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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美国的滞留美国的8080个日日夜夜个日日夜夜
□□双双 子子

到今天，美国东部时间 2020年 4月 5日，
北京时间4月6日，已经是我滞留美国的第80
天了。这一天，一向认为“美国人少不用怕”的
老父亲出外散步时终于同意戴上了口罩，为
了纪念这一“特殊时刻”，我特意给他拍了照
片，隆重地发在了家庭微信群里。

3天前，当地时间 4月 3日晚，北京时间 4
月 4日上午 10点 3分之后，上海的妹妹妹夫，
北京的弟弟弟妹，同时在群里发来了为国内
抗疫英雄及死难同胞哀悼的消息。远在美国
新泽西的我、爸妈及姐姐一家感同身受，为同
胞的牺牲难过，更为祖国人民的团结一心感
动自豪。妹夫是比利时人，妹妹妹夫之前常驻
英国，此番亲身经历了上海抗疫，深深为这样
的悼念形式感怀赞叹。

而我，回顾滞留美国的这些日日夜夜，更
是感慨万千，桩桩件件涌上心头，如鲠在喉，不
吐不快。

这80天，我常对朋友说，真的是“活久见”
的难忘经历——

一

1月17日，趁着春节假期，我乘美联航上海至纽瓦克的直

飞航班到达新泽西，看望父母和姐姐一家。姐姐住在新泽西南

部小镇马尔顿，父母随姐姐来美已经好几年，平时帮着照顾姐

姐的孩子小宁。春节期间我经常飞去看望他们。出发时，虽然听

说武汉出现了肺炎病毒，但“不会人传人”的结论使我不以为

然。而我，也完全没有预见到世界在此后的巨大变化。

当地时间17号晚上，大姐到纽瓦克机场接我，回家一个半

小时车程。姐姐路上问我，海鲜怎么会传染冠状病毒？我说华南

海鲜市场也卖野生动物，可能与此有关。

1月23日武汉全城交通管制，2月初美联航、美国航空、达

美航空相继停飞中国内地航班。我的返程航班是2月5日，正好

在美联航第一次宣布停飞的时间范围内，花了56美金改为2

月18日，结果没过几天，停航延期到了4月30日。这次改签没

有收费，服务人员还在电话里问是要走道位还是靠窗位，解释

说有人认为靠窗位跟人接触少，因而比走道位更安全。新冠肺

炎第一次成为选择座位的考虑因素。

国内疫情如火如荼，美国生活一切照旧。餐厅里挂着的电

视播放的都是中国抗疫的新闻，镜头里是穿防护服的医务人员

抢救病人的情景，但周围美国人几乎没人注意这件事。

姐姐的儿子小宁今年上五年级，在镇上的Van Zant小学

上学。与小宁同校车的凯莉六年级，艾泽克三年级，一年多不

见，他俩都长高了很多。今年同坐校车的还增加了一个一年级

的印度小女孩。2月中旬，消失了一周的印度小姑娘和她妈妈

又出来等校车了。原来是小姑娘在学校染上了流感，发烧了两

天又传染了父母，一家人发烧在家休息了一周才好。结果过了

两天，小宁也感冒发烧了，说班上很多同学感冒，同桌内森因为

流感已经一个多星期没到学校了。大家心里非常担心，毕竟美

国的小学中学都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大建筑，不开窗户，病毒传

播起来很快。虽然彼时美国国内确诊人数还不多，但是传播新

冠肺炎的风险是存在的。还好过了两天小宁好起来了。但是只

要孩子去学校，我的心就悬着放不下来。

每到周六下午，小宁

还会去樱桃山华夏中文学

校上课。2月1日，针对国

内疫情严重，中文学校号

召学生们为国内捐款，孩

子们共捐献了2009美元，

这笔钱通过中国华文教育

基金会转给了湖北省荆州

市胸科医院，并收到了医

院的正式接收函。

从 2月 2日起，我就

开始跟随国内单位的要

求“在家上班”，由于时差

睡眠不好，但早上我还是

继续送小宁赶校车。经常

碰到一起送孩子上学的

艾泽克妈妈，她是一位瑜

伽教练，身材很好、相貌

也美，更可贵的是她善

良、友好、有教养，平时经

常帮助老父亲。每当有极

