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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你 来
过这里，你定

会 着 迷 于 这
里。

你会着迷于弥
漫在这个小镇的咖

啡浓情，着迷于那些呷
着咖啡畅聊的人们脸上

那种闲适表情。
你会着迷于这个小镇的

侨乡风情，着迷于那些穿着纱
笼烫着头发涂着红唇的女子。

你会着迷于这个小镇的绿色
迷情，着迷于那些一年四季永不知

疲倦的美丽植物。
若你来过万宁的兴隆小镇，你定会

着迷于这里。

咖啡浓情

2000多名来自 21个国家和地区的归侨
陆续在兴隆安家。因此，兴隆也被称为“小
小联合国”。

50 多年来，来自 21 个国家和地区的归
侨生活、文化、习俗大融合，形成自己独特的

“兴隆文化”。而咖啡，则成为这种文化最为
显著的标志。

上世纪 50 年代，归侨们将咖啡引入兴
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咖啡在兴隆成为感
染力最强的一种饮品。对兴隆小镇上的人
们来说，咖啡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早晨的兴隆小镇，是在弥漫着咖啡香味
的空气中苏醒的。

在一个不大的小镇上，100 多家大大小

小的咖啡店里，泡制的咖啡香味刚从杯中升
腾而起，就被穿街走巷的风迫不及待地携带
着传递出去，供人分享。

每天早晨，黄华都会在自己喜爱的咖啡
店里开始自己的悠闲早餐时光。炒粉、大包、
东南亚点心……黄华的早餐每天都在变换着
内容，而唯一不变的，是那杯加了炼乳的咖
啡。“我一天不喝咖啡就像少做了一件非常重
要的事情一样。”作为土生土长的兴隆人，咖
啡对黄华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侨乡风情

这是一间建造于上世纪 80年代的平顶
屋，却被极富生活情趣的主人布置得精致而
温馨。刚步入门口，这家主人就会引导客人
拿起小木槌敲响挂在门口的一面小铜锣。

“这是印尼的风俗，家里有客人来了，进门都
要敲一下这面铜锣。”男主人庞朝民笑着解
释，这位在 1960 年归国的印尼归侨至今依
然在家中遵循着诸多印尼风俗。

在庞朝民不大的客厅里，摆满了各式从
印尼带回来的工艺品，墙壁上印尼风情的油
画甚是亮眼，身置其中的中国风老家具看上
去别有味道。东南亚元素与中国风格完美的
交融，这便是兴隆归侨人家最常见的布置。

行走侨乡兴隆，无论是人们的语言、打

扮还是气质，
又或是家庭装饰以及饮食，
都散发着浓浓的东南亚风情。这会让你产
生一种身处异国他乡的错觉。

绿道迷情

长夏无冬，雨量充沛，典型热带季风气
候赋予了兴隆理想的自然环境，各种热带植
物在这里拥有最佳的生长空间。

斜着身子探出枝干的大树上，爬满了附
生的安培兰；青果榕上吊着一串串圆圆的小
青果；低矮处茂密的香叶露兜散发出令人心
旷神怡的香气……沿着兴隆热带花园的示
范绿道一路前行，人们能够收获一番独具风
情的热带雨林景观。

这些美丽的植物似乎在释放出一种令
人神迷的气息，让人禁不住放任自己的身
心，任其沉醉于这绿海之中。

这段 30公里长的绿道是兴隆热带花园
的一段示范绿道，园主郑文泰是这段绿道的
总规划师。“兴隆的生态一直都保护得很好，
通过绿道我们可以将兴隆原有的良好生态
系统向游客展示，把兴隆的植物资源和侨乡
文化介绍给游客。”郑文泰表达了自己建设
这段绿道的理念。而这也正是万宁打造兴
隆绿道的初衷。

