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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伊始，中国公布的“中央一号文
件”再次聚焦“三农”问题。这也显示出，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农业的基础地位
以及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具有不可替代性。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如果说这
是“中央一号文件”屡次聚焦“三农”问题
背后的宏大意涵，那么当局的操作往往还具
有当下意义。这一次印发的“中央一号文
件”也不例外。

实际上，关于当前的中国粮食问题、“三
农”问题，并非不存在疑问。第一个疑问便
是，既然粮食已经连续 10年增产，既然土地
调查的结果是耕地面积有所增加，那么是不
是应该调整一下坚持了多年的 18亿亩耕地红
线？第二个疑问则是，随着农耕人口结构的
巨大变化以及中国城镇化的加速，“谁来种
地”成为很多人心中的问号。第三个疑问
是，年年都提出要解决“三农”问题，也从
侧面折射出这一问题的解决存在不小的难
度，那么破解“三农”问题的核心障碍何
在？这些疑问，恐怕是必须要面对的。

这份题为《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
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的“中央一号文
件”，全文约万字，共分 8 个部分 33 条，涉及内
容主要包括完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强化
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长效
机制、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构建新型农业
经营体系、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健全城乡
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改善乡村治理机制。

由此不难看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中，“完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被放在了第
一位。如此设计，再次说明当前已在实施的基
础规则、底线思维不会改变，并且要在制度层
面得到进一步保障。尽管粮食连年增产、耕地
面积也有增加，但也应看到，随着人口增加、饮
食结构改善，中国未来的粮食需求将呈快速增
长态势，压力仍然存在，特别是农产品需求的
增长速度将明显快于供给的增长速度，导致供
求缺口将进一步扩大。

另一方面，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深深
地刻上了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全面深化改
革”的烙印。2013年中国当局完成了全面深化
改革的总体部署，2014年被视为贯彻落实相应
部署的起始之年。在这份“中央一号文件”中，
关于改革、创新的表述并不鲜见，并且涉及政
策、土地、市场、金融、治理等“三农”问题的方
方面面，是对上述第二个疑问、第三个疑问具
体而有效的回应。

30 多年前，以“中国农民获得土地承包
经营权”为代表的创举，开启了中国的改革
大幕，也促使中国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为
中国之后的发展与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当
前，中国改革再出发，能否抓住进一步解决

“三农”问题的根本，极有可能成为这一轮改
革成败的关键点，而 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
件”正尝试给出正面答案。

（摘自法国《欧洲时报》）

““一号文件一号文件””
回应三大疑问回应三大疑问

近半年来，英国、美国、法国、西

班牙相继爆发大范围的华人维权行动。

华人面对不公对待时不再忍气吞声，而

是勇敢站出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

此过程中，海外华文媒体积极鼓励、理

性引导，作用不容忽视。

华人勇于维权

从2013年7月起，英国边境署几乎每
周都在伦敦唐人街大规模搜捕“黑工”，
多家中餐馆遭到突击搜查。英国 《英
中时报》 批评这是“钓鱼式”搜捕，并
怀疑执法部门的行动缺乏完备的法律手
续。

伦敦华埠商会认为，这些行为涉嫌
歧视华人，丑化华人社区形象。在向英
国内政部质询未果后，商会于去年 10 月
22 日组织了一场维权行动。当日下午 3
时，华埠近200家商铺都加入了两小时罢
市行动，期间游行人数高达 1000 多人，
伦敦唐人街上演了有史以来最大型的示
威活动。罢市后，英国内政部已数次与
华人代表会面，表示将对搜捕行动做进
一步调查。

不久后，美国爆发史上最大规模华
人示威。美国广播公司的一档脱口秀节
目播出了“杀光中国人”的言论，引起
华人强烈抗议。11 月，美国华人在纽
约、洛杉矶、芝加哥等多个城市举行大
规模示威活动，随后，美国广播公司就
辱华言论公开道歉。

12 月 14 日，法国华社发起“亚裔社
区争取周日营业权和工作权”申请万人
联署签名活动，并致信法国总统奥朗
德，呼吁法国政府与时俱进，关注和推
动相关法律的改革。

