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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有这么多人关注中国

1986年，我到日本大阪求学。初到
之时，在当地几乎看不到中文书籍或杂
志，也没有什么渠道获得与中国有关的
消息，内心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失落。当
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各地
建设方兴未艾，但在日本很难了解中国
的发展进程。在这种情况下，1992 年 4
月，我与其他 11 名在日中国留学生一
道，在大阪创办了一份中日文双语报纸
——《中日新报》。

最初，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
望办一份能让大家从中获得有关中国讯
息、广泛传阅的报纸。意想不到的是，
创刊号一出，便在日本新闻界乃至社会
各界引起很大关注。每天，报社的传真机
都会收到数百封订报的传真。其中，不仅
有来自普通读者、研究机构、社会团体
的，还有来自日本主流媒体的。多家日媒
纷纷在重要版面刊登报道，介绍我们的
办报情况，并且询问能否转载版面内容。
这大大增强了我们办报的信心。

除了订购报纸，还有一些日本企
业、投资机构联系我们，咨询有关中国
各方面的信息。他们都对中国很感兴
趣，却知之甚少，有的希望能从我们这
里获得一份准确的中国地图，有的想要
了解中国不同城市的发展情况。在与他
们的交流中，我们惊讶于普通日本民众
对中国的了解太少，许多人聊起中国，
只会想到乌龙茶与肉包子，但我们更惊
讶于日本国内竟然有这么大的一个群体
在关注中国并渴望了解中国。尽管与读
者的沟通互动增加了我们的日常工作
量，但我们乐此不疲，愈发感受到办好
这份报纸的重要性。

办报初期，我主要负责约稿、编辑

版面及接待访客。在资讯并不发达的年
代，为了向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讯息，
我和同事们每次回中国，都会想办法找
大量报纸带到日本，再从这些报纸中挑
选对日本读者有用的信息，重新编辑、
打字、贴版、校对。同时，我们也会从
日本当地媒体中翻译、摘编一些有时效
性的新闻，随时补充进版面。

如今回想，当年我们为了办好《中日
新报》，确实花了很大的气力。但是我和
同事们始终充满热情。多年之后，一些华
侨华人说起《中日新报》，还是会很动情：

“当年来日本留学时，就是读着你们的报
纸，度过了初到异国他乡的苦闷时光。”

为中日经贸合作牵线搭桥

算起来，今年是我们报社成立的第
30个年头。30年间，我们从未停止以纸为
媒，向日本社会介绍中国，为中日经贸、
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合作牵线搭桥。

办报前10年，我们将主要精力投注
于推动中日经济合作、助力中国改革开
放。当时，我们注意到，许多日本企业
都有意赴华投资，但是对于选择哪座城
市、投资什么领域，往往因为缺乏信息而
举棋不定。为此，我们在日文版面的头版
推出了名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前线·100
名省市长专访”的专栏，采访中国各地的
省长、市长，请他们介绍所在省份、城
市的投资环境、优惠政策等。这个专栏
很快便在日本企业界引发热烈反响。不
少日企读了报道之后，有了方向，迅速
决定赴华访问，寻找投资机遇。

粗略算来，仅创刊之后的五六年
内，在我们报社的牵头下，日本企业考
察团赴华考察就达100多次，其中30多家
日企在考察后开启对华投资的进程。不
仅如此，当时我们还接待了 50 多个来自

中国的赴日招商团，帮助中国多座城市
在大阪等地组织宣介活动。布置摊位、
设计展板、准备宣传资料……我们努力
搭建平台，让中日两国经贸界能够真正
面对面地开展交流。看着越来越多日企
签订对华投资项目，在中国成功开办工
厂、顺利启动生产，我们感到无比欣慰。

随着中国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
提升，《中日新报》 的报道重心也发生
转变，报道领域不断拓宽。教育、旅
游、科技、能源、环保、养老……我们
关注中国方方面面的发展成就，致力于
向日本读者呈现一个更加立体、全面的
中国。为了增进日本民众对中国的熟悉
度与亲近感，我们从中日文化的深厚渊
源入手，介绍两国在文字、饮食等方面的
共通之处。同时，我们在报社常设供读者
免费参观的展览，展示我们到中国采访
时拍摄的大量新闻图片。其中，有新疆、
西藏等地的风土人情，有寻常中国百姓
的烟火生活，有“一带一路”建设的红火
景象……我们希望通过多种多样的形
式，让日本读者看到他们平常不容易接
触到的多彩中国。一些日本读者在看完
展览后，自豪地说：“我去过照片里的那
些地方！”还有读者告诉我们，他们很愿
意了解中国，希望能带回一两本我们制
作的介绍中国各地风情的小册子。

