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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已拥有的 56 项世界遗产
中，福建土楼、开平碉楼、厦门鼓浪
屿和泉州都与“侨”息息相关。近日，
在中国第七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
临之际，侨乡学者、侨胞讲述了他们
为申遗助力的故事。

广东侨乡开平，因碉楼而闻名。
2007年6月，“开平碉楼与村落”在新
西兰第 31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首个华侨
文化世界遗产项目。五邑大学广东侨
乡文化研究中心暨建筑系教授谭金花
曾参与申遗工作，负责开平碉楼与村
落项目英文申报文本和规划文本的撰
写。她表示，现存 1800多座大大小小
的碉楼见证了一段华侨文明。

谭金花从小在开平长大。对她而
言，碉楼不仅珍藏着儿时与玩伴肆意

奔跑、穿梭其中的旧时光，还记录着
华侨叶落归根、回报桑梓的故事。“保
护碉楼文化，为海外游子留住文化之根
是我从事该研究的初衷和动力。”她说。

数百年前，大批在海外打拼的开
平华侨回乡建造家园。为保护侨眷安
全，居守兼备的多层塔楼式建筑拔地
而起。谭金花介绍，碉楼的墙体厚
实，四周遍布射击孔，配备了枪械、
石子、探照灯等工具；楼顶四角筑有

“燕子窝”，居高临下的防御设施能够有
效保护居住人的安全。

“碉楼凝聚了华侨先辈的智慧，一
砖一瓦皆是他们心系故里的印记。”谭
金花表示，华侨将罗马柱、拱券、琉
璃瓦顶、巴洛克装饰等西方建筑元素
巧妙融入碉楼，实用与美观兼顾。夏
日村庄田连阡陌，一座座碉楼矗立其

中，中西元素相得益彰，展现出侨乡
建筑独特的魅力。

谈及开平碉楼的保护与开发，谭
金花表示，尊重历史是前提条件。“开
平碉楼是华侨文化的典范之作，我们
不仅要保护建筑的本体与外部景观，
还要还原、保护老物件，挖掘尘封的
华侨故事和其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

2021 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
海洋商贸中心”被批准作为文化遗产列
入 《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 56
项世界遗产。“这是泉州人的骄傲。”回
忆起当时的情景，马达加斯加华商总
会会长、法国福建商会会长蔡国伟依
旧激动不已。

“泉州曾是世界海洋商贸史的重要
地标，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
点。但泉州的申遗之路并不好走，20
年的时间里经历了诸多变数。”蔡国伟
对此深有体会。为帮助家乡申遗，他
带领法国福建商会参与、举办各类文
化活动，向海外民众讲述泉州深厚的
历史底蕴和海丝文化。“同时，我们还
积极配合、协助相关部门，为其向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报送申遗资料提
供服务保障，为申遗助力。”蔡国伟说。

家乡一直是蔡国伟在异乡拼搏的
底气。1997 年，蔡国伟带着向朋友借
的 5 万元人民币，到马达加斯加开启
纺织服装贸易生意。他说，一代代华侨
出海经商，相互帮扶，“爱拼才会赢”的
闽商精神一直激励他克服一切困难。

每逢春节，蔡国伟会在马达加斯
加举办华人庆祝活动，将家乡的高甲
戏带到海外。慰藉乡愁的同时，也能
够向海外民众带去丰富多彩的非遗
体验。

“希望能让更多的海外民众近距离
接触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交流中激
发泉州非遗文化新活力。”蔡国伟说。

（据中新社电 记者金 旭）

孟夏的午后，骄阳似火，60
多岁的归侨冼妹在自家经营的小
吃铺里，边听着录音机里播放的
疍家咸水歌，边向来往的游客和
周边居民出售糖水、煎堆等消暑
解馋的小吃。

冼妹的小吃铺位于中国最大
的归侨安置点——广西壮族自治
区北海市侨港镇。20世纪70年代
末，包括她在内的大批越南归
侨，被安置在侨港。与他们一起
到来的，还有独具特色的“古早”味
小吃和民俗文化。

侨港镇归侨安置楼沿街，林
林总总的摊位中混合着疍家和越
南风味的各种小吃，构成了体验
当地早市烟火的侨港籺仔街。籺
仔，是北海当地人对除面包、蛋
糕外点心类食品的统称。

