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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多省侨务部门近期纷纷“出
招”：邀请多领域专家组建志愿团队，
及时服务侨胞各类需求；聘请专业律师
和调解员，化解涉侨纠纷；与医务志愿
者协会达成合作，对侨开展线上健康咨
询……一系列举措，大大提升了为侨服
务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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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为侨服务更专业更暖心
本报记者 林子涵

组建志愿服务专家团队

定居加拿大的欧先生最近在国内购物
平台购买商品时遇到产品缺陷问题，陷入
网购纠纷。由于长期在国外居住，对国内
网购维权不了解，欧先生向广东为侨志愿
服务专家团发起求助。专家团的律师志愿
者及时为他提供了法律指导。最终，欧先
生通过互联网法院实现全程在线维权。“异
国同便利”的优质体验，让欧先生对专家
团竖起大拇指。

这样的咨询请求，广东为侨志愿服务
专家团每天都会收到不少。除了法律服
务，侨胞关心的问题还涉及医疗、投资创
业及政务办事等多个方面。

6月8日，在广东省侨办、侨联及暨南大
学、广州市侨办、侨联等指导支持下，广东省
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服务中心等30多家涉侨
单位共同组建广东为侨志愿服务专家团。
首批志愿服务专家共 128 人，包括高校学
者、医生、律师、企业家、公证员、仲裁员、创
新创业人员等各界人士。专家团下设法律
政策咨询、医疗健康咨询、求学创业咨询、政
务事务咨询4个组，方便对侨胞的各类问题
予以专业解答。

广东省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服务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侨胞可在微信搜索“广东为
侨志愿服务专家团”或通过广东省华侨华人
港澳同胞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家团
的问题征集页面，写下诉求及联系方式。工
作人员会整理相关信息，发送给对应领域的
专家，并在一定期限内通过电话、邮件、微信
等作出反馈。此外，专家团还配套发布了

《粤侨百问通（2022）——为侨服务问答及指
南》，侨胞可在线上查阅涉及身份确认、出入
境、回国定居、涉侨教育、经济权益等方面的
信息。

广东为侨志愿服务专家颜勇是中国侨
联、广东省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委员。在过
去近10年的志愿法律服务过程中，他发现，
许多侨胞对国内法律制度及部分具体法律
行为实施流程不够了解。当出现纠纷诉讼
需要申诉和维权时，或在寻找有良好口碑的

社会律师方面，侨胞都需要各级侨务部门协
助。专家团回应了侨胞的普遍需求。

“作为专家团成员，我将坚持‘人民律
师为人民’的职业本色，把每一件为侨志
愿服务案件用心做到极致，并积极带动其
他律师力量，形成资源合力。”颜勇说。

除了为侨提供线上服务，专家团还计
划在线下开展主题活动。其中，法律政策
咨询组将围绕法律服务及政策，定期开展
普法教育宣讲；医疗健康组将适时举办专
家义诊、中医中药及海外流行病科普宣
讲；求学创业组将积极开展创新创业、就
业实习宣讲咨询及相关对接服务；政务事
务组会根据侨胞诉求对行政事务办理、办
事流程等开展指引服务及线下协调，让为
侨服务更细致贴心。

“专家团将根据侨胞需求，建立常态化
服务机制，收集侨胞诉求，精准回应，同时结
合海内外侨胞集中关注的热点、难点，持续
丰富志愿服务内容。”广东省侨务部门相关
负责人说。

建立专业纠纷调解机制

今年2月，海南省侨联聘请25所律师
事务所的38名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组建专
业律师团，在协助落实侨务政策、开展侨
法宣传、协调处理涉侨纠纷案件、依法维
护侨益等方面开展工作，成立 5 个月来已
成功调解十数宗案件。

近年来，海南省侨联与海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对接，建立涉侨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成立海南省侨联调委会，并和海南省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三亚市中级人民法
院、海口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建立合作机
制，积极开展为侨法律服务，致力于推动
海南自贸港法治营商环境建设。

