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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华文媒体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华文媒体合作共赢已逐渐成为趋势，一个崭新的

“全球华文新闻网络”呼之欲出。

华文新闻网络的建立将让全球华媒的合作
“更上一层楼”，但与此同时，新的环境又带来
了新的挑战。

华人小陈毕业于北京大学，目前在新加坡生
活。他告诉本报记者，虽然在很多地方
可以买到报纸，但“那些都是老年人的

做派”。网络、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才是他获取信息

的主要途径。
“主要是方便。既然手机、电脑更加快捷，

干嘛要费劲去看报纸？”小陈说。
像小陈这样的年轻华人不在少数。博茨瓦

纳一位“!"后”华人也表示，用微信等平台阅
读新闻已经成为习惯。

年轻人阅读习惯的转变，正是海外华文媒
体传播环境改变的一个缩影。华文媒体尤其是
华文报纸，也在寻找着新的生存和发展方式。
“在东南亚有一个说法：‘失去一位老华

人，少了一份华人报’。”程曼丽说，华文媒体
不仅要培养新的读者，更要适应互联网的变化
趋势，适应新媒体时代的发展要求。“网络不

仅是华人社会的信息，也是中华文化的信息库。
借助网络，华人孩子能够更好地继承这笔丰厚
的文化遗产，为当地华人社会做出自己力所能
及的贡献。”她说。

改变正在发生。一方面，华文新媒体层出
不穷；另一方面，海外华媒也开始通过专业化
和细分化的方式寻求新的市场，这都离不开
相互间的支持与合作。

程曼丽说：“建立全球华文新闻网络可
以将中华文化产业做大做强，促进中华文
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我觉得这是我们很多
人共同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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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合作 共迎挑战

“海外华文媒体要像转换插头，起到中转作用。”
“中国大陆走出的是新移民，新移民需要‘新’媒

体。”
“我的 #"" 份报纸就是 $%" 粒种子，我希望把中华

文化继续传播下去。”
“‘不同床’的各华人社区及华文媒体，可以共圆同

一个美好的‘中国梦’。”
对于华文媒体的定位、发展，各国华人媒体代表畅

所欲言。无论身后是发行量几百份的“小报”，还是具
有一定影响力的“大报”，他们的心气都很高。大家彼
此同根同祖，又志气相投，相互间的沟通交流也就格外
热烈。

今年可以说是华媒合作的“火热之年”，继第七届
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在青岛闭幕后，海外华文传媒合作
组织 &%'(年会、第十三届海峡两岸及港澳新闻研讨会
又先后在北京和武汉召开。传递中华文化、同圆中华
梦想已成为华媒代表们的共识。在新媒体时代，如何
通过进一步的合作共谋发展，成为代表们最关心的话
题。

北京大学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主任程曼丽教授对
本报记者表示，这些活动内容丰富，涵盖了媒体生态、
媒体未来发展等广泛的议题。作为颇具影响力的平台，
与会者在交流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形成一种深度的合
作。这次大家就建立“全球华文新闻网络”达成初步共
识，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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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变化 传播文化

曾在温哥华盛极一时的
华埠裁缝生意，如今仅剩“趋
时裁缝”（)*+,-./0, 12/3*-4）
一家。这间百年老店不仅成为
华埠的标志之一，也是华人
海外打拼历史的写照。店主
黄光大子承父业，如今!5岁
高龄，仍不愿停下手中活计。

温哥华市政府将&"6(年
66月(日定为“趋时裁缝日”
（)*+,-./0, 12/3*-4 728），
肯定了黄氏家族百年来对
小区的贡献。66 月 6 日至
(9 日在当地中山公园举办
的“趋时裁缝：6""年摩登
男性打扮”展览，通过老
照片、老裁缝工具、服装
等，讲述“趋时裁缝”的
百年历史。黄光大在家人
的陪同下出席了 ( 日的开
幕典礼，众多亲人从香港、
洛杉矶等地赶来支持。
加拿大总理哈珀、省长

简蕙芝都发来贺词，省议员
关慧贞也出席了开幕式，向黄光大赠送感谢状。
温市议员郑文宇则代表市长罗品信送上证书，将
&"6(年66月(日定为“趋时裁缝日”，并称“黄氏家族
的历史，正是温哥华历史的重要一部分，也是众多
华人家庭在海外的历史”，还现场分享了多年前首次
前往黄光大店内改衣服的趣事。
黄光大的父亲黄公礼从广东移民来加后，于

