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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界 关 注侨 界 关 注

文化：精彩碰撞 深度交流

当地时间 8 月 18 日晚间，由巴西华人
协会与当地多家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举办的
庆祝巴西和中国建交50周年暨巴西“中国移
民日”文艺晚会在巴西圣保罗安年比会展中
心举行。

鼓舞 《欢欣鼓舞》 拉开晚会序幕，激
昂的鼓点与动感的舞姿点燃全场；少儿壮
族舞蹈 《走在山水间》 用轻盈的步伐和优
美的动作展现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
魅力；现代舞 《檐雨声声》 运用芭蕾融合
民族元素；古筝琵琶合奏 《青花瓷》 等以
悠扬的旋律和精彩的演绎将观众带入了中
国传统文化的美丽意境……文艺晚会丰富
多彩的节目展现了中巴文化的精彩碰撞和
深度融合。这里，既有热情奔放的桑巴
舞、爵士舞，也有中国古典舞和民族舞。

“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总决
赛铜奖得主、巴西姑娘玛丽亚从坎皮纳斯
赶来以歌会友，8位巴拉那州伊瓜苏城华裔
女孩也专程前来进行“古筝快闪”。

巴西华人协会会长叶周永介绍，晚会
筹备了近2个月，从活动策划到环节设置，都
由各侨社团结协作，各展所长。“现场不仅有
节目表演，还设置了文化、美食摊位和中医
按摩体验活动，希望两国观众能够在现场收
获全方位的中华文化感受。”他说。

文艺晚会当天，安年比会展中心座无
虚席，文化广场和美食集市人头攒动。3位
巴西中医学院的“洋中医”为民众施展医
术，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手工坊迎来
体验剪纸的小观众，侨界书画名家李忠信
和唐韵中巴文化艺术学校的书法新秀一同
展现笔墨神韵。

“此次文艺晚会，我们华星艺术团贡献
了 7 个节目，共有 55 个成员参加了表演。
当天，我们在会展中心从下午4点一直忙到
晚上10点。”巴西圣保罗华星艺术团团长李
青霞的声音有点沙哑，这是最近几个月一
直忙碌的结果，这种忙碌还在继续，“今年
感觉一直在演出。我刚把一队团员送上
车，他们要去里约参加演出。”

今年，中巴文化交流的氛围格外浓。
不久前，作为巴西国家文化基金项

目，“起源之旅”艺术团联袂巴西圣保罗华
星艺术团、巴西华人教育 （华校）、巴西春
江乐团，在巴西巴拉那州首府库里蒂巴钢

丝剧院共演话剧《起源》，向中国的璀璨文
化和深厚人文底蕴致敬。李青霞介绍，这
场话剧融合醒狮舞龙、民族民间舞、杂技
和中华民族特色服饰等多种艺术呈现，圣
保罗华星艺术团的舞蹈穿插在话剧之中。3
个月的筹演中，她与“起源之旅”艺术团
编剧、艺术总监艾琳·杜维尔多次探讨，给
巴西舞美团队讲解 《天浴》《采薇》《莲
鼓》3支民族民间舞的创作背景。从雪山下
的藏族习俗，到 《诗经》 里国风比兴的委
婉，到江南莲叶田田的意境，李青霞期待
能够丰富巴西人对中国的认知。

当地时间 8 月 11 日，巴西坎皮纳斯市
政府、坎皮纳斯市议会和巴西坎皮纳斯地
区华人协会联袂举办大型游园会活动，近
千名民众齐聚巴西圣保罗州坎皮纳斯市文
化火车站，穿汉服、尝春卷、画国画，庆
祝“中国移民日”和巴中建交 50周年。在
游园会上，坎皮纳斯州立大学孔子学院的
师生们开设手工坊，邀请民众体验剪纸、
书法、绘制脸谱等中华传统文化。圣保罗
华星艺术团、少林禅功夫协会、巴西Anelo
音乐学院联袂献演中国风满满的文艺节
目。当地中餐馆也大展身手，奉上色香味
俱全的中华美食。

