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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脸……”走在乌鲁木齐的
国际大巴扎，马来西亚华文媒体《星洲日报》执行总编辑郭清江哼
起来。“新疆真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地方，和之前听说的很不一样。”
郭清江说，回去后会用一个整版，介绍他看到的美丽新疆。

耳闻不如眼见

9月19日至24日，来自7个国家和地区的11家海外华文媒
体参加了国务院侨办组织的“文化中国——海外华文媒体新疆
行”活动。

在为期 6 天的活动中，媒体采访团走进乌鲁木齐、喀什、
石河子等城市和地区。社会发展现状、新疆民众尤其是南疆少
数民族同胞的生产生活情况，成为这些海外同行的关注话题。

在喀什地区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媒体采访团不仅领
略了南疆雪山绵延的壮美风光，而且还走访了当地塔吉克族老百
姓家庭，亲身体验这个中国唯一原生白种人民族的民俗生活。

听说媒体采访团要来，61岁的塔吉克族老人阿非亚提·多来提
早早等候在自家的小院门口，女主人更是准备了满满一桌自家制
作的烤馕、油饼、奶茶和各种干果，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

“来之前，我看外媒报道都说新疆不太安全，同事们都劝
我要小心。但来了之后我发现，这里的老百姓都非常友好，社
会治安也很不错。”郭清江说。

塔县副县长刘庆文告诉媒体采访团，这里 60 多年没有发
生过一起重大刑事案件，当地老百姓至今还保留着“夜不闭户
路不拾遗”的淳朴民风。

“看到的和听说的很不一样”，这是媒体采访团成员几天来
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我一个人走在喀什城区的老街上，旁边

的少数民族同胞都会非常友善地冲我微笑或打招呼，完全感觉
不到之前在国外听说的所谓的紧张气氛。”美国 《侨报》 总编
辑郑衣德说。

发展“令人震惊”

除了纯朴的民风，新疆近年来日新月异的发展更让媒体采
访团成员啧啧称赞。

楼变高了，路变宽了，城市更漂亮了。时隔十几年，《南
美侨报》社长方三京再次来到乌鲁木齐，连声感叹这里相比一
些内地的省会城市，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发展的不仅是城市。在新疆的农村地区，农牧民的日子也
是越过越好。自 2010 年第一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安
居富民工程让 360 余万农牧民喜迁新居，广播电视“户户通”
工程又让他们在家就能免费收看70个台的电视节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孜介绍说，最近4
年，政府共投入 7067 亿元资金用于富民安居、定期畜牧、就
业、教育、医疗、卫生等众多民生工程。

新疆还率先在和田地区试行民族嵌入式居住村建设，促进
各民族的融合与发展。如今，新村的 600栋富民安居房和 600座
蔬菜大棚已初具规模，来自各民族的居民今年年底就可入住。届
时，每户人家都可享受一套8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一座庭院、一
座大棚和5亩果园，年人均纯收入预计将达到万元以上。

“各民族和睦相处，并且通过互帮互助共同过上好日子，
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啦！”文莱国家电视台主播、维吾尔族华
人夏伊感慨。

“想不到新疆这几年的发展这么快。我相信，凭借这里丰
富的资源，日渐凸显的区位优势，以及在中央政府
的政策倾斜和大力扶持下，新疆的未来将潜力无
限。”方三京说。

华媒助力宣传

如何让海内外更多民众也能认识这样一个真实
地、发展的新疆？在实地采访中，媒体采访团也有
了新的感悟。

“目前，大部分海外媒体对新疆的报道，还停
留于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报道，全面客观地介绍新疆
还很不够。”方三京认为，海外华文媒体应该思考
如何建立长效机制，对新疆形成持续的关注与报
道，形成规模和声势。

在华人相对聚集的北美、欧洲地区，这种尝试
已经开始。郑衣德介绍，美国《侨报》每周都有一
块“看新疆”专版，专门介绍新疆的风土人情、社
会发展。“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传播力度。”

郑衣德说。
对于西方媒体在有关新疆的报道中常有的偏见，媒体采访

团的成员们也对华文媒体应该承担的责任有所思考。
“西方媒体往往习惯从负面的角度报道新疆，炒作民

族问题，把一些个别的暴恐事件、极端势力放大成民族间
的矛盾和冲突。”郑衣德认为，华文媒体在报道新疆时
应该特别注意这一问题，避免受西方媒体影响，把个
别问题普遍化。“政府花大力气，不断改善新疆人民
生活水平，融合各民族间关系，这才是新疆发展的
主流。”他说。

