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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游泳中心举办“点亮蓝灯”仪式

本报电（记者贾平凡） 4月2日是第十六个世界
自闭症关注日。当晚，国家游泳中心 （水立方/冰立
方） 第十三次为“星星的孩子”点亮蓝灯。“星星的
孩子”是指患有孤独症的儿童。自 2008年起，联合
国将每年的4月2日定为世界自闭症关注日，以提高
人们对自闭症患者以及自闭症研究与诊断的关注。
今年，“双奥场馆”携手社会各界爱心机构和企业，
将“公平、公正、团结、奋斗”的体育精神传递给
自闭症群体，并再次通过行动呼吁大家“尊重不
同，点亮希望”。

“点亮蓝灯”公益项目是由国家游泳中心携手中
国华侨公益基金会、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北京爱
尔公益基金会、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管理委员会、
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联合主办，由北京市归国
华侨联合会、北京市体育基金会、北京市丰台区残
疾人联合会、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等
15 家爱心企业和机构支持的关爱自闭症群体的社
会倡导类大型公益品牌项目，旨在通过“水立方/
冰立方”这一双奥地标建筑“点亮蓝灯”的公益举
措，提高社会对特殊群体的关爱与帮助。

今年，国家游泳中心继续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方
式，与国家速滑馆 （冰丝带）、 北京集智未来人工
智能产业创新基地有限公司等场馆和机构联合推出

“线上倡导”和“线下体验”系列活动。线上活动包
括活动日直播、融合儿童画展、公益倡导活动、直
播北京上海两地联动等；线下活动包括特殊人群融
合体育活动、医体融合与特需青少年可持续发展交
流会、融合儿童画展、爱心集市、点亮蓝灯仪式等。

据介绍，国家游泳中心是由来自10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 35万名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华人共同捐资
建造。这也成为国家游泳中心在运营中坚持公益属
性的起源。多年来，国家游泳中心始终坚持推动公
益事业，与公益组织共同为特殊群体提供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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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侨乡 扎根海外

我是广东省江门市鹤山市人。生在
著名侨乡，我的祖辈很早就有在海外打
拼的经历。在我出国前，我的很多亲戚
朋友已经在海外生活了。

1984年，我高中毕业，在家乡成为
一名中医师。1 年后，在智利开中餐馆
的父亲让我去帮忙。就这样，我第一次
踏上了万里之遥的南美洲土地，在智利
首都圣地亚哥和父亲团聚。

刚开始，因为语言不通和风俗迥异，
我不习惯在智利的生活，经常想家。当
时，圣地亚哥华侨华人总量只有 200 人
左右，以广东人为主。因为华侨华人数量
太少，我打消了在智利开中医诊所的念
头，开始一边学西班牙语，一边帮助父亲
经营中餐馆。当时，整个圣地亚哥只有 7
家中餐馆，都经营粤菜。每家餐厅的生意
都不是很红火，只够勉强维持生计。

上世纪 80 年代末，旅智侨胞掀起
考察北美和欧洲的风潮。我也到美国走
了一遭，眼界大开，发现了盘活智利中
餐业的诀窍：因地制宜、改良口味。回
到智利后，我推出新菜单，调整食物烹
饪方法。例如，馄饨由水煮改为油炸，
鱼和鸡的做法由做整只改为去刺去骨分
开做，牛肉由带骨炖煮改为用纯肉小
炒。这些改良方法更贴合当地人的饮食
习惯，大受欢迎。我们餐厅的生意一天
比一天红火起来。

2000年前后，我在智利拥有 3家中
餐厅，其中最大的餐厅面积近1000平方
米。在改良烹饪方法的同时，我也应时
而变改善经营方式，聘请侨胞和当地人

参与餐厅经营。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

侨胞来到智利。旅智侨胞构成也发生重
大变化。与此前的老侨相比，这一时期
的侨胞不再是赤手空拳、白手起家，而
是带着资金和资源来智利投资兴业。他
们到智利后从事的领域也更广泛，涉及
日用百货、服装、五金、矿业、房地产等。

近年来，中智两国关系更加密切，
经贸往来更加火热。中国连续多年是智
利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智利第一大出
口目的地。依托中国的广阔市场和智
利的丰富资源，穿梭在中智两国贸易往
来路线上的侨胞更多了。

收获温暖 增进信任

刚到智利不久，我就知道智京中华
会馆的存在了。智京中华会馆成立于
1893年，是一个公益慈善性质的侨团。

上世纪 80 年代，为了丰富侨胞的
文娱生活，智京中华会馆和中国驻智利
大使馆沟通协调，每个月给侨胞免费放
映一场电影。每逢春节，智京中华会馆
都会办一场茶话会，组织旅智侨胞欢聚
一堂。每到此时，圣地亚哥的中餐厅都
会制作一些过节菜品，送到会馆，供侨
胞免费享用。在那个大家都不富裕的年
代，这种朴素而温馨的茶话会，不仅慰
藉了侨胞的乡愁，也加深了侨胞团结互
助的情谊。