当地时间 8 月 10 日，巴西中华书法展
在巴西圣保罗市议会大厅启幕。此次展览
由巴西中华书法学会、巴西北京文化交流
协会和巴中工商文化总会联合主办，吸引了
众多书法爱好者及圣保罗侨社成员的积极
参与，展出楷书、行书、草书等多种书法精
品。书法展持续至 8 月 16 日，在展示中国书
法艺术魅力的同时，助力中巴文化交流。

友好：扎根深耕 合作发展

2018 年 6 月，时任巴西总统特梅尔签
署法令，将每年的 8 月 15 日设立为“中国
移民日”。

“从第一批抵达的华工在巴西种植茶
树、修建铁路开始，华侨华人始终在这里
辛勤劳动，为巴西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自己
的贡献。”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永久荣
誉会长尹楚平表示，百余年来，华侨华人
在这片远离祖 （籍） 国的土地上打拼，依
靠自身的勤劳与智慧开创了美好生活，同
时也不忘回馈当地社区，与当地民众建立
起了深厚友谊。在巴西生活了近 40年的尹
楚平认为，“中国移民日”的设立体现了对

华侨华人贡献的肯定与认可。
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庆祝巴西和中国

建交 50周年暨巴西“中国移民日”文艺晚
会上，巴西华人协会向巴西众议员、巴中
议员阵线主席福斯托·皮纳托，圣保罗市议
员埃迪尔·萨莱斯以及圣保罗25街治安委员
会主席马尔科维奇，已故圣保罗州议员马
查多等人颁发“中巴贡献奖”，以褒奖其对
设立“中国移民日”的贡献。巴西总统府
机构关系秘书处部长亚历山大·帕迪利亚和
巴西众议员塔巴塔·阿马拉尔获颁“中巴友
好奖”。皮纳托在致辞中表示：“无论是在
贸易、投资还是技术合作方面，中国都是
巴西的重要伙伴。感谢华人社区在巴西的
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

作为东西半球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文
化的两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和巴西建交半
个世纪以来，双方关系更加成熟坚韧，经
贸联系不断加强，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各
领域合作成绩斐然。

“中国连续多年成为巴西最大贸易伙伴
国和重要投资来源国，巴西也是拉美首个
对华贸易突破千亿美元的国家。中巴经济
互补性很强。对于我们旅巴华侨华人而
言，巴西有很多机会。”在巴西打拼近30年
的程普一直从事小商品进出口生意，“我在
巴西的生意一直非常顺利。这几年，中国
电商蓬勃发展，我在巴西的生意也开拓到
了线上，开始为电商供货。随着竞争更加
激烈，也出现了更多机会，关键看自己怎
么抓住它。”

巴西华人文化交流协会主席上官建峰
也已经在巴西做了近30年生意。“我的生意
是把国内的小商品运到巴西销售，主要是
包括绢花在内的各类日用品。2016 年，我
发现了一个新商机。当时一次偶然机会，
我在国内买了一批供美甲使用的烘干机，
结果发现在巴西很好卖。我意识到，这是
个机会。之后，我转向美妆类产品，并在
反复探索中拥有了自己的品牌。现在，也
算小有名气了。”上官建峰说，“巴西消费
者对中国产品的认知度是一点一点提升
的，我见证了整个过程。”

传承：搭乘东风 增进互信

“今年是中巴建交50周年，巴西侨界非
常重视，组织了众多庆祝活动。我们学校
也组织学生观看相关视频、聆听历史故
事，希望孩子们对中巴友好交往多一些了
解。”巴西德馨双语学校校长魏万古说，

“作为华文教育工作者，我觉得我们搭乘了
中巴友好的东风。”

魏万古介绍，德馨双语学校创办于
2009 年 1 月，经过 15 年，学校从最初的不
到20平方米的教室发展到如今面积4000多
平方米的教学楼，学生也越来越多。最
近，最让魏万古高兴的是，越来越多学生
选择到中国留学。

