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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临港新侨园引进企业204家

上海临港新侨新兴产业园 （简称“新侨园”）
近日举办开园庆典暨首批国际数字经济产业项目签
约仪式。临港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袁国华，市侨
联副主席徐大振以及中建集团、三峡集团、百度等
企业和新侨园入驻企业等共 60 余家企业代表出席了
庆典仪式。

新侨园项目不仅是临港产业技术创新带的首发项
目，也是临港新片区内首个建成的总部研发产业园。

新侨园作为临港产业技术创新带内的首发园区，
占地 127 亩，总建筑面积逾 20 万平方米。项目紧紧围
绕新片区管委会产业体系导向，努力打造成为以集成
电路研发设计、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科技
等新兴产业为主的专业科创园区。目前已经引进企业
204 家，其中实体落地企业 16 家。它们的落地将有利
于推进临港产业技术创新带的产业集聚和产业转型，
加快产业技术创新带产城融合的发展步伐。

“美丽福建魅力侨乡”摄影展开展

日前，福建省华侨摄影学会在位于福州三坊七巷
的福建华侨主题馆召开了第五次会员代表会议暨“美
丽福建 魅力侨乡”会员摄影作品展。中国侨联副主席
隋军、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梁建勇为摄影学会新
任会长、监事长授牌，并为摄影作品展揭幕。

中国侨联常委、福建省政协常委林正佳当选学会
第五届理事会会长，中国华侨摄影学会副会长吴其萃
当选第五届监事会监事长。

据悉，本届福建省华侨摄影学会共有会员 203名，
其中理事 57 名、监事 3 名。聚焦展示新福建发展成
就、良好的生态环境、美丽的侨乡风光和社会风貌，
本届福建省华侨摄影学会筹备了“美丽福建 魅力侨
乡”——福建省华侨摄影学会会员作品展，呈现归侨
侨眷和海外侨胞眼中魅力独特、异彩纷呈的侨乡。

“亲情中华”安徽网上夏令营圈粉

“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网上夏令营安徽营近日
在网上举行，吸引来自西班牙、加拿大等国家的170多
名华裔青少年参加，他们通过互联网学习、了解中国
文化。

据了解，本期夏令营为“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
网上夏令营安徽营活动最后一期。自 4 月 30 日开始至
今，安徽营共举办8期，累计吸引来自泰国、爱尔兰、
加拿大、西班牙等国家的千余名华裔青少年参加。

“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网上夏令营安徽营活动
由中国侨联主办、安徽省侨联承办。为突出安徽营特
色，在学习中，安徽省侨联每天还向营员们推送安徽
文化旅游风光、名人故事，通过文、图、视频等方式
展示徽风皖韵。

北京侨联赴河北调研帮扶情况

近日，北京市侨联一行 14人，赴河北省阜平县对
“京侨帮扶·双百行动” 三年计划项目实施效果和实施
过程情况进行调研。

据悉，今年是该计划的收官之年。北京市侨联将
继续募集和拨付 150 万元，资助 100 名贫困大学生和
100个农业大棚。为确保“京侨帮扶·双百行动”取得
实效，切实把首都侨界的爱心和奉献化作脱贫攻坚的
力量，北京市侨联组织侨联委员、侨界企业代表、侨
界社团代表，前往阜平进行考察交流，推进项目收尾
工作。保定市相关部门一同参加了考察调研。

（均据中国侨网）

走进福建省福清市江镜镇岸兜村其义厝，人们情不
自禁大声惊叹：雕刻太美了！曾为福州众多古厝留过影
的一名摄影记者更是竖起大拇指：“福州第一！雕刻精美
度第一！保存完好度第一！”再细看，发现老厝溢满“三
国味”：主厅正中上部有三组 《三国演义》 经典故事木
雕，其他地方不少木雕也与三国故事有关。

揭开其义厝神秘的历史面纱，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三国迷”——一代侨领陈其义的传奇人生。