在正式加入智京中华会馆之前，我
被两件事深深触动。

第一件事发生在 1990 年。那一年，
我外公在智利去世。当时，我语言不
通、经济窘迫、不会料理丧事，平时和

侨团联系也不多。一时间，我慌了神，
对外公的丧礼一筹莫展。智京中华会馆
及时伸出了援手。得知我们没准备墓地
的情况后，智京中华会馆免费提供自己
预购的公墓，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在
智京中华会馆的号召下，很多素不相识
的侨胞主动来帮忙，把停灵和吊唁等事
宜一一安排妥当。这种雪中送炭的义
举，让我至今心存感激。

第二件事发生在 1997 年。那一年，
香港回到祖国怀抱。旅智华侨华人群情
激奋。智京中华会馆准备了三份庆回归

“大礼”：一是提前买下当时智利第一大
报的一整个版面，在 7 月 1 日当天刊登
香港回归的消息；二是提前向圣地亚哥
市政府申请最繁华的街道，组织侨胞敲
锣打鼓上街进行庆祝游行活动；三是在
圣地亚哥最大的公园举行舞狮、武术表
演等活动。

这两件事让我对智京中华会馆的信
任感大增。我深切感受到，这是个爱国
爱乡爱侨的侨团组织。

为侨服务 融入当地

2000年，我的几家中餐厅经营得有
条不紊，生活更加安稳平顺，我开始有
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侨团活动中。这
一年，我正式加入智京中华会馆理事
会。23年间，从理事会的普通一员，到
成为财务、理事、副主席、第一副主
席、主席，我对智京中华会馆理事会事
务参与度逐渐深入。

加入智京中华会馆理事会后，我回
国的频率显著增加：参加各级侨务部门
举办的研习班、受邀到北京天安门广场

观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大会、受邀列席全国和省市级政协会
议、实地参观考察企业和相关机构的发
展状况……每次回国，我都非常珍惜来
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每次回国，我都能
感受到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祖国
不断走向繁荣富强，是海外侨胞最喜闻
乐见的事情。旅居海外多年，我很清
楚：只有祖国强大，侨胞在海外才能更
受尊重，地位才能整体提升。

频繁往返于中智两国之间，我的视
野更开阔了，为侨服务的热情更高了。
帮助遇到困难的侨胞解决实际问题、办
好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宴、为智利智
京中华会馆中文学校争取更多国内的华
文教育资源、鼓励和吸纳更多年轻人参
与侨团活动……在为侨服务的过程中，
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奉献”“舍得”和

“诚实”这几个词的分量。只要踏踏实实
做事，就会得到侨胞们的尊重和支持。
这种成就感是多少金钱也买不到的。

在智利待得越久，我就越喜爱这个
国家和这里的人们。智利是我的第二故
乡，也是很多旅智侨胞的安居乐业之
所。这些年，除了做好为侨服务工作，
智京中华会馆也积极引导和帮助侨胞融
入住在国。参与抗震救灾、捐赠防疫物
资、关爱当地社会弱势群体，侨胞们把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华传统美
德带到智利；遵纪守法经商、带动当地
经济、牵线双边交流，侨胞们真心希望
中智两国都发展得好。

为侨服务工作永远没有尽善尽美的
时候，需要一代接着一代干。未来，我
希望有更多“侨二代”“侨三代”加入智京
中华会馆，参与到为侨服务的工作中。

（本报记者 贾平凡采访整理）

一晃，智京中华会馆主席李红光旅居
智利38年了。初次踏上这片神秘而陌生
的土地时，他不会想到自己会长居于
此，更不会想到会与这个至今已有 130
年历史的侨团结缘。从侨团的受助者、
参与者到负责人，李红光在感受温暖的
同时，也把为侨服务落到实处。关爱困
难侨胞、办好中文学校、培养新侨力量、联
络侨胞感情、促进中智交流……为侨服
务，李红光乐此不疲。他表示：“在为侨
服务中获得的成就感，是金钱买不到
的，付出再多都值得。”

以下是他的自述。

智利智京中华会馆主席李红光——

“希望中智两国都发展得好”

雄伟的城楼前，南越王赵佗头戴盔甲，手握剑柄，骑着
骏马，率领千军万马奔腾而来……进入广西铜石岭国际旅游
度假区，壮观的塑像群映入眼帘。

4月1日，2023年海外华文媒体“八桂侨乡行”采访团走进
世界华人联合总会永远名誉主席、马来西亚国会上议院原主席
曾永森的故乡——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北流市民安镇丰村。

