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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乡

新 貌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龙圩区
大坡镇松柏村的早稻迎来丰收，稻田、民

居、道路与青山相映成趣，如诗如画。
颜桂海摄 （人民图片）

早稻丰收早稻丰收

新 时 代 · 新 侨 乡

濒长江、临黄海，南通位于
江海交汇之地。江潮奔腾，蓄积
拼搏的力量；海纳百川，激荡开
放的气度。千百年来，这里无数
爱拼敢闯的江海儿女远离故土、
施展抱负，又有无数心系桑梓的
江海儿女衣锦还乡、造福乡邻。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乘
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许多南通
人走出国门，到海外打拼。如
今，“新侨之乡”已成为南通八
大城市名片之一。南通市侨办
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市旅外新

侨超过10万人，足迹遍布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海门、通
州等地出现了家家有华侨、户
户是侨眷的“华侨村”。

这些年，新侨带给南通的变
化有目共睹。各界华侨资源富
集、侨资企业扎堆入驻、侨资项
目纷纷落地生根、侨胞捐建的学
校、道路、桥梁比比皆是……日
前，本报记者走进南通实地调研
采访，了解“新侨之乡”的侨情新
貌，感受张謇故里的历史底蕴，
触摸江海之城的发展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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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 1923 年“排华法”出台
100 周年之际，该国首座由官方资助建
立、记述华人移民历史的华裔博物馆在
温哥华华埠揭幕。当地时间7月1日，博
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华裔博物馆位于温哥华华埠永生号
大楼，这是华埠历史最悠久的建筑物之
一，与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一街之
隔。馆内有常设和临时展厅、多用途项
目和活动空间以及学生学习空间。

该博物馆的开幕展览 《寻影觅迹：
1923年“排华法”》，展出数百件“排华
法”实行期间华人的身份证明文件。馆内
同时有“移民的艰辛历程”展览，并有展厅
再现旧时华人学堂和居家客厅风貌。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贺函中表示，
这座博物馆将成为对加拿大华人所作贡
献，对坚韧华人社区的丰富历史、精彩
故事和深厚文化的致敬。

加拿大国际贸易、出口促进、小企

业和经济发展部部长伍凤仪等嘉宾为加
政府设立的“排华法”百年纪念铭牌揭幕。
这一以英、法、中三种文字记述“排华法”
历史的铭牌将存放于华裔博物馆。

华裔博物馆董事会主席黄丽珠表
示，该馆使命是“让加拿大华人故事产
生共鸣，推动全民包容”。博物馆行政总
裁李林嘉敏表示，期待该馆能扮演独特
角色，令人们了解华人在加拿大历史和
艺术传统中的地位。

温哥华市长沈观健表示，华人在加
拿大的城市、省份和国家建设之中发挥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博物馆彰显了华人
的诸多贡献。

加拿大曾于 1885年颁行 《华人移民
法》，通过征收“人头税”限制华人入
境。1923年7月1日，加拿大政府实施俗
称“排华法”的新版《华人移民法》。该
法直至1947年5月才被废除。

全加华人联会共同主席蔡宏安表

示，这是一座在华人呼吁和争取之下
“迟来的博物馆”。华人作出的功绩和牺
牲是加拿大历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却被长期忽视，未获应有认可。他希望
华裔博物馆正式开放后，能引起加拿大
社会的更多关注与反思，成为记录华人
历史的重要基地；同时对华人后代及加
拿大社会产生教育意义，推动海外华人
史的交流与研究。

华人历史研究学者、作家丁果表
示，华裔博物馆将是完整讲述加拿大华
人社区真实地位和贡献的重要平台；帮
助华人新移民了解先侨历史，建立历史
连接感；在公众教育方面有助于社会了
解历史、更正确地看待华人社区。

丁果还指出，要彻底解决加拿大的
族裔平等问题，仍需对历史有清晰的认
知。他期待多伦多、蒙特利尔等华人聚
居地未来也能建立华裔博物馆。

（据中新社电）

一个华侨村——

在外经商村民遍布五大洲

从南通市中心出发，向西驱车30多分
钟，就到了林西村。林西村位于南通市海
门区三星镇和通州区川姜镇交界处，距中
国叠石桥国际家纺城仅1公里，是江苏省侨
办命名的两个“华侨村”之一。

塞尔维亚 16 人、罗马尼亚 11 人、泰
国5人、南非36人、赞比亚21人、加拿大
5 人、厄瓜多尔 10 人……在林西村党群服
务中心的一面墙上，一幅“走向世界的林
西人”电子示意图清晰标注了林西村人在
五大洲的分布状态。

现在，林西村 3586 名村民中，有 600
多人在外经商，足迹遍布五大洲20多个国
家和地区。

林西村成为华侨村的故事，要从30多
年前说起。1991年，林西村村民郁建祥背
着20包绣品到罗马尼亚碰运气，成为海门
区出国经营第一人。尝到甜头的郁建祥回
国后，迅速将好消息分享给家乡亲友。自
此，在“亲帮亲、邻帮邻”的淳朴乡风带
动下，越来越多爱拼敢闯的林西人抱团

