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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有所成就后，应当为自己的
同胞做些事情”

2024年3月，一个捐赠仪式在清华大学举行。捐赠
人为丘成桐先生，他拿出个人积蓄向清华大学捐赠 100
万美元。丘成桐是享誉全球的著名学者，身兼美国国家
科学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是历史上第一位获

“数学界诺奖”菲尔兹奖的华人数学家。
从2003年起，丘成桐开始捐款支持中国学术界与数

学教育的发展，方式包括开展竞赛、设立奖学金等。他
累计为母校香港中文大学捐款近3000万港元，为其任职
的清华大学捐款、筹款近 2000 万元。此外，他还向中国
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等机构捐款。

丘成桐说，父亲曾教导他，一个人有所成就后，应
当为自己的同胞做些事情。他承接父母的理念展开捐

赠，希望推动数学教育的变革，助力中国在科学研究上
实现更多突破。

华侨华人与家乡有着紧密的情感联系。身居异国，
心系家乡，展现了华侨华人对祖 （籍） 国的深深关切。

华侨华人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历史已久。19世纪初，
海外中国侨民便通过侨汇、侨捐等多种方式救济家乡亲
人、支持家乡公益事业发展。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奥运会“水立方”收到来自107
个国家和地区的 35 万余名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超过
9.4 亿元人民币的捐款；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广
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积极行动，捐款捐物达 22.78亿
元；2022年共筑冬奥梦，53个国家和地区近 3万侨胞、
侨商侨企捐资1.6亿元、藏品6000多件建成华侨冰雪博
物馆。

“向世界彰显了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
传统美德”

华侨华人不仅挂念祖 （籍） 国的冷暖安危，也在住
在国社会以及世界范围内传播善意。

2023 年 5 月，来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志愿者在伊斯
兰堡共同建立了“中巴青年同心圆小家”（以下简称“小
家”），为异地求医的贫困患病儿童家庭免费提供食宿以
及陪同就医等服务。

一名来自巴基斯坦的妇女在这里走完了人生的最后
一程。“她罹患口腔癌，生活已经完全不能自理，小家
给予她最后的医疗帮助与临终关怀。辞世前，她将最为
珍视的两个孩子托付给小家，现在，孩子们已成为小家
的成员。”小家的参与者、巴基斯坦华侨华人协会秘书
长马斌说。

从扶弱助贫、捐资兴学到赈灾纾困，海外华侨华人
在当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爱心活动，以善行回馈“第二故
乡”。在南非，宋庆龄基金会为开普敦的康斯坦蒂亚小
学 500 多名贫困学生送去学习物资，包括文具、书包、
体育用品等；在墨西哥，全墨西哥华人华侨总会、墨西
哥中资企业协会捐赠了一些医疗和通讯设备，包括电击
除颤仪（系统）12套、早期癌症筛查设备若干套等；在安哥
拉，安哥拉中国总商会帮助当地孤儿院的 6 名孩子到内
图大学孔子学院学习中文，孩子们穿上崭新的衣服，在去
往学校的路上一片欢声笑语……

中华民族在公益慈善方面有着深厚历史基础。清华

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龙登高认为，至迟自宋以来，民
间组织的善堂、救济机构非常普遍；义渡、桥梁、茶亭、
道路乃至水利设施在各地广泛存在……这些很多都是民
间自发组织的公益事业。

中华慈善文化的生命力在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传承
中持续体现。华侨华人在海外重建文化认同与社会网
络，以华商与侨领为核心形成华人社团。社团牵头组织
多种活动，互帮互济，并协助处理群体内部事务及与当
地社会的关系。

“达则兼济天下”，许多成功华商富有社会责任担
当。在耶鲁、哈佛、剑桥、清华、北大等高校校园内，
都能发现华商捐赠的大楼、图书馆或冠名的机构。华商
的事迹也向世界彰显了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

“为全球慈善事业的发展贡献中国智
慧和力量”

中华公益慈善事业也在与世界各方力量一同携起手
来。中国欧盟商会国别代表、执行委员詹尼·迪·乔瓦尼
表示，国际合作可以汇聚不同国家和文化的智慧，创新
解决方案，推动全球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中国欧盟商
会鼓励公司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利用绿色技术，为社会
作出积极贡献。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指
出，华侨华人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在世界公益
慈善领域作出了独特贡献。华侨华人是近现代中国公益
慈善事业的引领者，是当代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生力
军，也是当今世界公益慈善的重要贡献者。