“海南作为大侨乡，为侨服务一定要注
重提升专业化能力。”海南省政协委员、海
南省侨联涉侨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符
琼芬说，“我们聘请进入律师团的律师至少
有 3 年以上执业经历，有较高业务水平。
并且，我们考虑到国家对外开放和海南推
进自贸港建设的整体格局，还在律师团内

专门设立了涉外团队，保证至少有 5 名律
师可以直接用英语工作。”

符琼芬介绍，目前，海南省侨联已形
成专业律师团、法律顾问委员会、调委会
三位一体的为侨法律服务架构，服务范围
覆盖纠纷前、中、后端服务和化解全过
程，及时响应侨胞法律诉求。

除专业律师团，海南省侨联还在多年
实践中形成了一支调解员队伍。

去年底，阿联酋侨胞祁先生在海口订购
一套商品房，后因与开发商产生纠纷，合同
无法正常履行。祁先生要求开发商返还购房
定金无果，遂向海南省侨联调委会发起调解
委托。海南省侨联调委会执行主任、调解员
许志明接到任务后，及时制定调解策略，并
在阿联酋当地侨领协助下积极组织双方沟
通，最终帮助当事人达成调解。目前，侨胞祁
先生已收到开发商返还的购房定金。

“海南省侨联调委会为侨解忧，让远在
异国他乡的侨胞深受感动。背靠强大的祖
国让我们信心倍增。”祁先生在感谢信中
表示。

“下一步，我们还希望邀请更多专业人
才加入团队，尤其在国际进出口贸易、海
事海商、国际航运、国际投资、游艇产业
等涉外细分领域，扩充律师队伍，补齐专
业短板，为本月底即将举行的第二届消博
会和后续世界侨商海南行活动做好准备，
帮助更多侨胞、侨商来海南投资兴业，参
与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符琼芬说。

上线医药健康服务平台

提起福建推出的海外侨胞健康服务平
台“惠侨通”，缅甸福建总商会副会长林雄
赞不绝口。

“孩子生病的时候，我们会在‘惠侨通’
上把病状描述发给专家，专家会告诉我们处
理方法。有时遇到不懂如何使用的缅甸当
地药材，我们也会把药品英文版说明拍照发
过去，请专家给出用药建议。”林雄说。

去年11月，福建省侨联和福建省医务
志愿者协会共同打造的海外侨胞健康服务
平台“惠侨通”在微信上线。平台设立智

能健康服务、健康科普、线上活动、弘扬
中医药文化等栏目，邀请福建省内三甲医
院医生志愿者入驻，为侨胞提供线上医疗
健康服务。侨胞可登录“惠侨通”微信公
众号，在问诊界面进行咨询，由AI识别问
题并分配相关科室医疗专家进行解答。

“‘惠侨通’汇聚了福建各大医院的
专家，免费为侨胞答疑解惑、提供专业建
议，给侨胞带去实惠。这是福建省侨联和
福建省医务志愿者协会为海外乡亲办的实
事、好事之一。”林雄说。

福建省侨联联谊联络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多年来，福建省侨联始终重视为侨医疗
服务，积极推出“健康三宝”等为侨医疗服务
举措，常年坚持举办海外中医药文化推广及
义诊，为国内华侨农场归侨侨眷送医送药，
联合福建省华侨医院等为海外侨胞回国就
医开通“绿色通道”等活动。在新冠肺炎疫
情暴发之初，福建省侨联关注海外侨胞生命
安危和健康，与海外侨团进行密切合作，先
后针对34个国家建立31个海外侨胞新冠肺
炎医疗咨询群，邀请医生志愿者入驻微信
群，及时为侨胞提供问诊建议，有效缓解了
疫情之初海外侨胞的焦虑情绪，赢得各侨团
一致点赞。

在海外侨胞新冠肺炎医疗咨询群的基
础上，福建省侨联推出“惠侨通”平台。平
台上线以来，已为菲律宾、缅甸、意大
利、阿根廷、南非、牙买加等34个国家的
海外侨胞提供了医疗健康服务。

