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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做客“清华讲堂”

本报 ! 月 "# 日电 （崔亦
谦） !" 日，美籍华人、江苏津
通集团董事长贡毅博士做客“华
商领袖·清华讲堂”，以“全球化
视野与商业模式创新发展战略”
为题，阐述了他对于经济全球化
背景下商业模式创新发展战略的
思考。他认为，当前现代服务业
正在逐步引领制造业的发展，未
来 !#年也将是发展“中国服务”
的重要时机。演讲结束后，国侨
办经济科技司司长庄荣文向贡毅
颁发了演讲纪念证书。“华商领
袖·清华讲堂”由国侨办和清华
大学联合主办，旨在为成功华商
搭建展示风采的舞台，与清华学
子分享华商创业发展经验。

横滨举办“妈祖节”活动

本报电 据日本新华侨报网
消息，$# 日，位于日本横滨市
中区的横滨中华街举办了中国东
南沿海地区传统海神信仰活动
“妈祖节”。在中华街，人们抬着
妈祖神轿游行，并进行舞狮舞龙
等活动。在爆竹和锣鼓声中，超
过 %米的人偶也精彩亮相，场面
热闹异常。从上周开始，琦玉县
西部与横滨之间实现了直通，很
多人乘坐东京的“东急东横线”
或东京地下铁“副都心线”列车
到横滨中华街参观。妈祖节活动
主办方“横滨妈祖庙”理事长林
兼正说：“今年来中华街参观的
游客比往年多出不少，我希望实
现直通后来中华街访问的人越来
越多。”

侨 讯

“不管在法国还是英国，不管是在法国的哪个区，只
要是华人比较聚集的地方，我都希望当地政坛能有华人的
代表，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华人的利益。”法国政坛的华人
领军人物、巴黎十三区副区长陈文雄近日在接受本报专访时
如是说。

从政，加强沟通

多年来，欧洲华人群体给外界留下的印象是“重商轻政”：
埋头苦干、远离政治。不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融
入当地政坛，才能更好地发出华人的声音，才能更有效地争取自
己的合法权益。而且，随着越来越多华人移民后代走上社会，华
人参政的热情也开始逐步高涨。

祖籍广东、& 岁时随父母移居法国的陈文雄于 $##& 年当选巴黎
十三区副区长。作为法国史上第一位华裔副区长，陈文雄当选后一直
努力推动与华人相关的议题。华文教育就是他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一方面，在国外长大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中文这个工具，就没办

法了解中国文化。另一方面，无论是华人还是外国人，想要发展，很
可能需要和中国打交道，学习中文对他们的发展和前途非常重要。”
陈文雄 $##&年当选副区长后，与同事共同努力，于当年 "月在当地
学校开设了中文班，“目前，孩子从 '岁到 !&岁都能在十三区不间
断地学习中文。目前，我们正在努力办幼儿园双语班。我们的目标是
希望从我们的中文班出来的孩子能达到中法两国高中毕业生的水平。”
陈文雄发现，有些法国家庭会因为孩子学习中文而改变对中国的看
法：“我们现在针对 '岁孩子的中文班中有很多法国孩子。有个法国
人的家庭因为有孩子学习中文，每次发现和中国有关的活动都会去参
与。这也有助于增进中法两国之间的了解。”

困难，现实存在

在相对保守的欧洲，华人要想政治融入当地社会，面前摆着许
多现实的困难。陈文雄当年的参选在华人圈中是一件非常轰动的
事，原本对法国政治冷漠的华人选民因为他的参选而投票热情
高涨。这种轰动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欧洲华人参政的困境。
“法国人的确比较保守，对于变化会有些怕。对于同一个

问题，华人和法国人会有不同的判断和不同的处理方法。”陈
文雄说，“华人参政可能会让一部分法国人有些担心，觉得
华人原来只是生意成功，现在也要闯荡政坛了。不过，这种
问题可以通过多了解多沟通来解决。”