“出海”，打拼事业。“老乡变老外”，成为
这些年走向海外的林西村人的生动写照。

在出国创业的热潮中，时任林西村党
支部书记蔡云松坐不住了。

“村看村，户看户，村民看干部。我
不带头致富，又怎么领着村民致富呢？”
蔡云松说。1997年，蔡云松踏上赴罗马尼
亚“开路”的创业征程。和所有海外侨商
一样，蔡云松也饱尝创业的艰辛。但他从
不气馁。每次村中开会，他都和乡亲们分享
出国经商的心得体会、便利条件和注意事
项。在他的带动和鼓励下，林西村一大批村
民到海外经商，闯出了更多致富门路。

40多年前，叠石桥是只有三排遮风挡
雨竹棚的地摊集市。随着到海外从事家纺
贸易的南通籍侨胞越来越多，叠石桥家纺
产业也不断提质升级。如今，叠石桥已升
级为国际家纺产业园区，商贸楼宇、政务
中心和现代化厂房鳞次栉比，商铺过万，
客商云集。2022年，叠石桥国际家纺产业
园区市场交易额达1400亿元。

在海外，不少南通籍侨商不仅是成功
的商人，也是促进住在国和中国往来的民
间外交大使。在异国他乡，他们乐善好施，
和当地民众打成一片，留下了“中国人，好
朋友”的好口碑。

通过南通籍侨胞的牵线搭桥，2022年9
月9日，南通市与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市兹
韦兹达拉区“云端”牵手，签署建立友好城
市关系协议书。至此，南通的国际友好城市
数量达28个，分布在五大洲的17个国家。

一个华创苑——

激发侨胞回乡创业热情

对江苏九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归侨黄永峰而言，2020年10
月14日是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江苏省
首家华创苑——“南通华创苑”揭牌成
立，黄永峰的公司成为首批入驻的科技型
企业之一。

在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紫琅科技城
的一栋大楼里，“南通华创苑”是不少侨
商常去坐坐的地方。两年多来，依托紫琅
科技城高新产业集聚优势，这里成为南通
华侨华人创新创业产业集聚区。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办公场所、人才
公寓和房租减免等优惠政策。同时，我们
能更及时、清楚地了解省市创新创业政
策。”黄永峰介绍，“我们将企业总部搬到
这里，是个非常正确的决定。两年多来，
平台更大了、资源更多了、业绩更好了。”

黄永峰更确信的是，13年前回国发展
是个正确决定。

2010 年，通信工程专业出身的黄永
峰，瞄准了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的大好前
景，决定回乡创业。“我在叠石桥出生长
大，打小耳濡目染，再结合专业背景，自
然就想到了‘互联网+家纺’的创业方
向。”黄永峰说，“我先在电商平台上开网
店，卖家纺产品。2015年，我决定做一个
专门的家纺电商平台——‘91 家纺网’，
为从事家纺行业的商户扩大销路提供便
利。2022 年，‘91 家纺网’入驻商户约
9300户，交易额约32.4亿元。”

黄永峰明显感觉到，这几年回乡创业
的南通侨胞越来越多，其中不少是“侨二
代”。“新侨拥有国际化视野，具有创新思
维，不仅继承了老一辈吃苦耐劳的品质，
还背靠中国制造水平不断提高的优势，未
来可期。”黄永峰说。

筑巢引凤，“南通华创苑”主动为侨
胞回国创业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南通市
委统战部副部长、市侨办主任金志伟介
绍，截至目前，南通市委统战部指导 4 个
县 （市、区） 成立华创苑，并促成26家高
端科技型企业入驻市级华创苑，引进海外
高层次人才 150 余名，招引侨资、新侨项
目 11 个，投资总额达 65 亿元，吸引 16 个
海外高层次人才项目签约南通。

“南通华创苑”是南通发掘侨资源、
用好侨力量的一个缩影。据统计，全市侨
资企业约 1860 家，侨资项目 13049 个，协
议外资 120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566亿
美元，投资项目涉及纺织轻工、机械制
造、医药化工等20多个行业。

一个近代城——

向世界讲好张謇故事

南通博物苑、大生纱厂旧址、唐闸印
象展览馆……驱车在南通走走停停，具有
民国风情的建筑不时出现在视野中，“中
国近代第一城”的历史底蕴扑面而来。在
这里，人们都会被一个人的故事吸引——
近代企业家、政治家、教育家张謇。

百余年前，清末状元张謇怀揣实业救
国的梦想，在南通打造了“中国近代第一
城”。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第一所民间

博物苑、第一所中国人办的盲哑学校、第
一所戏剧学院和第一所气象站……张謇一
生创办了 20 多家企业、370 多所学校，创
下 23 个“中国第一”，为中国近代民族工
业的兴起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正因此，张謇被誉为爱国企业家的典范、
民族企业家的楷模、民营企业家的先贤。