如今，随着国内外疫情形势变化，“惠
侨通”迎来了新使命。

“接下来，平台将把重点放在中医药文
化传播上。平台会邀请中医专家为侨胞提
供问诊服务，满足侨胞寻医问药需求的同
时，促进中医出海，让更多海外人士了解、信
任中医药。同时，平台还将实时为侨胞提供
日常保健、疾病预防、营养饮食等实用性较
强的中医知识，让侨胞感受中医药文化魅
力。”福建省侨联联谊联络部有关负责人说。

“我们海外侨胞常说，疫情期间侨联建
立的微信群是救命的微信群，现在，‘惠侨
通’平台接过这一棒，成为大家看好的新平
台。我期待，‘惠侨通’接下来能在海外侨胞
医疗服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林雄说。

腾冲：侨商故里焕发新生机
熊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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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侨智创新发展联盟成立

7 月 10 日，以“侨聚长三角·智汇新天堂”
为主题的2022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创新创
业峰会在江苏省昆山市举行。峰会上，沪、
苏、浙、皖四地统战部门共同建立“长三角侨
智创新发展联盟”，以期引导海外人才回国创新
创业，助力长三角区域侨智侨力深度融合，助
推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本届峰会上，共有 90 个海外人才项目落
地，总投资141.93亿元，涵盖智能制造、数字
经济、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

山东举办海外高层次人才交流会

“智荟齐鲁·云选会”2022海外 （欧亚） 专
场近日在山东济南举行。该会议旨在搭建山东
和海外高层次人才交流平台，帮助海外高层次
人才了解山东省创新创业环境和人才政策。

会上，爱尔兰华人专业人士协会、中法信
息科学与工程协会、全英山东学生会等6家海外
社团组织负责人介绍了社团情况和所在国的人
才情况。济南、青岛、烟台、潍坊等城市的海
外交流协会负责人推介了当地的招才引智、为
侨服务平台建设、网络服务等信息。

参加活动的海外侨界代表表示，山东省大
力实施“人才强省”战略，近期发布的《支持
青年人才发展政策》等，为海外华侨华人专业
人士和广大留学生到山东施展抱负创造了良好
条件。

四川清音走进华裔学生云课堂

近日，2022 年“Panda 成都·华教云课堂”
系列活动——“童心同唱 歌声悠扬”在四川成
都举行。活动以云课堂形式，连线成都市盐道
街小学卓锦分校和西班牙马德里哆来咪文化学
校以及西班牙华文教育中心学校，帮助海外华
裔学生初步了解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川传
统艺术瑰宝——四川清音。

在课堂现场，成都市盐道街小学卓锦分校的
音乐老师带领西班牙华裔学生线上学习清音演
唱技巧——弹舌音和四川清音的独特唱腔，感受
非遗乐器的独特演奏方法，并学习用四川清音的
方式吟唱杜甫诗歌《绝句》，带领华裔学生初识四
川清音的婉转悠扬，感受天府文化魅力。

涉侨权益司法保护研讨会举行

日前，涉侨权益司法保护研讨会以线上、
线下相结合方式在广州、北京两地举行。

本次研讨会由暨南大学与国家法官学院共
同主办。来自涉侨部门、高校和广州、深圳、
汕头、江门、梅州等重点侨乡中级人民法院的
专家学者和涉侨审判专家共70余人参会。

研讨会分为“华侨权益保护立法的理论与
实践”“涉侨权益司法保护的理论与实践”“涉
外法治建设背景下的侨胞权益保护的理论与实
践”等单元，与会专家学者就涉侨权益司法保
护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展开讨论，在华侨
权益保护的主要问题、涉侨保护的地方立法经
验、涉侨权益保护的司法路径、涉侨政策法规
建设、侨胞权益海外保护等理论和实践问题上
形成诸多共识，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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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顺古镇引客来和顺古镇引客来
和顺古镇位于云南省腾冲市西南部，

