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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波疫情来势汹汹

11 月，法国政府发布相关政策，决定“二次封城”，
为期一个月。法国卫生部长韦兰透露，在法国首都地区，
每 15分钟就有一位患者被送进医院接受治疗，每 30秒就
会有一位民众确诊感染。

面对突如其来的第二波疫情，除了禁止一切“非必
要”外出、出门需填写“证明”随身携带、取消所有公众
聚会之外，法国政府表示，还将关闭所有“非必需”性质的
商业场所。

当前，法国的第二波疫情高峰已经逐渐过去，但在
法国从事贸易业、旅游业和留学教育业的华商大都被迫
关闭门店。

法国华侨华人会主席任俐敏表示，今年是不同寻常的
一年，疫情的反复给华商带来了致命打击，亏损严重。

“这次封城之后，人员流动大大减少，很多行业难以为继。”
在法国经营着 15 家连锁店的华商倪朝文已经关闭了

所有门店。“这一波疫情太突然了，我们积压了很多库
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营业。”

“最近在和房东沟通，一些门店的房东表示，可以减
免 1-2月的租金，但这完全取决于房东本人的意愿。”法
国政府每个月按原有工资的 70%对停业的员工进行补助，
最低1200欧元。

倪朝文的门店遍布法国，共有员工约120名，最近他
在与各地房东进行沟通，尽量争取减免部分租金。“法国
第一波疫情时，我们没受到这么大的影响，中国疫情防
控做得很好，提前从中国进口了物资，保证了供应链。
但这次忽然关闭门店，一切都措手不及。”

根据法国关于封城的防疫规定，餐馆可在严格遵守新
版卫生议定书的条件下，按正常营业时间开门。

虽然允许餐馆经营，但不少中餐馆老板还是一脸
无奈。

“刚解封时带来一轮餐饮消费回暖，但随着天气越来
越冷，尤其是晚上，气温降到 5℃，室外用餐又没有暖
气，享受变成了煎熬，即使开门也没多少顾客。”巴黎一
中餐厅老板王先生说。

部分华商逆势寻找新商机

海外华商依靠“三把刀”起家，他们吃苦耐劳，逐渐
站稳脚跟。现在，很多华商已经实现了从“打工者”到“老
板”的华丽转身，在餐饮、服装、零售领域打下一片天地。

然而，这些行业在疫情中都深受打击。
“因社交限制，海外华商较为集中的餐饮业损失惨

重；疫情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物流流通，贸易行业受阻；出
行量减少，服装零售等行业人流带动效应受限。”中国社
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成玉说。

法国封城期间，华商们多数选择等待法国政府的进一
步通知，但也有部分华商选择转行。

方文龙在巴黎13区经营着一家800平方米的广告牌制
作厂，“虽然现在可以正常开门营业，但受到疫情影响，
其他行业不能营业，所以几乎没有客户上门。”

方文龙和两位华商朋友经过讨论，决定向建筑业转
型，“建筑业在疫情中所受冲击最小，从物资采购到施工
装修，我们将考虑提供全产业链的一体化服务。”方文龙
说，“我们想走出困境。”

“从海外华侨华人发展的历程来看，他们一直善于在
危中寻机。”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主席李明欢说，“比如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南亚相当一部分华商从商业贸易
转向实体经济。”

“再比如在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意大利、法
国、西班牙等国的华商就曾逆势扩张，收购了很多当地人
的品牌和企业，又新开了一些酒吧、餐馆等，使欧洲华商
经济迎来新发展。”

李明欢表示，在疫情中，华商在不断转型升级的同

时，要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在经济复苏中寻找新机遇。

转型升级做好融合

“这一波疫情结束，不代表疫情彻底结束。随着疫情
防控常态化，我们必须要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目前这是
对华商最大的考验。”法国华社促进会执行会长孙洪元说。

欧洲疫情仍十分严峻，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华侨华人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海外华
商的转型升级是应对疫情的必然选择，融合国内国外两个
市场、融入国外经济生态环境是关键所在。

“目前，法国华商普遍聚焦中国市场，寻找商机。比
如在红酒、美食等领域，积极与中国市场进行合作。还有
一些华商迅速建立了口罩厂。”杨成玉说。

对于海外华商而言，转型升级是大势所趋，但要思考
好转向哪里，怎么转。

“首先，华商要将自己定位为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的‘对接人’。海外华商的优势在于‘华人标签’，华商应及
时了解海内外市场，利用好国内国外双循环发展模式。当
前中国在扩大国内消费市场，这里潜藏着巨大商机。”