“我们要依托好‘世界公益慈善论坛’，加强国际交
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慈善事务和活动，学习借鉴、
总结传播国际和我国先进的慈善理念和管理经验，为全
球慈善事业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朱永新说。

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曲娜认为，以往，
华侨华人的公益慈善事业以直接捐助为主。近些年来，
华侨华人设立了更多专项慈善基金与长期慈善项目等，
组织运作模式更加专业。同时，华侨华人公益慈善组织
正在与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机构开展合作，实现资源
共享，扩大慈善事业的影响力。一些华侨华人创业者将
公益慈善理念融入商业模式，实现商业营利与公益事业
的有机结合。华侨华人公益慈善事业正在立足传统，不
断创新，融合世界范围资源，获得更加深远的影响力。

华侨华人 责编：徐令缘 邮箱：guojihw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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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世界公益慈善论坛举行——

聚侨同心 五洲筑梦
本报记者 徐令缘

近日，来自公益慈善事业的侨界
代表，美国、欧盟、英国等在华商会代
表，海内外专家学者、慈善公益领域
专业人士等相聚清华大学，参与第七
届世界公益慈善论坛，共同探讨公益
慈善事业国际交流与合作。

华侨华人是近现代中国公益慈
善事业的引领者，是当代中国公益
慈善事业的生力军，也是当今世界
公益慈善的重要贡献者；华商会、
外资企业积极在华展开慈善活动，
为推动中外友好凝心聚力……华侨
华人正与世界携手，同心同行，书
写公益慈善事业的动人篇章。

第17届世界华商大会举行

第十七届世界华商大会近日在马来西亚吉隆
坡举行。来自全球逾 4000 名代表以“擘划新序，
共创新局”为主题，探讨如何以创新应对世界经
济新变局。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出席大会并发
表主旨演讲。安瓦尔指出，马中双边贸易投资活
跃，为马中关系奠定坚实基础。他赞许华人在马
来西亚经济、教育、社会和文化等领域作出的贡
献，肯定华商在加强各国经贸联系、促进全球经
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

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和工业部部长东姑·扎夫鲁
出席大会时说，马来西亚积极创造良好投资环境，华
商可考虑将马来西亚作为海外发展的目的地。

大会上，与会华商还围绕中国新经济与全球
化、青商传承与创新、半导体、绿色经济与人工
智能经济、颠覆性技术发展、解锁东盟市场潜
力、华商与华文教育等议题进行探讨。大会主办
方、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总会长卢成全介绍，本
次华商大会不但参加人数较上届有显著增长，还
首度举办横跨多行业的商务对接，吸引千余企业
参加对接，协助他们寻找商业伙伴。卢成全介
绍，大会还将组织华商前往马来西亚各州进行商
业考察，协助他们寻找在马发展机遇。

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展望，香港中华
总商会自去年接任世界华商大会秘书处工作以
来，致力继续强化华商联系、团结华人华商力
量、助力企业传承创新。他希望通过此次大会，
凝聚华商智慧和力量，为华商带来新的灵感、开
拓新的商机,为全球华商社群传承注入新的活力。

“女性华商的影响力正在逐年提升。”法国华
侨华人妇女联合会会长陈岚说，旅法女华商将会
以更积极的姿态融入住在国，为世界经济发展贡
献“她”力量。

世界华商大会于 1991 年首次在新加坡举办。
本届大会由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主办。

（来源：中新网）

泉州首个面向侨胞康旅中心启动

近日，海外华侨华人 （泉州） 康旅中心迎来
来自近 30个国家和地区的首批体验者，标志着这
个面向海外侨胞的康旅中心正式启动。

首批体验者是主要来自菲律宾、马来西亚、
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 40余名泉州籍社团侨领、侨
界精英，他们此次回到家乡，切身感受到家乡为
侨服务的创新之举。

福建泉州是中国著名侨乡，有“十户人家九户
侨”之称。为扎实推进“侨+”便侨利侨服务工程，提
升侨胞的获得感和归属感，发挥世遗之城、著名侨
乡的优势，泉州市侨联在泉州台商投资区创新打造

