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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
端午文化艺术节、“枫花雪
乐”春节晚会和中秋国庆诗
会等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活动
颇有知名度。这一系列精彩
纷呈的中国特色文化活动，
为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深入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打开了一
扇窗。

这些活动的策划者和
组织者是湖北籍侨胞——

北美文化产业促进会会长
郭俊。在蒙特利尔，郭俊的
笔名“蒙村老郭”更为人熟
知。作为一名理工科专业背
景的工程师，郭俊一直热爱
创作诗词歌赋和参与文艺活
动。在国外16年间，他不仅
把自己的热爱拓宽拓深，还
为蒙特利尔当地侨胞和其他
族裔民众搭建了展现多元文
化的舞台。以下是他的自述。

加拿大北美文化产业促进会会长郭俊——

将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推向国际舞台
本报记者 贾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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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我希望海外华文教育能
够与中国接轨，让学生们的中
文达到母语水平，目前看来，
这是做得到的。”匈牙利唐人街
华文学校校长王雪如是解释她
的办学目标。

出国前，王雪曾是一名小
学语文教师。2000 年，刚到布达
佩斯不久的她接到当时匈牙利
唯一一所华文学校的邀请，开启
了20余年的海外华文教师生涯。

“当时的学生主要是华二
代，大部分低年级学生的中文听
说能力与中国同年龄段的小学
生差别不大。”王雪介绍，彼时，
华侨华人在匈多从事贸易行业，
侨团与家庭内普遍使用中文交
流，华二代能够在接近母语的环
境中习得中文。

“但中文学习不仅依靠语言
环境，更重要的是要接受系统性
教育。”王雪表示，随着学生步
入校园与社会，家庭语言环境的
影响逐渐减弱，若缺少体系化华
文教育，会导致其长大后只能听
说、不会读写，令人惋惜。

王雪回忆，最初参与教学
时 ， 在 校 学 生 数 量 尚 不 足 百
人，师资也十分有限。“但我们
一直坚持‘有学生就努力教’的
想法，还给学生提供午饭，减轻
家长负担。”凭借认真负责的态
度和细致耐心的付出，王雪与
所在华校逐渐收获当地华侨华
人认可。

2018 年，王雪回中国探亲
时，参观了一所成都的小学，丰
富多样的电教手段令她印象深
刻。在王雪看来，对于低年级学
生而言，使用电教技术对课本内
容做补充介绍，在帮助学生理解
知识点、建构直观印象等方面大
有裨益。

由此，一直遵循传统教学方
法的王雪萌发了在匈牙利创办
一所接轨中国教学模式的华文学校的想法。“仅是寻找合适
的校舍就耗费了3个多月，授课教材更是因货运不便，只能靠
回中国出差的华商们一捆捆拎回来。”王雪表示，创办一所
华文学校颇费心力，新校的落成离不开当地侨胞的支持。
匈牙利唐人街集团董事长宋万军与董事叶小平是匈牙利唐
人街华文学校的投资人。王雪说，宋万军曾告诉她，投资
华文学校是希望回馈华侨华人社会，尽可能为孩子们提供
最好的中文学习条件，希望帮助华侨华人后代传承民族文
化，不忘根本。

2019年夏天，匈牙利唐人街华文学校正式开学。正在学
校运转逐渐步入正轨时，新冠肺炎疫情在欧洲暴发，打乱了
王雪的计划。短暂停学后，全校师生不得不转向线上课堂。

当时，线上教学平台方兴未艾，需要同时调研平台实
用性并培训教师网上授课技巧。由于不确定网课教学效
果，学校还实行了2个月的免费授课。王雪坦言，当时学校
运转压力很大，是依靠两位投资人的鼎力支持、全体教师
的不懈坚守和学生家长的通力配合才渡过难关。

