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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界 关 注

让“温州故事”走进侨胞心里
本报记者 林子涵

让“温州故事”走进侨胞心里
本报记者 林子涵

最近家乡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有什么创
业投资好机会？发布了怎样的惠侨新政
策？……围绕这些海外侨胞关心的话题，浙
江温州近年来组建以80后、90后侨胞侨眷
为主的团队，用线上短视频、直播、线下演讲
等方式，向海内外温州籍侨胞介绍温州新发
展、家乡新面貌。

有 90后华侨收看后，返回家乡创办民
宿并加入侨界主讲人队伍；有柬埔寨华侨听
后，决定回乡带领村民共同致富；还有华侨
看到家乡商机，着手投资乡村文旅项目……
侨界主讲人用一场场生动的讲述，点燃了海
外乡亲回乡创业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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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灵山：

“岭南古郡”展现特色年俗
翟李强 杨 强

壬寅年腊月二十四，年已七旬的黄
平修踏上约一米高的铁板凳，擂响了他
新年的第一通鼓，鼓声震耳撼人。作为
广西灵山烟墩大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黄平修介绍，每到春节，附近的村
庄都会擂鼓“闹春”，鼓声将一直持续至
元宵节。

灵山县属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侨乡
钦州市辖区，当地保留了许多独具岭南
特色的传统年俗。烟墩大鼓是灵山县烟
墩镇一带的传统器具，相传在古代为驱
鬼避邪、驱赶猛兽、传递战争信号之
用，如今已演变成当地迎春、祈福、庆
祝丰收，或用于开业庆典等的乐器，被
列入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名录。

在烟墩镇邓塘村的烟墩大鼓工作室
里，陈列着多面大鼓，最高的一面约有 3
米，每面大鼓都用很多钢丝绳由鼓面绷至
鼓脚。黄平修介绍，这些大鼓用樟木和牛
皮制作而成，在钢丝绳作用下，通过调节
鼓脚的木楔就可以改变大鼓的音效。

黄修平说，每逢大年初二，附近各
村都会聚集在一起“斗鼓”，通过比拼鼓
声，祈求风调雨顺，驱疫辟邪。

在灵山县佛子镇大芦村。始建于清

朝乾隆十二年的东园别墅前，几位老人
围坐一起烤火聊天。古宅里，刚从广东
返乡的劳会正在为古宅和乡亲写春联，
他的 3 个孩子围着桌子聚精会神地看
着。劳会每写一字，他的侄女就帮着拉
一下红纸。一旁的劳永秀和她的侄子也
一样默契地配合着，完成了一副又一副
春联。

大芦村以古屋、古树和古楹联而闻
名 ， 拥 有 目 前 广 西 发 现 的 保 护 最 完
好、规模最大的明清建筑群，还保存
有 305 副古楹联，因而被誉为“广西楹
联第一村”。

劳会说，自己的爷爷生前每年都会
给村里人写对联。1997 年爷爷去世后，
他接过接力棒，继续为村民写春联。这
次带上孩子们，就是想让他们感受传统。

劳永秀说，她为古宅写春联是从
2019年回到老家工作后开始的，之前都
是长辈写，现在由年轻人慢慢接任，使
得传统年俗有了新传承。

春节期间，在与烟墩镇相邻的灵山
县沙坪镇街上，人们忙着置办年货，人
流车流叫卖声交错在一起，很是热闹。
芝麻饼是当地民众喜爱的特色小吃之
一，也是人们常备的年货。糯米制作的

饼皮，用叉烧、薯蓉等作馅，再裹上一
层芝麻，经过烘烤，香脆可口。

“今天到现在都没停过。”冯艺和工
人们正忙着在车间制作芝麻饼，赶在春
节之际给客户发货。冯艺介绍，他从
2003年开始生产芝麻饼，每年中秋和春
节前都是最忙的时候。2022年农历十月
底至今，共生产了超过 100 万个，在除
夕前已卖出了九成。

在灵山，年味也缺不了大粽子，当
地一直有“无粽不成年，唯喜必有粽”
的说法。灵山大粽广西自治区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大粽哥”张龙芬介
绍，灵山大粽以大而著称，状如枕头，
主要用野生冬叶和糯米、绿豆、猪肉、
猪蹄、鸡等包制而成。标准的灵山大粽
一般有 4 斤重，大的庆典大粽甚至重达
几百斤。逢年过节，灵山人以“吉祥三
宝”——大粽、粉利、芝麻饼迎来送
往，寓意家庭团聚、事事顺利。

这个春节，在大芦村的古宅里，有
村民用一只整鸡和糯米、绿豆一起，包
了一个5斤重的大粽子。“用鸡肉做馅的
大粽，寓意新年吉祥如意、事业如日中
天。”大粽哥张龙芬说。

