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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任新加坡《星洲日报》特约记者的
黄薇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安排下，以记者身份到
延安采访，曾4次见到毛泽东主席。经过一个多月
的参观访问，她深深地被延安清新的政治环境和融
洽的军民关系所吸引。一次，黄薇向毛主席请求：

“我很想留在延安学习，想在这个革命大熔炉中受
教育、受锻炼，使自己快一点成长，为抗战多做贡
献。”毛主席耐心地建议她继续做一名记者，他
说：“我早听说你有这个愿望，但是我还是认为你
做记者比较好，特别是作为一个华侨记者，把自己
的所见所闻，向海外侨胞作宣传报道，使他们了解
祖国的情况，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这个工作很有
意义，这也是为抗战做贡献。”

黄薇在毛主席的鼓励下，开始深入华北敌后战
场开展采访报道工作，先后采访了贺龙、聂荣臻、
左权、萧克、周士第、甘泗淇、陈锡联以及外国友
人白求恩等，坚持以实地采访撰写通讯稿件，对共
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各地军民的抗日事迹进行了深
度报道，揭露日本法西斯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很
多海外华侨通过这些报道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敌后
抗战情况，增强了必胜信心，踊跃回国参加抗战，
支持抗战。萧克将军曾为黄薇题词：“以笔为剑，
当得三千毛瑟枪。”

黄薇多次听人谈起过白求恩。一次偶然的机
会遇到白求恩后，就对他进行了深入采访。白求
恩非常健谈，向黄薇讲述他的童年趣事、人生经
历和如何来到中国，赞赏“八路军战士是我所见
到的最英勇、最坚强的人！”并再三叮嘱黄薇要向
后方人士和海外侨胞呼吁，赶快向抗战前线捐助
医疗用品。白求恩的事迹让黄薇十分感动，她很
快写了一篇题为 《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 的战地
通讯，在新加坡的 《星洲日报》 上刊登。很多海
外侨胞由此知道了白求恩，也对八路军抗战的艰
苦有了更多了解。

1938年的一天晚上，黄薇和 《救亡日报》《南
洋商报》 的两名记者在毛主席警卫员带领下来到
杨家岭，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住的窑洞。黄薇后
来回忆说：“我环顾了一下这个既是会客室又是办
公室和会议室的土窑洞，它和别的窑洞没有什么
两样，所不同的只是墙上挂着两张大地图，书桌
上摆着许多书籍、纸张和笔、墨、砚等文房四
宝，此外就是多了几张木板凳。”

一天中午，毛主席在窑洞宴请黄薇等记者。
毛主席态度随和，边谈边吃，从古今中外、政
治、艺术到人情风俗，无所不谈。当谈到湖南人
和南洋华侨一样喜欢吃辣椒时，黄薇问道：“听说
您吃西瓜时也要蘸辣椒？”毛主席笑笑回答说：

“有时是这样。”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悲

愤地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的题词。为了揭露国民党制造摩擦、

进攻新四军的事实真相，在重庆的黄薇机智地摆脱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和阻
拦，对叶剑英和冯玉祥进行了采访，并把周恩来的题词及时地传送到海外，
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忌恨。冯玉祥得知后很着急，对黄薇说：“他们正在筹
划杀害你，出去很危险，你就住在这里，他们不敢到我的公馆来抓人。”黄
薇处变不惊：“冯将军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不能在这种
时候躲藏起来，我要战斗，准备为民族的解放事业牺牲一切！”

在俄罗斯生活20多年的华侨原毅自述——

用法律为中企和侨胞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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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中为黄薇 资料图片

2019年，在俄罗斯亚洲工业企业家联合会年会上，原毅（右）领取联合会主席颁发的年度律所奖。 受访者供图

赤坎古镇建设忙
今年9月，第二届华侨华人粤港澳大湾区会议将在广东省开平市赤

坎镇举行。目前，赤坎古镇建设工地热火朝天，整体进度达到预期。
作为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赤坎古镇华侨文化展示旅游项目是开平

推进文旅产业发展、实现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重大平台战略目标的实
施抓手。该项目计划投资66亿元，拟将赤坎古镇打造成华侨文化展示
的窗口和平台。

杨 武摄

墨尔本华侨护士的抗疫感受
睿 加 陈婕洺

在俄罗斯生活20余
载，原毅一直在追求自
己的法律梦。怀着中国
心的她，热心用自己的
法律知识帮助在俄侨胞
解决问题。

多年来，她坚持踏
实做事的原则，用接地
气的方式把最实用的法
律知识讲给侨胞们听。
与此同时，她积极参与
培养中俄语法律人才的
工作，为中俄事业储备
更多法律后备力量。

以下是她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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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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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抗疫 坚守一线

7月29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悉尼疫
情告急，澳大利亚军队紧急出动 300名国防军士
兵进市区，协助当地警方实施封锁。

