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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中巴青年交流小组——

为孤儿构筑温暖“小家”

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有一栋四层小楼，一楼
是大病患者的临时小家，为不超过 65 岁的病人提供
临时居所；二楼、三楼和四楼是为孤儿提供的学习和
居住之所。

清晨，朗朗读书声从四楼教室传来，忙碌的志
愿者在四楼厨房张罗饭菜，一些孩子在活动场地跳
绳……小楼的热闹一天开始了。这栋小楼是中巴青
年同心圆小家项目根据地。

巴基斯坦华侨华人协会秘书长马斌是中巴青年交流
小组的创始人和负责人。他介绍，该项目于今年5月28
日即中巴建交72周年纪念日启动，是中巴青年交流小
组与北京同心圆慈善基金会达成的长期合作项目，目
的是为因洪灾、战争失去家庭的孩子构筑温暖小家。

志愿者是中巴青年交流小组同心圆小家项目的重
要组成部分。目前，该项目共有11名华人志愿者和4
名巴基斯坦志愿者。“买菜、和孩子们聊天是志愿者
的日常。志愿者就是同心圆小家孩子们的‘新家人’。
他们每天给孩子的第一个礼物便是暖暖的拥抱。”马斌
说，在志愿者们的陪伴下，同心圆小家孩子们的教育
也能得到保障：孩子们上午到当地学校上课，下午在
同心圆小家四楼上中文课。

自项目启动以来，同心圆小家开展了许多中巴儿
童交流活动。玩丢手绢游戏、唱中文歌曲、包饺子、
分蛋糕……今年6月1日，中巴教育文化中心的华人孩
子和家长走进同心圆小家，和同心圆小家的孩子们共
同度过了一个欢乐又难忘的儿童节。“我们一边包着饺
子，一边讲着包饺子的文化传统和中国不同地方的饺
子特点，让中国传统文化走进同心圆小家。”马斌说。

“在孩子们入住同心圆小家前，当地许多华人的孩
子拿出了自己的压岁钱，为同心圆小家购买了床铺和
室内装饰品，还买了跳绳、板球等体育用品。在孩子
们入住同心圆小家后，华人的孩子也会来和他们一起
玩耍。”看着孩子们灿烂的笑容，马斌深感欣慰，“同心
圆小家凝结着中巴深厚友谊，传承着扶危济困的中国
传统美德，我们会坚持做下去。”

泰国华侨报德善堂——

为失业妇女提供谋生工具

最近，几位泰国的失业妇女分别收到了来自泰国
华侨报德善堂的独特礼物。

泰国南奔府曼那区政府扶助房社区前，一位
56 岁的单亲妈妈摆摊卖饭，为客人盛着肉丸和热
粥。这位单亲妈妈需要抚养两个患脑疾孩子和一
个待业家中的孩子。她说，多亏华侨报德善堂工作
人员送来了崭新的煤气架、电饭煲等炊具，生活又
有了指望。

泰国南奔府直辖县一个村庄里，新开了一家理发
店。女店主的丈夫患肾病晚期，两个子女还在上学。
此前，受家庭条件的限制，女店主“在自己家里开个
理发店，增加收入来源”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得知情
况后，华侨报德善堂送来理发座椅、洗发床等理发设
备，让梦想照进现实。

这两个捐助是同一个合作项目的一部分。今年 7
月3日上午，泰国华侨报德善堂与泰国社会发展和人
类安全部妇女及家庭局在泰国华侨报德善堂新厦二楼
会议厅举行“促进妇女就业”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给
单亲妈妈为主的失业妇女提供谋生工具，帮助妇女撑
起一片天。

“我们关注到失业妇女尤其是乡下的失业妇女抚
养负担过重，没有收入来源，生活非常贫困。根据当
地政府提供的信息，我们针对不同妇女的特长和需
求，进行点对点援助，为其提供谋生工具，比如缝纫
机、烤炉、洗衣机等。”泰国华侨报德善堂副董事长徐
光辉说。

泰国华侨报德善堂成立于1910年，距今已有113
年历史，是泰国颇具代表性的慈善机构之一。

“百余年来，泰国华侨报德善堂传承中国宋代高
僧大峰祖师‘为善至乐’‘仁义济世’的精神，一直致
力于救死恤生、纾解民难，慈善项目涵盖教育、文化、
医疗等领域。如今，华侨报德善堂志愿者达 4000 多
人。”徐光辉表示，“这个失业妇女扶助项目，我们会一
直做下去，希望能够改善当地妇女的生活状况，让更
多当地人感受到华侨的善心仁爱。”

意大利米兰浙江侨商联合会——

构筑民心相通的中意之桥

7月4日，意大利米兰浙江侨商联合会会长林茂风
收到了一封来自意大利波拉特市政府的感谢信。米兰浙
江侨商联合会为 6月 24日 7时半开始的不夜城活动捐
赠了一笔物资——荧光棒5000根，为该活动添上一抹
亮色。“许多当地人把荧光棒戴在头上或手上，伴随音
乐舞动，十分迷人。不少人询问荧光棒的领取处。夜
色和荧光的辉映下，不夜城活动更美妙了。”林茂风说。

