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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火腿的好坏，无法单从某个方面来判断，而是要
多观察、多接触、多切、多了解”。连日来，在位于浙江省丽水
市青田县油竹街道的西班牙火腿体验店，作为第一批参与青
田火腿切片师培训并拿到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从业人员，厉
韩霄全神贯注地用专业工具将火腿切成薄片。

作为初级火腿切片师，厉韩霄表示，证书的含金量挺
足，在市场上也具有一定的稀缺性，对就业帮助很大。

今年，浙江“新春第一会”划出全力打造高素质干部队
伍、高水平创新型人才和企业家队伍、高素养劳动者队伍“三
支队伍”的人才工作重点。而作为著名侨乡，青田有 38.1万
华侨华人遍及世界146个国家和地区。

在此背景下，建设一支具有侨乡特色的高素养劳动者队

伍，对青田而言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近年来，青田立足“喝咖啡、品红酒、吃西餐”的独特人文

环境，大力推进“西餐大师”技能人才培育，不仅制定“西餐大
师”“三型九类”培训标准体系，还针对性开设精品课程，进一
步提高从业人员专业性，促进西餐行业整体发展。

近日，在位于油竹街道的“青味山禾餐厅”，负责人滕亮
忙着和员工复盘青田咖啡春季饮品交流会中的内容，并探讨
新一期咖啡、西点、西餐培训班的活动方案。作为今年3月才
试营业的青田“西餐大师”旗舰店，除餐饮服务外，其还是集
培训、学习和文化交流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平台。

“这两年，青田相继制定出台‘西餐大师’门店管理办法
和‘西餐大师’产业化扶持政策，让我们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
心。我们将依托特色产业优势，深入开展各类培训，进一步
促进从业人员技能水平和就业能力的提升。”滕亮说。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青田累计开办“西餐大师”系列培
训 200多期，培训 3万多人次，培养了一批能品、能鉴、能
说、能推广的品酒师、咖啡师、火腿切片师、西餐师、西点
师、侍酒师、调酒师和葡萄酒营销师，“西餐大师”已成为侨
乡特色产业人才支撑。

同时，该县已累计开设青田“西餐大师”旗舰店3家、品牌店
7家，建成“西餐大师”食品（西点）工业体验式综合平台1个，为
培育大量特色技能型人才奠定产业基础。

青田县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建设发展中心副主任陈
俊一介绍，下一步，青田将持续开展“西餐大师”特色人才培
育提升工程，成立西餐产业发展中心，在师资品牌化、教材
体系化、生源扩大化、竞赛国际化、品牌差异化等方面开展系
统整合，推动建设一支具有侨乡特色的高素养劳动者队伍，
为青田华侨经济发展提供技能支撑。 （来源：中新网）

浙江“三支队伍”建设特写：

侨乡青田培育“西餐大师”
邵燕飞 傅飞扬 陈柔妤

浙江“三支队伍”建设特写：

侨乡青田培育“西餐大师”
邵燕飞 傅飞扬 陈柔妤

火腿切片师展示切片技术。 陈俊一供图

近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
县青华乡箐民村迎来高山生态茶采茶

季。图为茶农在青华吉立茶园抓紧采摘
高山生态茶叶。 张树禄摄 （人民视觉）

云南巍山：
茶农采摘高山生态茶

中医名家海外惠侨巡诊——

“在海外备感中华亲情温暖”

“得到国内中医专家来开普敦义诊
的消息，我第一时间报了名。身在他国
能有这种机会太难得了！就诊当天，医
生讲解很耐心，我感到非常亲切，更觉
得温暖！”近日，在“四川中医名家海
外惠侨巡诊”活动开普敦站的现场，侨
胞钱小栋激动地说。

近日，由四川省侨务办公室、四川
省中医药管理局共同主办的“四川中医
名家海外惠侨巡诊”活动，先后在埃
及、肯尼亚、南非成功举办。10天时间
里，来自四川省中医医院、四川省第二
中医医院、四川省骨科医院和西南医科
大学附属中医医院的 6 位中医专家、教
授为当地侨胞、驻外机构人员和国际友
人提供健康咨询和中医诊疗，展示了针
灸、推拿等中医特色疗法。

此次巡诊中，像钱小栋一样慕名而
来的患者还有很多。在埃及开罗，侨胞
王嘉伟、李飞专程从阿拉曼赶到开罗，
跨越 350 公里，一路追着代表团中医专
家的足迹，在休息时、路途中、用餐间
隙请专家帮助诊疗或进行健康指导；在
肯尼亚内罗毕，有的侨胞患有长期神经
性哮喘，经过医生现场针灸后，症状得
到明显缓解；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不少
侨胞在义诊专家开具中药药方后，立即
前往附近唐人街中药店购药，遇到缺一
两味药时又回来请专家现场调整药方；
在南非开普敦，很多当地的老侨得到消
息后奔走相告，积极报名要求现场问
诊，其中年龄最大的已有87岁高龄。

