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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a 覺得意
大利在

疫情剛爆發的時候，做得不太好，
「大家散漫慣了，並沒有當成是一件大事，照

舊生活。後來嚴重了，意大利政府才開始做調整，暴
露出了很多問題。」

意政府失策 疫情經濟兩誤
「我記得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我每天仍舊出門工作，

和別的上班族一樣，大家都擠在公車地鐵裏，滿滿當
當。沒有人意識到要戴口罩，政府也沒有強制公共交通
乘客戴口罩。現在，在意大利我們去哪兒都要戴口罩，
但在最初，沒有人覺得有問題，沒有人習慣戴口罩，完
全沒有意識。」
另一方面，Angela批評意大利政府對高失業率的情況

一樣沒有作為，
這導致愈來愈多企業關

門，愈來愈多打工仔因為害怕
失業，不敢爭取在家辦公，惡性循環不

斷發生。最終，意大利的貧困人口愈來愈多，已
成為當下的一大問題。
Angela認為：「中國疫情在前，歐洲疫情在後，發達

國家竟然不從中有所借鑑，真的很遺憾，很可惜」，最
令她印象深刻的是，中國政府在對接觸人群追蹤上，
「可以追蹤找到一個人一周裏接觸過的所有陌生人，真
的太厲害了」。

「國情不一 難說好不好」
但是，她也覺得「國情不同，有些在中國抗疫中有效

的方法，在意大利等歐洲國家，是很難做到的」。Ange-
la說，「很難說是好還是不好。我身邊有很多朋友也是
這樣想的，我們會對比，既希望政府能有效管控，同時
又不願意太過受控制，我們很難想像那樣的生活，可想
而知，比如武漢封城，比如有武漢司機在卡車裏過了48
個小時，中國人民是付出了很大的個人生活的犧牲才成
功控制住了疫情的大範圍傳播，這點，歐洲國家的人民
真的很難做到，儘管我知道，這對疫情有效。這大概是
歐洲人目前最大的自我矛盾了。」
目前，意大利打疫苗的情況也不太理想，Angela說：

「意大利只有不到200萬人，僅佔人口3%的人完全接受
疫苗。意大利計劃9月前達到八成人口接種，但目前距
離目標仍很遠。」
一年抗疫過去了，上周末丹麥哥本哈根還在舉行大型反

防疫遊行，有人朝警員投擲煙花被捕，亦有人因使用暴力
被拘留。從本周開始，包括羅馬、拉齊奧在內的全國大部
分地區將對公民的戶外活動實施更嚴格的限制，與此同
時，各地醫院入住深切治療部（ICU）的新冠病人人數再
次攀升。最近幾日，意大利每日新增的確診病例飆升2萬
宗以上，意大利被迫再次「封國」。意大利是歐洲已知死
亡人數除英國外第二高的國家，有104,942人死亡。

來自喀麥隆的Chris 在英國生活12年，
和他老婆育有兩名兒子。在英國第二次封
城時，Chris 失去工作，只得去找兼職維
持生活，老婆則在家承擔了照顧孩子的責
任。由於幼稚園停課，孩子都沒法上課，
在家總是吵吵鬧鬧，甚是調皮。Chris 形
容那段時間，有着從沒未嚐過的精神痛
苦。

一個口罩用一個月
Chris記得第一次封城的時候，亞馬遜上很

早便買不到口罩，「我們全家一隻口罩都沒
有，我一開始是覺得太貴了，一盒飆升到50

多英鎊（約538港元），後來英國亞馬遜上
連50英鎊的口罩都沒有了，我就慌了，最後
還是一位中國留學生朋友慷慨地給了我5個
口罩，是防護效果比較好的那種，我硬着頭
皮省着用，一個口罩用了一個月都不捨得丟
掉，我身邊非洲朋友當時也是如此，在英國
一罩難求。」他憶述當時聽聞中國留學生朋
友說中國政府給海外中國留學生寄口罩、消
毒濕紙巾、蓮花清瘟，直言：「難以置信，
太暖了。」
Chris的鄉下不在喀麥隆的大城市，落後的