三国迷

陈其义，生于晚清，福清江镜岸兜村人，少年时期
随村里人下南洋。

下南洋前，陈其义没有读过《三国演义》，家里也买
不起这部古典名著。他对 《三国演义》 的全部记忆来自
方圆数十里大户人家办喜事请的闽剧班子、评话名嘴。
为看三国戏，为听三国评话，跑再远的路他都愿意。诸
葛亮、关羽、刘备、张飞、周瑜……《三国演义》 里的
每个人物、每个故事他都能娓娓道来，是当地有名的

“三国迷”。
就这样，陈其义揣着一肚子三国故事，漂洋过海，

远赴蕉风椰雨的印尼谋生。在印尼，陈其义不仅吃苦耐
劳，且善于与当地人和新老华侨搞好关系，生意顺风顺
水，没多久就赚得盆满钵满。民国初年，他携巨资回国
营建其义厝。

三国厝

建造房屋，所用木材来自闽北，营建工匠来自福
州，但总设计师却是陈其义自己。他要将自己从小看闽
剧、听评话获得的中国历史与文化刻在自家的每一落大
厅、每一间房子的门窗上。

陈其义从台湾买来品质上乘的香樟木，从莆田请来
雕刻师。保存至今的其义厝像一座雕刻作品博物馆，100
多幅作品，有圆雕、透雕、浮雕，还有阳刻、阴刻，极
精致，内容皆源自中国古典名著、历史传说和民间习
俗。置身于此，既是艺术享受，又是对历史文化的重温。

其义厝，四扇两落，面积500平方米左右，一进有二
楼。两侧墙有木质阴雕画连缀，并沿左右两侧楼梯通向
二楼。二进大厅挑高，为主厅，正中上部嵌入三组大型
主题雕刻。陈其义后人陈建财说：“家中代代相传，内容
为老祖其义公所定，还留话要代代讲给儿孙听。”陈家人
认为，当年其义公就是靠着这三个故事里的道理行商成
功，所以奉为至宝。

三国理

三组大型主题雕刻内容皆源于《三国演义》，陈家代
代相传：熟知三国故事，就能明白做人行事成功要诀，
闯荡天下都不怕。

三组大型主题雕刻的正中主题雕刻是“七擒孟获”的
故事。左侧主题雕刻讲的是三国赤壁之战里的著名桥段
——草船借箭。右侧主题雕刻讲的是三国故事里“吕布
戏貂蝉”这一段。陈家后人说，这三组主题雕刻，实际
上是陈其义精心设计的独特家训记录和传承方式。

陈其义制定的独特家训被后代儿孙铭记。陈家人行
商世界，敢拼为上，义字当先。今年 73岁的陈建财，是
村里第一个开始淡水养鳗的人。他知道，一人富不是
富，将自己积累的养鳗经验无偿传授给大家，使不少农
家因养鳗脱贫致富。

2016年，已经 69岁的陈建财再做当地第一个吃螃蟹
的人：带着自己积攒下来的巨资，到俄罗斯西伯利亚开
荒种大豆。他说：“人活着，就要拼搏。如果自己这条路
能走通，就能带动更多人致富。”

书写侨胞抗疫故事

奋 战 在 西 班 牙 抗 疫 一 线 的 华 人 医
生，帮助华人处理疫情带来的商务问题
的当地律师，驳斥污名化中国言论的旅
意侨胞……疫情期间，意大利欧华联合
时报推出许多关注欧洲华侨华人抗疫故
事的报道。

作为一份意大利华文周报，欧华联合
时报影响力范围覆盖意大利、法国、西班
牙、荷兰等欧洲国家，在重大活动期间除
了中文报道外，还推出英文、意大利文等
语种报道。意大利受疫情影响严重，疫情
期间，欧华联合时报成为连接中意信息的
独特桥梁。

1月25日，从意大利起运的第一批物
资运往中国，欧华联合时报对此进行了专
访报道。“旅意侨胞第一时间在意大利购
买防疫物资，想尽办法以最快的速度运往
中国，其中有很多感人的故事。我们作为
华文媒体，也是怀着激动和感动，对这些
故事进行了全面报道。”欧华联合时报社
长吴敏告诉本报记者。