如今，匈牙利唐人街华文学校已有在校学生 300余人，
生源覆盖当地及周边国家和地区，除华裔学生外，也有不
少其他族裔学生。王雪相信，随着中文在世界范围内越来
越受欢迎，海外华文教育也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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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咚！这里有一封家书请您查
收！”每逢中国传统佳节，海外江苏籍侨
胞总能收到寄自省侨联的 H5 电子“家
书”。悠扬的音乐搭配精美的 H5 动画，
给海外侨胞带来家乡的祝福和问候。近
年来，江苏省侨联积极探索远程为侨服
务新模式，让海外华侨华人享受到“天
涯若比邻”的贴心关怀和服务。

江苏省侨联主席周建农表示，互联
网通信走进 5G 时代，侨联工作也要同
步向 5G 升级。这不单纯是工作内容的
充实，更是侨联工作者和侨胞之间永不
断联的时代烙印。“为侨服务的落点是
爱侨护侨，这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

侨连五洲，相伴更相助

2021 年 7 月，江苏扬州疫情出现
反弹，远在新加坡的黄钰祥焦心不

已。他的母亲生活在扬州，已是 90多
岁高龄。令黄钰祥感动的是，在当地
政府的部署和侨联组织的积极联络下，
社区干部主动第一时间赶到他家中了
解情况，并在疫情期间全程提供上门核
酸采样等各种服务。看到母亲身体健
康、生活无忧，黄钰祥放下心来。

“无论走得多远，家的陪伴始终如
一。”2021年9月，在江苏省侨联举办的

“侨连五洲·相约江苏”联谊联络线上
交流会中，黄钰祥深情讲述。

生活在南非的“侨三代”郁俊杰，对
一次“线上充电”的经历念念不忘。今年
7月，郁俊杰参加了江苏省侨联举办的

“侨连五洲·相约江苏”第四期海外侨领
研修班，对家乡和中国发展有了更加深
刻的认识和了解。

“我和祖国的心贴得更近了！”郁俊
杰说，“疫情发生后，祖父和父亲曾第一

时间采购价值 5万元的口罩运回国内，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新时代华侨精神
的传承离不开青年一代的力量！”

隔山隔水不隔情。疫情期间，江苏
省侨联通过多种方式表达对海外侨胞
和归侨侨眷的关爱。一方面，通过线上
联谊座谈会、华裔青少年网上夏令营、
海外江苏侨胞之家年会、亲情家书和节
日祝福等云联谊活动，关注海外侨胞生
活状况，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另一
方面，通过线上侨领研修班、海外华裔
杰青论坛、“海外云客厅”网端平台等方
式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进一
步密切了海内外的沟通与联系。

纾困惠侨，送策更送暖

“今年，‘创业中华’活动重在为侨
企解难，让我们心里有底了！”江苏南极
星新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
毓晓由衷感慨。

面对疫情反弹带来的冲击，融资、物
流、生产等各个环节都面临不小挑战，广
大侨企如何化危为机，踩实迈稳发展步
子？这是胡毓晓一直思考的问题。

2022 年 4 月，“创业中华·筑梦江
苏”侨创云沙龙活动在线上举行，来自
不同行业和地区的侨企代表和省侨联
及相关部门进行云端对话。活动现场，
省侨联和各部门倾听侨企困难与诉求，
细致解读纾困惠企政策，给予发展建
议，给广大侨企吃下一颗“定心丸”。

江苏作为开放型经济大省，一直
是海外华侨华人投资创业的热土，吸
引众多海外高层次人才来江苏创新创
业。为帮助广大侨企闯过疫情难关，

江苏省侨联借助网络平台，一手抓发
展，通过举办江苏侨界创新创业大
赛、首届国际空间智能应用创新创业
大赛等活动，为侨企搭建展示的舞
台，促进侨界创新成果转化；一手抓
保障，积极助力侨企解决疫情期间产
能扩大、资质申报、物资运输等难
题，通过云招商、云签约等服务为企
业发展减轻后顾之忧。