当然，华人参政少也有自己的原因。陈文雄分析了 %个
原因：“第一，从国内以及东南亚到法国的侨胞没有投票经

验。第二，当地华人不了解法国的政策。为什么？媒体对于
法国政坛的运作介绍很少。目前我就在运作这个工作，希望
通过当地的华文媒体让大家多了解法国的各种政策。这样，

大家才会有兴趣。第三，华人原来可能觉得投不投票都没有关
系。看到有华人参选才会去投票。$##& 年前，法国关注投票的
华人很少。$##& 年我参选的时候，能感觉到很多华人投票了。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努力，才有成果

陈文雄原来没想过参政，但是，想为社会做点事情的想法让
他与法国政坛有了频繁的接触。自 !"&"年开始，陈文雄开始负
责法国潮州会馆的青年组，很多活动需要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每

次竞选季，他都负责安排青年与各党派代表沟通。“我常和大家说，
不管你们支持哪个党，关键是你们要去投票。投票对我们每天的生活
是有影响的。比如，公园几点开，或者，公园里放多少椅子。”直到
有一天，巴黎十三区区长亲自来劝说陈文雄参选。结果，既开创了法
国华人参政的历史，也点燃了法国华人参政的热情。

根据自己的经验，陈文雄指出，欧洲华人参政需要具备几个条
件：“第一，当地语言要学好。这是基础。第二，要了解当地情况，
学会从当地人的角度看问题。第三，要明白，在法国以及欧洲很多国
家，华人比较分散。要想赢得选举，不可能完全依靠华人的选票。要
得到当地人的选票，当然要做他们的工作、懂他们的语言、考虑他们
的事情。”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华人一定要团结。如果选票分散，就

没有人看重我们这个群体了。只有选票集中，才能真正有影响力。”
陈文雄说，“未来几年，我还希望能联合几个国家希望从政的华人一
起联谊，可以沟通、分享彼此的经验，应该会有很好的效果。”

数据显示，目前约有 !(#万华侨华人散居在欧洲诸国，其中逾
)#万在法国。$#!$年法国大选期间，巴黎十三区拥有投票权的华
人超过 !!万，其中 &#*以上都参加了投票。“我相信，无论是法
国还是欧洲其他国家，随着华人新生代的努力，政治融入的前景

会越来越好。”陈文雄说。

上图：$#!#年 '月 $#日，法国华侨华人依法在巴黎美

丽城进行“反暴力，要安全”大游行。

中图：巴黎华人的正义诉求，得到了巴黎社会各界的广

泛理解和支持。

下图：$#!! 年 ' 月，法国首都巴黎的华人再次举行一

场声势浩大的“反暴力、要安全”游行，抗议华人社区经常

遭受偷盗和抢劫等人身安全问题。 （资料图片）

来到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就可以看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
主体建筑。目前，博物馆的主体建筑结构已经正式封顶。“中国华侨历
史博物馆目前已经收到来自海内外侨界无偿捐赠的文物上万件，捐款
捐物者达到近 (### 人。华侨历史博物馆有望在 $#!% 年内具备开馆条
件。”近日，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筹建办公室副主任黄纪凯在接受笔者采
访时如此表示。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最早由著名爱国侨领、中国侨联首任主席陈嘉
庚于 !"'#年提出倡议兴建。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直至上世纪 "#年代初才
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立项。于 $#!$年 "月在东直门内北小街破土奠基，
总建筑面积达 !$+'(平方米。

目前全国已经有关于国内和海外华侨华人的博物馆、纪念馆和展览馆大
约 %#家。黄纪凯表示：“已建成或在建的地方华侨博物馆都是着重突出地域特
点，藏品也多来自于当地乡亲的提供，更多地体现了华侨在海外同家乡的联系
和互动。但是作为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所反映的特点一定是整体的，是超越地
域限制的。博物馆的建设会参照国家博物馆和首都博物馆的形式，目前也已经走
访了许多的地方华侨博物馆以借鉴有益的经验。”

一般而言，谈到博物馆，大家都会关注“镇馆之宝”的话题。对此，黄副主任有不
同的看法，他认为，对于华侨博物馆来说，由于其不同于普通的博物馆，“镇馆之宝”
的标准很难界定，但是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是要充分反映华人群体的人文历史
价值；二是要获得世人的广泛认同”。从这两点要求出发，在文物征集工作尚未结束的
时候，“镇馆之宝”的答案还不能揭晓。