12 月 31 日晚，在西班牙电视五台的
跨年晚会上，一个名叫 《两人桌》 的小
品丑化羞辱华人，遭到西班牙华社的强
烈谴责。西班牙华侨华人社团联合向电
视五台发出抗议信，要求后者纠正、澄
清节目内容并作出书面道歉。迫于各方
压力，电视五台最终公开致歉。

华媒积极引导

在这些华人维权行动中，当地华文
媒体积极鼓励、理性引导，扮演着十分
重要的角色。

在英国边境署突击搜查中餐馆时，
英国 《华商报》 及时刊发律师的提醒：
华人自己遵纪守法的同时也要懂得用法
律保护自己。报道还告诫华人店主：餐
馆遇到检查时，商户可要求移民官出示
搜查令，若没有搜查令，擅自进入餐馆
及私人物业都是违法的。

法国 《欧洲时报》英国版则盛赞伦敦
华人勇于维权的意义。报道称，一位在游
行现场的英国男士对华人的举动表示惊

讶，并称赞维权是“勇敢的表现”。现场也
有社会组织对唐人街罢市表示支持：“受
到不公平待遇，就要大声说出来，这是华
人社区具有纪念意义的历史性时刻”。

在抗议西班牙电视五台的辱华小品
时，当地华媒也积极发声。西班牙《欧华
报》指出，对于不公平对待，华人不应习惯
性地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为不发
出自己的声音，主流社会对华人就不予重
视；欧华网则呼吁“华人应拿起法律武器
抗击”。对于西班牙华社的维权行动，其

“邻居”法国欧洲时报网也发表评论《不能
对西班牙电视台辱华节目沉默》，呼吁旅
西华人“应当团结起来，以合法途径讨说
法，敦促涉事电视台即刻道歉”。

除英、西两国外，法国、美国的华

媒也给予华人维权行动巨大的支持，为
当地华人争取自身合法权益搭建起重要
的舆论平台。

华社逐渐觉醒

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彭伟步看来，发生在英、美、法、西等
国的事件体现了“华人社会维权意识的
觉醒”。他向本报记者介绍，以前华人在
海外像一盘散沙，话语权也比较弱，遇
到不公对待时没有人站出来领导抗议示
威，所以不能有效地维护华人的权益。
相比以前，现在有很大进步，海外华人
逐渐意识到自身要团结，要积极参与、
积极维权。对于电视台播放辱华节目等
非官方事件，海外华人通过民间性的组
织进行“对等的”抗议示威，往往比官
方层面的交涉起到更好的效果，也更能
引起当地主流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在海外华人维权意识逐步觉醒的过
程中，华文媒体功不可没。

加拿大 《环球华报》 加东版社长叶
左肇撰文指出，“华文媒体除了要为侨胞
们提供当地的新闻与资讯外，亦应透过
本身媒体的影响力，鼓励更多华人参与
当地社会事务。”

彭伟步表示，海外华媒从业者是
“双文化人”，既懂汉语，又懂当地的语
言，在文化传播中懂得用当地的方式去
传递信息，因此具有语言、文化上的独
特优势。基于此，华文媒体可以对华人
进行启蒙、教育、鼓励、引导，并促进
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沟通。在华社的成长
过程中，华媒应有更强的使命感。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侵犯华人权益
的事件仅反映出部分人的偏见与敌意，
并不能代表当地主流社会的意见。对
此，彭伟步提醒：“华文媒体要对此做出
区分，应加强理性引导，策略性地维护
华人的权益。”

图①：2013年 10月 22日，伦敦唐人
街游行人数达 1000 多人，抗议边境署粗
暴执法严重地损害华人利益。

图②：当天下午 3时到 5时，华埠商
铺大门紧闭，举行两小时罢市行动。

图片来源：英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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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一名出生于潮剧家族的 30 岁
青年，结婚迎新娘当天在众友人陪同下，
以明清服装造型接新娘，上演一幕“穿越
时空”的婚礼，噱头十足。

这支“古人迎亲队伍”，于1月19日早
9时许抵达新娘位于拉惹乌达街的住家。除
了傧相们，就连女方姐妹也身穿古装礼服
迎接新郎，现场约 20 名古人迎亲场面格外
惹人注目。

