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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百年航程航程 有有““侨侨””精精彩彩

回望中共百年侨务工作

苦日子多动巧心思

最近，我重温了讲述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历程
的多部红色经典电影。其中一些镜头和故事让我感
触很深：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在饭桌上商议事情
时，几位领导人的面前只摆放着一两个番薯或玉米，
食物非常匮乏；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被封锁，
以八路军第359旅为代表的抗日军民开展大生产运
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

“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从吃不饱、穿不暖到不愁吃、不愁穿，中国人

民告别饥饿，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最要感谢的
就是中国共产党。

我出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也曾经历过缺衣少
食的苦日子。回想年少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每天放
学后，母亲都会叫我去家附近的菜场捡些卷心菜叶
子，回家做菜用。那时，我们兄弟姐妹5人，跟着
父母住在杭州的“大墙门”里。一个院子挤了十几
户人家，都是平头百姓，能吃的东西很少。

我上初中那会儿，赶上困难时期。买粮、买肉、买
油都得凭粮票、肉票、油票。还记得，凭粮票领回的不
全都是大米，还有杂粮粉、玉米粉，院里许多邻居不知
道该怎么做。我就跑到新华书店去找教做点心的书，
学着用杂粮粉掺和少量面粉，制作各式各样的点心。
邻居们尝了都觉得好吃，纷纷来找我学。

从那时起，我心里有了一个念头——去专业学
校学烹饪。后来，我如愿做了厨师，并成为国家高
级烹饪技师，在杭州餐饮界渐渐有了名气。

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在发展生产的同时非
常重视“吃”的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初，杭州市
总工会生活部干部找到我，希望组织一个厨师培训
中心，对杭州市内工矿企事业单位及周边部队、学
校的厨师进行分批培训，提高这些单位食堂的菜肴
质量。

我和其他几名厨师非常重视这项工作，想了不
少点子。比如最初，在一些食堂，2角只能买一小
块红烧肉，我建议改成一荤一素，在肉馅中加入豆
腐、藕丁等食材，做成一道狮子头，再配一个炒青
菜，这样就能吃得更丰富、更营养。

从 1982 年到 1989 年，我们一共培训了 4000 多
名厨师，还在当地电视台举办烹饪大奖赛，鼓励各
单位的厨师们分享烹饪妙招，用有限的食材做出尽
可能多的花样，让职工们不仅吃饱更要吃好。

中餐厅增添“中国味”

1990年，我在朋友的邀请下出国发展，成为挪
威一家国际饮食公司的大厨。刚到没多久，我便接
到一个重要任务——去挪威首相府，为当时的首相
及其亲友做一桌中国菜。宋嫂鱼羹、炸春卷、宫保
鸡丁……传统地道的“中国味道”让首相赞不绝口。

4年后，我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有了第一家属于
自己的中餐厅。那时，海外虽然已有不少中餐厅，
但菜品普遍较为简单。像我所在的挪威，大多数中
餐厅以做5道菜为主：春卷、炒饭、炒面、宫保鸡
丁和咕咾肉。一些老侨告诉我，他们曾是远洋货轮
上的海员，留在挪威生活后，为了谋生，便租下一
间房子，挂起红灯笼，就把中餐厅开起来了。至于
这5道菜究竟卖了多少年，他们也记不清了。

但在我出国之后，情况大不一样了。随着改革
开放不断深入，海外侨胞传播中国饮食文化的意识
逐渐增强，一大批和我一样的专业厨师走出国门，
将正宗的中餐做法带到海外。进入 21 世纪，中外
文化交流越发热络，国内各地赴国外的考察团越来
越多，来中餐厅吃饭的中外朋友也随之增加，进一
步推动了中餐在海外的发展。外国友人经常在就餐
后向我感叹：“原来中餐厅有这么多兼具美味和艺
术的菜肴，我们今后要常来！”

这些年，我们这些“走出去”的海外中餐厨师
又“走回来”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
不断提升，国家越来越重视中国饮食文化等中华文
化的海外传播。近几年，浙江省多次举办海外中餐
烹饪技能培训班，邀请全球各地的华侨大厨“回炉
锻造”，提升中餐烹饪技艺和企业管理能力，以此
更好地促进海外中餐业薪火相传。

近两年，我回杭州探亲时就赶上过几期培训
班。当时，许多参加培训班的侨胞都兴奋地告诉
我，前来授课的都是“杭帮菜”大师，课程内容包
括营养健康讲座、烹饪实操等，非常丰富，他们受
益很多。

如今，不仅海外中餐厅发展得越来越好，普通
侨胞餐桌上的“中国味”也越来越浓。我曾问过一
些老侨：“你们早年在海外都怎么过年？”他们说大
多就简单炒两个菜，没什么仪式感，不像现在，家
家户户到了春节便张罗一大桌子美味佳肴，有时还
会邀请周边的外国邻居一起来品尝中国菜、欢度中
国年。

小面馆化身“网红店”