但是黄纪凯副主任同时也表示，上万件捐赠文物绝大部分来自华侨华人的无偿
捐赠。可以说，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故事，都有着特殊的历史价值。

其中，令黄纪凯副主任印象最深的是一面五星红旗。!")"年 !#月，为了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诞生，远在纽约的华侨衣馆联合会自己缝制了一面五星红旗悬挂在纽约唐
人街的街头，这是五星红旗第一次出现在美洲大地上。“但是，后来美国盛行麦卡锡主
义，本着反共的立场迫害升起五星红旗的爱国华侨，‘衣联会’先后有 )名成员受到波
及，一人自杀，两人被杀，另一人被美国驱逐出境。他们为五星红旗的升起付出了巨大的代
价。”“衣联会”在得知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建设的消息之后，主动将 !")"年升起的那一
面五星红旗捐献出来。

除了五星红旗，藏品中还有一本出版于上世纪初的《万国邮政遍览》让黄副主任津津乐
道。这本书记录了当时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商号地址、电话和经营范围等内容，留存了当
时中国人在世界各地从商的足迹，为研究华人商业史提供了丰富详实的资料。

虽然已经征集了不少文物，但是黄纪凯副主任表示：“文物的征集还是面临着较大的困难。
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建设具有特殊性，不同于其他博物馆，华侨博物馆是‘白手起家’，没有藏品的
基础。文物征集和展馆建设同步进行，这就给博物馆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文物征集宣
传不力的问题，黄副主任说：“目前华侨博物馆主要依靠侨联、海外的侨团组织宣传和一些热心华
侨华人的帮忙。下一步，筹建组将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公共媒体的力量来宣传华博馆。”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筹建工作还在进行当中，相信到了开馆的那一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
承载着历史意义的珍贵文物，听到更多难忘的华侨故事。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
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

不可胜用也。”中国先贤孟子在 $###多年前便提
出了颇为先进的环保理念。海外华人在移居异国
时，也将环保的理念运用到了中国城的生活和工
作中。

近日，来自美国各地的 %# 多位环保方面的
工作人员在旧金山环保局外展专员温爱媚的带领

下，来到当地中国城取经。
国际酒店、菜市场、餐厅，三种再普通不过的

地方，却能够将旧金山中国城的环保理念展现得淋
漓尽致：国际酒店的居住者大多是低收入的华裔老

人，可以了解民居如何开展环保工作；菜市场是中国
城平时最为繁忙的地方，市场内贩卖很多瓜果蔬菜、

鸡鱼肉鸭等食材，可以了解菜市场员工怎样把可堆肥用
的废弃物放入堆肥桶；一些中国城食肆中 &#*的垃圾能

得到有效回收利用，这也是可资学习的经验。
对一些海外华人来说，中国城散发着原汁原味的祖

（籍）国的味道，是一片心灵的净土，而环保无疑会让它
更加美丽。

去年 '月，洛杉矶华裔民众在加州联邦众议员赵美心
的呼吁下，联手展开行动，阻止沃尔玛进入中国城。在他
们看来，洛杉矶中国城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华人社区之
一，沃尔玛的标准化商品不仅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还会
对当地环境造成影响。

建设一个环保的中国城也是在日华人的心愿。不过，
他们对环保却有不一样的心得。

如果你还单纯地以为环保就是节约，那么你就 ,-.了。在
旅日华人王昕看来，环境、环保产业可以是一个完整的运作模
式。它不单可以达到环保的目的，还能派生数不清的新商业领
域。而每一个新环保产品、新技术的产品，都是很花钱的。
王昕目前就职于一家文具制造公司，那里不断有别出心裁的环

保产品，如不用订书钉的订书器、树脂混合贝壳粉末制成的塑料橡
皮，以及从皮到芯都由再生材制成的圆珠笔等。

环保专家指出，从前的环保还停留在重视分类回收等初级阶
段，今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大大小小的高科技环保产品。在这个过
程中，每个人都是环保产业的一环。只有达到这个层面，环保才能
真正进入每个人的生活。