端天气如大雪、大雨，她会

开车去校车停靠点边上

等，把老父亲和小宁送到

姐姐家楼下再回自己家。

为了和不懂英文的父母交流，她专门在手机里下载了翻译软

件，告诉老父亲校车出发到达的意外情况。去年我给艾泽克带

了一袋上海的话梅糖，今年考虑冠状病毒不合适给任何食物，

只给了艾泽克一个红包，里面放了30元现金。为了避免误会，

我在红包上写道：“亲爱的艾泽克，今天是中国的农历新年，在

中国，过年的时候长辈给家里的孩子压岁钱是一个传统，希望

孩子在新的一年好好学习、健康成长。”正在公司上班的姐姐很

快收到艾泽克妈妈发的感谢短信，才意识到我给了红包。她说西

方普通人之间的人情很薄，礼物来往不会超过10美金。我跟父

母和姐姐解释：平常你们不方便对他们表示感谢，我作为一个外

来者代表家庭感谢艾泽克一家的友好和帮助，这样比较自然。

美国人跟中国人一样，有热情温暖的也有比较冷漠的，比

如80岁的老父亲经常帮着把小宁的另一个校车同伴送到他家

门口，但从没有听到过孩子父母一声感谢，总是转身就走。所

以，任何社会都有各种各样的人。

二

彼时二三月的中国，抗“疫”正如火如荼。妹妹一家住在陆

家嘴，从1月24号武汉交通管制开始，小区就只留浦城路的一

个大门，进入都要检查。过年期间很多外籍住户都回国了，小区

里人很少。会所里的小超市东西全，居家上班的妹妹妹夫日子

倒也过得井然有序。

到2月最后一周，妹妹小区的会所入口加了一道关卡，因

为春节过后上海虽然安全了，但小区里外籍住户和外地同胞大

量返回，上级主管单位要求会所增加检查关口。妹妹感叹国内

管理太好了，虽然进出麻烦了，但感到很安全。有了这个关卡，

比利时籍的妹夫杨森就不乐意再去小超市了。妹妹一个人承担

买菜的任务却很开心，因为传统印象中老外不擅长烹饪，杨森却

厨艺极佳，热爱烹饪，对中国美食除了鸡爪兔头一类不能接受，

大部分都极为赏识，所以杨森一去采购，预算彻底失控，又热衷

买薯片等高热食物，常常让妹妹的健康饮食目标落空。因此妹妹

举双手欢迎这道关卡。

杨森的法国同行安南携一家人2月下旬从法国回到上海，

在家自觉隔离了14天，但隔离结束后的一天进小区量体温，结

果超过37.3℃，当场被保安送到指定的医院发热门诊，做完检查

确认不是新冠后才被放回家。安南电话告知杨森，提醒他进出小

区一定先确认自己体温。妹妹说有一天和杨森去汇丰银行，要进

三道门过三个同样的检查步骤，结果到第三道关卡时妹妹的手

机随身码突然不能显示了，保安丝毫不予通融。妹妹敬佩保安的

守岗尽职，却感叹如今不会智能手机的人真是寸步难行。

3月26日，杨森收到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工作的亲人伊莉丝

的邮件，说比利时疫情已经严重了，虽然她工作的牙医诊所已

经停诊，但保留急诊，每天还得继续营业，她每周要值班，可诊

所只提供医用外科口罩，FFP2和FFP3级口罩只给治疗新冠肺

炎的医生，作为牙医的她风险极大，问远在上海的杨森可否从

中国寄50个N95口罩给她。杨森自收到伊莉丝的邮件就坐卧

不安，早饭都忘了吃。国内疫情严重期间，杨森和妹妹都是重复

使用普通口罩，家里也没有N95口罩。妹妹问了很多亲友，只有

宝山的表妹囤了13个，说全部可以给伊莉丝。我收到妹妹的短

信，也立刻在自己朋友圈里搜寻。千寻万寻，终于有同事邵小奇

说他囤了一盒18个，他老婆在单位还放了15个，可以全部给

比利时国际友人。好不容易凑了46个口罩，按照伊莉丝一周上

班两天来算，可以够她用5个多月。妹妹马不停蹄地到宝山和

徐汇两处把宝贵的口罩取回，并立刻去了DHL把这些宝贝寄

给伊莉丝。大家都担心口罩会被截留，直到一周后伊莉丝顺利

收到DHL邮包，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那天晚饭后，妹妹听到杨森的小办公室里又传出了多日没

