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伦敦地铁上空荡荡的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由于新冠疫情反弹严重，10 月下旬，英国开始实施

最严格的疫情管控措施。

“现在，街道和公共交通工具又变得空荡荡了。”身在

英国伦敦的兰兰（化名）告诉钱报记者，目前，英国按照疫

情程度高低，将全国城市分为三级管控，“第一级城市内，

允许正常社交；第二级城市内，不同家庭的人员只能在户

外见面，且规模要少于6人，商店、餐馆等都暂停营业；第

三级城市内，政府则建议大家不要出门。”

兰兰说，英国政府更多的是提出建议，或者纳入法制

管理，比如，一旦违反某条规定，罚款 6000 英镑，社区内

没有足够的工作人员。

目前，伦敦处于第二级疫情管控名单。身为一所私

立学校的语言教师，兰兰发现当地学校缺乏统一的管控

标准，“很多学校照常开放，尤其是幼儿园和小学，也有些

学校鼓励学生在家上网课。有的学校要求老师和学生戴

口罩，有的学校则不要求。”

相对而言，兰兰觉得自己所在的私立学校管控相对

规范。“9 月开始，学校的自助食堂改成了配餐制，同时，

将学生按照年龄段分成六组，为每组划分各自的活动区

域，将不同组别的学生完全隔离开。”兰兰说，在教室内，

老师和学生也有各自的活动区域，“上课时，老师只能在

教室前方两到三米的区间内活动，每个学生之间保持一

米半的间距。”

事实上，9月份，兰兰和身边不少人已经预感到英国的

疫情可能反弹。“在7到9月，疫情得到一定控制。为了恢复

经济，政府鼓励大家去餐馆吃饭，人们的活动频率大大增

加。”兰兰说，当时自己也和家人去附近餐厅吃了一顿饭，“人

很多，位子全坐满了，而且两桌间的距离很近。”

出于谨慎考虑，此后，兰兰再没和家人外出吃饭。在她看

来，这项政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人们之间的交叉感染。

“在英国，核酸检测也有点跟不上。只有身体出现症

状，才能申请进行免费的核酸检测。”兰兰说，10月下旬，

自己有点感冒、发烧，因为教师身份而享有核酸检测的优

先权，可她足足等了 5 天才得到检测结果，“如果我不主

动将自己隔离，万一确诊，5天时间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兰兰的儿子 3 岁，照常去上幼儿园。尽管家中还存

有从国内买回的口罩，她还是特意为家人自制了几个口

罩，以备不时之需。“好在，英国人对待口罩的态度已经彻

底变了。”兰兰回忆说，今年初，疫情刚暴发时，佩戴口罩

的华人往往会受到异样目光，“当时，英国人非常抗拒口

罩，认为只有生病的人才需要戴口罩。到后期，他们才意

识到口罩的防御作用，开始买口罩，戴口罩。”

三级管控执行不严 缺乏统一标准

兰兰在英华人

私立学校

语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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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0 日起法国再度

全境“封城”一个月。

德国将从 11 月 2 日起

实施更严格的社交接触禁

令。另外，部署约 1000 名

警察监督执行柏林的防疫新

规。

10 月 30 日起英国诺丁

汉郡全境实行最严管控措

施。

西班牙自 25 日开始再

次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

欧洲第二波新冠疫情反

扑凶猛，多国单日新增病例

和住院人数屡创新高，防疫

措施再度升级。

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

项目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

10 月 26 日表示，近期全球

约 46%的新冠确诊病例和

三分之一的死亡病例来自欧

洲地区，欧洲无疑正处于疫

情“震中”。他呼吁欧洲各国

采取更为全面的抗疫措施，

通过提前行动、及早预防等

方法，与疫情蔓延“抢时间”。

昨天，钱报记者采访了

在英国、法国等地的华人和

留学生，讲述疫情二次来袭

时他们的生活现状。

本报记者 张蓉

见习记者 刘俏言

欧洲疫情反扑，封城、最严管控、国家紧急状态

钱报·小时新闻记者连线多国华人和留学生：

街头又空荡荡了
核酸检测有点跟不上

卢建伯刚刚到法国一个月，就遇到了第二次封城。他心情

有点崩溃，发了条朋友圈，吐槽：“城又封了，我才来一个月啊。”