“今年，我们有几个学生考上了哈尔滨
工业大学、暨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厦门大学、河北大学等中国国内大
学。我相信，海外华侨华人子女回到中国
接受教育，他们对中国的归属感和文化认
同感一定会得到大大提升。而且，他们在
中国接受教育后再返回巴西，无论是从事
商贸、教育还是文化行业，一定能够更好
地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为中巴
友好贡献更多力量，还能够为侨团侨社注
入新活力。”魏万古很兴奋，目前，留学班
已经成为德馨双语学校的工作重点之一。

50 年间，旅巴华侨华人在巴西这片热
土上扎根深耕，见证两国合作与发展，为
巴西的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使华人社
区得以繁荣，中华文化在异国他乡得以传
承。如今，站在中巴关系下一个“黄金 50
年”的起点，旅巴华侨华人正在用自己的
方式贡献着力量。

中秋节前夕，在华侨华人聚居的圣保
罗 25 街，侨界将举办一场为期 2 天的庆典

活动。“现场会有武术、戏曲、舞龙舞狮等
一系列中华文化表演和以月饼为代表的中
华美食摊位，最为特别的是还将有 50只舞
狮参与表演，代表两国建交 50周年，也象
征着两国友谊地久天长。”巴西瑞安商会会
长娄建权介绍。

圣保罗华星艺术团和德馨双语学校的
孩子们都在为中秋活动紧锣密鼓地准备
着。魏万古则开启了另一项他心心念念已
久的工作：“最近，我开始搜集巴西华侨华
人的故事，尤其是老侨的故事。许多老侨从
青涩少年到垂暮之年，把自己的年华挥洒奉
献在巴西这片土地上，为中巴友好、为中华
文化的海外传承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书写他
们的故事算得上‘抢救性工程’，我觉得自己
有这个责任和使命来完成这项任务。这也是
我接下来3年的工作重点之一。”

展望未来，受访侨胞纷纷表示，期待
中巴两国在经贸、科技、教育、文化等领
域进一步深化合作，增进民众福祉，也期
待两国民间交流更加繁荣，增进两国民众
互信。同时，也希望更多巴西华侨华人能
够参与到助力两国合作交流的工作中，发
挥桥梁作用，成为两国关系友好发展的重
要推动力。

图①：8 月 18 日，巴西圣保罗，侨界
书法新秀在庆祝巴西和中国建交 50周年暨
巴西“中国移民日”活动上为巴西儿童书
写中文姓名。 中新社记者 林春茵摄

图②：8 月 18 日，西北民族大学艺术
团为巴西圣保罗民众献上精彩的文艺演出，
庆祝中巴两国建交50周年。图为艺术团成员
表演舞蹈。 保罗·洛佩斯摄 （新华社发）

图③：8 月 18 日，巴西圣保罗，巴西
中医学院的“洋中医”在庆祝巴西和中国
建交 50周年暨巴西“中国移民日”活动上
展示中医诊疗技术。

中新社记者 林春茵摄

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华侨历史陈列馆里，一
件件珍贵的老物件诉说着青田籍华侨华人远渡重
洋、开基拓业的百年侨史，吸引“阳光童行”研
学营的营员们驻足观看。这个研学营的营员有些
特殊：他们都是因为父母出国务工创业而留守在
青田的侨乡留守儿童。“阳光童行”研学营也是
青田县妇联常年开展的“爱在侨乡”侨乡留守儿
童关爱项目的一部分。

让陪伴不再遥远，让关爱没有时差，类似这样
的关爱侨乡留守儿童的行动正在青田持续展开。

在研学中收获成长快乐

透着红光的炙热铁块缓缓下降，在接触水面
的一瞬间，水花激烈翻腾，火焰猛然蹿起。在宁波
钢铁有限公司工厂里，近距离观察钢铁淬火锤炼
的过程，“阳光童行”研学营营员们发出阵阵惊叹。

“以前只在书本上学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现
在亲眼见到巨大的高炉、火红的铁水，真的太震撼
了。”青田县实验小学学生陈德意说。