听见的萨克斯演奏声。

三

3月7日，姐姐准备开车带小宁去宾夕法尼亚州中部参加

游泳比赛，因为这次当地报名参加比赛的人数太多，赛场改到了

170英里外的宾州。

第二天一早到了游泳馆。姐姐和我商量，如果报名做计时

员，可以离赛道近看到小宁，只是计时员要坚持到中午全部比

赛结束。我俩一拍即合，门口负责登记的女士很高兴，因为他们

正缺人手，这一下子就招募到两个志愿者，还给我们免了每人

5元的家长入场费用。看着这么大的比赛场地、这么多的比赛

项目都靠着临时招募的志愿者来参与运转和完成，不禁赞叹志

愿者在美国人生活里真是随处可见！在等小宁赛完换衣服的时

候，我看到大厅门口无数的家长等着孩子们，有的家庭三代都

来了，有父母手里还抱着婴儿。想到疫情正在美国扩散，可这样

人满为患的游泳比赛还在继续举办，没有任何人戴口罩……我

不知道自己是否是现场惟一忧心忡忡的人。

3月13日下午，从校车下来的小宁的书包特别重，因为据

说学校会宣布停课，他把平时留在学校的东西多带了一些回

来。当天晚上学校宣布从3月16日开始停课，一直停到4月19

日春假结束为止。

3月16日起小宁在家上网课，姐姐在家办公，我也继续在

家办公。突然间，五个人都成了长期宅家者，母亲开始有了压

力。因为现在需要做五个人三餐的饭，妈妈属于自己的时间简

直没有了。没办法，大家都需要适应。

观察小宁学校的网课很有意思，尤其第一天网课，只听见

叽叽喳喳的孩子们你一句我一句，根本听不见老师说话。学校

并不是所有的课程都开了网课，主要以英文和数学为主，时间

也经常变动。

有一天，小宁翻出了一个滑板去小区玩，碰到了六年级的

凯莉和她妈妈。凯莉爸爸去年失业，凯莉妈妈就去Van Zant

小学当了助教。助教是小时工，上班才有收入，按照工作时间计

薪。美国有大量的小时工，如超市的收银员、餐馆的服务员、保

安等等。校长宣布停课，正式老师想必不受影响，但她这样的小

时工就可能一分钱收入都没有了。她说相比疫情，她更担心没

有了收入家里怎么办。姐姐说，所谓的美国政府给每家发1000

美金，是只有凯莉这种家庭才能拿到的，那是有很多限制条件

的钱，而且从宣布到落实需要很长的时间，在收到钱之前他们

很容易陷入困境。姐姐公司的黑人女保安巴巴拉也为生计担

忧，姐姐安慰她说，有些关键岗位还是需要人到办公室上班的，

公司应该还需要她。很多人对失业的担忧远远大于对疫情的担

忧，这代表了一大批美国家庭的苦衷。

四

3月以来，艾泽克的妈妈开始对新冠疫情越来越担忧，1月

份我刚来的时候她说自己每天洗手无数遍，现在她更加苦恼艾

泽克一动脑筋就会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的习惯动作。而且新

泽西北部一个养老院已经出现疫情死亡病例，他们每周还得去

照顾艾泽克患有老年痴呆的奶奶，非常担忧。

3月11日，姐姐办公楼出现了新冠的密切接触人员，这位

员工是因为周末跟飞行员好友见了面，飞行员确诊后员工立即

向公司汇报。公司马上通知东海岸的全部员工在家上班，对办

公室进行彻底消毒，同时测试公司服务器和VPN对全体员工

在家上班的承载能力。当天老板亲自打电话给姐姐，安慰说如

果没有接到电话，说明密切接触人员没有接触过姐姐。姐姐当

时干咳了两三天，老板的安慰让她放心不少。

遗憾的是，姐姐只能无奈地放弃了好朋友艾米莉在费城的

婚礼。艾米莉为自己的婚礼准备了一年多，姐姐一年来都帮着出

谋划策，然而费城已经有了病例，家里人对姐姐参加婚礼有心理

压力，而姐姐公司出现这个密切接触者，让她也无法安心前往。

姐姐的公司是美国比较大的食品生产商，生产罐头、面包、

糕点、果汁饮料、豆浆和鸡汤等等。疫情一来，人们开始在家囤