澳大利亚官方于7月31日宣布，昆士兰州在
过去 24 小时内出现 6 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当局决定紧急在包括首府城市布里斯班在内的11
个行政区，执行为期3天的封锁措施。眼见疫情
持续恶化不见好转，数千名澳大利亚民众近期涌
入新南威尔士州首府悉尼，抗议政府“封城”。

“身为一名医护人员，看到民众如此罔顾新
冠威胁，执意要上街抗议，我感到十分无奈。”
墨尔本莫纳什医院临终科室医护人员刘静仪在接
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无论如何，我都会坚守自
己的岗位，这是我的职责。”

“我在普通内科工作，虽然没有直接接触新
冠肺炎确诊病患，但许多潜在的新冠肺炎患者都
会被划分到我的科室。”墨尔本某医院内科科室
医护人员苏蔚旻蕙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从
疫情暴发至今，我一直在家里和医院以及其他医
疗机构之间奔波。”

“抗疫初期，我们每天至少要穿 8 至 10 小时
的防护服，基本上就不上卫生间了。”刘静仪
说，“穿脱防护服太耗时间了，在那个关键时
期，时间就是生命。”

“目前，我身处的墨尔本医院情况相对可
控，每天约有 10 至 20 例的确诊病例。我始终保
持警惕，不敢松懈。”苏蔚旻蕙称。

防疫疲劳 屡见不鲜

疫情暴发后，澳大利亚许多医院为降低病患
和医疗系统的风险，禁止家属在病患临终时刻陪
伴身旁。

“疫情下的死亡非常孤独。”刘静仪指出，
“我最难过的就是不被家属理解，他们会谴责我
们没有人性，为何在病患的临终时刻，只让他们
远远地隔着病房陪伴。但做出如此痛苦的决定，
对我们而言也是十分困难的。”

“许多到医院探视的家属，不遵循将口罩戴
好的规范。”苏蔚旻蕙说。

据她观察，约 85%的家属在医院探视期间，
不仅没戴好口罩，有些甚至还直接将口罩摘下。
苏蔚旻蕙无奈地表示：“我实在是提醒不过来。”

“防疫疲劳”的现象屡见不鲜。刘静仪称，
“一名曾与我一起工作的同事，在我们一起为病
人做检测和量体温时，他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直
接拉下口罩对我说，‘疫情就是个阴谋论’。”

“我认为，作为一名医护人员，我们有责任
自我约束，起到示范作用。倘若自己都做不好，
还怎么规劝病人戴好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
离呢？”刘静仪表示。

“或许是因为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这里的
抗疫要求没国内那么严格。”苏蔚旻蕙称，“国内
的防护规范非常到位，澳大利亚当然也设定了基
本的防护要求，但并不是强制性的，官方还是偏
向依赖民众自觉防疫。”

远隔万里 心系家人

“说实话，我父母至今都不知道我曾在抗疫一
线工作。”刘静仪说，“从去年开始，他们就非常担
心我，但我并不想在这场战役中做逃兵，无论身处
何地，作为一名护士，冲上前线是我的责任。”

对待工作，苏蔚旻蕙一直是尽心尽力。“去
年的 6 月和 7 月，澳大利亚确诊病例回升时，我
在工作上和心理上承受的压力都比较大，有些朋
友甚至还劝我辞职。但因为国内疫情管控良好，
我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全心投入到工作上，最终
还是坚持了下来。”

疫情在中国暴发初期，一位来医院的老奶奶
一句“你家人还好吗？”让刘静仪感念至今。“当
时，国内的疫情形势还很严峻，我远在澳大利
亚，十分牵挂家人。这位老奶奶的暖心关怀，让
我瞬间泪崩，因为她能设身处地了解医护人员的
不易，也能体会我心系家人的心情，让我感到十
分温暖。”

“这里的病患需要我们，我会一直与其他医
护人员团结一致，共同战斗。”苏蔚旻蕙说。

心中的法律梦

1993 年，我大学毕业，留在高校任教。不
久，我考取了法律资格证，成为河南省郑州市最
年轻的执业律师。1996 年，丈夫远赴俄罗斯学
习、工作。为了家庭团聚，我跟随他一起来到了
俄罗斯。

刚到俄罗斯，人生地不熟。尤其让人犯难的
是，我不会讲俄语，这使得简单的日常沟通都成
了问题。不能被这点困难打倒，我心里那股不服
输的劲头儿上来了。孩子刚出生一年多，我就到
学校去读预科。

既是妈妈，又是学生，我每天的时间格外紧
张。从家到学校的路上，我拿着小本子背单词。
每一页上面写着俄语，下面写着中文对照。无论
是公车上还是地铁上，只要一有时间，我就把小
本子拿出来看。一年下来，我学完了十几个本子。

