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华侨华人 责编：徐令缘 邮箱：guojihwb@126.com

2024年3月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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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来路

马六甲市唐人街鸡场街一带，坐落着
一座古朴寺庙，名为青云亭。青云亭至今
已有 350余年历史，长期扮演华人社区事
务中心的角色。

马六甲历史城区 （鸡场街） 工委会主
席拿督威拉颜天禄说，青云亭见证着马来
西亚华侨华人在当地落地生根的历程，讲
述着华侨华人在这片土地艰苦奋斗的故
事。“青云亭久经沧桑，一直被华侨华人
用心呵护。”青云亭是华侨华人团结协作
的一个生动体现，时刻提示新一代华裔青
年不忘来路。

华侨华人移民马来西亚古已有之，但
大批量的迁移大约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开始。马来西亚的华人先辈梯山航海，冒
险南来，凭借智慧与奋斗，在陌生的环境中
迎接挑战，为马来西亚经济繁荣、社会进
步、社会和谐、种族和睦做出了重要贡献。

2024 年是中国与马来西亚建交 50 周
年，华侨华人是中马友谊与合作的亲历
者、见证者、推动者。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总会长张雅诰
说，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最大特色就是既
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精髓，坚持中华文化底
色，又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生根发展，与
其他族群的多元文化实现相互融合、共同
发展。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报道，马
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曾谈
道，马来西亚华人在当地落地生根，把马
来西亚当成自己的家园，对国家贡献良
多。他说：“华人爱好和平，他们持续为
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携手奋斗

在马来半岛东海岸线上，有马来西亚
东海岸铁路 （马东铁） 工程项目。工地
上，来自中国的工程师们正在忙碌，他们
皮肤被晒得黝黑、汗水淋漓。

马东铁项目被视为连通马来西亚东西
海岸的“陆上桥梁”。马来西亚前驻华大使
马吉德日前表示，马东铁项目一旦结项，将
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为它将把马来西

亚东海岸一些欠发达的地区与西海岸连接
起来”。在马东铁项目上的本地员工眼里，
来自中国的工程师们专业水平高，而且“很
拼”。他们带来了新的机械设备和信息化
系统，使工程更加安全、高效。

风景优美的马来西亚东海岸线上，坐
落着一座宁静的小城——关丹。马中关丹
产业园与中马钦州产业园一起，开创“两国
双园”模式。园区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高楼、厂房鳞次栉比，马来西亚员工与来自
中国的工程师们为共同的目标携手奋斗。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马合
作持续深化。多年来，越来越多华侨华人
抓住机遇，实现发展。

马华公会积极响应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一直以来都扮演着“马中桥梁”的
重要角色。马华公会在马来西亚各地积极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鼓励当地民众搭
上经济发展快车。

命运与共

日前，中马建交 50 周年官方纪念标
志发布。纪念标志灵感来源于马来西亚传
统峇迪风格，以构成中马国旗的红、蓝、
黄为底色，汇集中国的长城、大熊猫和马
来西亚的双子塔、木槿花等两国代表性元
素，凸显中马两国携手并肩、命运与共的

友好关系。
马来西亚与中国建交 50 周年暨“家

国情怀”文献艺术展近日在马来西亚槟城
举办。展览策划人之一、中国广东省台山
市南洋归侨文化博物馆副馆长叶雪嫦介
绍，展览通过展出两国艺术家、大学生和
少儿的艺术作品与多种文献资料，呈现
粤、闽两地侨乡的风土乡情。中国广东省
台山南洋归侨文化博物馆理事长方光明
说：“我们希望帮助大家回顾马来西亚华
侨华人的奋斗历史，展现乡情同源、乡音
同宗、乡土同德、乡缘同心的美好画面，
为中马人文交流搭建平台。”

爆竹声声，烟花灿灿。春节的鸡场街
人山人海，摩肩接踵，舞龙舞狮团队齐聚

古城老街，浩浩荡荡闹新春。一条全长近
200 米的“马中友谊祥龙”在老街和广场
间穿梭，在锣鼓喧天与呐喊欢呼声里飞
舞，所到之处，人潮沸腾。

这是一条“马中友谊祥龙”，也是一
条“中华文化之龙”，它展现着马来西亚
华侨华人的思乡之情，也将广大华侨华人
与马来西亚民众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

50年来，马来西亚华侨华人深度融入
当地经济社会，在不同岗位兢兢业业、贡
献力量。“马中友谊祥龙”策划人颜天禄
谈道，百米长龙需百人合力才能舞动，中
马两国友谊的发展也需凝聚各方力量。

“马来西亚华侨华人将会继承优良传统，
把中马两国友谊世代传承下去。”他说。

马来西亚华侨华人深度融入当地经济社会生活——

“把中马两国友谊世代传承下去”
徐令缘 张岳怡

乘着“下南洋”的浪潮，华侨华人
奔赴马来西亚各地，成为当地一支重要
力量。马来西亚华侨华人传承着祖
（籍） 国的文化，在南洋的土地上扎根
生长，对马来西亚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
远影响。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

马多领域合作更加紧密。近日，多项庆
祝中马建交50周年的活动在马来西亚华
人社区火热举办。华侨华人与马来西亚
友人回顾友好历史，携手展望未来。大
家纷纷表示将继续促进中国与马来西亚
友好合作，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
下，共同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的台阶。

浙江景宁“请侨来议政”