积一些食物，需求量大增，工厂需要加班加点满足供应。3月3日

俄勒冈州奥克兰的工厂出现了一个疑似病例，这家工厂立即停

产，把生产线上的食物全部销毁，彻底消毒之后再重新开工。所

有工厂都执行严格的健康检查标准。公司CEO每周一向全体员

工通报公司情况。4月1日这周通报说已经有三例确诊病例，150

多位接触过的人都被联系了隔离了。幸运的是姐姐没有被联系。

姐姐的前老板史密斯因为没有口罩，担心出门不安全，他

说有朋友从中国给他寄了，但他却没有收到，对方说滞留在了

某处的海关。姐姐给了他一些口罩，这些口罩是1月份国内疫

情严重时她买了准备让我带回国的，没想到我的航班取消，疫

情反转，我们自己反而用上了这些口罩。

3月下旬，新泽西居家令已经

过去两周，物业公司给每位住户发

了信，说近期不断收到投诉，有些人

家里有孩子大声喧哗、闹腾；有些人

上下楼声音巨大，开门关门也是如

此，要求大家注意言行，管好孩子。

五

3月下旬一天，小宁下楼，终于

发现门口有他企盼多日的快递盒

子，兴奋地大叫：我的新滑板到了！

但是姐姐手机里的华人群里这几

天都在提醒注意快递、信件传播病

毒，她让我把滑板拿到阳台上去晾几天。这个“晾几天”的要求

让小宁痛苦不堪，分分秒秒在问到底要几天病毒才会死……向

来严格的姐姐本来说5天，最后也不忍心地降为了4天。

我把小宁玩滑板的照片用微信发给加州的同学佳霖，佳霖

马上问：怎么没戴口罩？我说这里没有一个人戴口罩。佳霖说，

加州人出门都戴口罩，虽然加州确诊病例比新泽西少，但是人

们相信是检测还没跟上，州长也号召人们戴口罩。

佳霖极爱小宁，被小宁叫成“二姨”，这位“二姨”专门给小

宁发了信息：“加州这里所有的公园都关闭了，政府建议大家不

是必要的活动就不要出门。在加州的旧金山半岛上，感染人数

有1000多人，这里有美国的科技圣地硅谷，亚洲移民很多，包

括中国人、印度人、韩国人、日本人、越南人和缅甸人等，因为很

多都是高技术人才，比较有思想，也因为疫情早期在亚洲暴发，

大家都有信息沟通，所以早早重视起来，备好了口罩、洗手液和

消毒纸巾等等。沃特（注：佳霖老公）1月底从香港回来就大量

购买了纸和消毒用品，所以我们现在防护用品足够多。我和沃

特的电脑桌面上都有新冠病毒在全世界增长的动态变化图，沃

特还通过自己的算法自制了一张增长趋势图。沃特在家的时间

多了，准备开始考一些高级证书。希望小宁你也能够用这种空

闲的时间，集中力量学习一门新的知识或者一项新的技能。”

佳霖最后还跟小宁哀叹：“不能出门玩、参加社交活动，在

家里很无聊就不停地打开冰箱吃啊吃，所以二姨现在好胖啊。”

一直到4月4日，父母和我都保持早上在小区散步40分钟，

下午带小宁到空地上玩。随着美国确诊病例与日俱增，居家办公

的人越来越多，小区里出来活动的人也越来越多，用小宁的话说：

“我以前出来玩，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些人。”佳霖不断发来警告，说

美国这么低的人口密度却有这么多的确诊病例，可以想象疫情已

经扩散到了什么程度，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佳霖的提醒才让

我汗毛竖起，当天就打消了带小宁出去玩滑板的计划。可是小

区里还真没有戴口罩的人，如果我们戴口罩，他们会觉得我们的

口罩太充裕了吗？上次跟印度小女孩的爸爸交流，他也对到底要

不要戴口罩表示迷茫。我甚至还担心个别极端的人会袭击我们。

当然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姐姐说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六