夏伊建议，海外华文媒体尝试利用在当地
的已有资源，与当地媒体尤其是英文媒体直
接对话，或是邀请他们也来实地走一走，
从而掀起蒙住新疆的“盖头”，也让外媒
看到一个更客观、更真实的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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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维吾尔族导游
热汗古丽向海外华文媒体
记者介绍维吾尔族传统手
工艺品艾德莱斯绸。

图②：帕米尔高原上
的“冰山之父”慕士塔格
峰。

图③：一对塔吉克族
祖孙在自家小院外迎接海
外华文媒体采访团。

阿曼华侨华人庆祝新中国成立65周年联欢晚会26日晚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
举行，各界华人代表共300余人出席联欢晚会。

图为演员在联欢晚会上表演节目。 新华网记者 孙 磊摄

阿曼华侨华人庆祝新中国成立65周年联欢晚会26日晚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
举行，各界华人代表共300余人出席联欢晚会。

图为演员在联欢晚会上表演节目。 新华网记者 孙 磊摄

当 初 ，
每 位 华 人 都

怀揣梦想走出
国门，希望在新

天地中找寻自己
的幸福。然而现实

有时却是冰冷的，很
多华人因为过度辛劳，

工作生活严重错位，对
美好生活的期待也终成泡影。

据美国中文网报道，日前，一辆华人长途
大巴在特拉华州发生翻车事故，华裔司机赵金

利被当地警方拘留并指控，死者家属也指责司机
鲁莽驾驶。而事实上，赵先生被公司要求长时间工

作，自己也是有苦没处说。
超负荷工作并非个例，同为长途司机的田先生道

出了华人司机行业不为人知的内幕。他们 100 多名华人
长途司机建了一个微信群，在交流中，大家发现情况都一

样：巴士公司与旅游公司签订每天工作 14小时的合同，华
人司机被逼签字否则无法获得工作机会。这样的工作强度，
必然导致司机疲劳驾驶。工作千辛万苦，出了事还要忍受指
责，华人司机遭受的不公待遇可见一斑。

在新移民的华人身上，生存压力体现得最为明显。年近
50岁的李先生今年刚刚来到美国，在一家塑料制品厂做仓库
搬运工，工作时间从早7时半到晚5时。由于对今后的生活没
有预期，李先生每天都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经常失眠。后
来，为了抗击失眠，他又找了一份夜班工作，每天只留3小时
用来睡觉。

他说：“这是没有眼泪的辛苦，刚来美国的人，心里都会
有信念，要打工赚钱，再苦再累都要留下。”这些人承受了难
以想象的生存压力，对于他们来说，生活能否步入正轨都是
未知，身体健康更难以保证。

而工作忙、累并非只是个人的事，很多华人在激烈的职场
上不停地奔波，希望家人有更好的物质生活，可是陪家人的时
间去哪儿了？处于事业初创期的旅美华人沈先生在谈到家人时
总有深深的愧疚：“好久没有和孩子玩了，经常深夜回家，孩子
已经睡了，感觉特别对不住他。”时间一长，他不免感觉到孩子
与他的疏远。“是该慢下来，好好陪家人，好好生活了。”

工作是为了生活，但不等于生活。融入当地洒脱生活，
在工作中健康快乐，有时间多陪家人——在工作和生活之
间，华人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

近日，各大体育赛事进行得如火如荼。中国队
他国征战，当地华人自发组成啦啦队现场助威。中
国队如“主场”作战，捷报频传。这“军功章”上也有
华人助威团的一半功劳。

红色风暴提士气

9月 29日，巴里世锦赛，中国女排对阵日本。海
外华人发起女排助威团。华人球迷组成3个方阵，手
持大大小小的五星红旗，看台秒变成一片红色海
洋。据报道，还有60万网友在线评球让郎导意外。

比赛未开始，当地华人已按捺不
住激动，沈先生等人张罗开来，发红
旗，递喇叭，布置安排球迷方阵为中国
女排加油。赛场奏响国歌，场上的球员
和教练、场下的球迷一起高唱。大战打
响前，场上场下的情绪已然调动得很
充分，各种给力。