本报电（张晔） 近日，“请侨
来 议 政 ”—— 以 “ 侨 说 侨 见 侨
闻”助推畲乡“土特产”走好景
宁“共富路”专题协商会在浙江
省景宁畲族自治县举办，来自美
国、法国、比利时、巴西等 11 个
国家的海外侨胞，为景宁发展积
极建言献策。景宁作为全国唯一
的畲族自治县，立足生态和民俗
两大优势，深入挖掘和开发“景
宁 600”、惠明茶、畲医药、风情
旅游等乡土资源、畲乡特色，以
市场化、产业化推动形成产业集
群，并将发挥华侨华人融通中外
的独特优势，引入新技术新理
念、新企业新项目，推动特色产
品和畲乡文化走出去。会上，举
行了侨助畲乡“土特产”国际贸
易签约，达成惠明茶等产品出口
合作意向。

美国汉学系首倡者
“丁龙”事迹在江门展出

近日，美国哥伦比亚汉学系
倡建者、台山籍旅美先侨丁龙

（真名马万昌） 的事迹在广东省江
门市华侨华人博物馆展出。

丁龙 （Dean Lung） 是一名赴
美谋生的华工。1901 年，他将所
有积蓄1.2万美元捐献给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支持该校设立汉学
系，以帮助美国人进一步了解和
研究中国与中华文明。

丁龙捐款后不久就离开美国
回到中国，再无音讯。100 多年
来，不断有人通过各种线索寻找
丁龙。直到近年，民间一些关键
书信证件的出现，让学术界和媒
体界大都认同丁龙即台山籍旅美
先侨马万昌先生，其祖籍是台山
市白沙镇墨林村千秋里。

丁龙以他的善心大爱以及实
际行动，架设起中美民间友谊之
桥，书写了中美民间友好交往感
人篇章。据了解，在丁龙和卡朋
蒂埃的共同努力下，哥伦比亚大
学的东亚研究就此起步。经过100
多年的发展，哥伦比亚大学汉学
系成为美国最早也是最著名的汉
学系之一。

“手工切片赶货中……”这是浙江省丽水市
青田县侨商毛燕伟近期的一条朋友圈状态，他
代理的西班牙生食火腿产品在春节前成了“走
俏”商品。去年年底至今，定制的包含西班牙火
腿产品的各类礼盒已经销售出近万份。以侨为
纽带，“洋年货”正在进一步融入“中国年”。

青田县是著名的华侨之乡，全县约有 38.1
万海外华侨分布在146个国家和地区。

来到青田侨乡进口商品城的“玛克洛”进
口产品商超，20 多名员工正在不同区域忙碌，
有的在打包发货，有的正在和采购商对接。

公司负责人张爱清是一名西班牙华侨。
“2015 年我们就在商品城开店铺做进口商品，
当时店铺只有 200 多平方米，现在已有两层
3200多平方米，同时做零售和批发。”

2015年，青田县利用华侨带回的国外好产
品，建起了侨乡进口商品城。如今，商品城已拓
展到5期，商品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种类达
10万余种。

青田县侨乡进口商品城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黄嘉棂介绍，春节前一个月是进口商品城
的销售旺季，客流量高峰期一天能达到6000至
7000人次。

今年春节，国外品牌日化产品进一步受到
市场欢迎。“原来中国人送年货，日化产品可
能不是首选，但因为好用实用，现在大家也都
愿意挑选这类生活用品。”张爱清说。

另一款备受欢迎的产品就是西班牙生食火
腿，青田市场里的客商和卖家大都根据西语发
音称之为“哈蒙”。

根据侨乡进口商品城统计，“哈蒙”是继
红酒后青田本地第二大进口商品，2023年销售
额约为2亿元。

原来“整腿”销售价高量大，制约了市场
发展。2023 年 7 月，青田县积极争取政策支
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制发了“进口即食发酵
火腿制品生产许可证”，获得许可的企业可以
对火腿进行再加工，让更多消费者以实惠价格
买到火腿切片。

“从我的客户反馈看，近几年大家对生食
火腿的接受度越来越高。”毛燕伟说，红酒配
搭生食火腿的定制礼盒一推出就很受欢迎。

意大利华侨吴建康的红酒门店2023年下半
年才开业，春节前他代理的酒品销量可观。

“红酒虽然不是新的热销品类，各种品类
竞争也很激烈，但我还是相信这是一个能够继
续做大的行业。”吴建康说。

黄嘉棂说，为了让集聚的红酒品牌“百花齐
放”，商品城每年都会组织商户参加各种酒类展
会开拓市场，2023年已组织集体参展18场。

“只要能培养好品牌忠诚度的消费者，我
会把这个行业当作未来 10 年的主要事业来
做。”吴建康说。

（据新华社电 记者吴帅帅、崔力）

“洋年货”进侨乡

相聚欢乐相聚欢乐““坡会坡会””
2 月 28 日，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梦

呜苗寨举办正月十九坡会，来自苗、瑶、
侗等民族的群众欢聚一堂，开展千人吹

笙踩堂及跳苗舞、唱苗歌等民俗活动，
吸引众多游人和村民驻足观赏。

龙林智摄 （人民视觉）

侨 乡

新 貌

观众在华侨华人博物馆内参
观“丁龙：首倡美国汉学系”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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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图①：：马来西亚和中国青少年共舞马来西亚和中国青少年共舞““马中友谊祥龙马中友谊祥龙”。”。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程一恒程一恒摄摄
图②图②：：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拍摄的天后宫烟花表演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拍摄的天后宫烟花表演。。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程一恒程一恒摄摄
图③：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轨道工程启动仪式现场。许馨予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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