从事潮州木偶行业的新郎吴历达表
示，由于出身在潮剧家族，他从小涉足该
行业，并与潮剧有着极深的渊源。

他披露，为了传承古老的中华文化，
同时在喜庆的日子加入家族行业的元素，
早在一年前，从事律师行业的妻子丘欣颖

（28 岁） 与姐姐就建议双方在迎亲日当天，

都以古装造型行礼，让这个特别的纪念日
更有意义。

吴历达说，两人在认识了3年后决定牵
手相伴终生，并以中国式婚礼行礼；虽然
如此，在敬茶及祭祖环节时，他们也会穿
插现代元素，换回现代礼服，体验穿越时
空情景。

他指出，为了筹办这场特别的迎亲环
节，他与友人自去年年初就开始寻找礼
服；而其中一些礼服也是潮剧戏服，一些
则是特别订作。

当天，陪同新郎迎娶新娘的8名兄弟朋
友，各个都身穿古装戏服，而新郎也幽默
地以“江南八怪”来形容友人，场面逗趣
搞笑。

（摘自马来西亚《光明日报》）

近日，“欢乐春节”中华文化庙会在
约翰内斯堡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驻南
非大使馆与亮水商贸中心联合举办，吸
引近万名当地民众参加。自 2009 年起，

“欢乐春节”文化庙会已经在南非连续举
办6年，该活动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随
着中国传统文化在当地民众中不断掀起

“中国热”的风潮，越来越多的当地民众
参加到“欢乐春节”庙会中。

中国驻南非大使田学军在庙会开幕
式上表示，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传统气息
韵味十足，中国人的新年向来要红红火火
——办年货、贴春联、访友拜年，每一个细
节都传承着中国人最传统的生活、邦交文
化。

庙会活动中，亮水商贸中心精心搭建
迎春会场，由中华十二生肖“马”字演变出
的象形数字“2014”醒目可见。中华小
吃、中国纪念品、“美丽中国”图片展、中华
文艺演出、中国旅游介绍，各种活动异彩
纷呈。

中国茶道、太极拳以及毛笔书法吸引
了大量当地民众，许多当地友人也拿起毛
笔，模仿中国书法家，在纸上临摹新年祝
福话语。

当日，整个会场气氛热闹，让所有到
场的华侨华人朋友以及当地民众深深体
会到中国马年新春的喜庆氛围。

（摘自南非《华侨新闻报》）

华人青年上演“穿越婚礼”

马来西亚

图为一对新人在友人的陪同下，一起以古装造型迎亲，非常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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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传统节日——春节将至，大型
中国彩灯展目前正在得州达拉斯举行，
25 个主题灯展将达拉斯美丽公园 （Fair
Park） 装饰得火树银花，流光溢彩。

今年是第三届达拉斯中国彩灯节，
在公园各个角落，25 个主题的彩灯异彩
纷呈。一进门就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陶
瓷花瓶，下面是得州的州花——蓝帽花
的花灯。

现场还有十二生肖、大红灯笼、绿色
竹林和里面成群结队的俏皮熊猫，充满了
中国元素。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孙悟空主
题的花果山彩灯，手拿金箍棒的美猴王正
左右张望，穿过成片的桃园，似乎身临其
境。

这里所有的彩灯都是手工制作而
成，材料从中国云南运到这里，由一批
中国彩灯艺术家缝制填色。这里小到一
花一草，大到巨大的龙船，都是由手工
制作而成。除了新年主题的中国元素之
外，也有不少西方文化元素，如卡通大
城堡造型的彩灯。

中西合璧是此次灯展的一大特色。
主办方表示，希望充满中国风情的彩灯展
可以让得州的民众感受到中国春节的热
闹。

彩灯节还因为备受好评，将延展到2
月17日。

（摘自美国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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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市民展示购买的骏马艺术扇。
▼几名外国儿童参加用筷子夹食物比赛。
▲当地市民展示购买的骏马艺术扇。
▼几名外国儿童参加用筷子夹食物比赛。

▲公园里的彩灯展览充满中国元素。
▼孙悟空主题的花果山彩灯最受欢迎。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