功效，缺不得。在他反复询问和

坚持下，店员知道自己遇上“行家”了，最后才从里面

的仓库拿出库存。

“他们包装好之后，我还打开看了一眼，确定里

面有这个药材，才寄出去。”他说，这对小情侣吃了 3

天中药后，高烧就慢慢退了下去，“说实话，不一定是

中药的作用，但他们喝了，家长和学生心里都安稳一

些。”

那段时间，国内有很多这样焦虑的家长加林光

的微信，他忙得加不过来。等稍微空一点想通过好

友申请时，发现有的已经过期了，这让他倍感抱歉，

“希望他们的问题后来都得到解决了。”

在热线服务的基础上，全美浙江总商会还与温

州市留学人员和家长联谊会联合了美国东西中部近

百所大学的中国学联，组建了“全美浙商-全美学联

抗疫联盟”，指导、协助留学生做好防疫抗疫工作。

目前，联盟涵盖约15万中国留学生。

林光说，美国疫情爆发后，当地出现了不少因歧

视造成的暴力事件，全美浙江总商会在协助留学生

的同时，也给当地政府、医院捐助了物资。有次他因

为寄送物资开车到公司，当地警察以为他违反居家

限制令开工，正准备开出罚单，搞清楚状况后不仅没

有为难他们，还表示了感谢。

“我们希望用行动来展示我们浙江人、中国人的

团结，消除歧视和偏见，树立起华人的良好形象。我

们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

打印快递单，每天寄口罩
变身家庭医生联络员

林光忙着回微信和电话时，同在洛杉矶的谢巧

玲正和先生在研究如何打印快递单。她是全美浙江

总商会共同会长兼财务长，也是一家公司的老总。

美国疫情初期，学校学联、领事馆还没开始发放防疫

“健康包”时，她就和先生给留学生寄出去了1000多

份口罩。

加州实行居家限制令后，谢巧玲的公司就停工

了，但她和先生依然每天朝九晚五地来到公司“打

卡”，“到邮局一张张填单子效率太低，我们公司正好

有打印快递单的机器，就集中在公司打印、包装，再

统一送到邮局。我和先生忙不过来，叫了仓库的一

个美国员工来帮忙，后来一个华人会计加入做义

工。”

作为公司管理层，谢巧玲和先生平时从没碰过

这台机器，根本不会操作。仓库的美国小伙手把手

教会他们如何使用，再一起核对订单信息、打包包

裹。

一开始，他们没有合适的包装袋装口罩，林光会

长辗转多个渠道购入一批塑料袋寄给了他们；有的

留学生比较马虎，填写的地址不对，他们就上网查地

图，填上准确的地址，确保学生能收到。

最忙的时候，谢巧玲和先生每天早上9点开工，

下午5点左右赶到邮局，将几箱包裹一起投递出去，

平均一天处理八九十份订单，最多的一天寄了 130

多个包裹。

到了5月份，寄送口罩的数量慢慢减少，谢巧玲

的角色从“快递姐姐”变成了“医生联络员”。在浙江

省侨办、浙江省侨联指导下，全美浙江总商会联合当

地家庭医生推出“家庭医生联络点”，她是洛杉矶地

区家庭医生的联络员，留学生出现身体不适后先联

系她，她了解基本情况后再转给家庭医生。

丁凌博士是该项目的核心人物之一，她曾在国

内三甲医院当了20多年的肿瘤医生，到美国后创建

了一个医学咨询平台。一开始林光会长邀请她加入

时，她还在心里犯嘀咕，觉得自己不是最佳人选，“因

为我现在不在临床一线，对疫情没有国内医生了解，

专业又是肿瘤科，所以担心自己无法胜任。”

但真正加入后，她发现几十年的医学训练足以

让她应对留学生的各种问题。比如一个发烧4天的

学生小天，连续几天腹泻，但医生让他呆在家里，不

要到医院检测，他情绪上就比较焦虑。

她询问发现，这个学生虽然发热，没有鼻塞、咳

嗽的症状，也没有接触过新冠病人，初步怀疑只是普

通的肠胃炎。果然，小天想起来前几天吃了速冻的

贡丸、虾仁、肉，这些食材都囤积多时，可能早就变质

了。排除新冠可能后，他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

丁凌说，留学生和家长的问题不见得多难，但有

时候会很细，比如点外卖后怎么防护、室友是护士我

应该怎么相处、航班上要不要穿防护服等等。这时

候，只要稍微有医学背景的人站出来，他们的问题就

能得到解决。

密歇根大学留学生出现症状
几十名医生后援团在线问诊

全美浙江总商会和温州留联会建了十几个家长

群，全美浙江总商会教育专委会主任蔡敏是密歇根

州的联络人，家长可以通过群加她的个人微信。除

了浙江的家长，黑龙江、江苏等全国各地的家长也踊

跃申请，她来者不拒，能帮就帮。

一天，江苏小Z的妈妈给她发微信，留在密歇根

大学的儿子出现出汗、气喘、无力的症状，他以往有

心肌炎史，担心同时感染新冠肺炎、暴发心肌炎。

蔡敏第一时间组建了一个“专家后援团”，几十

个医生在群里讨论小 Z 的病情，分析之前拍的胸片

和血检报告，最后建议他到医院急诊复查。

一位志愿者担心他听不懂专业的医疗术语，和

医生沟通有困难，主动提出可以手机连线，帮他翻

译。蔡敏也告诉小Z妈妈，如果需要配中药，她可以

开车去买，再送到他的住处，虽然路上来回需要花上

2个多小时的时间。

出于各种考虑，小Z选择了回校医院复查，检查

结果和身体状况随时在群里汇报，群里的专家根据

情况再给出指导意见。几天后，他的病情慢慢稳定

了下来。

蔡敏说：“家长在国内很无助，留学生一个人在

国外也很无助，我们哪怕只是提供精神上的关怀，让

他们觉得身边还有依靠，他们心里也就踏实一点

了。”

全美浙江总商会向中国留学生捐赠口罩（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夫妻俩一天寄出的口罩（图片

来源：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