在不断转型中讲好中国故事

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新
闻传播渠道和传播形式都更多样，我和
同事们又开始新一轮的探索与转型。创
办日文网站，开设社交媒体账号，我们
积极拥抱新媒体，在新的平台继续向日
本读者讲好中国故事。

在我看来，现在正是海外华文媒体
讲好中国故事的最佳时机。在我从业的

30年间，中国话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在全世界受到如此高的关注度。无论身
处何地，打开每天的新闻热搜榜，总是
少不了与中国相关的报道。

用更加生动、灵活的形式，讲述一
个可亲可爱的中国，这是我们海外华媒
人的使命。为此，我们在继续做好报纸
的同时，在新开辟的各类新媒体平台，
用更口语化、具有趣味性的形式，讲述
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也讲述中国与日
本、中国与世界的故事。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线下工作
一度受阻，我们将更多精力转到线上，
增加了中日文网站的更新频率及新闻发
布量，并且制作发布了许多短视频，传
播效果都很不错。

时光流逝，当年共同创办 《中日新
报》 的同事，许多都已从事其他工作。
我作为为数不多的坚守者，始终陪伴着

《中日新报》 的发展。30 年间，我曾多
次经历报社发展的瓶颈期，也在传统媒
体遭遇新媒体冲击时，为是否关停报社
而犹豫彷徨。

但最终，我选择坚守。因为时代在
不断变化，中国的发展更是一日千里。
每次回到中国，耳闻目睹的巨变都让我
热泪盈眶，我迫切地希望能通过我们的
媒体平台，将发生在中国的好故事讲给
更多人听。日积月累形成的忠实受众群
也给了我很大的动力。许多华侨华人曾
和我说，在人生陷入低谷的时候，我们
的这份报纸曾给他们莫大安慰与鼓励。
而对许多日本朋友来说，在做与中国相
关的选择时，读我们的报纸或是咨询我
们的意见，已成为一种习惯。

我将继续努力，让 《中日新报》 成
为日本受众信赖的传播机构，为推动中
日民心相通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上图：孙莉 （左） 向日本友人赠送
《中日新报》。 受访者供图

“‘老朋友’投资比例不
断加大的同时，也有很多‘新
朋友’前来寻找机会。”大陆希
望集团总裁陈斌日前接受采访
时 说 ， 侨 商 入 川 “ 来 了 不 想
走”的态势十分明显。

侨企入川，最早可追溯至
1985 年。当年 6 月，泰国侨资
企业正大集团在蓉成立四川首
家侨资企业——成都正大有限公
司，拉开了侨商与这个西部大省
共发展的大幕。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
四 川 进 一 步 向 全 球 伸 出 橄 榄
枝。中国西部海外高新科技人
才洽谈会、中外知名企业四川
行投资推介会等平台作用日益
彰显……侨企加快入川脚步，
截至目前该省各类侨资企业已
超过8000家。

“作为侨商，我深有体会，
这里投资兴业的基础条件越来
越好。”自1995年来川发展，中
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成
都汇融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 薛 水 和 与 四 川 结 缘 已 逾 27
年。他说，虽地处内陆，但四
川的开放程度很高，“尤其是可
以直达欧洲的蓉欧快铁开通后，
侨商在此发展的信心更足。”

陈斌也谈道：“近十年来，
四川推行一系列惠商政策，政
府部门的服务也十分贴心、周
全，对于侨商来说，优良营商
环境的吸引力很大。”

2020 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启动后，四川乃至整个
中 国 西 部 地 区 的 发 展 再 次 提
速。“目前，新能源、大健康、
科技等多条产业赛道的优势日
益凸显，全球侨商也更加关注
这片投资热土。”陈斌说。

长 期 活 跃 在 各 类 侨 商
（协） 会的薛水和认为，新时代
西部地区发展的关键在于资源
整合、区域协同，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让广大侨商更加
认可这里的发展前景。“四川的
发展速度和投资潜力，在海外的
知名度和关注度正越来越高。”

在川实现良好发展的两位
受访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侨商
在享受发展红利的同时，也应
起到纽带作用，助西部市场加
速与国际对接。

薛水和说，对海内外经济
形势的深刻了解，是广大侨商
的优势。“利用我们在海外的人
脉 、 渠 道 资 源 ， 在 全 球 讲 好

‘四川故事’‘中国故事’，是侨
商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我
一直坚持做的事。”

“侨资企业具有天然的对外
性，每一家侨资企业的发展故事，都是地方经济发展
的缩影。”陈斌说，伴随企业发展，四川造、四川品牌
正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未来侨资企业也将通过自
身发展，继续书写“四川故事”。

“已经有 300 多家世界 500 强企业落户四川，侨商
有什么理由不来？”薛水和表示，从改革开放，到西部大
开发，再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四川乃至整个西
部地区已逐渐成为广大侨商投资兴业的“机遇之地”。