读完预科后，我又陆续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法
律系完成了硕士和博士的学习。当时我已经开始
创业，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但心里还是忘不了对
法律的热爱，一直揣着一个法律梦，希望用自己
学到的法律知识帮助像我一样身居海外的侨胞朋
友们。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到俄罗斯国家广播电台
“俄罗斯之声”（现称“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
社”） 担任兼职主持人和记者，主持了“俄语广
播教程”和“法律园地”两档节目，为听众答疑
解惑。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中
国企业选择到俄罗斯等国家投资兴业。但初到俄
罗斯，由于对当地法律不熟悉，一些企业陷入了
法律纠纷，遭受经济损失。

就在这时，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在莫斯科
成立分所，邀请我担任合伙人。这是俄罗斯第一
家以中国律师为主导的法律服务机构。我下定决
心把它做好，让在俄侨胞少走冤枉路，少花冤枉
钱。2017 年，我们与俄罗斯格林伍德国际贸易中
心成立了中俄法律中心，进一步为在俄中企和华

侨华人做好服务。
刚到俄罗斯的企业人地两生，我们给予他们

最真诚的帮助。不少从国内来俄经商的企业家跟
我说，有中国人负责法律问题，就特别踏实。这
些话成为我不断前行的动力。

为侨胞做实事

帮助企业解决法律难题，就要从实事做起。
在工作过程中，我有意识地总结各种案件的共
性，寻找有效的解决办法。我很快发现，不少问
题都是由于中资企业对俄罗斯法律不了解造成的。

找到了症结所在，就要对症下药。我把目光
更多转移到了企业来俄前的法律咨询上。如果能
够让中资企业在来俄前就掌握必要的俄罗斯法律
知识，就能防患于未然，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有了好经验就要分享给大家。在一场场法律
知识讲座中，我们把从业实践中总结的经验教训
一条一条地讲给侨胞们听。作为中国驻俄罗斯大
使馆的法律顾问，我们的工作也得到了使馆的支
持和肯定。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给俄罗斯经济
带来一定打击。虽然疫情来了，但我们的讲座不
能停。因为我知道，这是企业更需要我们的时
候。不能现场见面，我们就把课堂从线下搬到线
上。从去年末到今年初，在短短 1 个多月的时间
里，我们连续举办了5场在线讲座。

法律知识有时难免让人感到枯燥难懂，怎么
能让听众既爱听又可以学到有用的知识？我们律
所决定把实际案例融入讲座，以讲故事的方式给
大家讲解法律知识。

从国际贸易合同，到股东权益保护，再到企
业尽调并购，我们把一个个生动的案例串到紧凑
的知识点中，以案说法，让听众听得更明白，理
解更透彻。由于疫情，大家不能见面，但每次看
到屏幕上那些熟悉或陌生的脸，我都感觉到，大
家的心是在一起的，我们做的这些是值得的。

讲座属于短时培训，如果在俄侨胞日常生活
中遇到困难，还需要有简便快捷的方法帮他们解

决问题。考虑到这些，我和同事们将100条法律常
识浓缩进1本书里，以接地气的问答形式讲解法律
常识。编书期间，我们赶上疫情暴发。面对抗击
疫情的现实需要，我们在原有基础上又增加了 20
条疫后法律问答。

看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来俄罗
斯投资兴业，我打心眼里高兴。作为身居海外的
法律工作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用法律为他们保
驾护航，用实用的法律知识提供有效的服务。

培养法律人才

中俄语法律人才很缺乏，处于青黄不接的状
态。中俄语法律人才，是指既懂中文又懂俄语，
既有中国法律教育的背景又熟悉俄罗斯法律知识
的法律从业者。大多数人或者不会讲俄语，或者
在法律知识方面薄弱。

近年来，中俄经贸交流越来越密切，培养中
俄语法律人才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我们与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教育处以及全
俄中国留学生总会签订协议，将律所作为在俄中
国留学生的实习基地。

让学习法律专业的中国留学生来我们这里实
践，能够帮助他们理论联系实际。一些最早来律
所的实习生，现在已经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成
熟律师。看着这些年轻人在法律服务的道路上走
得越来越好，看着更多的人投入到这项事业，我
感到特别欣慰。

经贸交流是双向的。这些年，我们不仅为中
国企业在俄投资提供法律帮助，也为俄罗斯企业
了解中国、与中国企业合作做出了努力。对于希
望来中国投资创业的俄罗斯企业，我们会为他们
提供前期的法律咨询。前不久，我们律所还出版
了相关书籍，向俄罗斯企业介绍中国的法律知识。

现在，来俄罗斯留学和投资创业的中国人和
中国企业越来越多，作为在俄 20 多年的老华侨，
我真切感受到中国的日益强大。用自己的法律知
识帮助在俄侨胞解决问题，促进中俄经贸交流，
这是我的自豪，更是我的荣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