“其次，华商要在海外谋求高附加值的突破。当前海
外华商自有资金、社会资源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在转型
中，他们应积极寻求高附加值的加工业、物流与旅游等高
端服务业。”杨成玉补充道，“除在异国他乡经商外，华商
也可以寻求政治、艺术等领域的多元化发展。”

就未来发展状况而言，李明欢认为，华商只有更积极
地参与当地的经济发展，为当地经济复苏与发展做出贡
献，方有望改善所处大环境。

“华人需要注意‘融入与发展’的关系，不要只顾自
己发展而破坏当地的商业生态平衡。对华商而言，只有主
动融入居住国的大社会中，融入所在国的经济之中，真正
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能获得最为有益的生存
环境。”李明欢说。

法国华商在困境中化危为机
杨 宁 贾润梅

“八月十五月儿明呀，爷爷为我打月饼呀，月饼圆圆
香又甜，一片月饼一片情啊……”这是悉尼华星艺术团
原创歌曲《明月千里寄相思》中的片段。

作为导演，余俊武团长带领悉尼华星艺术团完成了
《永远的记忆》《故乡之恋》《问候》等歌曲的创作。由丰
然、朱炎萍、喻静、刘铁军、曦阳、陈建文等一批优秀
歌唱演员演唱的动人歌声随着澳大利亚的海风飘向了世
界，也飘向了每一位漂泊在外的华夏儿女的心中。

服务侨社 丰富多元

悉尼华星艺术团于2014年5月成立，旗下拥有一批专
业人才和艺术团体。在艺术团中，大家齐心协力、优势
互补，海外华人也得以凝聚在一起。自艺术团成立以
来，成员们创作了 《驰梦》 等现代时空剧，举办了“华
星之夜”“华星大舞台”“华星艺术节”“华星杯”等大型
文艺活动。

谈及艺术团日常活动时，余俊武说：“华星文化艺术
团一直在努力探索，争取走出一条社会公益文化发展之
路。我们定期慰问几十所‘安老之家’老人院，同时积
极参与澳大利亚各市政府举办的嘉年华艺术节。”

作为杰出的公益文化组织，悉尼华星艺术团得到了
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被纳入社会公益免税机构。与此
同时，澳大利亚和中国的企业也经常慷慨解囊，为艺术
团送来各种演出服装，提供物资方面的支持。

“艺术和公益是有感染力的。我们只是尽了自己的一
份微薄之力，但是这会鼓舞更多的人投身到文化公益事
业中。”余俊武感慨。

同胞一心 同舟共济

疫情期间，澳华文联、悉尼华星艺术团始终与祖
（籍）国同呼吸、共命运。余俊武带领艺术团成员创作了
许多优秀的抗疫作品，部分作品参与了 《五洲同心，世
界一家》《明月寄相思》《爱在重阳》 和正在筹备的 《来
吧，2021》全球华人云端大联欢。

在疫情最为严峻的时候，艺术团创作了 MV 《把爱
传递》。视频伊始，背景依次闪过解放军紧急集结，医
生急救和火神山、雷神山施工等场景，之后覃家宁、付
耀尹和屈锐等 6 位悉尼华星艺术团的青年歌手深情演

唱。“我们把爱传递，至爱精神永放光芒，心手相牵续
写华章”的歌词朴素又真挚，表达了身在海外的留学
生以及诸多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思念和祝福，展现
了爱国爱乡的赤子情怀。

“疫情暴发的时候，我们这边物资极度短缺。国务院
侨办和中国侨联给了我们很多支持，特别是送来了很多
口罩和中成药。”余俊武难掩感激之情，“雪中送炭之情
十分难忘。后疫情时代，海外文化发展将逐步走上一条
专业化、年轻化、规范化的途径。我们作为文艺工作
者，更要用仁爱的情怀、创新的意识、团队的精神，打
造出更多的优秀作品，来报答祖（籍）国和人民。”

本土情怀 国际视野

“我们生活在异国他乡，期望能将本民族的文化艺
术形式和当地的多元文化色彩相结合。这也符合我们立
足本土、服务侨社、丰富多元的理念。”余俊武介绍，

“我们华星艺术团成功举办了‘华星艺术节’和‘华星
杯’等活动，始终将创立自己的文化品牌作为主要任务
之一。”

余俊武 1987 年赴澳后，带领当地华侨华人排练了话
剧 《雷雨》、古装剧 《吴王金戈越王剑》，被列为填补澳
大利亚华人话剧史空白的第一人。在余俊武的推动下，
澳大利亚组织成立了澳华文联。