随着疫情在意大利的蔓延，欧华联合
时报不得不减少纸质版印发次数。“报纸
印刷的成本高，疫情严重时企业停产停
工，报纸的广告收入骤减，当地民众不愿
意接触邮递员派送的报纸，看报的读者少
了，纸质版报纸遇到困难。”吴敏说，尽
管纸质版停印，报社的网站和微信公众号
等新媒体平台发挥起更大的作用，报社的
报道工作始终在继续。

“我们不单是做媒体，也起到为侨服
务的桥梁作用。”吴敏介绍，疫情初期，
欧华联合时报引导当地华侨华人积极捐助
中国抗疫，鼓励当地侨领“争做领捐
人”。疫情期间，吴敏起草报告，向中国

驻意大利大使馆提出希望中国派专机到意
大利接送旅意侨胞和留学生回国的建议。

最近，吴敏和他的同事忙着编写一本
记录旅意侨胞助力抗疫的书籍——《2020
疫情下的世界温州人》。这本书即将在中
国出版，吴敏还希望，未来能将它翻译成
意大利语。“今年是中意建交 50周年，我
们原本计划了几场纪念中意建交和‘一带
一路’中国品牌世界行走进欧洲等大型活
动，因为疫情不得不搁置。”吴敏说，“期
待疫情早日过去，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提升媒体品牌知名度

阿根廷华文媒体阿根廷华人在线是拉
美地区创办时间最长的华文媒体之一，影
响辐射范围覆盖拉美多国。

疫情发生后，由于物流系统停工，订
阅报纸的企业用户歇业，阿根廷华人在线
与《南美侨报》合作的《阿根廷周刊》暂
停发行。广告骤减，往年定期举办的活动
搁置，媒体旗下的定制商务平台也基本停
工。但阿根廷华人在线网站和旗下的阿根
廷中文资讯等微信公众号、今日拉美客户
端等新媒体平台的报道量大大增加。

“我们的新媒体每天都在大量翻译和
报道中国疫情情况、阿根廷当地疫情形势
和全球抗疫活动，几乎 24 小时不停地在
各个新媒体平台不间断推送。这些报道的
阅读量都远大于平常。”阿根廷华人在线
副总编万学栋介绍，阿根廷华人在线拥有
一批较为稳定的华侨华人读者。尽管疫情
期间，阿根廷华人在线的广告数量骤降，
但阅读量的大幅提高，也是媒体影响力提
高的一大表现，能通过疫情相关报道，进
一步提高阿根廷华人在线的品牌知名度，
是阿根廷华人在线疫情期间的一大进步。

此外，疫情发生后，阿根廷华人在线

不断推出西班牙文报道，讲述中国抗疫故
事，分享中国抗疫经验，反驳污名化中国
的谣言，传播科学防疫知识。阿根廷当地
关心中国发展的读者，对疫情期间的报道
尤其关注。

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万学栋频
频接到阿根廷当地读者的电话。“最开始
有当地读者问我，怎样帮助中国抗疫，他
们能提供什么力所能及的帮助。”万学栋
告诉他，中国需要口罩，而这位朋友正好
与生产口罩的厂商有商业合作，在市场上
口罩已几乎售罄的情况下，这位朋友向阿
根廷华人在线提供了 1万只口罩，万学栋
通过当地侨团的渠道将口罩全部运回中
国。“当地读者对中国的关切和真诚的帮
助让人感动。”万学栋说，随着中国疫情
防控形势逐渐好转，当地读者又打电话来
咨询中国抗疫的具体经验。

如今，阿根廷华人在线周刊正尝试
恢复印刷，尽管目前每期只印刷几百
份，但万学栋对纸媒仍然有信心。“经过
疫情的考验，阿根廷华人在线的权威性
提高了，影响力增强了。随着社会逐渐
恢复正常秩序，我相信，纸质版的发行
量会比之前更大。”