埃及中华总会会长王培中感慨地
说：“四川省侨办组织中医名家惠侨巡诊
举措情真意切，华侨华人身在海外备感
中华亲情温暖！”

义诊现场热闹非凡，很多中医面前
都有患者排起长龙，其中也不乏外国面
孔。外国友人梅托·希尔威斯特是一名
律师，中医专家对他把脉分析健康状况
并提出康养建议后，他直呼“神奇”，
十分信服中医专家对他个人身体情况的
准确判断。

据统计，此次“四川中医名家海外
惠侨巡诊”活动共开展中医健康讲座、
义诊15场，服务侨胞、驻外使领馆馆员、
中资企业员工和当地民众约1200人次。

四川省侨务办公室主任文甦表示，
四川省侨办今后将继续结合海外侨胞的
实际需求，在世界各地建立“天府云
医·海外惠侨远程医疗站”“海外惠侨熊
猫书屋”“寻根中华·天府华教云课堂”
等为侨服务平台，开展“四川中医名家
海外惠侨巡诊”“中华川菜·世界品味”

“中华文化大乐园”等文化品牌项目，
有效暖侨惠侨，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
外文明交流互鉴。

海外中医教育者辛勤耕耘——

从“敲开门”到“请进屋”

“每当在临床上看到中医的治疗效
果的时候，学生们就会用‘Amazing’（不
可思议）、‘Miracle’（奇迹）这样的词语来
感叹。”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针灸教师
胡紫景说。2020 年 2 月，胡紫景在这里
正式开设针灸课。截至目前，胡紫景的
学生中，已有30多人获得行医资格。

胡紫景介绍，在约翰内斯堡大学，
针灸是最受欢迎、也最难申请的专业之
一。该专业每年招生人数从 45 人到 50
人不等，但每年申请人数都多达千人以
上，2022年甚至达到7102人，录取率不
到0.7%。

专业申请爆火的同时，胡紫景的课
堂氛围也非常活跃。“到了大二大三，我

会开展参与式教学，鼓励同学们彼此交
流讨论。”课堂上，胡紫景不仅会教授针
灸专业知识，也会讲述阴阳等中国传统
哲学思想。

在一次线下的八段锦推广活动中，一
位同学提出建议，将柔和的八段锦与热情
的非洲舞蹈相结合，创作出一支独具特色
的健身操。“一动一静，正体现了中国传统
哲学中的阴阳结合。”胡紫景说：“在这个
过程中，学生们不仅学到了中医的‘术’，
也将中医的‘道’融入生活。”

“中国传统医学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学习中医丰富了我对生命科学的认
识。”该校针灸专业学生塔斯尼姆·帕特
尔说。

4月，胡紫景刚刚面向600多名高年
级中学生举办了一次中医讲座。活动结
束后，学校又邀请请胡紫景 6 月给全校
师生再做一次讲座。“刚开始，是我们
想‘敲开门’，主动去给南非当地人介绍
中医药文化；现在，是南非当地人‘请
我们进屋’，对中医药特别感兴趣，主
动邀请我们去给他们讲解。这是一个很
大的进步。”胡紫景说。

与此同时，胡紫景也在南非积极开
展面向低收入群体的科学义诊。“这是一
个很好的回馈社会的方式，助人的同时
也助己。”胡紫景说，“我常常跟学生们交
流这种思想：不要等到未来才开始做贡
献，要从现在开始，尽己所能帮助别人。”

海外中医从业者悬壶济世——

“润物无声地促进民心相通”

“现在，中医成了不少匈牙利人民
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知道通
过四季吃不同的东西养生：春天排毒，
夏天养心，秋天润肺，冬天培本。我们
讲 中 医 养 生 故 事 ， 很 容 易 被 他 们 听
懂。”中东欧中医药学会会长、匈牙利

岐黄中医药中心负责人陈震谈起匈牙利
的中医文化热，语气里满是欣慰。

今年已经是陈震扎根匈牙利的第36
年。自1988年以来，他就一直致力于在当
地推广中医药文化，常常举行大规模义
诊，开设中医技能培训课程。多年过去，中
医药文化也渐渐在匈牙利的民间土壤中
生根发芽。

一位匈牙利患者在接受采访时说：
“经过很多失败的治疗后，我选择了中
医药治疗这条路，我听说许多人在这里
治疗成功，我相信中医药能帮助我。”
在匈牙利，有很多民众和这位患者一
样，对中医文化逐渐从陌生到熟悉，从
怀疑到接纳，从冷淡到欢迎。

陈震见证了中医药文化在匈牙利推
广发展的历程。作为欧洲首个为中医药
立法的国家，匈牙利建成了首家欧盟
GMP标准的中药制造基地，在有 700余
年历史的当地医科大学里建成了中医孔
子学院。匈牙利卫生部可以为中医师们
颁发可独立执业的行医许可证。