6!6( 年在华埠开设了“趋时裁缝店”。虽然黄光大
自 6:岁起就帮着父亲打理店铺，但毕业于卑诗大学
工程系的他，曾梦想当工程师。由于当年加拿大排华
风盛行，无法在工程行业大展身手的黄光大只能无奈
回家帮父亲打理裁缝店，一做就是几十年。黄光大见
证了华埠的兴盛繁荣与发展，黄氏家族也经历了排华及
后来成功融入本地社会的过程，家族中除了黄光大和弟
弟是裁缝外，其他兄弟姐妹及后辈都在不同行业贡献着
自己的力量。
黄光大与父亲曾经写下不少日记，记录当年移民的生

活。一个年轻小伙对眼前华埠的感情、对未来的期待、对生活
的感悟，都被这两代的裁缝用纸笔记录下来。这些日记也被
重新整理，首次在展览中分享。黄光大还说，明年计划将这些
日记出版成书，与大家分享过去的历史和感悟。
黄光大回忆称，印象最深的是数年前，好莱坞巨星肖恩·

康纳利到访，请他赶制了一套白色西服，还有白色背心，并掀
起了一股白色背心风潮。
如今 !6岁高龄的黄光大仍旧坚持每星期工作;天，思路敏捷。

谈及百年老店的未来，黄光大表示暂无具体计划，其长子黄兆正目
前正在帮忙管理店铺，但并非裁缝的黄兆正并未回应未来是否会接
管店铺。黄光大还说，学习裁缝技巧是个长期过程，虽有不少人曾去
当学徒，但并未有人能坚持。 （摘自加拿大《世界日报》）

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家烧腊特色的中餐馆
日前因拒绝一名带着导盲犬到此庆祝自己 ;%

岁生日的老人而被迫道歉。
一位盲人带着导盲犬和一位友人一起去了

这家烧腊饭店，想在那儿庆祝生日，不料却遭
到中餐馆店员的驱逐。倍感受辱的老人试图向店
员解释，仅仅因为他带着导盲犬就歧视对待他，
这是违法的行为。老人回忆说：“我告诉他，不
能赶我出去，他可能从不知道这样的法律，但这
样的行为是违法的。”最后，老人不得不去了附近
的另一家中餐馆用餐。
烧腊饭店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性经理说，

他们都对此事感到“非常抱歉”。“当时，我不在
那儿，但另一位员工说他们并不知道导盲犬是可以
进店的。我们上网查了一下，这才了解到导盲犬是
允许进餐馆的。我们都为这位顾客的遭遇感到十分
的抱歉。”这位经理表示，餐馆愿意接受罚款，同
时以后也将允许顾客带导盲犬来用餐。

老人称，他通常都会向餐厅和出租车司机解
释，导盲犬是可以进店上车的，而十次有九次，他
的解释都会被对方所采纳。

莫纳什市长表示，对这种事件应当即刻展开调
查。他表示，有法律规定商家必须接待须携带援助
犬进入餐饮区的人。那些因为这类援助犬而拒绝消
费者进店的商家违反了法律，将面临个人罚<&6澳
元、法人团体罚6::(澳元的惩罚。如果餐厅继续违
反这样的法律，政府会毫不客气地将它们告上法
庭，届时它们就将面临个人:万澳元、法人团体&%

万澳元的重罚。 （摘自《澳洲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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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林先生与女朋友走在南非唐人街一烧烤店外，一辆红色旧
款大众车突然蹿出，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名黑人男子立马从车上跳
下来，两人一组分别把林先生和他的女朋友控制住。其中一名手持棍
棒的歹徒二话不说就用棒子敲在林先生的身上，而另一名歹徒也拿棒
子向林先生的女朋友敲了过去。歹徒这几下使得林先生的头被打出了
几道长长的口子，鲜血哗哗地往外涌。几名歹徒见状也慌了神，抢走
林先生女朋友的手提包后便跳上车慌忙逃离现场。由于当时林先生被
歹徒打倒在地，慌乱中的歹徒没有进一步对林先生进行搜身，将林先
生的一部手机留在了现场。林先生也是靠着这部手机，立即打电话向
朋友求救，才被及时送到了医院。

据知情人士透露，令人更加气愤的不是这些歹徒竟敢跑到唐人街
主街上来行抢，而是当时现场有 :名看到行抢的执勤保安没有上前制
止，而是看到歹徒后四散离去，这点实在让人感到可疑和气愤。