未来，建好的绿道将把独具特色的生态
景点串联起来。绿道沿线还将种植上不同
季节的热带花卉、水果及咖啡，以及独具特
色的海南本土珍稀植物青皮树、坡垒树等树
种。人们骑行于其中，便能欣赏到“绿上添
花果”的独特热带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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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春节前夕，国务院侨办主任
裘援平先后来到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家
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
士吴良镛家中走访慰问，北京市副市
长程红等陪同看望。从生活近况到回
国经历，裘援平一行与两位美国归侨
院士相谈甚欢。

吴良镛认为，自己经历了三个
“大时代”，无怨无悔，并希望更多的
海外人才能够回国来发展事业。

奉献精神始终没变

裘援平说，二老不仅仅是大家都
很敬仰的大科学家，还是归国华侨的
楷模，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
突出贡献。

谢家麟生于 1920 年 8 月，是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研究员、国际著名加速器物理学
家、我国粒子加速器事业的开拓者和
奠基者之一。

谢家麟于1955年在美国芝加哥医
学中心，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以高
能电子治疗深度肿瘤的加速器，并于
当年毅然放弃优越待遇回到中国，开
展高能加速器研究。

谢老的爱人范绪篯回忆说，当时
国内的科研配套设施很落后，许多零
件甚至都需要自己找工厂合作，尽管
如此，他还是坚持了下来，建成中国
第一台高能量电子直线加速器，并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上世纪 90 年代，谢家麟领导建成
亚洲第一台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奠定
了我国自由电子激光光源发展的基
础。范绪篯说：“他是个淡泊名利的
人，一心工作，没想到工作后要得到
什么，也不想出名。”如今，年过九旬
的谢老仍担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的研究员，虽行动不便，也要坚
持每周去一次研究所，一年四季，风雨
无阻。

榜样作用是终生的

“老一辈
归国华

侨给年轻一代的出国留学人员做出的
榜样作用是终生的。”裘援平说，他
们不计名利、白手起家，参与建设当
时一穷二白的中国，“这对国家来讲
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不会忘记”。

吴良镛生于 1922年 5月，现为清
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所长、人居环境研
究中心主任、著名建筑学与城市规划
专家。

同为美国归侨的吴良镛，1946年
起协助梁思成教授创建清华大学建筑
系，从事建筑教育及城市规划、建筑
设计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

回想起当年回国的经历，吴老仍
记忆犹新。“我收到了一封林徽因先
生给我的信，上面有她写的歪歪倒倒
的字，看的出是在病床上写的，信中
说，中国各方面百废待兴。”正是这
封信，让吴良镛下定决心回到中国。

1950年底，和那个时代许多充满
赤子情怀的科学家、艺术家一样，吴
良镛冲破重重阻挠，几经周折，毅然
从美国绕道回国，投身到新中国的建
设和教育事业。当时，从美国回中国
非常困难，他在路上也吃了不少苦。
他说：“下了轮船，走到码头，我们
领到了一碗热饭和一根香肠，这就是
到了我们中国的国境了，感觉到非常
的温暖。”

新时代呼唤海外人才

吴老说，当年回到中国，正值而
立之年，如今已经92岁了，他认为自
己经历了三个“大时代”：从 30 岁到
60 岁，培养、教育建筑人才；
60岁到90岁，专注于研究
事 业 ； 从 现 在 开
始，将在人居
环 境 科

学研究上继续发光发热。
吴良镛回国后，创立了中国人居环

境科学，成功开展了从区域、城市到建
筑、园林等多尺度多类型的规划设计研
究与实践。曾主持参与多项重大城市
发展战略、城市规划研究项目，如北京
城市总体规划修编等；主持参与多项城
市设计、建筑设计项目，如北京市菊儿
胡同危旧房改建工程等；主持参与多
项重大科研课题，如京津冀北 （大北
京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长期
从事建筑、城市规划教育工作，培养了
大量建设人才，并参与创建中国建筑学
会等多个全国性专业学术团体。