“爷爷做了很大的事情，是个爱国的
人。”张謇的孙女张柔武今年105岁。谈及祖
父生平经历对当代年轻人的启发，她朗声
道：“希望他们做实事，在新的征程上，再有
所发展，继往开来。坚持、拼搏。”

“为大众利益事，去一切嗔恨心。”张謇
实业报国的故事，深深烙印在每一个南通
人心里。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南通人走出
国门，张謇的故事也被带到世界各地。

2018年8月，“亲情中华·文化讲堂·张
謇故事”大型多媒体演讲亮相美国。该活
动由中国侨联、南通市侨联和美国中国文
化艺术基金会联合主办，讲述张謇在实
业、教育、文化、慈善等领域的故事。10
天时间里，主办方在洛杉矶、旧金山、纽
约举办4场演讲，吸引2000多名观众。

“盛况空前！”在洛杉矶参与演讲组织
工作的美国江苏经贸会副会长王剑云说，

“我第一次对张謇的生平有了系统性了解，
敬佩不已，也为身为南通人而自豪。”

在联合国总部和纽约图书馆听到的两
场演讲，让美国中国文化艺术基金会主席
朱瑞凯记忆犹新，“先贤张謇强毅力行、
百折不挠的精神，值得海外华侨华人薪火
相传、发扬光大。”

今年4月，南通市委网信办正式向海内
外推出中英文对照版图书《漫话南通》，张
謇故事是书中重要章节之一。近期，该书相
继亮相英国伦敦书展和第 117 届法国巴黎
国际博览会，吸引不少海外读者驻足翻阅。
两年前，南通市委网信办推出《漫话张謇》
一书：彩色漫画，配以短文，中英文对照，令
人耳目一新。如今，张謇已成为南通对外展
示“新侨之乡”风采的文化名片之一。

在南通唐闸镇结束调研采访时，暮色
四合，晚霞映红了天边，通扬运河徐徐向
前；不远处，原大生纱厂门楼——钟楼悠
扬的钟声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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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华裔博物馆对公众开放

记录华人历史 致敬华人贡献
余瑞冬

加拿大华裔博物馆对公众开放

记录华人历史 致敬华人贡献
余瑞冬

“如今，湖南乡村的新
面貌、涌现的新业态，村民
流露出的幸福感，都值得
向海外宣传推介。”罗马尼
亚 《欧洲侨报》 副社长孙
雨梅表示，将用海外受众
喜闻乐见的方式，全面生
动地报道湖南乡村振兴的
新成就，呈现真实的中国
农村景象。

近日，为期6天的“乡
村振兴看湖南”——2023
行走中国·海外华文媒体高
层湖南行活动落下帷幕，
19 国华媒代表深入长沙、
怀 化 、 湘 西 、 张 家 界 等
地，与村民对话，感受乡
村振兴脉动。

“不论是湘西竹山村利
用古建筑保护打造旅游目
的地，让村民在家门口当

‘演员’领工资，还是张家
界合群村发扬民族文化推
动文旅融合，都让人深切
感受到乡村振兴赋予中国
乡村的旺盛生命力。”美国

《维加斯新闻报》 副社长韦
元龙一路走一路拍，及时
把“现场画面”传递给海
外华侨华人。

捷克 《捷华通讯》 副
主编王小璐说，如今，湘
西十八洞村的村容村貌焕
然一新，游人如织。这里
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世界
其他国家提供了可供借鉴
的乡村发展范本。“我们有
义务和责任把它宣传出去，让更多海外民众看到。”

在怀化市沅陵县太安社区，加拿大维多利亚传
媒董事长王燕云看到，超市、学校等基础设施建设
完备，还有5家企业在社区开办就业帮扶车间。“村民
下楼就能到车间上班赚钱，不远处就是幼儿园，从孩
子们的欢声笑语中，我们能感受到幸福。”她说，乡村
振兴落到实处，各项工作高效开展，得益于中国有一
支优秀的基层干部队伍。

浏阳市小河乡乌石村的农民画师，利用农闲时
间吃上“艺术饭”，给南非《非洲时报》副总编辑孙
想录留下了深刻印象。孙想录计划寻找机会牵线搭
桥，组织更多南非媒体来中国乡村实地采风。

泰国《星暹日报》新媒体总监李绍曦说，湖南乡村
注重可持续发展，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和传承历史文
化，在资源利用、环境保护、文化传承等方面考虑长远
效益。她会选取更多生动、鲜活的素材，用讲故事的方
法与海外受众进行交流，推广湖南乡村振兴成果。

“每一个村都有不一样的精彩。这让我们看到，
中国的乡村振兴之路注重因地制宜，贴近生活和群
众。”柬埔寨《柬华日报》副总编辑赵孝耀说，中国
的乡村振兴事业正在吸引世界目光。他将把此行的
所见所闻所感进行可视化呈现，让海外读者感受中
国乡村日新月异的变化。

（据中新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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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江苏省南通市——

江海之城涌动新侨力量
本报记者 杨一枫 彭训文 贾平凡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十
八洞村，山峦叠翠，云雾缭绕，美不胜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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