虽然这几个月，国内的弟弟妹妹经常在家庭群里交流抗疫

居家期间采购囤物的情况，姐姐和我却是在3月24日才第一

次去超市囤食物，也是第一次对出门购物全副武装严阵以待。

超市里人不多也不少，只有一个美国女士戴着口罩，两个年轻

女孩用围巾围着口鼻，其他人都照常。我们把购物车都堆满了，

牛奶、面包、面粉、水果、蔬菜和各种肉类，结账158美金出头。

回到家先在室外严格消毒之后，才把食物拿进厨房。

我们决定生活简单化，节省吃喝，减少购物频率。北京的弟

弟一家非常认同节省吃喝，因为中国人宅家期间个个都喜欢展

示“中华小当家”的本领，他们又没怎么运动，已经长胖了，说小

侄女“脸都圆成满月了”。这跟佳霖说的长胖烦恼一样。看来宅

家不运动对中外来说都是大问题。

但是那天购物以后，看到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确诊人数每

天以万人增加，我和姐姐立马后悔：“方便面怎么只拿了四盒”，

“排骨应该买四条而不是两条”，“鸡肉不应该嫌品牌不对没

买”，“土豆怎么只拿了一袋而不是两袋”。

快过去一个星期了，我们开始犹豫是再去一次超市，还是

等到彻底吃空了冰箱库存再去？是去家附近的Shoprite，还是

去危险等级显示更低的六英里以外的Shoprite？4月1日午

饭时，姐姐下决心再去一次，于是我俩再次全副武装地出门了。

不得不说，美国超市的管理井井有条，物资丰富，食品质量有保

证。疫情刚暴发的时候，确实有货架被抢空的情况，但是商店很

快拿出应对措施，对紧俏商品进行限购，避免了短时间缺货状

态。这天去超市的时候，第一次听到广播里在重复播放顾客之

间保持2米距离的建议。

那天出门碰到楼下独居的70多岁老人Don出外购物归

来，这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前年冬天突然晕倒在外，幸好被老

爸老妈及时发现，叫上邻居送去了医院。那段时间妈妈常常给

他送些好吃的饭菜，姐姐经常帮他倒垃圾。他曾把自己写的一

本儿童小说送给过小宁。我发现他只买了一点点东西，完全没有

要囤物宅家的打算，心里不禁有些担心。有一天陪小宁玩滑板回

到楼下，这位作家拦住我，请我转交给姐姐一本书。我一看，是

《美好的地球》，封面还贴上了留言，但我接书的时候神色有点慌

张，因为老人并不在意什么“社交距离”。虽然很惭愧，但周围这

些完全不在乎疫情又常常出门的老人确实让我们有些害怕。

自从国外疫情暴发，弟妹说家里开始充满英文朗读声，那

是弟弟每日苦“读”国外新闻报道。国内网上各种国际新闻满天

飞，严谨的理工科弟弟很担心大家，每每自己亲自去国外新闻

网求证。因为读出声来理解得更快，所以弟弟经常捧着个手机

念念有词。弟弟非典时期正留学美国，17年过去了，这样的疫

情经历于他还真是头一回。

七

4月4日，电视上播放了中国给纽约捐赠1000台呼吸机的

新闻，姐姐和我都很高兴，特意翻译给父母听。虽然国内国外有

很多狭隘的声音，其实海外华人都默默做着自己认为该做的

事。姐姐的华人微信群转发着这样的消息：

《纽约时报》大篇幅报道华人在此次救灾中的巨大贡献：在

美华人无论在中国疫情时，血浓于水自发组织了对国内大量物

资的救援；在美国疫情时，同样帮助邻居和社区、医院专家对

接，这些人，就是我们身边的朋友、同事、邻居、校友……而面对

各类狭隘的舆论时，也泰然处之，没有影响继续尽一份力的行

动。我们看到了在美华人的人性的光辉。

不禁想起4月4号中国集体默哀的时候，弟妹格外伤心，

因为她的家乡刚刚发生了森林大火，牺牲了十几位消防人员。

得知家乡大火那一刻，弟妹说恨不得亲自飞过去扑火，那一刻

她深深理解了海外华人对祖国家乡的热爱。那片烧过的泸山，

我和妹妹妹夫都爬过，对那里绝美的湖光山色念念不忘，杨森

一直对那里的烧烤和民族美食赞不绝口，大家心里着实难过，

祈祷西昌的生态早日恢复。

其实对所居住的国家地区，对自己的祖国家乡，大家都怀

有深情。姐姐社区一位华人家庭，爸爸负责采购，妈妈带着3

个孩子连续3天在原美东超市门前为社区发放免费口罩。

到今天，美国疫情严重，新泽西州感染人数位居全美第二，美

国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各种PPE（个人防护设备）荒，许多医院都

缺防护用品。两个月前，北美的华人几乎买断了这里所有的医护

用品寄往国内，如今又为这里的医护人员焦急奔忙。“中国打上半

