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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诗歌协会——

以诗歌倾诉游子情
彭训文 王 聪

侨 界 关 注侨 界 关 注

侨 乡

新 貌

“家乡的灯光永远为你
们亮着”

“民族富强的梦想，要在我们手中
实现！我要高声地歌唱，我骄傲——
我是黄河的子孙……”当年近八旬的
北美诗歌协会艺术总监、侨胞杨复
朗诵完自己原创的诗歌 《我骄傲，
我是黄河的子孙》，全程听众响起热
烈的掌声。这首诗歌从黄河写起，
回忆了祖 （籍） 国往昔的峥嵘岁
月：民族解放、改革开放、科技进
步、百舸争流……在杨复铿锵有力
的声音中，一幕幕中国人民艰苦奋
斗的场景重映眼帘。

“我们此前创作的诗歌都以美丽
中国、伟大中国、浪漫中国、诗意
中国为主题，但我觉得缺少一个角
度，我还要歌颂奋斗的中国。”杨复
说，中国是伟大的，伟大之处在于中
国总是不断在克服困难中向前进。

“在创作诗歌时，我更想要表达祖
（籍）国所取得成就背后经历的辛苦
和不易，祖（籍）国的伟大是建立在持
续克服艰难险阻的基础上。”

“太平洋的狂风巨浪/拍打着我
的泪光/夕阳，燃烧着血红的思念/
沉入苍茫/远方，我的祖国/我的故
乡……”北美诗歌协会会员王丽此
次也来到北京参加侨声朗诵会，并
朗诵诗歌《灯光》。在海外，王丽心
中总是饱含着对祖 （籍） 国的赤子
情怀，退休之后加入北美诗歌协
会，并积极参加协会组织的各项活
动。“对我来说，这是对祖 （籍） 国
思念之情的一种释放。”王丽说，协
会成员大多是侨胞，大家有着相同
的血脉根源，相同的兴趣爱好，一
群人聚在一起，就像回到祖 （籍）

国见到亲人一样。
王 丽 朗 诵 结 束 后 ， 诗 歌 《灯

光》 的作者——中国科学院文联名
誉主席郭曰方被她在诵读中流露出
的深情所打动，他说：“家乡的灯光
永远为你们亮着”，在美侨胞同祖

（籍） 国虽然隔着太平洋，但心灵上
的距离永远是相近的。

“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

翟玉熙是北美诗歌协会的会长
和创始人。他介绍，协会于2018年4
月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成立，
拥有50多名会员和300多名爱好者，
包括来自不同地区的文学家、诗人、
艺术家，大多数为华人，致力于在海
外弘扬中华诗歌文化。

“北美诗歌协会的诞生源于我内
心对中国诗歌文化的炽热情感。”翟
玉熙说，从童年起，他便沉浸于中
国诗词的海洋。在美国的日子里，
他萌生了创立一个朗诵社团的想
法。尽管相对于舞蹈、音乐等其他
艺术形式，朗诵还尚显小众，但翟
玉熙深知它作为宣传中国文学作
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性。在几名志同道合的好友和朗诵
爱好者的努力下，北美诗歌协会顺
利成立。

由于处于异域，北美诗歌协会
在成立初期面临一些挑战，包括活
动场地、时间等。翟玉熙带领诗协
成员积极在华人社区举办诗歌朗诵
和创作交流活动，随着诗协的影响
力不断扩大，活动逐渐丰富，包括
母亲节朗诵音乐会、华人群体文艺
晚会。他们还加入到当地的活动
中，如参加亚洲协会主办的中秋节
庆典等。

“朗诵让我在生活中更有激情和

动力。”翟玉熙说，在2021年，他被
诊断出胃癌，哪怕是在接受化疗最
痛苦的阶段，他依然筹办了3场朗诵
诗会。翟玉熙的精神也一直影响着
诗协其他成员，虽然很多成员已过
古稀之年，但在心态和行动上同翟
玉熙一样，依旧激情不减，一起钻
研朗诵技巧。“在诗协，我们忘了自
己的年龄，一直在学习、在进步。”
诗协成员董思奇说。

近年来，北美诗歌协会与中国
文艺团体交流互动不断加强。在北
京、上海、湖南和云南昆明等地，
诗协成员同国内知名朗诵家、朗诵
协会合作。翟玉熙说：“中华文化是
我们的根。不管我们走到哪儿，都
要把血液里的东西保留好、传播好
并传承好。”

“继续传播汉语诗歌和
中华优秀文化”

多名受访的北美诗歌协会成员
认为，在他们心中，诗歌不仅是一
行行文字，它更承载着创作者的真
情实感，朗诵者则将文字变成有声
语言，去感染和打动更多的人。

翟玉熙说，在协会成立之初，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给予了很多
支持和指导，鼓励协会和当地主流