醫療條件加上非洲國家普遍缺乏個人防護產
品，這讓他特別牽掛患有癌症的母親。喀麥

隆同樣曾出現一罩難求的狀況，Chris只得再
託中國朋友從國內寄了些口罩，滿足家人的
需要。
Chris說，不少人在疫情期間大談各地民眾

對口罩的態度，在他看來，歐洲人一直拒絕
戴口罩，而中國人卻是「人人必備」，「我
從新聞看到中國疫情之初也因為不法分子的
投機，導致口罩價格高漲，後來因為政府的
有效管理，保證了口罩的量產，價格隨即回
落，中國的口罩還運送到非洲國家，我的媽
媽就收到來自喀麥隆當地有愛心的中國企業
家贈送的口罩，有了它們，就好像多了一頂
安全帽，特別感謝中國人的口罩。」

中國口罩三助喀麥隆母子 捱過「最痛苦」時刻

從去年3月份新冠疫情在英國爆
發至今，英國人已經在疫情裏生活持續一

整年，第三次全國封城還未完全解封。在英國通
訊公司任職技術員、在倫敦生活的澳洲人Robin說：

「英國早就錯過了最佳防疫時機，屢屢犯錯，而中國正是抓住
了防控好時機，實施更嚴更有效的措施，及時止損，才打贏了這場戰

役，甩開英國好幾條街。」
因為Robin的女朋友是中國女孩，所以在英國還沒有正式進入防疫狀態前，他就

跟着女友關注中國防疫之戰。他表示：「中國政府的防疫措施很明確，上傳下達，影響力
很大，落實得好，因此起了積極作用。我女朋友跟我說，中國社區的管理方式，對人口流動直接
限制，大城市裏的人無法隨意走動。」

人人借口運動出門
Robin續稱，在英國情況截然相反，就算封城了，周末天氣一好，大家還是打着出門運動的理由，公
園裏依然很多人扎堆。雖然在第二次封城時情況好一些，不過一放鬆，感染率就又上去了，所以又
有了後來第三次封城。先苦後甜是一種很明智的做法，而英國民眾不願意做短時間的犧牲，換來
的是更巨大的經濟和人命損失，造就了超過200萬的失業人口，爆發公司倒閉潮等等。」

Robin這一年精神上一直處
於輕度抑鬱和焦慮當中。他清
楚記得，去年3月 23日這一
天，英國開始進入為期三周的
封城防疫狀態。那天起他的生
活大變，不用再去辦公室，和
女朋友擠在西倫敦租住的一房
一廳單位，空間狹小，工作生
活全混在一起，加上他女朋友
的公司因為受到疫情影響，她
被迫無限期休假，使得兩人萎
靡不振。

睇確診數字心驚肉跳
「我每天下午都準時收看

BBC直播的政府簡報，一邊是
英國首相『信誓旦旦』的安撫和解惑，一邊看着英國感染數
字屢錄新高，R值破1，醫療系統不堪重負，一次次徘徊在
崩潰邊緣，心驚肉跳。」隨着英國確診數不斷走高，他對政
府的懷疑也逐漸加深。「我覺得英國政府整個防疫節奏都太
滯後了，沒有抓住最好的時機，在疫情最開始的時候，低估
了疫情態勢，邊境沒有及時防控，飛機場、火車站更沒有任
何衞生措施，特別像希思羅這種全球吞吐量最大的機場之
一，公共空間無條件開放，導致英國一度成為全歐洲死亡率
最高的國家，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比英國的防疫措施更嚴
格，反應更快，也更早回歸常態，作為外國人真的是很失望
的。」
除此之外，Robin認為英國政府還犯一個致命性錯誤，

「唐寧街10號傳達給民眾的防疫消息前後不一，一開始只要
求保持距離加勤洗手，還說口罩對防止病毒傳播無效，到後
來探討了半年，才開始鼓勵民眾戴口罩，還有衞生大臣一開
始發表群體免疫的言論，讓許多民眾都低估了疫情的嚴重
性，直到現在仍有人覺得新冠肺炎與感冒病毒並無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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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官亂噏『群體免疫』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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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人們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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