环 保 中 国 城

温爱媚向环保工作者介绍旧金山中国城的

环保经历。

!雷 蕾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讲述华侨自己的故事
杨子岩 马红红

爱国华侨华人组织———衣联会代表团将美洲上空升起的

第一面五星红旗捐赠给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资料图片）

据加拿大《星岛日报》!& 日报道，在加拿大列治文市，包含
杂货店在内的华人店铺被指有“排他趋势”，理由是商店招牌多
以中文为主，有些甚至只用中文。不考虑客户感受、难以融入主
流社会是海外华人杂货店的弊端之一，而改变思路谋求转型，便
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

经营遭遇困境

杂货店以其投资小、见效快、回报高的特点，成为许多
华人在海外做生意的首选方式。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杂货店经营已显得后
劲不足。美国华人聚集区的一些中国商店经营业务太过
散乱，商品档次过低，甚至成为“廉价货”的代名词。

如《洛杉矶时报》所说，“简陋的店里弥漫着烤鱼和腌
肉的味道，食品和日用品不加区分地堆叠在一起”，成为
当地中国商店的真实写照。

在遭遇经济“寒流”的高福利国家，人们的消费观
念也发生了变化，很多家庭不再向过去那样铺张，连必
需品都要精打细算、谨慎消费。

有葡萄牙中文媒体报道说，在里斯本移民聚集
区的“三百店”里，原先有不少抬手就消费几十欧元
的人，如今一次能花十几欧元的就算是大客户了。

客源的流失让华人杂货店雪上加霜。西班
牙一些华人小型“百元店”的顾客多由当地的拉
美、非洲移民构成。受不利经济影响，这些移民
纷纷逃离西班牙，致使百元店营业额下滑。

此外，很多当地失业者为了谋生，选择做
起杂货店的生意来，进一步打压了华裔杂货
店的利润空间。

革新带来收益

当杂货店模式遭遇重重困境时，有华
人意识到，转型已是大势所趋。他们率先
踏上转型之路，并取得了不错的收益。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位于美国加
州的亚希自然超市瞄准亚裔消费群体，

打造了高端的“亚洲杂货区”经营模式，与周边的传统杂货店形
成了鲜明对比。

亚希超市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对自身的清晰定位。它
专注亚裔消费者，并在这一人群中获得声誉，从而形成稳定的客
源。

对于经营面积受限的华裔杂货商，“迷你市场”也是个不
错的选择，而这正是马来西亚“杂货店转型计划”所推崇和提
倡的。马来西亚国内贸易、合作社及消费部于 $#!!年发起这
项面向全国的转型计划，旨在协助从业者提升杂货店的营运
环境及方式。“迷你市场”将原有的售卖型经营方式变成自选
型，让顾客挑选商品时更加自由，增加顾客的购买欲望。当然，
装修和灯光布局也是提升顾客消费体验的必需工作。

最有说服力的自然是转型后的收益。马来西亚杂货
商联合会总会长连兴泉表示：“转型成为迷你市场可使营
业额增加 %#*至 !##*。”

转型尚存阻力

然而，不少华裔杂货店业主却并没有转型的打算，
安于现状、勉强度日成为了他们的现实处境。

对很多人而言，杂货店就是他们的全部资产和唯
一经济来源。与其冒着可能“血本无归”的风险，宁可选
择在夹缝中生存，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维持生活。

马来西亚“杂货店转型计划”在国内掀起热潮
时，在华裔群体内却受到冷落。截至 $#!$年底，仅有
不到 !#*的华裔从业者参与，远远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

华裔业者对此“不感冒”的原因，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他们误认为参与该计划会造成他们的生意
被外国垄断公司接管或并吞，或者被迫向外国
垄断企业取货。

好消息是，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杂货店模
式转型正渐渐地步入正轨。马来西亚华社积极
在华人商圈传达转型计划的有关讯息，并为他
们向政府联系贷款，让华商排除负面情绪。

转型能否顺利实现，还有赖于华裔从业者
观念的改变。

华人杂货店面临转型之痛
崔亦谦

马来西亚华人开办的传统杂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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