是云南省著名侨乡，也是茶马古道和西南
丝绸之路重镇。这里有保存完好的大批明
清古建筑群、90多年历史的乡村图书馆，

也是哲学家艾思奇的故乡。古镇独特的历
史文化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观光游览。

图为和顺古镇一景。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摄

夏日腾冲，雨季已至，“极边第一城”浸在湿润的雨
中，朦胧青翠，欣欣向荣。作为千年前的茶马古道重镇，
百年前的侨商故里、翡翠之乡，腾冲从古至今都是一片名
副其实的“热土”。

腾冲位于云南省西南部，与缅甸毗邻，是西南丝绸之
路的交通要冲，是中国最早通向南亚、东南亚陆路交通线
上的重要门户和节点。得地利之便，腾冲人自明代开始

“走夷方”，前往缅甸、印度、泰国等地务工经商，将异国
物产、多元文化带回家乡。

“院中铁艺花窗均为英式风格，在当时可是稀罕物，来
自主人杨大文在缅甸经营的铁器公司，沿丝绸之路由马帮
驮回。”走进旅缅侨商旧宅杨家大院，这座建于1937年的院
落原貌保留完好，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走马串角
楼，是滇西民族建筑的典型特征，又有西方和东南亚元
素，正如多元开放的腾冲侨乡文化。

如今，杨家大院已摇身一变，成为颇具人气的“网
红”餐厅，主打腾冲当地特色美食，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
慕名前来品尝。经营者倪学云端出一口冒着热气的土陶
锅，向游客介绍：“这道‘土锅子’是腾冲人逢年过节必吃
的菜肴，丰富食材层层叠叠、烩于一锅，寓意团圆幸福、
和谐美满，这也是走南闯北的腾冲人的最大心愿。”

世代延续的不仅是美食及其承载的美好祝愿，还有敢
闯敢拼、兢兢业业、勤劳致富的“腾冲精神”。近现代以
来，腾冲人才辈出，涌现出了民国元勋李根源、哲学家艾
思奇、翡翠大王张宝廷等一大批英才。目前，腾冲有海外
华侨华人及港澳台同胞近35万，分布在缅甸、泰国等24个

国家和地区，延续“走夷方”商贸辉煌。
为了给回乡华侨留存一份穿越时空的“乡愁”，也为游

客营造独具特色的侨乡文化旅游氛围，杨家大院、李家大
院等侨商旧宅坚持修旧如旧。被誉为“绝胜小苏杭”的和
顺古镇也在探索生态、安居、旅游有机结合的发展模式，
依托5G网络打造智慧博物馆、AI实景体验等系统。

近年来，边境侨乡腾冲持续焕发勃勃生机，展现如同
其火山地热区特性般的“热土”魅力。据统计，2021 年，
腾冲累计接待游客7177.6万人次，旅游收入达794.5亿元人
民币，连续4年进入中国县域旅游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

随着“一带一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缅经济走廊
的建设，腾冲形成了一般贸易、边境小额贸易、边民互市
三大贸易方式，不断壮大对外经贸合作。2021年，腾冲市
地区生产总值达321.92亿元，进出口总额6.5亿美元，并持
续辐射周边国家和地区。

同时，腾冲正在全力建设现代化边境小康村，以优越
生态环境为依托，发展乌龙茶、烤烟、中草药、草果等特
色产业7万余亩，积极探索以“古镇村落”“田园综合体”

“温泉康养”为基础的乡村振兴“腾冲模式”，吸引了越来
越多游客与投资商。

盛夏的雨中，杨家大院新植的数棵香橼结出累累硕
果，倪学云冒雨为其插设支柱。她介绍，香橼谐音“香
延”，在当地寓意“香火不断，子孙绵延”。“腾冲人重视家
风传承，只有世代勤劳奋斗，日子才能越过越红火。”倪学
云说。

（据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