社会交流，促进中美民间友好，协
会多年来也致力于此。

在美国，北美诗歌协会积极传
播中国诗歌文化，并希望有更多侨
胞、外国友人喜欢中国诗歌和朗诵
这种艺术形式。“在中外文化交流的
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语言和
文化上的差异。我们只有对自己的
文化有深入了解，才能更好地打破
语言障碍，实现文化交流和相互了
解。”翟玉熙说，他们在平时活动
中，不仅朗诵中国优秀的古体诗、
现代诗，还将国际上的诗歌佳作引
入，注重在不同文化间取长补短、
相互促进。

在海外，许多新一代华裔渴望
学习中文。北美诗歌协会在一些节
日活动时邀请一些青少年参加朗
诵，鼓励青少年侨胞学习中文。为
了帮助学习中文的朋友提高使用中
文的能力，董思奇创办的中文演讲
比赛在休斯敦已经举办了 20 届，北
美诗歌协会的一些成员也积极参与
其中。

“汉字是多么美的字符，中国发
展进步又那么快，我觉得中文越来
越重要了。”翟玉熙说，诗协成员将
继续通过多种形式传播汉语诗歌和
中华优秀文化，让更多人感受到中
文的美丽和感染力。

本报电 （彭训文、张岳怡） 浙江省台州市侨联近年聚焦海
归 人 才 、 高 校 精 英 、 海 外 华 侨 三 大 群 体 ， 大 力 打 造“ 地 方 搭
台、侨联导流、人才唱戏”的引才模式，培育做大侨务工作新增
长点。

为招引更多海外人才，台州市侨联实施了多项举措。一是持续
深化“创业中华 智造台州”品牌内涵，通过举办高校海归创新创业
科技成果洽谈会，吸引长三角地区高校生物医药、智能制造、新材
料、元宇宙等领域专家学者、海归人才落户台州。二是搭建“侨联+
高校侨联+引才工作站+海外智囊”引才网络。与7家长三角地区高
校建立引才合作伙伴关系，积极收集优质科研成果项目，建立“高
校科研成果库”，并力促其与“企业需求库”匹配对接。目前，项目库
里共有高校科研项目331个。三是依托建立的台州驻俄罗斯、巴西、澳
大利亚、加拿大多伦多等16家贸易联络站，将台州优势产业、优质产品、
重点企业和海外特色投资项目对接，借力当地侨商侨领优势，助推引进
海外高层次人才和项目。

近日，以“侨海联世界·一起向未来”为主题的 2024
中关村论坛——侨海创新发展平行论坛 （简称“侨海论
坛”） 在北京举行。400余名海内外专家学者及企业家代
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创新、产业
应用和发展前景。本届侨海论坛由中国侨联指导，北京
市侨联与海淀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推动国际交流合
作为主旨，为促进中外科技界交流和国际创新合作贡献侨
界力量。

碰撞智慧火花

人工智能技术有哪些新发展？当代先进制造业中有哪
些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应用？人工智能如何改变人们的日常
生活？在侨海论坛上，海内外专家学者与企业家对话，就

人工智能领域的众多热点问题展开讨论，碰撞思想火花。
论坛上，美国密歇根州首府兰辛市市长安迪·施尔，世

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前主席、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
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2010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安德
烈·海姆，2021年图灵奖获得者杰克·唐加拉等致辞，就人
工智能领域的最新进展、发展趋势以及面临的挑战进行深
入探讨。

在主题分享环节，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德国国家工
程院院士张建伟深入剖析了机器人在未来社会中的重要角
色及其创新路径。海外专家和企业家对人工智能在先进制
造业、智能驾驶等领域的应用进行经验分享。在圆桌对话
环节，海内外嘉宾围绕“智能未来：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
潜能”“智能时代下的未来生活场景”等主题展开交流。

汇聚侨智侨力

“希望广大侨界朋友和海归人才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
势，将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紧密结合，将科技创新和产业
创新深度融合，积极参与培育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
术、新产业、新业态，发挥侨界力量，以创新创造推动新
质生产力发展。”论坛上，中国侨联副主席高峰致辞说。

专家认为，北京正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
能创新策源地，本次中关村论坛有利于推动国际互利共赢
合作，更好地汇聚侨智、发挥侨力，共同推动人工智能技
术理论突破和关键技术攻坚，促进人工智能创新链、产业
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推动世界人工智能产业
创新发展。

论坛上，科技界华侨华人成为中外人工智能领域对话
与合作的重要“牵线人”，也为国际科技交流贡献着侨界
智慧。玻利维亚国家科学院中国中心执行主任蒋林华在接
受采访时说，“在各级侨务部门的支持推动下，中国和玻
利维亚关注人工智能、交通、医学等多个领域的专家代表
前来参会，活动现场为8名中玻科学家颁发国际人工智能
创新联合体顾问聘用证书，这些举措都为中玻在人工智能
等科技领域的合作汇聚人才，搭建平台。”