“以前天真地认为，西方城市有
交通拥挤、住宅缺乏、失去自然等毛
病，这些跟中国没什么关系，‘城市
病’只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吴良镛
说，数十年间，中国城乡变化虽然巨
大，却并没能绕开“城市病”。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裘援平
说，虽然吴老已经回国多年，但他的事
迹至今依旧传为美谈。“现在，中国的
建筑进入了追求宜居的阶段，吴老将
在人居环境科学研究上大有作为，为
中国的建筑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吴良镛说：“随着中国的日益强
大，愿意回国的海外人才越来越多，
他们想为国家做点事情。”他希望相
关部门能够提供更多的便利，让
更多的海外人才能够回国
来发展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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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裘援平 （左
一） 走访慰问吴良镛

（左二）

当 地 时 间 2014 年 2 月 2
日，美国芝加哥华埠举办游
行，庆祝马年春节。联邦参议
员杜宾、芝加哥市长伊曼纽尔
等参加当天游行。伊曼纽尔市
长在讲话中祝贺中国春节并表
示将使芝加哥成为“北美庆祝
中国春节活动规模最大的城
市”。

图为芝加哥华人咨询服务
处的花车在游行队伍中。

张大卫摄

据中新
社马尼拉电 （记

者张明） 菲华商联总会
（简称“商总”） 理事长施文

界 2 月 5 日代表商总基金会与台风
“海燕”重灾区莱特省政府签署一项协议

备忘录，由华社 7家单位发起的华社救灾基
金将在莱特省帕洛镇为灾民捐建 500 座平民
屋及5座农村校舍。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及商总永远名誉理事
长陈永栽、菲内政部长罗哈斯、能源部长卡
洛斯·佩迪拉等人当天出席并见证签字仪
式。据透露，华社救灾基金将在帕洛镇一块
5 公顷的土地上兴建 500 座总价值达 4000 万
比索的房屋；而商总农村校舍项目捐献人也
承诺捐建5座校舍。

商总理事长施文界在致词时表示，在工
程完毕后，这 500 座平民屋的所在地将会命

名 为
“ 菲 中 友 谊

村 ”。 再 过 几 个
月，莱特省的 500 户家

庭就有新房子可住，而数百名
学生也能在新的农村校舍里上课。

“我们希望这些平民屋和学校，能够帮助
改善当地社区居民的生活。”

莱特省省长佩迪拉在致词时感谢华社救
灾基金向该省灾民慷慨解囊。菲总统阿基诺
在协议签字后演讲时也表示，莱特省所在的
第八大区，是遭受台风“海燕”袭击最为严
重的地区，相信华社在帕洛镇兴建的房屋和
农村校舍将会造福许多灾民。他还感谢华社
救灾基金向台风“海燕”灾民捐赠的 5万包
救济品，“我以总统的身份，代表自己和本
国同胞，向你们的善行表达感谢。”

去年11月，超强台风“海燕”袭击菲律
宾中部，造成严重灾情。菲华商联总会、菲
华各界联合会、世界日报社、旅菲各校友会
联合会、菲华联谊会、菲华新联公会、菲律
宾中国商会等 7个单位发起的救灾基金在第
一时间发动募捐，得到菲华社会积极响应。

据了解，2011年热带风暴“天鹰”袭击
菲律宾后，华社救灾基金也曾在重灾区卡加
延德奥罗市为灾民捐建房屋，建成一座“菲
中友谊村”。

菲华人为台风灾民捐建房屋

菲华人为台风灾民捐建房屋

华裔画家在京办俄罗斯油画展

本报电（王玉凤） 日前，北京市侨联召
开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会。北
京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侨联党组书记周开
让认为，教育实践活动有收获，主要体现在
为侨服务思想认识有了新提高，为侨服务宗
旨意识有了新增强，为侨服务作风建设有了
新变化。

据悉，北京市侨联听取各方面意见建
议，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召开座谈会、问卷调

查、走访调研等方式，共发
放调查问卷

320份，走访调研基层侨联 15个，召开各种类
型座谈会7个，参与征求意见活动的人员多达
346 人次，共收集到各方面的意见建议 128
条。市侨联还充分发挥侨联海外联系广泛的
优势，广泛征求了海外侨胞的意见建议，
并对照意见和建议进行了整改落实。