“不夜城活动是当地的年度文化活动，数小时内
人流量上万。我们对该活动的捐赠善举得到了当地媒
体的报道。不少当地人因此认识了乐于助人的华侨华
人。”林茂风说，“过去几年，无论是帮助当地抗击新冠
疫情，还是在自然灾害发生时积极捐赠，华侨华人都
用真诚行动回馈住在国。”

今年5月，意大利发生严重洪涝灾害，林茂风带
领侨团迅速开展了捐助行动。

“洪灾发生后，我第一时间关注到中国驻米兰总领
事馆发布的消息。看到淤泥和洪水淹没当地居民的
家，我和商会骨干成员商量，必须为灾区做点事情。
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我带着商会骨干成员，顶着炎
炎烈日，驱车300公里，将9个板架的物资送到了艾米
利亚—罗马涅大区弗利临时救助站，包括饮用水、可
乐、牛奶、面包、消毒液、洗涤用品等。接收我们的
救助物资时，弗利市副议长艾丽萨·马萨潸然泪下，不
停对我们说‘感谢’。”林茂风回忆，“当时在麦德龙商店
购买物资时，商店工作人员听说我们要捐给当地灾
民，也竖起了大拇指。”

现在，林茂风做慈善的心更坚定了：“因为雪中送
炭的情谊，我们受到了当地政府更多关注。今后，我
们侨团将继续扶危济困，构筑中意民心相通桥梁。”

图①：马斌 （后排右二） 和中巴青年同心圆小家
的志愿者和孩子们在一起。

图②：徐光辉 （右三） 向当地失业妇女捐赠缝纫
机后，获得对方感谢。

图③：林茂风 （右三） 捐助不夜城活动后，和当
地朋友一起合影留念。 均为受访者供图

乐善好施、扶危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近
日，海外侨胞用爱心善举书写乐于助人的暖心故事：
从中巴青年同心圆小家项目里孩子的欢声笑语到意大
利波拉特不夜城活动的灯火辉煌，从阿根廷侨胞向贫
困社区送冬衣到泰国华侨为失业妇女撑起一片天……

世界各地华侨华人纷纷向住在国民众献爱心、送温
暖，赢得当地民众的高度赞扬。在接受采访时，巴基
斯坦中巴青年交流小组、米兰浙江侨商联合会和泰国
华侨报德善堂3个组织的相关负责人，将他们用真诚
行动促进民心相通的故事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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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城举行侨界和外资企业交流会

近日，以“凝聚侨界智慧力量，助推东城经济发展”为主
题的北京东城侨商侨企、外资企业交流会举办。本次交流会
以“凝聚·助推”为话题，首次在北京东城发展中突出“侨”元
素，以文化引侨、平台联侨、政策惠侨、经济聚侨，聚焦侨资
企业自身实际，鼓励侨资企业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发展。来
自北京市东城区政府部门、侨商侨企、外资企业及侨界代表
30余人出席交流会。

与会嘉宾通过深入探讨交流，表示侨资企业要适应新
常态、实现新跨越，既要政府的支持，也要靠企业自身的
努力。他们认为，侨资企业要夯实企业发展基础，通过延
长产业链等，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加快推动企业转型升
级，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在自主创新上下功夫，在加大研
发投入上下功夫，在打造自主品牌上下功夫；增强企业应
变力，坚持以世界眼光分析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扬长补
短，努力在国内外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增强企业影响力，特别注重实现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双赢；充分发挥对外影响力，引领、辐射、带动
更多的侨商侨企投资创业。 （来源：新华网）

促民心相通，侨胞在行动
贾平凡 王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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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走进江苏无锡

本报电（蔡奋红、李家辛、周俊峰） 近日，2023“中国
寻根之旅”夏令营江苏无锡营的营员们走进无锡市梅村街道
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梅里古镇，开启“吴地梅
里 二胡之乡”寻根之旅。

在梅村二胡产业园，讲解员对二胡的历史文化、生产
工艺及产业发展等进行了细致讲解。营员们近距离观摩了
二胡制作过程中几个极为重要的步骤，领略了江苏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在天猫直播间，二胡的实时演绎向
营员们展现了信息化时代二胡文化的传播速度。在吴韵演
奏厅，二胡演奏者演奏了二胡名曲 《赛马》《茉莉花》，营
员们听得津津有味。在伯渎河畔泰伯庙，营员们感受了泰
伯“三让”的品格，感悟到吴地文脉的传承与发展。在梅里
遗址博物馆，营员们参观了“吉光片羽”“泰伯奔吴”“至德名
邦”“吴国源流”等6个主题展馆，深入了解了包括商周时期
陶器、石器、骨角器等在内的共计355件出土文物，感悟伯
渎河开凿的历史意义。