之后的时间里，余俊武充分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精
华，将 《梨园春》《盛世霓裳》《相约中国节》《西藏文
化周》《四大名著》 和 《文化中国四海同春》 等节目搬
进了悉尼歌剧院。

谈及中华文化能否被澳大利亚当地人民理解的问
题，余俊武说：“文化艺术团体很受当地社会认可和喜
爱。我们艺术团参与澳大利亚嘉年华的时候，成千上
万的民众在街道旁跟着我们一起狂欢。我们在老人院
演出的时候，很多坐着轮椅的老人仍会为我们的音乐
陶醉。这可能就是艺术的魅力吧。”

“我已经到澳大利亚 33 年了，至今只有 3 天没有从
事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余俊武笑称，“从开始到达澳
大利亚漂泊时的惶恐紧张，再到后来带着一批人走进了
悉尼歌剧院的舞台，中华魂一直根植在我们华侨华人心
中。我们也希望可以尽可能地创造出更多展现中国特
色、跨越文化差异的国际性作品。”

11 月 29 日，浙
江省余姚市四明湖
畔，池杉挺立，大
批游客穿梭其间，
在这一天然氧吧中
呼吸新鲜空气，并

留下美影。
上图：随着季节变化，池杉

逐渐泛红。
左图：多彩的湿地美景吸引

游客前来赏景打卡。
姚 峰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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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俊武：用艺术连接中澳民众之情
睿 加 张 远

本期看点：自 10 月
中旬以来，欧洲各国的
感染曲线不断攀升。目
前，全欧范围内约有800
万确诊病例。其中法国
有近200万例，死亡人数
已超过5万。

日前，法国总统马
克龙表示，法国第二波
疫情高峰已经过去，但
新冠病毒仍广泛存在。

五彩池杉映秋水

侨胞说·我在海外这样渡难关侨胞说·我在海外这样渡难关 本报电（记者贾平凡） 12月 1日，
中国侨联“第八届新侨创新创业成果交
流活动”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白玛赤
林，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中国侨联
党组书记、主席万立骏，中国侨联副
主席李卓彬，中国侨联党组成员、副
主席隋军，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
成员周琪，中国工程院党组成员、秘
书长陈建峰，国家知识产权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廖涛，中国科协党组成
员、书记处书记宋军，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副司长
刘冬梅等出席活动，并为“中国侨界
贡献奖”获得者代表颁奖。来自全国
省级、副省级侨联负责人和经科工作
负责人，“中国侨界贡献奖”获奖者
等约240人参加了活动。

会上，万立骏表示，海内外侨界
人才是我国科技创新的一支重要力
量。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
来，一大批海外学子学成归国，奋斗
在科研一线，活跃在产业前沿，为推
动中国科技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作出
了积极贡献。中国侨联积极贯彻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推进“创业中
华”品牌建设，着力壮大侨界人才队
伍，着力为侨界人才提供服务，着力
打造创新创业平台，为推动新侨创新
创业做了大量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万立骏对未来推动新侨创新创业
工作提出三点希望：一是侨界人才要
紧盯国际前沿，心怀国之大者，在加
快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中彰
显独特优势。二是侨界人才要着眼现
实需求，服务国家建设，在构建新发
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担当
作为。三是各级侨联组织要以实际行
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在贯彻新发展理念、
服务新侨创新创业中作出新的贡献。

据介绍，“中国侨界贡献奖”由
中国侨联于 2003 年设立，每两年评比
一次，在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等
单位的支持下，至今已成功举办八
届。今年的第八届“中国侨界贡献
奖”共表彰获奖者 125 名，其中，一
等奖59名，二等奖66名。

本届贡献奖突出侨界人才在科研
攻关和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就，专
业领域涵盖了物理、化学、生物、天
文、医学、教育、经济、人工智能、
电子通信、地球科学、海洋工程等 30
多个门类。获奖者中具有博士及以上
学位的占比84%，其中包括6名中科院
院士及多名国家级人才工程入选者。
这次表彰人选由各省级侨联推荐，北京市侨联等获得

“优秀组织工作奖”。
颁奖后，随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科技创新 赋

能发展”主题论坛。“中国侨界贡献奖”一等奖获得者、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任、中科院院士赵宇亮和“中国
侨界贡献奖”一等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
研究所研究室总工程师刘开周分别作了 《让思想涌浪
让科技绽放》和《坚持科技创新 建设海洋强国》的主
题报告。

当天下午，“优秀侨创成果展示交流活动”在首都
大酒店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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