（据中新社电）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日本《中日新报》新闻社总编辑孙莉——

打开一扇眺望中国的窗口
本报记者 严 瑜

30年前，在日本大阪，一群毕业不久的中国留学
生创办了一份中日文双语报纸《中日新报》。他们的初
衷很简单：收集、传播有关中国的资讯。没想到，这
份报纸一面世，不仅受到当地华侨华人的欢迎，同时
也为主流社会所关注。

作为当年的创办者之一，《中日新报》新闻社总编
辑孙莉始终陪伴着这份报纸的成长，经历了报社不同
时期的转型、发展，坚持为日本受众讲述一个可亲可
爱的中国。

以下是她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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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浙江省玉环市加大沿海环境的治
理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变化明显。随着育
苗、养殖技术不断革新，渔业增效，浅海滩涂

紫菜养殖成为渔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图为
近日，玉环市下礁门浅海域“海上菜园”内，渔民
在进行紫菜养殖作业。 段俊利摄 （人民视觉）

浙江玉环：“海上菜园”

侨 乡 新 貌

本报电 （记者贾平凡） 8 月 27 日，HICOOL 全球
创业者峰会侨联专场活动——“‘侨联’世界·共赢未
来”新侨海归创新创业大会在北京举办。

北京市侨联党组书记严卫群，北京海外高层次人
才协会理事长关鸿亮为大会致辞，北京市侨联党组成
员、副主席苏泳主持大会开幕式。大会通过线下+线上
的方式面向全球直播，海内外行业协会、知名侨企、
投资机构和产业园区等单位代表 80 余人参加现场活
动，线上覆盖海内外华侨华人及留学生 10万人。当日
观看量10.1万人次，全网点击量达1000万人次以上。

今年，北京市侨联积极拓展 HICOOL 大赛渠道，
北京中德国际合作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北京中日创新
合作示范区等6家机构现场与大赛组委会签约；北京大

学新加坡校友会、英国北京商会等30家海外校友会和社
团线上签约，汇聚全球侨界创新资源，关注投资北京。

据了解，大会面向海内外侨胞及留学人员，聚焦新
时代首都发展，特邀市侨联兼职副主席、爱博诺德（北
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解江冰，百图生科副总裁
周达，航天科技集团航天专利基金投资副总裁李臻洋，
围绕“传承”“创新”“赋能”三个主题进行发言，分享新时
代侨界人才创新创业精神与故事，探讨企业高速成长中
的机遇与挑战，探索未来资本服务的趋势与方向。

大会还展开圆桌讨论，邀请来自 HICOOL大赛的
优秀获奖创业者和落地企业代表、海外高校创投俱乐
部负责人、HICOOL 大赛特邀点评嘉宾等，围绕个人
创业经历、项目落地、公司发展等内容进行分享交流。

侨 情 乡 讯侨 情 乡 讯

北京市举办新侨海归创新创业大会

本报电（余佳子） 8 月 26 日，“文脉甬承 弈连五
洲——首届五大洲华裔青少年中国汉字棋邀请赛”开
幕式在浙江宁波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侨联、浙江省
侨联指导，宁波市侨联、市侨办、市体育局主办，鄞
州区侨联、区侨办、区文广旅体局承办。此次活动吸
引了来自 26 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侨领共 120 余人参
加。此外，五大洲30余家侨团及华文学校代表、200余
名华裔青少年参赛选手和家长齐聚云端，以视频连线
方式参加开幕式。

开幕式上，宁波与海外华裔青少年汉字棋交流云
结对仪式、中国汉字棋海外传播中心授牌仪式和宁波
侨界中外文化交流大使聘任仪式相继举行。五大洲 13
个国家 17家中文学校、文化机构、商会成为中国汉字
棋海外传播中心，10位海外侨领被聘任为首批宁波侨

界中外文化交流大使。
据介绍，本次邀请赛得到了五大洲 30 多家侨团、

华文学校和文化交流协会的大力支持，前期共吸引了
800余名华裔青少年踊跃报名参加。

中国汉字棋于 2014 年由宁波市华文汉字应用研究
院发明面世。8年间，在浙江省侨务部门的指导下，汉
字棋先后传播影响至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美国、南非、越南、德国、
希腊、捷克等近20个国家，以及国内22个省区市，近
10万名海内外青少年参加了体验教学活动，受到广泛
认可和欢迎。2018年，《中国汉字棋基础教程》作为首
套国内发明的棋类运动专业图书被中国国家图书馆收
藏。2021年，“中国汉字棋”APP在各大平台成功上线
运行。

首届五大洲华裔青少年中国汉字棋邀请赛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