加速媒体转型步伐

“我网站的经营状况还可以维持。”美
国环球新闻网总编辑王绘沣告诉本报记
者，美国环球新闻网主要通过网站、微信
公众号和海外社交平台发布新闻。受疫情
影响，美国经济下滑严重，大量中小企业
停工停产，华商产业也受到严重冲击。作
为华文媒体，美国环球新闻网的广告收入
也因此大幅下降。

“疫情促使我们打开了另一扇传播的
窗户。我们通过英文报道，能够影响到更

多当地民众，也增强自己对主流媒体的影
响力。”王绘沣说，疫情期间，原本专注
于中文报道的美国环球新闻网开始尝试中
英文双语报道。针对疫情，美国环球新闻
网推出中英双语的“主流热点”“邻里播
报”等专栏，及时报道疫情相关动态，实
时跟踪美国感染病例数据。

在“主流热点”专栏中，网站通过转
载、编译美国主流媒体对疫情较为客观中
立的报道，帮助华侨华人了解疫情真实形
势，平复华侨华人紧张焦虑的情绪。此
外，网站还对中国抗疫行动进行报道和转
载，更新中国防疫进程，传播科学防疫经
验，让海外华侨华人及时了解祖 （籍） 国
家乡的情况，增强防疫意识。

“疫情期间，海外华侨华人比平时更
需要了解新闻动态，对疫情相关消息关注
更多，美国环球新闻网许多报道的浏览量
上升明显，影响力逐渐加大。”王绘沣说。

与此同时，王绘沣和同事们“危中求
机”，在艰难经营中寻求转型。“疫情逼着
我们转型，我们想沿着移动互联网化、科
技化的转型思路走下去。”此前一直有接
触软件开发项目的王绘沣，准备开发一款
满足美国第一代少数族裔群体需求的多语
种即时通讯客户端，为旅美华侨华人、越
南裔美国人提供更加定制化的网络社交和
新闻推送服务。如今客户端已完成开发，
进入测试阶段。

“疫情加速了我们的转型步伐。疫情
期间，我们加派更多技术人才进行软件开
发。目前，整个项目还在不断投入资金，
但我们愿意为科技化转型作出尝试。”王
绘沣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自己开发的即
时通讯软件功能与美国环球新闻网的新闻
报道深度融合，让科技助推网络媒体进一
步发展。“网络传媒加科技开发，那时候
的华文媒体会更有活力，更接地气，更有
影响力和效益。”王绘沣说。

侨 情 乡 讯

华文媒体纷纷转型探新路
本报记者 高 乔

本期看点：新冠肺炎疫情对海外华文媒
体生存经营带来巨大压力，也带来新的转型
契机。疫情期间，海外华文媒体传递祖
（籍） 国抗疫资讯，分享中国抗疫方法与经
验，及时反映当地疫情形势和防疫相关动
态，通过持续报道，获得更多关注和认可。
华文媒体经历了传统媒体集体萧条的挫折，
更专注于向新媒体转型，也尝试向其他领域
拓展，探索多元经营之道。

在艰难经营的过程中，华文媒体搭建起
海内外抗疫信息交流的桥梁，让海外华侨华
人更安心，也让中国抗疫故事传得更远，声
量更大。

福建古厝其义厝——

用三国故事雕刻传承家训
刘 琳 翁宇民

“漆彩·茗品——福州市首届大漆茶器展”近日在著名侨乡福建省福州市工艺
美术大楼举行，展览由福建省福州市脱胎漆器行业协会、福建省工艺美术工业有
限公司联合主办，汇集了众多艺人创作的大漆茶器作品，展现福建大漆制作工艺
水平。

图为观众在福州市首届大漆茶器展现场参观。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大漆茶器展亮相福州

左图：欧华联合时报编写的 《2020 疫
情下的世界温州人》图书封面。

上图：美国环球新闻网“主流热点”
栏目截屏。

（由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