近日，青田县妇联与青田县慈善总会组织开
展为期两天的“浙里有爱，阳光童行”山海协作
工业研学活动，青田县妇联和社会公益组织叶姐
工作室的志愿者们带领44名青田侨乡留守儿童来
到宁波市北仑区，先后参观了宁波钢铁有限公
司、张人亚党章学堂、中国港口博物馆、梅山湾
沙滩公园以及吉利汽车生产基地等地。

“青田侨乡留守儿童多数由祖辈隔代抚养，

他们很少有出门走走看看的机会。许多家长拜托
我们带孩子出去开开眼界。”青田县妇联干部、叶
姐工作室骨干志愿者叶一伟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回应留守儿童需求

“阳光童行”研学活动中，性格有些内向但细
心周到的营员姚博翰引起志愿者的关注——他总
是默默地将椅子归位、帮忙整理会场，扶着门让其
他孩子先行通过。志愿者了解到，姚博翰的父亲常
年在巴西工作，姚博翰自8岁起就由祖辈照顾。

“每次都是爸爸主动联系我。”姚博翰说。隔
着11个小时的时差用手机保持联系，是这对父子
6年来已经习惯的相处模式。

近年来，叶一伟走访青田侨乡留守儿童上百
次，她发现，侨乡留守儿童群体的成长环境有一
些共性。首先，部分留守儿童的家庭经济条件并
不理想，父母在海外未必能获得稳定、可观的收
入；其次，跨国亲情意味着数年难得相聚一次；
此外，亲子间沟通无法避免时差，隔代教育带来
诸多局限，难以满足孩子全面成长的需求。

“研学活动让侨乡留守儿童能够到其他城市
旅行、学习，帮助他们开阔视野，也让孩子们主
动结交朋友，培养集体意识。”叶一伟说，今
年，叶姐工作室开展了 6 次不同主题的研学活
动：寻访红色足迹、参观现代工厂、了解侨乡历
史、学习法律知识……“参与的孩子都很喜欢，
觉得每一个主题都有收获。”叶一伟说。

多措并举关爱留守儿童

“通过你发的视频，才了解到我儿子还有这
么活跃、大胆的一面。感谢你们一路上的陪伴，
辛苦了！”“阳光童行”研学营结束后，一位家长
在“侨娃家长群”中表达感谢。

据统计，侨乡青田县约有 38.1 万名海外华侨
华人，分布在世界 146个国家和地区。一些海外侨
胞常年与子女分居两地，在侨乡生活的子女成为
他们的重要牵挂。

针对这一侨乡特殊情况，青田县有关部门建
立了“部门联动、家校配合、社会参与、海内外互
动”关护侨乡留守儿童的工作体系，推出多项切实
可行的举措：通过精准摸排为侨乡留守儿童建立

“成长档案”；通过结对帮扶为留守儿童提供“爱心
妈妈”的关照；开展集体生日、亲情家书、妈妈云端
课堂等公益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到亲情友爱的温
暖……今年6月，“‘爱在侨乡’侨乡留守儿童关爱
项目”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评
为“浙江省‘十四五’妇女儿童实事优秀案例”。

青田县妇联主席陈娇娥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青田县妇联将继续推进侨乡留守儿童的关爱工作：
一是扩大关爱覆盖面，努力使更多的侨乡留守儿童
受益；二是更贴近侨乡留守儿童的实际需求，丰富
关爱形式，做到精准对接，真正将关爱送进孩子们
的心田；三是整合更多社会资源，动员更多社会
力量参与，构建多元化的关爱保护体系。

巴西华侨华人——

为下一个“黄金50年”贡献““侨力量侨力量””
本报记者 张 红

当地时间 8 月 15 日，巴西
迎来第七个“中国移民日”。今年
恰逢中国与巴西建交 50 周年，

巴西华侨华人在当地开展多种
文化活动，欢庆侨胞节日，祝福
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浙江青田——

“阳光童行”给侨乡留守儿童暑期陪伴
高 乔 谢婧繁

③③①①①

②②②

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五里街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水陆交汇的重要节点
名扬海内外，是中国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村、福建省历史文化街区。
图为8月23日，游客在五里古街游玩拍照。 王旺旺摄 （人民图片）

福建永春：古街文韵引客来

侨 乡 新 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