在此提醒华人，圣诞前夕，是南非许多不法分子作案的高峰
期。尽量不要在夜间徒步出行。歹徒在随机作案的情况下，出手
猛、狠，为了避免与受害者纠缠，歹徒一般会在几秒钟内持续袭击
抢劫目标。白天或者夜间外出，有感觉不对的人和车靠近时候
要特别注意。

晚间，如有要事必须出门，也请尽可能驾驶
车辆，锁好车门。若是步行，请眼观六路，耳
听八方。随时注意周遭环境，增加出
行的安全性。
（摘自南非《华侨

新闻报》）

! ! 美国

处处要小费
到底怎么给

周慧一

很多刚
刚移民到美国

的或者来美国旅游的华
人都会有一个困惑，就是这里

的小费文化。吃饭要小费，住宾馆要小
费，坐出租车、剪头发、做美容……总
之不管到哪，都要先琢磨琢磨，是不是
要给小费。除此之外，小费给多少，各行各业的标准
也都不一样。

洛杉矶餐饮业从业者李先生说，虽然给小费是一
个不成文的习俗，但是由于大部分的餐厅服务员都只
能拿最低工资，小费就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了。李
先生介绍，一般午餐会给 6%=>6$=，晚餐就要 6$=以
上了，酒席或者多人聚餐的话，餐厅一般会直接算
6$=或 6?=的小费在账单里。不过这个数额并不是固
定的，如果服务特别好，让顾客特别满意，顾客可以
适量多给一些，而如果服务态度不好，或者餐厅生意
很忙，服务员忙不过来，没有服务到顾客的话，也可
以少给或者不给小费。李先生表示，由于政府最近规
定服务员收到的小费也要缴税，所以现在有些餐厅也
希望客人可以多给小费，来弥补这部分收入的不足。

除吃饭之外，其它的服务行业
小费要怎么给，给多少呢？有美国
网站罗列了一些日常的服务行业的小
费标准。例如，送外卖的小费应为账
单的6"=，如果订的外卖很多或者路程
较远可以适当多给。酒吧喝酒要给酒保
或调酒师酒费的6$=>&"=作为小费。住酒
店根据房间和酒店星级，每晚要留给清洁
人员&到$美元，代客泊车&美元，门童帮忙
拿行李，每件行李6美元。理发、美甲、造
型、美容等项目，小费都按照账单的6$=>&"=

收取。有一些咖啡厅或快餐店收银台旁会摆放一
个放小费的罐子，这种情况则可以凭顾客自愿，并
不要求必须给。 （摘自美国侨报网）

当晚发生抢劫的现场

黄光大（右三）与妻子（右二）

及家人，接受郑文宇（左二）送来

的“&"6(年66月(日趋时裁缝日”

证书。 汤 唯摄

本报合作伙伴《中希时报》创刊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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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网络 时机成熟

&"6"年 $月，来自美国、泰国等 66个国家和地区
的海外华文媒体齐聚羊城，实地采访广州亚运会的筹备
情况。结束 (天的行程后，有华媒就表示将编排广州亚运
专版，让更多人了解广州。

海外华媒对中国的关注并不仅限于此。对于中国的点
滴变化，海外华媒始终洋溢着报道的热情。

有专家认为，随着华文媒体日益深入的交流合作，建
立“全球性华文新闻网络”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中国
国际地位日渐提高，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正成为世界
的期待。在这方面，扎根当地的海外华媒无疑具有独特的
资源和优势。对信息的需求促使华文媒体在信息供求方面
加强合作。

对于这一构想，程曼丽表示认同：“通过传播中国的
信息，海外华文媒体既能在当地提升其影响力，也能更好
地传承中华文化。基于共同的文字、共通的语言、共有的
心愿，建立华文媒体新闻网络的时机已经成熟。”

据介绍，近年来，国内媒体已经开始建立服务全球华
媒的华文信息库，丰富的文字、图片和视频资源将中国故
事和中国声音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全球性华文新闻网络”的一大使命是实现信息的

“双向流动”。程曼丽说，现阶段国内媒体还大多是以点
对点的方式从海外华媒那里获取当地华人社会的信息。
“但只要华媒间强化合作，逐步使信息流动起来，相信
在不远的将来，这一新闻网络肯定能够建立起来。”她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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