助推深入合作

论坛现场，北京市海淀区与美国密歇根州首府兰辛市
共同签订了友好合作备忘录。论坛上，玻利维亚国家科学
院加入国际人工智能创新联合体，成为其新成员。

在2023年侨海论坛上，首个国际人工智能创新联合体宣
布成立。联合体旨在搭建一个汇聚全球人工智能领域产学
研用资源的平台，通过推动关键技术的突破、高端人才的交
流、资源共享机制的建立，促进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

玻利维亚国家科学院兼国际院院长洛吉亚·莉泽斯说，
玻利维亚国家科学院中国中心为双方进一步合作搭建桥梁，
将推动两国在人工智能、矿业、航空航天等新兴领域的合作。

前来参加论坛的玻利维亚国家参议员马马尼·纳瓦
罗·希拉里昂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中玻有着传统友谊和良
好的合作基础。如今，玻利维亚在积极开展工业建设，同
时关注绿色发展，中玻在新兴的物联网、人工智能及新能
源等领域有许多合作机遇，此次论坛也为两国科技领域交
流合作搭建平台。该国参议员拉莫斯·索帕萨·桑托斯对中
玻未来合作充满期待：“这是一个新的开始，玻利维亚和中
国将共同推动科技创新，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际利益。”

初夏的北京阳光明媚、繁花似锦，诗意京华，几多浪
漫。近日，一场以“诗韵满西城·四海中华情”为主题的
百年丁香诗会侨声朗诵会，在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文
化展示中心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侨界朗诵名家以花为
约、以诗为媒，以诵读之声展现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
的赤子情怀。

中关村论坛“侨海创新发展平行论坛”举办

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贡献侨界智慧
高 乔 张 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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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精准施策，大力实施“文旅强区”战
略，优化财税金融扶持，着力打造文旅融合活力区域，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
发展。

图为游客在台江区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游玩。 王旺旺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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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促进中外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延长对法国、德国、意
大利、荷兰、西班牙、马来西亚、瑞士、爱尔兰、匈牙利、奥地
利、比利时、卢森堡 12 个国家免签政策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上
述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和过境不超
过 15 天，可免办签证入境。多位华侨华人就此接受记者采访表示，
免签政策将深化各国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增进民间友好
往来。

延长免签政策的 12 个国家中，马来西亚是唯一的亚洲国家。
马来西亚砂拉越中国友好协会常务副会长黄国辉表示，今年是中
国与马来西亚建交 50 周年，中国已连续 14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
贸易伙伴。

近年来，黄国辉关注两国教育间的合作，先后与山东大学、泉
州黎明职业大学等学校签署推荐合作协议书，他认为免签政策延长
让马来西亚赴华留学生的家人探访更加便利，这将直接促进两国之
间的人员往来。

黄国辉说，免签政策的延长将进一步带动两国间的旅游热潮，
最近有很多中国亲友向他咨询去马来西亚旅游事宜，也有很多马来
西亚的朋友有到中国旅游的计划。

免签之外，中国决定支持增开上海至马赛直飞航线。法国媒体
人孔帆对此感触颇深。

孔帆说，马赛是法国通往世界的门户，也是欧洲、亚洲、非洲
文明文化的交汇点。上海至马赛直飞航线开通，将为这里注入新的
活力，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中国企业在这里出现。

孔帆表示，开放的签证政策是中国传递出的积极信号，表明中
国愿意与世界各国开展更加密切的友好合作，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亲
身感受和体验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发展变化。

“今年3月，我带领德国考察团前往南京访问，考察团中的德国
企业家体验了免签政策，为他们节省了办理签证的时间和精力。”中
德科技创新中心创始人唐志红表示，此次免签政策的延长将让更多
德国企业家赴华考察。

唐志红表示，很多德国企业家都有来中国进行商务考察的意
愿，免签政策可以让考察团成行更加快速便捷。

（据中新网北京电 记者徐文欣）

华侨华人点赞中国延长对12国免签政策

本报电（记者李凯旋） 四川省侨办主办、开普敦
华星艺术团承接的“海外惠侨熊猫书屋”开普敦站近
日在南非建成启用。长期以来，四川高度重视海外华
文教育事业发展，倾力助推海外华教组织、华文学校
发展，密切合作宣介中华 （巴蜀） 优秀文化。四川依
托科教人文优势资源，首创“海外惠侨熊猫书屋”创

新载体，先后落地西班牙、阿根
廷、安哥拉、文莱等全球18个国家
和地区，建成运行书屋19个。

中国驻开普敦总领事尤文泽
说，希望用足用好书屋资源和平

台，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为促进中国
和南非交流沟通作出新的贡献。

四川省侨办主任文甦在致辞中说，“海外惠侨熊猫
书屋”开普敦站的启用，必将进一步筑牢四川与南非
的友谊桥梁，成为兴教育促交流、播文化展形象、汇
民心聚共识的重要平台。

“海外惠侨熊猫书屋”开普敦站投用
建成运行书屋19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