药食同源，解愁更解忧

备菜、切菜、烹炒煎炸，男女老幼齐
上阵；或老菜新做，或中西合璧，“中国
味”在异国他乡有了新风味。2020 年，
在江苏省侨联举办的全球华侨华人网
络厨艺大赛上，海外华侨华人与家乡亲
人共品乡味，在海外掀起了“中餐热”。

中餐解乡愁，中医助防疫。“今晚
8：00，请您准时打开手机进行八段锦学
习。”在抗疫关爱微信群中，江苏省侨
联发布的趣味中医养生课程，为海外
侨胞抗疫提供帮助。

疫情以来，江苏省侨联牢牢把握中
餐、中医两大传统文化特色，秉持药食同
源理念，通过网络平台为传统文化增添
新活力。一方面，通过线上厨艺大赛、“年
味江苏”网络互动，“春节晒年饭”网络活
动、淮扬菜海外推广研习班等方式，慰藉
海外游子的思乡之愁；另一方面，在“中
医惠侨”行动的基础上，依托省中医院等
单位的“互联网医院”，开设云诊室，让海
外侨胞共享高品质中医医疗资源。同时，
还创造性地将中医与中餐结合，支持省
中医院研发中华药膳产品，并开展“药
食同源”中餐菜品海外网络推广活动。

江苏侨界探索远程为侨服务新模式

“云”服务让亲情乡情不掉线
朱安安

图为江苏省侨联寄给海外侨胞的节日“电子家书”。 江苏省侨联供图

百香果丰收

处暑时节，广西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联团村在撂荒
地上种植的百香果迎来丰收。图为 8月 23日，村民忙着
采摘百香果。 马华斌摄 （人民视觉）

来场“枫花雪乐”

2006年，我们一家正式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定居。
因为我和妻子张洁都热爱文艺，我们很快在当地交到了
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工作之余，我们这些文艺爱好者经常聚在一起，举
办诗歌朗诵会、篝火晚会和文化沙龙等活动。几年下
来，大家开始不满足于这些小型的文艺活动。不少人提
议要把侨胞中文艺爱好者的力量整合起来，举办大型文
艺活动。在大家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在 2015 年先后创
办了北美文化产业促进会和北美文苑两个非营利组织，
为文艺爱好者提供平台和资源。

2016年春节期间，魁北克湖北同乡会举办了一次盛
大的聚会，500多位湖北同乡到场。当时，作为该会的执行
会长，我特别安排了一些文艺节目，广受好评。同年 5
月，妻子张洁作为总导演，组织的辽宁同乡会成立大会
文艺演出也非常精彩。

鉴于这两次聚会的经验和周围侨胞朋友的呼声，我
和妻子商量决定，举办一场面向蒙特利尔全体侨胞的大
型文艺晚会。2017 年 1 月，由我担任总策划、妻子张洁担
任总导演的首届“‘枫花雪乐’北美文苑迎春会”成功举
办。因为活动反响热烈，我们决定把“枫花雪乐”春节晚
会做成一个每年都举办的文化活动品牌。截至今年，“枫
花雪乐”春节晚会已成功举办了6届。

说起“枫花雪乐”这个名字，我们也寄予了美好的愿
望。“枫”是枫叶，代表加拿大“枫叶之国”的特点，也代表
收获满满的秋天；“花”代表百花齐放的春天；“雪”代表冰
清玉洁的冬天；“乐”指音乐，代表我们活动的文艺属性，
也代表欢乐清爽的夏天。总的来说，我们希望“枫花雪乐”
不仅能带给大家一年四季的平安喜乐，也能将中华文化
一年又一年地传承下去。

有了举办“枫花雪乐”的经验，我又相继策划组织了“国
际端午文化艺术节”和“中秋国庆诗会”。迄今为止，“国际端
午文化艺术节”已举办四届，“中秋国庆诗会”已举办五届。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们的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举办，影响力越来越大，逐步从蒙特利尔走向
整个加拿大。受资源和条件限制，我们举办活动需要克服
很多困难。但看到无论是华侨华人还是当地其他族裔的
民众，大家参与活动的热情越来越高，我们觉得一切都是
值得的。