场，国外打下半场，海外华人打全场”，确实是最真实的写照。

新泽西的华人教会在2月初募集了很多口罩，捐赠给湖北

的医院，后期募集到的口罩因为手续烦琐还没来得及运回国，

现在疫情反转，华人教会便将几千个口罩捐给了当地的医疗机

构，但这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新泽西邻近的费城侨界、宾州侨界

都捐赠了很多口罩给当地。

3月下旬，姐姐家附近几个医院号召大家捐献和寻找合格防

护用品，华人教会的兄弟姐妹决定一起牵头组织附近的华人家

庭捐款，用于购买医用防护用品捐给附近各大医院。短短一天，

他们就收到了80多家华人朋友近10000美金的慷慨捐赠，其中

不乏因疫情失业的朋友，甚至还有国内和外州朋友的热心参与。

教会负责采购的姐妹，连续几天几夜紧张联系，终于迎来了第一

批600个N95口罩，现在已经派送到了宾西法尼亚大学医院、杰

斐逊医院、库柏医院和Lower Bucks医院。此外还买了1000

个普通外科口罩、10000个医用外科口罩、80盒外科手套，如今正

在寄往美国的路上。姐姐说，尽管捐献的数目不大，但是代表了近

80家新泽西华人家庭共同抗“疫”的一份心意。

小宁课外就读的樱桃山华夏中文学校校委会的几位老师

也自己垫款从国内订购了一批口罩；董事会拨专款2000美元、

学校的家长们捐献了5000美元，又从国内订购了几批口罩。普

通口罩分发给了老师、家长和学生，医用手术口罩捐献给了莫

里斯镇的老人院、樱桃山的邮局、警察局，KN95口罩捐给了费

城儿童医院、宾西法尼亚大学医院和库柏医院。

中文学校董事长于雷写的《捐款日记》尤其让我感动：

“农历三月初三是传统的上巳节，本来是大家欢欢乐乐到郊

外水边踏春赏花的好天气。可是今年却只能在家里隔窗欣赏了。

看到整个学期都将要以网课结束，而暑假复课也难以实现，我们的

学校也做出了艰难的决定：取消无法上网课的课程，退还学费。

当这个消息发到学校家长群的时候，学生家长李芸和老师

刘汉美立刻决定，把退还的学费捐献给学校，用来购买防护用

品给需要的人使用。接着，无数个家长都响应了。短短的一个晚

上，学校筹集了5000多元捐款。

校长李礼，校务王荣鹏，教师姚惠军、张婷，董事罗颖、袁晓

君，前任董事谭璐和前任校长张长春早已行动起来，正在为学校

老师家长购买和发送防护用品。利用这些捐款，又进一步购买了

数千防护用品，即将送到当地警察、老人护理中心和医护人员的

手中。我们学校也为社区的抗疫工作做出了特别的贡献。

这是樱桃山中文学校在这个春天的第二次捐款。第一次是

学生、家长和老师捐给远在中国的病人；而这一次是家长们捐

给我们身边的人。家长和学生们捐钱捐物给最需要帮助的人，

这就是仁爱之心；在这个困难的时刻与学校共同守护，这就是

仗义之行……”

尾 声

已经进入4月，回想这几个月的经历，心情起伏。
来到新泽西的时候还是冬天，植物大都是光秃秃的。
3月中旬开始，灌木转绿，繁花似锦，草地也变得绿油
油了。春风拂面，春雷也滚过几次了，草地上开始有灰
兔子觅食，一对大雁夫妇经常在小区散步。然而曾有
几天，我陷入了抑郁，心中只是一片茫然。二三月为国
内疫情担忧，如今国外疫情却失控了。国门相互关闭，
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即使买到票，万一路上感染了怎
么办？待在这里的全家老老小小其实也不安全，因为
我们居住区域人口密度较高。虽然春天来了，我的心
却像掉进了冰窖。然而这一路走来，受到很多人和事
的鼓舞，我终于战胜了自己，开始积极乐观起来，相信
大家团结一心，一定能战胜疫情。

不知道4月底是否能回到亲爱的祖国，然而无论
如何，我们每个人都会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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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捐赠物资上的图标：众志
成城——新泽西南部华人社区

南泽西华人家庭
向杰斐逊医院、库柏
医院和Lower Bucks
医院捐赠3M N95口
罩的现场照片

樱桃山分校的孩子
写给武汉的祝福卡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