冼妹说，她的小吃铺最初只经
营早餐，曾经连每年 1800 元的租
金都赚不到。如今，这个小吃铺已
经支撑起一家几口人的生活开销。

侨港籺仔街承载着当地归侨
侨眷“记忆中的味道”，也是游客热
衷来打卡的北海“网红”市集之
一。据悉，侨港籺仔街不日将迁
新址，摊位将扩大到40多家。

夕阳西下，海滩上支起天幕和
帐篷，亮起彩灯，人们三五成群聚
在一起，边吹海风边喝小酒；渔港
露天排档里，人们边听街头歌手献
唱，边品尝各类海鲜美食；侨港风
情街上，充满怀旧风格的灯箱招牌
在夜幕下交相辉映，糖水店、冰室、
小吃店、特产店内人头攒动……侨
港的夜生活别具风情。

归侨吴玉明出生在越南婆湾
岛，生于船上长于船上，是典型的
疍家人。他在侨港风情街小港北一
路路口经营一家卖越式和疍家特
色米粉的店铺，吸引许多游客前来
品尝。“随着侨港风情街的发展，归
侨侨眷们制作的糖水、炒冰、卷粉、
蟹仔粉、煲仔粉等特色美食逐渐成
为侨港的‘名片’。”吴玉明说。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吴玉明
还开办了民宿。作为侨港镇美食
协会会长，吴玉明正计划带领更
多归侨侨眷，探索如何用具有侨
越特色的疍家“古早”味，抓住游客
的“胃”与“心”。

在广西最大的虾米加工基地
侨港电建村，沿街各种咖啡馆、
轻食、手工文创、民宿等商业店
铺林立，村内渔耕文化馆、虾米
工坊、电建村史馆等文旅场馆相
继建成投入使用，昔日的传统渔
村正变身为清新的“文艺渔村”。

官方统计，近 5 年来，侨港
风情街共接待游客约 1600 万人
次，其中夜间游客量约占总游客

量的 69%，实现经济消费约 13 亿
元。侨港已经形成集文化、旅
游、休闲、观光、餐饮、购物、
住宿等为一体的特色夜间文化和
旅游休闲消费集聚区。

北海的“王牌”景区银滩，近
日被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确定为新
一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作为十
里银滩的一部分，侨港借势开发
融汇侨乡历史文化、疍家民俗风
情、海滩休闲度假等内容为一体
的旅游项目，提档升级文旅设
施，打造出侨港海滩“越式夜市”、
电建“最美文艺渔村”等新晋网红
打卡点。2022年，侨港小镇获评
国家4A级旅游景区。

文旅新业态的出现，正吸引
越来越多的侨港年轻人选择将梦
想扎根家乡。在电建村经营咖啡
店和民宿的叶家雄和薛骏，就是
其中的代表。在他们看来，曾经
贫困的渔村正在焕发新活力，由
此将带来更多创业和发展机遇。

（据中新社电 记者冯抒敏、
翟李强）

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王加清——

帮助旅法侨胞维护自身权益

1990年，王加清离开家乡

浙江省温州市，远赴法国巴黎

创业。在异国他乡，他从零开

始，辛勤打拼 30 余年。这些

年，最令他念念不忘的，是为

法国侨界服务的经历。他曾先

后担任法国华侨华人会执行主

席、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会长等职。王加清说，作为旅

法侨领，帮助侨胞维护自身权

益，他责无旁贷。

以下是他的自述。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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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见世遗，留住乡愁

日前，游客在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五里街古街观赏永春高甲戏表演。
康庆平摄 （人民图片）

近日，“楚雄彝绣，绣出美好生
活”新闻发布会在云南省楚雄市彝
人古镇举行。近年来，云南省楚
雄彝族自治州将彝绣产业与乡村
振兴紧密结合，多措并举推进手
工刺绣产业发展。

上图：绣娘在活动现场教小
朋友刺绣。

右图：模特在活动现场展示
刺绣服饰。

梁志强摄 （新华社发）

古老彝绣焕新颜

侨 乡 新 貌

奔走忙碌

1990 年 9 月 12 日，我第一次踏上法国巴
黎的土地。初到异乡，人生地不熟，生活很
艰难。我从零开始学习法语，从制衣厂工人
做起，一点点积累创业经验。两年后，我买
下一家蛋糕店，取名“你好”，逐渐站稳了脚
跟。之后，我成立了“你好”食品集团，开始经营
连锁蛋糕店。

2008 年，我开办“新温州”华人商超。超
市销售的食品和日用品都来自中国，受到当
地华侨华人的欢迎。此后，我又开办了巴黎
国际大酒店，事业越做越好。

在创业过程中，我切身感受到在异乡打
拼的不易。曾经有一段时间，部分华人聚居
区治安状况较差，华侨华人被抢劫、殴打的
情况时有发生。目睹同胞遭受暴力犯罪和种
族歧视，我义愤填膺。到法国后不久，我就
加入了法国华侨华人会，希望为保护同胞的
安全尽一份力。

