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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故意扩大事态，唯恐
天下不乱。

中 国 大 使 馆 一 直 在
和一些大企业保持联系，
也 专 门 组 织 了 和 青 山 、
雅 万 高 铁 等 大 企 业 的 视
频 会 议 ， 远 程 医 疗 咨 询
等活动，听取情况，安抚
民心。中国大使馆也曾经
在企业的呼吁下，在不能
直航的现状下提出派中国
医疗队过来的建议，但是
印尼方迟迟没有肯定的答
复。驻外的外交使团能做
的毕竟还是有限，实质性
问题如直航、撤侨、医疗
队等还发挥不了决定性的
作用。

如上所述，镍产业在
印尼是十分吸引眼球的行
业，投资最大，涉及人员
最多，两国高层其实对疫
情合作一直也很关注，疫
情期间还多次通过电话。
很多中资企业把这个在印
尼的镍产业当做各方面的
样板，或者一种风向标。
如果相关企业连续发生群
体事件，不仅对企业形象
有所损害，而且在印尼的

几乎所有中资企业或个人
都会产生抹不去的阴影，
进而不仅伤害了企业的利
益，也将使一带一路在印
尼的的进程更加艰难。

印尼的社交媒体很发
达，传播很快，对中国的
报道一贯是报忧不报喜，
选 择 性 失 明 ， 好 事 不 出
名，坏事传千里。目前事
件相关的视频、图片等在
各个媒体继续有扩散的迹
象，涉案企业发声很难，
不发声更被动，可以说已
经做了他们所能做的全部
了 。 长 此 以 往 ， 久 而 久
之，中国企业慢慢积累的
正面形象将逐步丧失，这
就不是少数政府官员、企
业表态、少数媒体发声所
能抵消、挽回的。

印 尼 的 百 姓 大 多 淳
朴，但也容易被煽动，很
容易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下产生冲动，特别是在边
远地区尤甚，对分布在印
尼各个岛屿上的中资项目
的生存和发展极为不利。
而印尼的能源、资源等有
大多存在于此。

鉴 于 目 前 的 疫 情 ，
虽然上述地区还没有形成
新冠病毒的重灾区，但是
已成为大家舆论关注的“
重灾区”；病毒暂时不厉
害，但是谣传比病毒更厉
害。所以本号呼吁，两国
政府应该给与这些项目和
群体以更多的关注才好。

几点对策的探讨

虽 然 事 件 只 是 暂 时
平息，但是由于疫情还在
发展，斋月还没有过去，
对死亡的精神恐惧和饥饿
的生理需求，叠加本来就
对中国的有色眼镜的宣传
和一些人的鼓动，不排除
今后还会出现类似事件，
即便不在这些项目上再发
生，也可能在别的项目上
出现；即便不以疫情为主
题，也会以其它诉求为导
火索；即使没有大规模闹
事，小打小闹也会经常表
现一下，这也是印尼这个
碎 片 式 的 民 主 国 家 的 常
态。

据 网 上 披 露 ， 目 前
在这些项目上的个别中国

员工，由于各种原因，情
绪有些失控；企业的现场
领导者对中国和印尼员工
的安抚手段可以说已几近
山穷水尽，疲于应付，即
便企业不考虑经济利益全
部停产估计也无济于事，
反而会使大量中国员工滞
留，大量本地员工失去工
作，双重不利条件作用下
再度发生共同参与的群体
事件是大概率的事情。事
儿是死的人是活的，长时
间在封闭、枯燥和恐惧下
生活，想走的人离不开，
想来的人进不来，早晚还
会出事儿，本号认为中国
员 工 正 常 流 动 的 需 求 已
经到了刻不容缓解决的时
刻。

1、恳请国家统筹安
排两国尽快恢复直航，让
一部分老弱病残孕先期回
国 。 虽 然 目 前 印 尼 的 疫
情在全球排名只近35位左
右，看起来不太严重，但
是这些特殊群体只集中分
布在一个较小的区域内，
虽然个人工作区域不是那
么 狭 窄 ， 也 需 要 人 文 关
怀。但是，大家也清楚国
家目前的防疫难度，以及
全国人民的感受，只是企
盼在可能的情况下尽早恢
复。

2、官方积极协调，
尽快派出中国医疗队赴印
尼，可以起到安抚人心的
作 用 。 这 是 不 得 已 的 办
法，可以同时带来一些有
效的物资如呼吸机、有效
的中药等，专项使用。听
说在印尼政府这方面也有
一些诸如签证、航班、医
生执业资格等难度，恳请
看在今年两国建交70周年
的份儿上给予特批。

3、在国内各地做好
准备的情况下，或进行专
项撤侨包机，直飞现场。
但是这样做也有先让谁走
的问题，控制不好反而更
乱。 所以，此时项目管
理者的工作智慧就显得特
别重要，要信息公开，工
作细致，措施到位，预案
明确，方能得到员工的理
解 ， 继 续 维 持 稳 定 的 局

面。
4、两国政府宜考虑

减少企业负担，酌情拨付
专款用于购买救援和医疗
物资，企业也要加大力度
投入，物资尽快直达项目
现 场 ， 提 高 现 场 防 疫 能
力 ， 东 西 分 发 到 每 个 员
工，增加心理安慰，多多
少少也能缓解一些情绪。

5、继续加强远程医
疗和心理辅导，加强和相
关第三方的合作，比如国
际SOS组织等，企业在精
神和物质两方面同时加大
力度投入，与员工站在一
条线上，以期解决短期内
中国员工的情绪波动，熬
到能够正常回国那一天。

6、坚守岗位的弟兄
们，希望能够继续放松心
态，根据政府的数据，局
部地区疫情还没有那么严
重，在上述层面的问题还
不能完全解决的情况下，
不要恐慌，首先做好自我
防护，有困难多和领导者
沟 通 ， 先 解 决 好 心 理 问
题，不再散布、听信没有
来源和核实的消息，也好
让在家的亲人们放心。目
前的大环境下，人员不出
不进，保持平衡，和印尼
人民共同抗疫，坚持到曙
光出现，暂时也只好这样
了。

7、发文前看到最新
消息，印尼总统已经关注
到疫情感染集群，包括工
业集群，也算是个好消息
吧，希望能有点实质性利
好举措。

中 国 一 带 一 路 的 倡
议 ， 已 经 在 印 尼 开 花 结
果 。 在 海 外 打 工 的 同 胞
们，他们每个人虽不是祖
国花朵，但确是家里的顶
梁柱；他们是有组织、成
建制的出来的，在坚持不
住的时候不应该有路来无
路回；他们可能自身也有
这样那样的毛病或问题，
但 是 从 人 道 主 义 角 度 出
发，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
对国家对企业有重要贡献
的海外群体，祖国不会也
不应该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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