铜石岭景区旁的丰村村庄，一幢幢淡黄色的小楼房令
人眼前一亮，具有岭南特色的灰瓦围墙、绿色庭院、乡村
小公园、图书馆、篮球场、铜鼓文化雕塑让人目不暇接。

“我的姑姑、伯伯们生活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当他
们回到家乡，看见我们建设的景区和美丽的村庄，直言

‘家乡变化太大了’。”铜石岭景区相关负责人杨靖华说。
铜石岭是汉代冶铜和铸造铜鼓遗址，以喀斯特地貌与

丹霞地貌共生而著称。由侨眷龙海盛投资打造的铜石岭旅
游项目，目前已完成投资8亿元人民币，并获评中国国家
4A级旅游景区。

近年来，丰村充分利用地处铜石岭脚下的资源优势，
发展乡村旅游，成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吸引海内
外游客纷至沓来。

杨靖华介绍，铜石岭景区年接待游客量超过 45 万人
次，为当地民众提供了就业机会和免费摊位，拓宽村民增
收渠道。

丰村党总支书记曾广南介绍，丰村共有 1034 户 4116
人，目前丰村旅居海外华侨共 38 人，归侨侨眷 120 多人。
多年前，丰村还是个不起眼的“荒村”，由于缺乏产业带
动，村民大多务农，年轻人靠外出打工养家糊口。

如今，丰村引导村集体和村民流转 1.2 万亩山林、土
地推进铜石岭景区建设，村集体和村民每年获得收益60万
元人民币，不少村民在景区就业，月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
丰村还盘活 2.5亩闲置土地，建设标准化厂房，引进箱包企
业。“厂子建成后，村民就能实现在家门口就业。”曾广南说。

“归侨侨眷侨属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了作用。”曾广南
说，丰村成立村级侨联组织，动员归侨侨眷侨属、乡贤企
业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建设中来，带动村民发展优质大
米、百香果等特色产业，如今的丰村是宜居、宜业、宜游
的美丽乡村。

“广西乡村风貌焕然一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5年
后再次走进广西参观采访，非洲《华侨周报》副总编辑严
凡高感触颇深地说，丰村是广西发挥侨力量推动乡村振兴
的成功探索，有示范作用，他定会多多宣传。

近年来，玉林市广泛发动海外侨胞、侨商侨领参加乡
村振兴建设，持续推动容县六王镇古泉村和玉州区仁东镇
鹏垌村等一批侨村建设，打造侨乡文化旅游名村、乡村振
兴示范点。最美侨村建设与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振兴发展
紧密结合，侨村焕发出勃勃的生机与活力。

（来源：中新网）

发挥侨力量推动乡村振兴——

昔日“荒村”变“丰村”
陈秋霞

云南南涧：
沃柑大丰收

近年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彝族自治
县公郎镇板桥村依托当地自然资源优势，因地制
宜、因户施策，积极引导易地搬迁点群众调整产业
结构，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增加农民收入，助力乡
村振兴。图为村民们正在采摘沃柑。

适志宏摄 （人民视觉）

“亲情中华”走进广西百色靖西

本报电（梁家迅 朱玉媚） 近日，“亲情中华·千
姿百色·走进靖西”暨“广西三月三·乡音播全球”
文艺慰问演出在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壮歌之乡——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靖西市举行。本次文艺慰问
演出由中国侨联、广西侨联、中共百色市委、百色
市人民政府主办，百色市委统战部、百色市侨联、
百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中共靖西市委、靖
西市人民政府承办。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副部长邢
砚庄，广西侨联党组书记、主席陈洁英，百色市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闫炳辰等出席晚会并致辞，百色
市和靖西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归侨侨眷、海外侨
胞、侨商代表以及各界群众 1000余人在现场观看演
出。此次演出通过“华人头条”“中新网”等海内外
媒体向全球华侨华人进行直播。

晚会在欢快的 《千姿百色》 歌舞声中拉开帷
幕。壮族姑娘展示的民族服饰秀 《壮美霓裳》 锦绣
华美，让人眼前一亮；国家一级演员周旋演唱的

《我的祖国》深情婉转，激发观众爱国热情；国家金
奖魔术师吴松涛带来的魔术 《鸽剧魅影——年年有
鱼》 神秘酷炫，令人眼花缭乱；梅派第三代男旦传
承人胡文阁京剧表演 《贵妃醉酒》 字正腔圆，尽显
国粹魅力……整台晚会共 12个节目，充分展现了中
国优秀文化与百色壮乡文化的特色，表达了人民对
党的无限热爱和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此外，在演出现场，8位来自社会各界爱心企业
和爱心人士为广西华侨爱心基金会和百色市捐赠了
价值184万元的医疗设备、体育器材等爱心款物，所
捐款物将全部用于支持广西和百色的乡村振兴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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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侨 乡 新 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