接受采访时，陈震正在参加一场中
医义诊活动。当地时间 5 月 5 日，在匈
牙利布达佩斯英雄广场的民族博物馆前
草坪上，由“欧盟—匈牙利国民大健康检
查计划”主办的大健康检查活动在热闹
的氛围中拉开帷幕，中医药主场成为一
大亮点。包括陈震在内的10余名中医为
数百名闻讯而来的华侨华人和当地民众
进行了中医义诊，共接诊患者600余人。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主
办方精心设置了多个检查站点，包括中
医脉诊、舌诊、经络检测等项目。专业
的中医医师耐心细致地为每一位参与者
提供检查服务，并针对个体情况给出专
业的健康建议。此外，现场还设置了中
医知识讲座和互动问答环节，让参与者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了解中医的奥秘。

“中医药来到匈牙利，不仅为匈牙
利民众强身健体提供服务，更润物无声
地促进民心相通。”陈震说。

近年来，中医药“走出
去”步伐不断加快，已传播
到全球 196 个国家和地区。
中医出海的故事里，侨务部
门和华侨华人扮演了重要角
色。他们或到海外巡诊送温
暖，或扎根异国悬壶济世，
或在三尺讲台辛勤耕耘，不
遗余力传播中医文化，架起
了中外民心相通的桥梁。

中医出海，惠了侨益通了民心
贾平凡 张岳怡 蔡华俊

中医出海，惠了侨益通了民心
贾平凡 张岳怡 蔡华俊

侨 界 关 注

美国太平洋铁路
被称为“世界七大工
业奇迹之一”，其背后
是逾万名铁路华工开
山凿路、填壑建基的
血汗史。时值太平洋
铁路建成155周年，不
少 在 美 华 侨 华 人 表
示，修筑这条铁路的
华工贡献值得铭记。

“1869 年 5 月 10
日，中央太平洋铁路
公司和联合太平洋铁
路公司在美国犹他州
的普罗蒙特里一起钉
下了世界上首条横贯
大陆铁路的最后一颗
钢钉。”美国犹他州韦
伯州立大学终身教授
乐桃文说，华工们用
生命铺就了太平洋铁
路，但在当日的通车
仪式上，却未见到一
张华人的面孔。

乐桃文热衷于探
寻铁路华工的足迹和
过往。“我到过金钉国
家公园，参观过华工
的小屋遗址，想象着
他们当年在艰苦环境
中坚持工作和生活的
情景，也在内华达州
卡林市见证华工纪念
碑 的 揭 幕 ……” 他
说，华工在艰苦的工
作环境中忍受着烈日
与 尘 垢 、 寒 冷 与 孤
独，雪崩、塌方、疾
病 等 风 险 无 处 不 在 。
作为修建铁路的主力
军，他们用极短的时
间完工，大大加快了
美国西进的步伐。

“每根枕木下都有
一具华工的尸骨，但他们的贡献却一度被抹去，成
为‘沉默的道钉’。”乐桃文表示，华工不应该是无
名的建设者。2014 年 5 月 9 日，在美国修筑铁路的
1.2万名华工被载入美国劳工部荣誉榜。2019年，在
太平洋铁路竣工150周年之际，犹他州举行盛典，对
华工的贡献予以肯定和感激。“当时，我邀请了犹他
州的侨团，一起举办了涵盖研讨论坛、庆典、音乐
会等多种形式的系列纪念活动，希望让更多美国民
众了解铁路华工的故事。”乐桃文说。

美国南加州广府人联谊会创会会长陈灿培与夫
人李碧清长期关注铁路华工相关文献及文物的搜集
与捐献。陈灿培称，多年来，他与夫人通过线上拍
卖平台等渠道搜集了许多铁路华工在修筑太平洋铁
路时使用过的道钉、勘测图、锄头、钳子、陶罐、
油灯等物品，以及照片等影像资料。

一张铁路华工的工资收条让陈灿培印象深刻。
“签收信息显示，铁路华工的工资由当时堂口的工头
代收。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华工不懂英文，另一方
面这也是一种对华工的人身保障，一旦华工在工作
中遭遇不幸，工头会将他的遗骨和遗物送还故乡。”
他说，铁路华工时常面临生命安全威胁，即便如
此，他们赚得的工资不仅低于本地工人，还要经过
工头抽成，所受苦难可见一斑。

“太平洋铁路的贯通对美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但美国历史上却长期忽视华工的付出，使其长期遭
遇不公正待遇。”陈灿培表示，超过70%的铁路华工
来自广东江门地区，他们背井离乡，开创事业，甚
至献出了宝贵生命。铭记他们的事迹，不仅是对历
史的正视，也时刻提醒着今人自强。为此，他陆续
将搜集到的铁路华工文物捐赠回中国，希望有更多
人共同守护并传承这段历史。 （据中新社电）

▲陈震（左二）在“欧盟—匈牙利国民
大健康检查计划”主办的大健康检查活动
现场为当地人义诊。 受访提供图

▼胡紫景 （中） 在向学生演示针灸
方法。 希拉兹摄（来源：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