刚去海外发展那些年，忙于生计，我回国次数
比较少。每次回到杭州，都是和父母及兄弟姐妹在
家里聚餐。

渐渐的，我回来的次数多了，在家吃饭的时间反
而少了，因为大家总是约着去餐厅吃。国家发展了，
国内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吃得更加讲究。

有一年回国，家人告诉我，在我曾住过的“大
墙门”对面，一家过去门面很小的面馆上了国内火
爆的美食纪录片节目，竟成了“网红店”，每天门
口都排满了长队！我听了好奇，专门去尝了尝，熟
悉的面汤里加了许多食材，增添了不少新鲜感，比
印象中的味道更好了！老板对我说，要做好这一碗
面，做出特色，做好饮食文化的传播。

出国前，杭州城里有哪些知名的餐厅，我基本
都能数得过来。现在，我可不敢夸海口了。在杭
州，全国各地的美食琳琅满目，每年新开的餐厅比
比皆是。老百姓不仅有了更多选择，也更注重健康
饮食。我的一些老同学当了爷爷奶奶，常会咨询我
怎样给孙辈做更有营养的早餐，不再像我们过去那
样只是简单地吃一根油条、喝一碗豆浆。

变化不只发生在国内。中国强盛了，人民富裕
了，我们侨胞在海外也更自信、更有底气。我不仅
要用“中国味”俘获“外国胃”，更要给外国友人
讲好餐桌上的中国故事。

2016年G20杭州峰会前夕，我策划制作了一本
小册子。每一页，四句诗，一段话，一张图，娓娓
道来杭州的人文地理与美食文化：“东坡肉”记录
了苏东坡在杭州修建苏堤时与百姓共享美食的爱民
之心；“桂花栗羮”源自中秋之夜天上人间同赏湖
景的美丽传说；“宋嫂鱼羹”则与宋高祖巡游西湖
时的一次偶遇有关……我写了150多个故事，并在
小册子中专门配上英文译文，外国读者读来一目了
然，从中可以了解更加有声有色的中国。

讲文化，也讲发展。杭州千岛湖的鱼头浓汤非
常有名。其实早年，那里的生活非常贫穷。后来，
附近的老百姓开动脑筋，在千岛湖中搞养殖，养出
来的鱼特别大，他们就顺势创新出了“千岛湖鱼头
浓汤”这道菜。如今，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有滋有
味！这样的故事，我给外国友人讲过许多。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发展日新月异，舌尖
上的巨变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⑧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海外
侨胞，重视侨务工作，把“考虑和制订有关
华侨的各种政策，作为国家总的政策中不可
分割的部分”。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
世界格局演变、海外侨情特点与变化，党和
国家把侨务工作与国内经济、政治、社会发
展及对外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初步确定了我
国开展侨务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奠定了
侨务工作的重要思想和政策基础。

首先，党和国家高度评价海外侨胞对中国
革命的贡献。充分肯定他们对新中国的热爱
与感情，将海外侨胞与国内各阶层人民一道，
视为“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
成部分，明确提出“保护华侨的利益，扶助回国
华侨”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在新政协中，陈
嘉庚、司徒美堂、蚁美厚等 6 名华侨代表当选
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在 1954 年制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保护

国外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这一规定成
为制定所有侨务政策的法律依据。

其次，设立了侨务工作机构。为了体现
华侨的地位，保障中国侨务工作的有效开
展，1949 年 9 月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设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持保护侨益的国家行政
工作，后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
会。1956 年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成立，
著名侨领陈嘉庚当选为主席，在加强与海外
侨胞联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侨务机构的
不断完善，为制定和执行侨务政策提供了可
靠的组织保障。

第三，确立了国内和国外侨务工作方
针。从工作内容和对象划分，新中国的侨务
工作大致可以分为国内和国外两个部分。

从国内来看，主要包括：根据侨乡特点制
定适宜政策，推进侨乡土改；发动和组织侨眷、
归侨参加生产和各项建设；贯彻过去服务侨

胞、侨眷，便利侨汇的既定方针；协助华侨回国
投资；救济归国难侨；组织侨眷、归侨的教育工
作；安排回国升学华侨学生；大力开展归侨、侨
眷宣传教育工作等。

从国外来看，主要包括：开展华侨爱国大
团结工作，团结一切爱国侨胞，组织华侨广泛
的爱国统一战线，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拥护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华侨正当权益，反对歧视、
迫害华侨；开展华侨文化教育工作，发扬华侨
兴学办报的传统，广泛介绍祖国的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建设的伟大成就。这一时期侨务
工作的一个重点就是与有关国家协商解决“双
重国籍问题”。为消除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疑
虑、打破帝国主义制造的华侨是“第五纵队”的
谣言、促进海外侨胞的长期生存与发展，我国
政府鼓励华侨自愿选择当地国籍，成为所在国
家公民；要求华侨要遵守所在国家法律，不得
参加当地政治活动等。此后，海外华侨社会逐

步转变为华人社会。
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得到全面发展，

侨务政策日益完善。
一是明确了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地位

作用。党和国家明确了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
侨眷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资
源和独特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
努力，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
起来，发挥他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积
极作用，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为
新时代侨务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是明确了侨务工作原则和法律保障。
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基础上，明确侨
务工作必须遵循以下原则：严格区别华侨和
外籍华人国籍界限；积极稳妥，公开合法；
有利于海外侨胞在当地的长期生存和发展，
有利于发展我国同海外侨胞住在国的友好合