（来源：中新网）

福建福清：
街区洋溢“中国红”

侨 乡 新 貌侨 乡 新 貌

日前，福建省福清市江阴镇 201 美
食街区举行“福兔呈祥·福满江阴”2023
系列庆新春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
来体验。

上图：活动现场，演员表演闽剧
《福在天地间》。

左图：市民与糖画合影。
王旺旺摄 （中新社发）

归侨讲述家乡巨变

不久前，一场别开生面的演讲活动在温州市鹿城
区城市岛屿举行。担任主讲人的胡鹏飞向现场和线上
参会的温州籍侨胞侨眷及留学生们，讲述了自己返乡
创业的故事。

2012年，在加拿大工作多年的胡鹏飞回到家乡鹿
城区七都岛，着手创办“谷子里”生态农庄。正是家
乡宜人的生态环境和近年来兴起的田园经济，让他看
到了投资机遇。

“在加拿大，城市周边有不少大型农场，许多人会在
周末前往那里露营游玩。回到家乡后，我意识到，七都
岛经过多年治理和发展，早已成为美丽的田园绿岛，正
适合开发类似的生态旅游项目，为城市快节奏的生活提
供一片世外桃源。”胡鹏飞说，“近年来，得益于政府的规
划和建设，七都岛到城区的交通越来越便利。作为‘岛
民’，我十分看好家乡在文旅产业方面的发展前景。”

如今，在胡鹏飞的生态农庄，20 多亩有机蔬果
和田园花海，吸引着城市居民来此游览。每逢周末和
节假日，生态农庄还会组织田间研学，不少学校和家
庭会带着孩子到这里亲近自然。农庄的各项业务经营
得有声有色。“我希望用自己返乡创业的经历，帮助
更多侨胞了解温州新风貌，找到投资创业的切入
点。”胡鹏飞说。

像胡鹏飞一样的侨界主讲人，在温州还有许多。
温州市委宣传部相关人士介绍，2016年开始，温州组
成了以青年侨胞侨眷等为主力的团队，通过短视频、

“云课堂”、线上直播、“庭院课堂”等形式，向海外侨
胞及留学生展示家乡风采，传递乡音乡情。截至目
前，温州的侨界主讲人团队已开展理论政策、人文社
科、民俗风情等各类主题活动 600 多场次，制作短视
频300余个，吸引超过30万人次海外受众观看。

“温州是著名侨乡，有近 70 万名侨胞分布在全球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讲好中国故事、浙江故事、温
州故事，温州有基础、有能量。”温州市委宣传部相关
人士说。“近期，围绕侨胞关心的热点话题，侨界主讲
人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乡村振兴、招商引资政策、优化
调整疫情防控措施等多项内容的讲解，在线上线下受
到广泛欢迎。”

邀请侨胞“走归眙眙”

在温州话里，“走归眙眙”意思是回家看看，这是
许多温州籍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心愿。

在文成县，民宿“寒舍迴塘”的创始人黄靖是一名
90后侨界主讲人。2016年，他和妻子从意大利回到家
乡文成县长塘村，把自家老屋改造成了中西合璧的现
代民宿。

黄靖说，得益于文成县对旅游业的支持和“侨家乐”
品牌民宿的政策指导，民宿从修建之初就找准了风格定
位，注重发挥归侨优势，打造既具“国际范儿”又具传统
底蕴的居住空间。开业以来，民宿的生意红红火火。今
年春节，超过一半的房间早在三四个月前就被订满。

2019年起，黄靖开始定期在微信和抖音平台进行
直播，分享民宿创业和运营的心得。

“民宿是展示中国乡村美好生活的绝佳载体。我们
在民宿里做直播，能够最直观地让大家看到中国美丽
乡村的新面貌，改变海外对中国乡村的刻板印象。”黄
靖说，“许多侨胞看后向我感叹，故乡山水美不胜收。
不少人都表示对开民宿有兴趣。我很高兴能为侨胞返
乡创业提供灵感。”

在文成县峃口镇九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黄巨栋是一位90后归侨。此前，他一直在柬埔寨经
营商超。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温州侨界主讲人
的视频，得知家乡的小村镇已经发生了大改变，不少
海外同胞都选择回乡创业，政府为此出台了系列扶持
政策。在那之后，他也决定回乡看看，寻找机遇。

“我们乡镇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在镇政府和村干
部带领下，九山村近年来入选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
村内还逐渐落地了九溪欢乐谷等许多代表性旅游项
目。我认为，在挖掘乡村特色旅游资源上，九山村未
来还大有可为。”黄巨栋说，“2020年，恰逢村干部换
届选举，我立即报名参与了选拔，希望借此机会进一
步了解家乡，带领村民发家致富。村里的党员群众得
知我有意愿推动家乡发展建设，全都给予了大力支
持。此后，我很荣幸当选为村支书和村主任，成为