承载美好祝愿

偶尔翻看这几年“枫花雪乐”春节晚会的节目单，我
总难免心生感慨。无论是歌舞表演，还是诗歌朗诵，大
部分的节目表达的都是对祖国、家乡的思念和祝福。

除第一届外，此后的每一届“枫花雪乐”春节晚会我们
都确定了主题，分别是“音乐诵读”“怀旧经典”“家的味道”

“爱的致意”“回眸是春”。其中，“爱的致意”和“回眸是春”
这两届“枫花雪乐”春节晚会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
举办的。“爱的致意”表达了我们对勇敢抗疫的所有人的感
谢和敬意；“回眸是春”寄托了我们对世界尽快走出疫情阴
霾的祝愿和期待。

“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也很自豪，能在春节、端午、中
秋和国庆这样的中国节日里，给蒙特利尔乃至加拿大的
侨胞们提供一个抒发思乡之情的舞台。作为一个文艺创
作爱好者，我将自己对祖国和家乡的一腔思念诉诸文
字，并搬上舞台。我先后创作了 《枫花雪乐》《龙舟飞
歌》《再青春》《乡愁》等歌曲，也创作了《中国，向着
更深蓝海远航》《飘满雪花的梦想》等诗歌。

今年6月，我们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开展了
第四届加拿大国际端午文化艺术节。开幕式、万水千山

“粽”关情端午晚会、枫情粽艺晚会、端午节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线上展播……在这些端午特色鲜明的活动里，我
想起了许多在家乡过端午节的情景。出国多年，我对端
午节仍有很深的情结。虽然蒙特利尔此前已经有“国际龙
舟赛暨龙舟文化节”，但我还是希望团结当地华侨华人力
量，通过专门组织端午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让在当地
出生长大的华裔青少年和更多不同族裔的人了解中华文

化的魅力。
最近几年，我一直鼓励华裔青少年积极参与我们的

活动，希望他们能尽可能多地了解中华文化和中国历史。
我女儿在加拿大出生长大。在她成长的过程中，我找了很
多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书籍和资料让她学习，也让她有
意识地参与我策划组织的活动。现在，她对中华文化的兴
趣越来越浓了，也希望有机会可以回中国看看。

促进文化交流

俄罗斯民族情景舞 《圆形桦木》、埃及民族劲舞
《心动旋律》、罗马尼亚舞蹈《让我们一起跳舞吧》……
从 2020 年开始，在“枫花雪乐”春节晚会和国际端午文
化节上，一些具有其他族裔民族特色的节目相继精彩亮
相，为我们的活动增添了一抹多元文化色彩。

加拿大是一个尊重多元文化的国家。蒙特利尔侨胞
也一致希望中华文化可以在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中绽放更
大光彩，被更多族裔的民众接受和喜欢。为此，2019年，
在举办首届“国际端午文化艺术节”时，我邀请加拿大
多元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主席盖·兰德里参观我们的活
动。盖·兰德里对我们的活动赞不绝口，并答应了我们合
作办活动的请求。

加拿大多元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拥有100多个不同
族裔的文化艺术社团。该协会的加入，不仅为我们的活
动提供了丰富资源，也为加拿大不同族裔之间的多元文
化交流创造了良好契机。

这几年，我能明显感受到，很多参与过我们活动的当
地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大为改观。这让我和很多侨胞都倍
感欣慰。

传播中华文化，总需要有人实实在在做些事情。热
爱是我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的动力之源。现在，我一年
中一多半的时间都扑在举办这些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活动
上。虽然在举办活动的过程中，我要处理时间有限、资
金短缺和资源不足等问题，但我还是想坚持不懈地把这
些活动办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