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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空陪伴 给予温暖

“往年，从12月1日开始，法兰克福的大街小巷就张灯
结彩，圣诞市场里都是忙着采购的人群。今年，德国各地
的圣诞市场都因新冠肺炎疫情而被取消。法兰克福老城中
心的罗马广场上只立着一棵孤零零的圣诞树，几乎看不到
什么人。”近日，德国莱茵之父集团董事长房心如给本报记
者发来两张照片：一张是往年圣诞节时的罗马广场，灯光
璀璨，人流如织；一张是这两天她路过广场时随手拍下
的，只见亮起彩灯的圣诞树下仅有零星的几个路人。

由于近来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反弹，德国从12月16日起
大规模收紧对公共生活的限制，实施“硬性封锁令”至明
年1月10日。年底本该热闹喜庆的“节日季”被骤然按下

“暂停键”。
不只是德国，进入冬季以来，欧洲多国面临第二波疫情的

冲击，持续飙升的新增确诊病例数迫使各国政府纷纷加码防
疫措施。阴霾之下，圣诞节与新年的节日氛围明显淡了许
多。与当地民众一样，华侨华人不得不迎来一个冷清的年尾。

12月20日，一场特殊的聚会在“云端”举行。二胡独
奏、太极表演、诗歌朗诵、民族舞蹈……身在英国各地的
数百名华侨华人“聚”到一起，有的展现拿手才艺，有的
畅叙思乡之情，在寒冷的冬天一起感受手足同胞隔空陪伴
的温暖。

“对我们海外华侨华人来说，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
2020年过得挺不容易。到年底了，圣诞节和新年都近在眼
前，可是目前英国疫情反弹形势严峻，人们无法聚会。我
们希望通过这场名为‘爱·希望’的圣诞新年云聚会，让宅
居在家的同胞们感受到节日的欢乐气氛，也对新的一年充
满更多信心。”英国浙江联谊会暨商贸会会长黄萍是这次

“云聚会”的组织者。她告诉本报记者，早在一个月之前，
她和浙江会的同事们便开始筹划活动。让她尤为感动的
是，国内尤其是老家浙江的各级政府部门和艺术家们特别
支持，一听说有这场“云聚会”，他们纷纷录制问候或是演
出的视频，为远在海外的亲友送来祝福。

互帮互助 共渡难关

对欧洲各国华侨华人而言，疫情影响的不只是日常生
活。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当地以经商为生，每年年底的圣诞
节和新年假期本是最为期盼的生意旺季。然而，疫情冲击
之下，人可罗雀成为令人无奈的常态。

“在塞尔维亚，90%的华侨华人都是做贸易、餐饮或超
市生意的。过去，12月份的生意是最火的，单月营业额往
往相当于平时三四个月的营业额总和。可是现在，根据政
府出台的防疫政策，商店、超市、餐馆等场所的营业时间
大大缩短，顾客明显减少，店里都是空荡荡的。”塞尔维亚
丽水商会会长邹军勇向记者坦言，在海外打拼 20多年来，
今年是他经历过的最艰难的一年。反复不止的疫情，给包
括他在内的众多塞尔维亚华商以沉重的打击。“不过好在大
家始终互帮互助，抱团度过最艰难的时刻。”

前几日，塞尔维亚的两家大型华人超市不幸遭遇火灾，
1000 多平方米的超市一夜之间化为灰烬，这对超市老板来
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听闻消息，邹军勇和商会会员立即组织
捐款，仅在3天之内就筹集了3万多欧元。“虽然当前大家都
面临艰难处境，但只要同胞有难，我们都义不容辞，一定尽力
帮助。”邹军勇说，从今年疫情暴发以来，商会已为祖（籍）国、
住在国和当地侨胞组织多次捐款捐物。

身在意大利罗马的欧洲华商联合会执行会长戴志广也
时常感动于同胞之间的团结：“联合会的会员分布在意大
利、德国、西班牙、荷兰、葡萄牙等多国。疫情发生之
后，大家遇到一些生意上的困难，只要在微信群中求助，
总能获得帮助。比如有的会员进了一批货物，在当地卖不
出去，其他国家的会员如有需要，就会主动提出调货，帮
忙解决库存压力。”

圣诞节临近，还有一些华商不仅生意萧索，还面临无
法在年底按时结清账目的难题。“碰到有资金困难的华商伙
伴，只要彼此打个招呼，大家都不会催账，而是放宽期
限，帮他们先渡过难关。”戴志广说，共克时艰已成为欧洲
各国众多华商之间的共识。

转型突围 危中寻机

“相信疫情是暂时的，我们对新的一年，无论生活还是
生意，都仍然充满信心！”西班牙巴塞罗那青田同乡会会长
周建虹和记者聊起即将开启的 2021年，话语间不失乐观。
他的信心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身边华商朋友们的积极谋变。