法国华侨华人会是法国历史最悠久的社
团之一，前身是成立于1971年的旅法华侨俱
乐部，这是中法建交后旅法华侨华人最早建
立的社团。长期以来，法国华侨华人会一直
以服务侨胞、爱国爱乡、促进中法友谊为宗
旨，在联系侨胞情谊、加强侨社团结、维护
侨胞利益、传承中华文化、推动华文教育等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加入社团后，我积极参与
和组织各类活动，为维护侨胞权益奔走忙碌。

勇于发声

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全
球华侨华人欢欣鼓舞。

然而，当奥运火炬传递至巴黎时，反华杂
音不时冒头，试图抹黑中国甚至要阻碍火炬正
常传递。我当即决定组织华侨华人行动起来，
保护奥运圣火。

奥运火炬在巴黎传递那天，我组织了一
批华侨华人和中国留学生聚集在巴黎市政府
广场，大家人手一面中国国旗，为火炬传递
呐喊助威，整条街道都能感受到大家的爱国
热情。之后，我们还在巴黎共和国广场组织
了万人集会，宣传北京奥运，驳斥反华声
音。这场集会让旅法侨胞备感振奋，也让法
国民众和媒体更加了解北京奥运会、了解中
国。集会期间，我们组织有序、理性发声。
集会结束后，广场片纸不留、干净整洁。华
侨华人的良好素养得到了巴黎警方和民众的
认可和赞许。“奥运是一座桥，不是一堵墙。”
这是我们集会的口号，也是我们践行的奥运
精神。

这场集会后，越来越多旅法侨胞意识
到，要勇于发声，才能让法国主流社会更加
了解我们，更加了解中国。

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2010
年6月1日晚，一名华人在美丽城大酒店举办
婚礼。参加完婚宴的侨胞刚走出酒店，就被
一群歹徒围攻，遭遇抢劫殴打。当时，我就
在酒店200米外的一家餐馆用餐。亲眼目睹现
场惨状，我满腔悲愤。

这场暴力事件点燃了法国侨界的怒火。
我们认为，华侨华人需要行动起来，保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第二天，我号召法国侨界在华人聚居的
美丽城组织“反暴力要安全”维权大游行，反对
针对华裔的种族歧视和暴力犯罪行为。6月20
日游行当天，3 万多名华侨华人走上法国街
头，齐声高喊“反暴力要安全”的口号，感染了
许多亚洲移民和法国民众。当时，华侨华人和
当地民众一起参与游行的场面，受到法国主流

媒体和网友的高度关注，也让法国当局听到了
华侨华人的呼声。

2天后，当地4个区政府宣布，设立“指导委
员会”负责解决美丽城街区的治安问题。巴黎
警方还邀请华侨华人代表参加座谈会，听取大
家的诉求。随后，巴黎警方采取了一些举措改
善治安环境，如增加监控摄像头、设置中文报
警系统、加强警力等。我们再次用实际行动捍
卫了华侨华人的合法权益。

促进交流

在一次又一次的团结行动中，旅法侨胞
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和能力越来越强，法国
社会对华侨华人群体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如
今，法国各个侨团几乎都有帮助侨胞维权的
组织和专业律师。维护侨胞的合法权益，成
为各个侨团的重要使命之一。

在“反暴力要安全”维权游行之后，我们
还尝试加强与法国政府高层的联络和沟通，
进一步提升法国政府和主流社会对华侨华人
的重视程度。2015年5月，我们向时任法国总
理瓦尔斯寄送万人签名信，要求法国政府重
视华侨华人的安全问题。此外，我们还在法
国街头邀请当地民众签名，让更多人了解华
侨华人的合理诉求，加深对华侨华人处境的
理解。

当年 6 月 26 日，我们收到瓦尔斯的亲笔
回信，信里写道，他已了解到在法亚裔族群
对于社会治安问题的关注，法国政府将在考
虑不同社区和族群特殊性的同时，采取一切
措施保证国土上所有人的安全。

近年来，我多次回国参与重要活动，对
侨胞权益保护等工作畅所欲言。

2015 年，我第一次作为海外侨胞代表，
列席当年的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我提出设
立“华侨日”、在侨乡创办华侨国际青少年学
校、制订海外侨胞国内投资保护法、做好华侨
华人新生代相关工作等多项建议。今年 5月，
我回国参加了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
经历新冠疫情的考验后，我更加清楚地感受
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韧性和中国开展对外
交流的文化自信。

现在，中法经贸文化往来更加频繁，越
来越多法国人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能够平
等友善地与华侨华人开展交往与合作。对那
些不太了解中国的欧洲人来说，华侨华人就
是他们认识中国的一座桥梁。今后，我们将
继续在中法民间交往中发挥能动性，让更多
法国朋友了解中国、爱上中国。

（本报记者高 乔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