作关系，有利于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祖国
统一；对于归侨侨眷和华侨遵循“一视同
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方
针。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 《中华
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其后又进
行了修订；全国30个省区市颁布实施了归侨
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有关部门和地方
根据形势发展制定了多项吸引海外侨胞回国
创新创业、维护其国内权益的法规和政策，
形成了法律保障体系。

三是拓展了侨务工作领域与任务。明确
要充分发挥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在推动我国
现代化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推进祖国和
平统一大业方面的积极作用，在传播中华文
化方面的独特作用，在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
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方面的桥梁作用。

进入新时代，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党和
国家的侨务工作将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
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更好地凝聚侨心侨
力，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
圆，助力形成海内外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
兴的磅礴力量。

（作者系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所长、中国
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侨务工作
张春旺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侨务工作
张春旺

抗战时期，如何以坚决抗战到底
的决心凝聚海外人心成为海外宣传的
重要任务。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负
责人廖承志，及时组织在香港的新闻
界知名人士创办了 《华侨通讯》 和国
新通讯社，对国内抗战形势进行全面
报道，转载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抗
日战争的分析文章和著作，刊登揭露
国民党消极抗战的文章。其中很多文
章被南洋华侨报刊转载，海外侨界反
对投降、反对国民党搞摩擦、坚决要
求团结抗战到底的主张占了上风。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规定，海
外侨胞的捐款全部由政府统一接收、
统一分配，八路军、新四军几乎得不
到。后来，南洋一进步华侨团体派代
表专程去武汉找到中共代表团，提出
建立八路军、新四军接收华侨捐款的
独立渠道，却被当时的中共代表团负
责人王明所拒绝。华侨代表到香港找
到八路军办事处，廖承志对华侨捐款
给八路军、新四军表示欢迎，他说：

“毛泽东、周恩来在与国民党交涉中早
就提出分筹分汇的建议，但没有结
果。你们可大张旗鼓地为八路军、新
四军募捐。”此后，廖承志又以新四军
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在香港

《大公报》 上刊登启事，通告各地侨
胞，凡是捐赠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款项
和物资，一律由“敝军驻港代表廖承
志收转”。启事在南洋华文报纸上转载
后，华侨捐款的积极性大为提高。

1937 年 10 月的一天，廖承志匆匆
赶到毛泽东在延安居住的窑洞，听取
毛泽东关于在香港设立八路军、新四
军办事处的指示。鉴于延安和八路
军、新四军都深处敌后，与海外华
侨、世界其他国家联系不便，中共中
央决定设立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
事处 （简称“八办”）。

接到建立“八办”的指示，廖承
志于 1938 年 1 月到达香港。在与潘汉

年、吴有恒、连贯、张唯一、李少石、廖梦醒等人研究后，决定
在香港皇后大道18号开一家“粤华公司”茶叶商行作为掩护，后
楼就是“八办”。在廖承志的出色领导下，粤华公司生意兴隆，办
事处充分利用香港特殊的政治环境与地理位置，工作开展得卓有
成效，成为八路军、新四军与海外联系的重要通道，扩大了中共
在海外的影响。

廖承志、潘汉年等人在研究以“粤华公司”为办公地点时，
也未雨绸缪设立了南华药房、义顺源等备用地点。“八办”的出色
工作引起了日本的忌恨，连续向港英当局提出“抗议”。迫于压
力，港英当局在1939年3月11日清晨突然包围粤华公司，逮捕了
连贯等5人。经周恩来反复交涉，被捕人员最终获释。经此事件，

“八办”认真分析研究了形势和处境，决定撤销粤华公司这个半公
开的机构，采取化整为零的形式进行联络和办公，先前廖承志、
潘汉年为应对意外情况而设立的备用地点，此刻开始发挥重要作
用，“八办”工作没有因为此次被捕事件受到很大影响。

为了防止日本和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做好特殊环境下的工
作，廖承志、潘汉年组织“八办”的同志开展隐蔽斗争方法的学
习，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和秘密工作要求。例如，办事处成员不准
照相，尤其不能把照片送给别人；不得与亲戚、同学、朋友通信
来往；出门或者返回时要注意是否有人跟踪；自己的住处要保密
等。这些纪律规定和执行情况十分成功。此后，研究人员对“八
办”历史进行回溯时，竟然没能找到一张“粤华公司”的老照
片，“八办”人员遵守纪律之严，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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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侨胞马列——

细品舌尖上的中国巨变
本报记者 严 瑜

挪威侨胞马列——

细品舌尖上的中国巨变
本报记者 严 瑜

年过七旬的挪威侨胞马
列，从事餐饮行业已将近50
年，是一位厨艺精湛的“杭
帮菜”烹饪大师。

和 食 物 打 了 一 辈 子 交
道，马列说起中国人舌尖上
的巨变，感慨万千。

以下是他的自述。
马列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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