‘一肩挑’的村干部。”
如今，黄巨栋也成为了一名侨界主讲人，对外介

绍美丽家园。

“作为青年一代，我们有必要发声发力，为家乡建
设贡献自己的力量。”黄巨栋说，“我希望帮助更多海
外侨胞了解家乡变化和政策红利，为他们回乡创业提
供更多便利。”

新的故事仍在继续

西班牙温州总商会会长团会长杨志产多年来一直
心系家乡瑞安市湖岭镇的发展。

“漂泊在异国他乡，我时刻关注着家乡的点滴变
化，时常通过网上新闻、地方微信公众号等获知家乡
的最新动向。温州市开展侨界主讲人活动以来，我了
解家乡建设进展、国内营商环境和政策又有了新渠
道。”杨志产说，“如今，我对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浙
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有了进一步体
会。我意识到，投资建设家乡村镇、扛起华侨使命担
当的最好时机来了。2022年春天，我开始着手筹备乡
村文旅开发项目，希望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

其实，杨志产早就在为家乡建设出资出力。十几
年间，他为湖岭镇桂峰乡老年活动中心、村居道路和
桥梁等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瑞安市侨史馆、瑞安市
公安民警救助奖励基金等捐赠 500 万余元。2006 年
起，他还为家乡困难家庭的子女进行捐资助学，至今
已资助了20多位学子。

现在，杨志产也从听众转变为一名主讲人。“通过
演讲，我希望和海外侨胞及侨团商会加强联络，分享
我投资兴业的经历、我对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理解
以及对家乡的深厚感情，帮助同样有志于家乡建设的
朋友了解更多信息。”杨志产说，“中国乡村蕴含巨大
的发展潜力。相信在国家的大力倡导和华侨华人群体
的热情努力下，会有越来越多人返乡投资，共同助力
乡村振兴。”

新春伊始，侨界主讲人团队又有了新计划。
“去年，我们村被评为浙江省 3A旅游村庄，今年我

们将朝着省级 4A旅游村庄的目标继续努力。在此过程
中，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述，让更多人看到中国乡村的
魅力。”黄巨栋说。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乡村旅游、户外运动、
田园经济等有望迎来新的春天。我们也将持续用丰富的
内容、多样的形式，向海外侨胞展现家乡活力。”黄靖说。

日前，2023 年“四海同
春·华星闪耀”加拿大春节晚
会先后在温尼伯、多伦多两
座城市上演。除这两座城市
外，由加拿大多地华星艺术
团等团体主办、众多侨界社
团和文艺团体参与的“四海
同春·华星闪耀”兔年系列春
晚还将于2月初至中旬陆续在
渥太华、温哥华和蒙特利尔3
个 城 市 登 场 。 这 也 是 渥 太
华、多伦多、温尼伯、蒙特
利尔4个华星艺术团疫情后首
度恢复线下春节演出。

温尼伯分会场的演出以
充 满 中 国 风 的 舞 蹈 《茉 莉
花》 开场，节目汇集风格多
样 的 舞 蹈 、 不 同 语 种 的 歌
曲、中西碰撞的器乐演奏等
精彩内容。温尼伯皇家芭蕾
舞团的华人首席舞者史越和
刘晨欣联袂奉献了 《胡桃夹
子》中的经典双人舞片段。

在多伦多分会场的春晚
中，中国古风舞、民族舞、
古典舞成为重头戏。开场与
落 幕 时 的 大 合 唱 《吉 祥 如
意》《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展现了中国春节的味道和海
外华人对故乡热土的深情。
男高音歌唱家罗慕洛·德尔加
多以中文献唱 《我爱你，中
国》，赢得满堂彩。

来自中国的川剧变脸演
员蒋进马不停蹄地参加了温
尼伯、多伦多两场演出。他
表演的变脸、功夫魔术令现
场观众啧啧称奇。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在贺函中鼓励加拿大
四地华星艺术团再接再厉，继续呈现更多高水
平艺术作品，为增进中加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
友谊作出新贡献。

加中文化艺术协会理事长、渥太华华星艺
术团团长张志刚表示，期待通过华星艺术团的
这一系列春晚，为观众奉献中西合璧的精彩节
目，带来对春天的祈盼和祝福，也促进加拿大
各地不同族裔民众近距离了解和感知华人社区
和中华文化。 （来源：中新网）

图为多伦多华星艺术团表演服装秀 《霓
裳青花》。 中新社记者 余瑞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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