“海外华侨华人（泉州）康旅中心”。
“对接侨胞需求，才能更好为侨服务。”泉州

台商投资区侨联主席、香港泉州同乡总会名誉会
长、颐和医院董事长骆钢介绍，近年来，“中医
热”在海外持续升温，泉州中医药资源丰富，中
医深受海外侨胞青睐。

据介绍，海外华侨华人 （泉州） 康旅中心正
在建设康养、旅游、文化、休闲等多种元素融合
的康旅服务体系，为华侨华人提供全方位、多层
次的康旅体验。

“今天的体验让我感受到家乡对侨胞的重视，
内心十分感动。康旅中心不仅设施设备先进专
业，服务也特别用心、细心和耐心。”作为首批体
验者，菲华各界联合会常务委员许少镗说，他在
菲律宾从事旅游业，此行让他在家乡获得了新的
启发。 （来源：中新网）

侨 情 乡 讯

时隔5年，加拿大“龙的传人”龙舟队
队员徐敏再次来到上海参加龙舟赛。她
说：“‘回家’赛龙舟，感觉很好。”赛前
几日，徐敏和同为龙舟队队员的丈夫一同
忙着进行最后的训练。

第 13 届上海世界华人龙舟邀请赛近日
在上海青浦举行。比赛设 500 米直道竞速、
3000米绕标赛，分为 22人龙舟混合组、12人
龙舟混合组，共有16支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
的龙舟队在上海共同切磋“水上功夫”。

上海世界华人龙舟邀请赛始于 2009
年。如今，水乡青浦已成为龙舟运动的“娘
家”，吸引越来越多龙舟爱好者慕名而来。

加拿大“龙的传人”龙舟队成立于
2016 年。龙舟队以加拿大蒙特利尔为基
地，是一支完全由龙舟运动爱好者组成的
业余队伍。

“龙年划龙舟很有意义。龙是中华民族
的文化符号与精神象征，我们都是龙的传
人。”加拿大“龙的传人”龙舟队领队、蒙
特利尔上海同乡会会长沈俊华说，他们已
经连续参加了四届上海世界华人龙舟邀请
赛。这次又能来沪参赛，队员们都很激
动。“在华侨华人的带动下，许多加拿大朋

友也逐渐了解并喜爱上了龙舟运动。今
年，我们的龙舟队新加入了‘洋面孔’。我
们希望在这次比赛中赛出风采，传递友谊。”

加拿大“龙的传人”龙舟队队员、蒙
特利尔上海同乡会副理事长朱丽萍接触龙
舟运动已有5年，是本次比赛中龙舟队的鼓
手。朱丽萍说：“划龙舟时，队员们闻令而
动，踏着鼓点，甩开双臂，奋起划桨。作
为鼓手，不仅需要体力，更要考虑如何使
整个团队更有效率。”

“划龙舟时，队员们齐心协力，共同乘
风破浪的感觉特别好。”徐敏说，在接下来
举办的“运动员之夜”，她计划与其他地区
的龙舟队队员聊聊天，交交朋友。

“蒙特利尔每年都会举办龙舟文化节，
来自不同华人社区、组织的龙舟队相聚一
堂。加拿大当地人也经常来看龙舟队训
练，不少当地人还会询问如何加入龙舟
队。”徐敏说，龙舟运动在加拿大越来越受
欢迎了。

赛龙舟是中国传统“非遗”。上海青浦
湖泊众多、河港交错，有“绿色水都”之
誉，被称为“中国龙舟之乡”，曾多次举办
大型龙舟赛事。 （来源：中新网）

加拿大华侨华人“回家”赛龙舟
范宇斌

侨 乡 新 貌

近日，“广西农民画创作精品巡展”（柳州站） 在柳州市群众艺术馆开幕。近年来，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近600名群众长期从事农民画创作，约有300幅农民画作品在全国和
自治区文艺展览和赛事中获奖，形成了具有地方代表性的区域品牌。

左图：在柳州市群众艺术馆拍摄的侗族农民画。
上图：两位80后的侗族农民画代表陈美美 （左） 和荣雪莲在创作。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摄

第七届世界公益慈善论坛现场。 主办方供图第七届世界公益慈善论坛现场。 主办方供图

华人数学家丘成桐。
清华大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