原本，他一直待在家里上网课。11 月 2 日，格勒诺

布尔高等商学院通知他们要从线上课转为线下课。为了

能做些事先的准备，他提前一个月来到了法国格勒诺布

尔城，住进了学生公寓。

来的一路上几乎没遇到什么障碍，飞机落地之后也

没有被隔离，卢建伯几乎不太能感受到法国对疫情的管

控。虽然街上的人大多都戴着口罩，但是餐厅里往往没

有人戴，且并未实行隔座等相关措施。

如果需要出去买东西，需要有一个通行证明文件，但

是出入公众场合时，并不会有专人查看，只是在路上偶遇

有警察询问时出示即可。目前，他一般不会出门

但是，对于长住法国的华人留学生来说，疫情的二度

来袭，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

张旭蓓在法国已经呆了5年，在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

学修读计算机硕士。从疫情刚刚开始到现在，他滞留在法国。

张旭蓓租住在学校附近，和法国的房东住在一起。他

感叹自己是“高危感染人群”。他每天骑自行车去上课，同

学中不乏有人坐轻轨或者公交车来上学的。他之前在新

闻里看到，学校有一个学院的人因为感染停课了。两天

后，果然就收到了校长的邮件，提醒他们如果有症状需要

预约核酸测试，如果已经确认感染，需要向学校报备。

“原定的打算是同学们分批轮流去上课，但是估计封

城之后，可能又要回到 3 月份疫情最严重时在家里上课

的状态了。”张旭蓓感慨，疫情这一年，他对法国政府的所

作所为，比如后知后觉的封城，要求全体戴口罩，媒体对

新冠病毒的歪曲报道等，也无语了。

“8 月份正好是法国人的年假，那个时候的感染人数

在往下走，所以法国人又开始松懈了起来，该度假度假，

该放松放松。结果疫情又卷土重来了。”张旭蓓说道。

疫情刚起来时他也会焦躁不安，托家里人帮忙寄口

罩等等。现在，他更希望把自己的生活节奏掌握好，不被

疫情打乱——“我得知道，我来法国到底是干什么来的。”

“城又封了，我才来一个月啊”

卢建伯

、张旭蓓

在法留学生

潘小姐在英国的一所中文学校里任教。她从国内本

科毕业后就出国读研究生，之前在苏格兰读硕士，后一直

在英国生活。

潘小姐说，在英国，留学生宿舍是个重灾区，因为世界

各地的留学生都回来了。外国学生很难约束自己，经常聚

会，所以特别容易相互传染。他们隔离也是自己在宿舍隔

离，全凭自觉。不过迄今为止，还没听说有中国学生感染。

潘小姐平时在中文学校里教书，另外还有一份销售

工作。之前政府给发 80%的工资，后来复工就不发了。

但她还是有点担心，所以跟老板请假没去上班。

这波疫情对她来说，算是给了一个新的机会。她又

给自己申请了邻近城市埃克塞特一所大学的法律硕士学

位课程。

她住在伦敦附近，因为网课，不用去学校，可以省掉

很多费用。“我觉得上网课比面对面上课要好。因为对我

们国际学生来说，有时候上课有些内容还是会听不懂，网

课可以不断回放。英国的雨季也来了，比起顶风冒雨去

上课，在家呆着多好。”潘小姐说。

不过潘小姐最大的感受还是有点孤单。“因为我们不

能出去聚会了，也不能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没法工作 再修一个硕士

潘小姐英国华人

中文学校教师

兰兰为家人自制的口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