会议要求，要把整改成果真正落实到为
侨服务行动上，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汇聚起归
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共同推动首都改革发展的
正能量；要不断拓展凝聚侨心的渠道、创新
汇集侨智的载体、搭建发挥侨力的平台、提

高维护侨益的能力，努力把侨联组织建成
侨胞之家。

北京侨联推动为侨服务作风建设北京侨联推动为侨服务作风建设

对于中国人
来说，春节是一年中最
盛大的节日。就像古希腊奥运会
有“握手言和”的休战传统一样，象征着
吉祥、和睦的春节也具有“压倒一切的权威性”。

岁月流转，时代变迁。祝贺春节的方式也在与时俱
进，从贴春联、送贺卡、打电话，到使用短信、微博、微信传达问候，
不一而足。但有两点是确定的：一是不同的祝贺形式都表达了欢乐迎
新、美好祝福的永恒主题，在春节的体用关系中，春节之“体”牢不可摧、
无可篡改；二是随着中国国力上升，文化影响力扩展，特别是有千百
万中国人走出国门，分布到世界各个角落，在他们的言传身教和身
体力行之下，春节将不局限于中国和中华圈，其国际化趋势已经
呼之欲出，并将日益扩大。

人在海外，每逢佳节也是传播中国文化的良机。在日本，随
着中国春节来临，各地华侨华人社会情绪高涨，进入了社群活
跃时期。以横滨、神户、长崎三大中华街为代表的传统华人
社区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名古屋“春节祭”活动已经举办
了八届，声势浩大、声名远播，成为中部华侨华人社会的
品牌活动；在华侨华人集聚的首都圈和关西地区，春节
也是家庭聚会、朋友小酌的最好理由，成为互相问
候、加深友谊的天然舞台——各种演出、交流、团
聚、拜年，透着热闹的气氛和感人的情杯，传染着
快乐，洋溢着吉祥。

在纽约、伦敦、旧金山、多伦多、悉尼等
国际大都市，农历新年期间张灯结彩、舞
龙舞狮也蔚为一景。外国人对农历春
节不再只是好奇，而是由旁观转变为
欣赏，由祝福发展到参与。许多国
家领导人发表春节贺词，祝贺所
在国的华侨华人和全球中国人
新春快乐已成惯例；不少大
城市还把春节定为公共节
假日，使得春节显现越来
越浓厚的影响力。在
海外华侨华人的推动
下，国际化融合已

经成为春节一大主题，那是中国故
事的演绎、中国概念的普及、中国
文化的传播。

春节，是中国人的传统节
日，也是令全球受惠的消费盛
宴。春节的文化审美获得
认同，春节的文化感召走
向远方，春节的全球化
运动正在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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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兴隆：

醇香氤氲的侨乡小镇
符王润 陈循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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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万宁兴隆街景海南万宁兴隆街景

本报电 （聂传清） 日前，俄罗斯华裔画
家宋锐与北京新动无限文化发展公司在京举
办了《马年新春俄罗斯油画展》，展出了梅尔
尼科夫、谢德洛夫、列维金、法明、库兹米乔夫
等俄罗斯当代油画巨匠和新锐油画家的 100
余幅作品。画展开幕式邀请了俄罗斯著名功
勋油画家列为金出席。

宋锐作为俄罗斯圣彼得堡华侨华人联合
会副会长和俄罗斯华裔青年画家代表，在旅

俄十余年间，致力于推动与弘扬中国文化在
俄罗斯的发展。

宋锐说，2014 年正值中俄建交 65 周年，
又是中俄青年交流年。此次画展不仅展示了
俄罗斯油画的整体实力，更充分体现了中俄
两国文化交流的强劲势头。他认为，俄罗斯
油画艺术一直保持着写实主义的特点，艺术
家们多年来坚持着特有的绘画风格，这一点
值得我们现代艺术家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