周建虹发现，疫情之后，巴塞罗那的许多中餐馆加快
了拥抱互联网、转变经营模式的节奏。增加在线销售、提
供外卖配送、使用二维码点菜系统……过去习惯于传统经
营的中餐业主们纷纷试水新形式。“疫情是一次危机，也是
一个催人奋进的机遇，让原本缓慢改变经营模式的海外华
商提速迈上新的台阶。平时，大家还经常交流分享走出疫
情阴霾的经验。目前，当地不少中餐厅的生意已经恢复了
50%，甚至更多。”周建虹说。

面对疫情冲击，许多欧洲华商不约而同地选择转型升
级，化危机为商机。从事服装贸易多年的戴志广就从中尝
到了甜头。疫情发生不久，他便决定涉足电商领域，将公
司产品统统“挪”到线上。“这样，即便人员无法跨区流
动，外地客户也可以在线下单。我们还吸取了中国的电商
经验，提供包邮服务，很受意大利客户的欢迎。”戴志广
说，最近每天都能收到20多笔线上订单，一笔就价值数千
欧元。“粗略统计，今年的营业额与去年相比增长了 30%，
几乎都来自线上订单。”

主动寻求“突围”的同时，不少从事中欧贸易的华商
因为中国合作伙伴的力挺而更感踏实。“疫情带给我们最大
的影响是运输费用增高很多，并且无法现场参加今年举办
的许多展会。但中国的一些老客户给我们提供很大的帮
助，让企业还能顺利运营。”房心如介绍，她的企业主要是
将德国的食品、酒类出口到中国市场。受疫情影响，往年
频繁的空中飞行改为今年的百余场云端会议。虽然无法与
客户面对面交流，但庞大而有活力的中国市场依然带给房
心如惊喜与底气。

“只要开动脑筋，愿意做出改变，再加上同胞之间的互
相帮助，我们一定能挨过这个寒冬！”戴志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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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胞说·我在海外这样渡难关

本期看点：又是一年岁尾，新年的气息渐渐浓
郁起来。然而，在欧洲多国，强势反弹的新冠肺炎
疫情给即将到来的圣诞节与新年笼罩上一层浓重阴
影。对于当地华侨华人，尤其是从事餐饮业、旅游
业等行业的华商来说，这或将是一个有些冷清的

“节日季”。受疫情影响，聚会受限，生意惨淡，摆
在许多人面前的是闯荡海外多年来从未遇到过的严
峻挑战。

然而，众人拾柴火焰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身在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德国、塞尔维亚
等国的多名侨胞不约而同地表示，大家积极谋变，
互帮互助，一定能扛过寒冬，等来春暖花开。

图为圣诞节临近，德国法兰克福的罗马广场行人稀少。 房心如供图）

近来，中国多地借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
权 益 保 护 法》 颁 布 30 周
年、“国家宪法日”等节
点，组织开展侨法宣传活
动，就侨胞生活中遇到的
法律难题予以针对性解读
和帮助。

生动有趣、形式多样
的 侨 法 宣 传 有 助 于 营 造

“知侨法、护侨益”的社会
氛 围 ， 切 实 维 护 广 大 华
侨、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

“ 《归侨侨眷权益保
护 法》 所 称 侨 眷 包 括 哪
些？”“华侨、外籍华人和
中国公民的区别是什么？”
近日，纪念“侨法颁布 30
周年”知识竞赛在四川成
都举行。竞赛内容针对性
强，涵盖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外 商 投 资
法》 等。主办方称，通过
生动激烈的比赛，有助于
弘扬宪法精神，推动省内
侨界人士厉行法治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

福建省近日“五级联
动”开展侨法进社区宣传
咨 询 活 动 。 省 、 市 、 区
(街、社区)侨务、司法部门
负责人及志愿者齐聚福州
基层社区，发放 《涉侨法
律政策指南》《福建省华侨
权益保护条例》 等宣传资
料300余份，专业人士现场
为市民答疑解惑，开展涉
侨法律咨询。

浙江温州则把侨法宣传融入日常工作中，通
过节日慰问、患病侨眷慰问、送医下基层等机会
开展侨法宣传，运用横幅标语、侨法讲座、广场
咨询等多种方式让侨法进社区、进侨乡、进侨
企，取得实效。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各地侨务部门在加
大侨法宣传力度之外，还多措并举，在实践中切
实维护侨益、维护侨法权威。

日前，湖南省首个涉侨纠纷多元化解工作试
点在长沙市岳麓区正式启动。法院、侨联联合社
区，灵活运用诉讼和非诉讼相互配合、相互衔接
的方式，力促各类涉侨纠纷得以妥善解决。

“长久以来，涉侨民事纠纷因其复杂性常常导
致漫长的诉讼过程，很多人最后都选择了撤诉，
但事实上合法权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湖南
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国际业务中心副主任李楠认
为，如今政府逐渐摸索出多元化解的新路子，切
实温暖了侨心。

针对侨益维权人手紧缺、为侨服务触角不
长、侨益纠纷久拖不决等问题，侨务大省浙江近
年来在试点工作机制、工作载体、工作架构和工
作队伍等建设上作了很多探索，各地侨务部门通
过借力专业团队、借力互联网、借力侨团组织等
诸多办法，共同打响了涉侨纠纷多元化解的“浙
江品牌”。