在梅村二胡产业园，华裔青少年边听讲解边观摩二胡
制作过程。 周俊峰摄

“聚侨兴湘·走进郴州”活动举办

近日，由中国侨联指导，湖南省侨联、郴州市政府主
办的2023“聚侨兴湘·走进郴州”海外华文媒体郴州行暨华侨
华人代表助力郴州发展大会在郴州举办。近20位海外华文
媒体记者以及来自泰国、奥地利、柬埔寨等国家和地区的
40多位侨商侨领，先后来到中国 （湖南） 自贸试验区郴州
片区、郴州国际陆港、郴州旗滨光伏光电玻璃有限公司、
郴州百一环保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以及“半条被子的温暖”专
题陈列馆、高椅岭、小东江、湖南省华侨文化交流基地大
布江拼布绣体验馆和湖南省昆剧团等地参观考察。

在侨商、海归回郴重点招商项目签约仪式上，苏仙区百
草全自动化植物提取、郴州经开区塑料制品研究、北湖区智
能电子玻璃产业化、资兴市八面山文旅、嘉禾绿色农业产业
等11个项目进行现场签约，涉及新材料、绿色农业、文旅产
业等领域，签约金额达44.8亿元。 （来源：中新网）

近日，位于河北省唐山市的北京交通大学唐
山研究院，爬山虎披裹着一处老旧的楼体框架。
楼体前立着的纪念碑，将印度尼西亚归侨朱正权
的思绪拉回到1976年那个闷热的夏日。

这是原河北矿冶学院图书馆楼，也是唐山大
地震遗址之一。据《唐山市志》记载，该图书馆于
1976年7月建成，尚未使用即被震毁。遗址旁的纪
念碑下方刻着日历，时间定格在唐山大地震发生
时刻，1976 年 7 月 28 日 3 时 42 分。定格于此的还
有朱正权的朋友、同样是印尼归侨的谢足原。

今年 73 周岁的朱正权出生在印尼，1967 年，
朱正权带着弟弟和其他同伴一起从印尼回国，被
安置在河北唐山。

“我们这一批人中有 3个同年上的大学，我就
读于河北工学院，谢足原就读于河北矿冶学院。
地震那年我们即将毕业。”朱正权说，地震时，他
正在天津准备毕业事宜。得知唐山发生大地震，
他和同学骑了一天自行车赶回唐山。

“一进城，就看到房屋建筑都塌了。后来才知
道这场地震超24万人遇难，逾16万人重伤。”朱正
权说，当时他跑回住处寻找家人，被告知已安全
转移到北京，一颗心才落了地。

一刻不停脚，朱正权又跑去河北矿冶学院找
谢足原。“一个宿舍有 6 个人，别人都跑出去了，
就他一个人出事了。”朱正权叹息一声。

作为震后唐山的建设者，毕业后的朱正权回
到唐山冶金矿山机械厂工作。他和工友们一起清

理废墟。不到100天，工厂恢复生产。
“唐山是一座生命力极强的城市。”朱正权清

楚地记得，震后10天，唐山产出第一车“抗震煤”；
震后14天，电厂并网发电；震后28天，炼出第一
炉“争气钢”；震后一年，工业生产全面恢复……
1990 年，唐山因灾后重建的巨大成就，荣获联合
国人居中心颁发的“人居荣誉奖”。

如今的朱正权已是满头华发。退休后含饴弄
孙的时光，让他满足无比。他说：“唐山包容性很
强，唐山人踏实有干劲。我已经在这里扎了根，
哪儿都不去了。”

留在唐山，朱正权说是缘分。当初同批来唐
山的印尼华侨中，有些人到海外创业，也有一部
分人像朱正权一样，留在了这座城市。

在唐山，每隔几年，朱正权都会组织聚会，十几
个人相约故地重游。定居在香港的华侨李远湖等
人，重游唐山总有惊喜：“嚯，变化可是天翻地覆
啊！”“稻田里养鱼养虾，田地承包出去，全都机械化
了，村里产业都发展起来了，农民也住上了楼房。”

听着众人的赞叹，朱正权欣慰不已。他亲眼
见证了唐山的涅槃：废墟上大厦拔地而起，曾经
的南湖臭水沟建成了生态公园，人们安居乐业，
城市幽静雅致。

这几天，朱正权和海外的老朋友联系频繁。
他们约定，此生要替长眠于此的谢足原等老朋
友，多看一看新时代的飞速发展。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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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归侨老人的“守”与“望”
白云水 孟 潮

8月 2日是农历六月十六，广西融水苗族
自治县红水乡良双苗寨举办抢鱼、吹芦笙、
唱山歌等丰富多彩活动，欢度传统“闹鱼

节”，吸引了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图为“抢
鱼”现场。

黄 云摄 （人民视觉）

广西融水：苗寨欢度“闹鱼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