这些探索让侨胞们的维权之路更加顺畅。温
州乐清市涉外涉侨法律服务工作站为哈萨克斯坦
侨领李某追回被某物流公司截留的价值 20万元人
民币防疫口罩，挽回了经济损失；温州洞头区

“归侨侨眷侨法宣传志愿者服务队”今年圆满解决
一起长达 10年的房屋拆迁涉侨信访积案，使信访
人最终拿到了一次性补偿金。 （来源：中新网）

多
地
密
集
宣
传
侨
法
维
护
侨
益

冉
文
娟

尽管已经79岁高龄，归侨建筑学家黄锡璆每天早上8
点都会准时来到位于北京西三环的办公室，在一堆图
纸、资料中开始一天的工作。

作为新中国第一位医疗建筑博士，黄锡璆在国机集团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了一辈子，为推动中国医
院设计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做出贡献。他曾担任北京小汤
山医院的总设计师，今年年初又参与了武汉火神山医院的
设计。日前黄锡璆获得第八届“中国侨界贡献奖”。

黄锡璆 1941 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华人家庭。
上中学时，他就萌生了要回中国的想法。“新中国成立
后，当地年轻华侨中间掀起了一股回国热潮，那时我们
还有个口号‘回祖国去，学习本领，参加祖国建设’。”

“记得在印尼的时候，我们还看过一些关于中国的纪
录片和电影，像《新中国的诞生》《边疆战士》等，更激发了
我对祖国强烈的向往。”黄锡璆说，1957年他经父母同意，
坐上了回中国的轮船，历经5天5夜，才终于抵达中国。

回国后黄锡璆在广州的华侨补习学校学习了一段时
间。“到了学校才发现宿舍不够用，有成千上万的侨生，学
生们只能住在教室里，澡堂是用草棚围起来的，但我们已
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因为回来就是为了学习本领。”

后来，黄锡璆到南京第五中学念高中。毕业后他考
上了南京工学院建筑专业 （现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大学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工作。

1984 年，黄锡璆考取国家公派留学资格，远赴比利时
学习医疗建筑专业。拿到博士学位后，他再次选择回国。

1988 年公派留学归国后，黄锡璆开始致力于医院建
筑规划设计与研究。“那时候中国医院的病房多为 6 到 8
人间，没有空调，没有独立卫生间，医院规划设计水平
亟待提升，我下定决心要做一些事情。”

黄锡璆回忆，一开始自己是从很小的项目做起，设计

的是三四千平方米的小医院。“有一次去浙江金华出差，坐
火车凌晨3点多才到，紧接着就去看现场、讨论方案。就是
这样经过了一番辛苦磨炼，我才逐渐成长起来。”

此后多年间，黄锡璆提出了符合国情的现代化医院设
计理念和方法，主持完成了200余项医院设计，推动中国医
院建筑规划与设计的发展，被誉为中国现代医院的奠基人。

2003 年 4 月 22 日，北京市决定建立小汤山非典定点
医院。当时作为总设计师的黄锡璆刚动过视网膜手术，
正在家中休息。他临危受命，当晚 10点赶到单位，立刻
组织工程设计人员连夜投入工作。

“小汤山建设时间紧急，我们是边设计边施工。”黄锡璆
说，因为传染病医院要求医患通道分离，盒子房窗口处要打
一个供病人进出的门，但凿混凝土很费时，当时施工队非常
着急。“但我还是坚持原有方案。如果当时将就了，就达不
到收治要求，通道混淆造成交叉感染，问题就大了。”

黄锡璆和设计师们“连轴转”地战斗了7天7夜。终
于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一座高标准的非典专科医院在短
时间内拔地而起。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年近 80的黄锡璆又坐不
住了，他写下一封“请战书”，表示“随时准备参加抗疫
工程”。

2020年1月23日，当年北京小汤山医院设计施工图纸
从电脑中调出，黄锡璆带领团队将紧急修订完善的整套图
纸提供给武汉火神山医院建设团队。技术图纸发出后，他
又结合当年建设小汤山医院的经验，与对方探讨设计细
节，完善设计方案，先后提供了3份具体的建议书。

回顾这些经历，黄锡璆表示，自己只是做了很普通
的事情。“现在医疗建筑领域知识不断更新，设计理念也
在迭代，我还需要不断学习，和同仁一起努力，推动我
国医疗建筑设计水平再向前。”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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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需要始终是我的第一志愿
吴 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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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是“全国
十大生态产茶县”，也是浙江文化名茶惠明茶
的产地。近年来，该县为了解决山地茶园鲜叶
和有机肥运输、病虫害防治等，大力推行“机
器换人”，实现茶农个人和村集体经济双增

收，助推当地农业主导产业之一的茶产业高质
量持续健康发展。图为近日，景宁鹤溪街道包
凤村城西茶园内，凤羽家庭农场负责人殷伟伟

（左一） 在向种茶骨干讲授单轨运输机操作保
养要领。 李肃人摄 （人民视觉）

浙江景宁：山地茶园“机换人”
侨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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