纵使生活在异国他乡，不改拳拳
赤子情。这些黄肤黑发的海外华人，为中国队营造
了“主场”的氛围。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巴里华人一定要向世
界展示我们爱国的力量”，一位华人球迷表示。

比赛伊始，华人球迷们挥舞着五星红旗，红
色风暴席卷赛场。不是主场，胜似主场的架势，
给了中国女排巨大的精神动力。

为此，女排姑娘们士气大震。小将朱婷砍下
全场最高分，老将曾春蕾也获华人球迷点赞。最
终中国姑娘们鏖战5局，力挫日本队。赛场上下小
伙伴们一起欢呼雀跃，让人动容。

风雨无阻暖人心

无独有偶，2014 年亚冠，恒大队赴悉尼客场
作战。为了让恒大将士们，在悉尼感受到“主

场”气氛，澳大利亚当地华侨华人，集结了 2000
多人的恒大助威团。

彼时，悉尼恰逢大雨连连，影响了恒大队的
训练计划。客场作战的压力，偏又遭遇这倒霉天
气，恒大队员们无不郁闷。

然而，别忘了，在悉尼生活着近40万华人呢！许
多华人喊话恒大“莫捉急”，“有我们在，这里就是你
们的主场”。很快，澳洲华人的热情冲淡了恒大队的
愁闷，振奋了队员们的士气。

比赛当天，澳大利亚华侨华人以及来自新西
兰的部分华侨华人集结起来，到现场为恒大队加

油助威。还有许多国内的球迷追随
至澳洲，表“忠心”。

现场阵阵“恒大加油，中国加油”
的声浪，让赛场上小伙子们热血贲张。
华人风雨无阻为中国足球“造”主场，让
异国作战的队员们心中暖意浓浓。

加油声鼓舞健儿

仁川亚运会开赛 10 余天来，中
国军团全面开花，奖牌率先突破200
大关。

其 实 ， 中 国 健 将 们 的 仁 川 之
路，并不顺利。开赛前期，举重、
柔道、体操等优势项目屡屡丢金。

面对中国队的失利，华人金先

生表示，“韩国队主场太强势”。为此，他们也积
极发动在韩华侨华人组织了几百人的啦啦队，为
中国队加油呐喊，稳住军心。

9月28日，经典“林李大战”再次上演。场馆
内，华人粉丝众多，“超级丹”似主场作战，面对
强势对手，霸气依然。3局对阵下来，李宗伟终难
逃“千年老二”的“悲情”命运。

近几天，在华人拥趸的激情呐喊声中，中国
健儿们扭转乾坤，金牌拿上了隐。在韩华人直赞
中国队为华人“提气”。

很多赛场，华人为中国队打造“红色客场”，加
油声浪此起彼伏。每有金牌斩获，华人便
和运动员一起唱响中国国歌。他乡与同
胞分享胜利，一起唱国歌，许多华人激动
落泪。

远离故土，更知“母子情深”。海
外华侨华人心系中华，有他们的地方就
有血脉之暖，有他们的地方，我们没有
理由不为祖国奋斗！

华人为你“造主场”
白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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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游子向祖国问好
本报电 （记者赵晓霞） 在新中国成立65周年之际，在海外的中国留学

生纷纷通过本报向祖国祝贺生日快乐，负责中国留学生工作的中国驻外使
领馆教育处 （组） 也通过本报“向祖国问好”。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留学生雷希颖则通过在新浪微博发起“我和国
旗合个影”来表达自己对祖国的感恩之心。“‘一个中国人，一份中国情，
一颗中国心’活动是绝大多数中国青年的共鸣！我想和中国的青年们一
道，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65周岁生日快乐！我们不仅要祈祷中国的明天繁
荣富强，我们还要让世界看到，我们会是中国的骄傲！中国的明天，有
你，有我！”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马燕生发来贺信表示：“庆祝中法建交50
周年之际，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5周年。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国泰民安！祝愿中法友好关系迈入下一个蓬勃发展的50年！”中国驻瑞典大
使馆教育参赞窦春祥发来贺信表示：“在举国欢庆祖国65周年华诞之际，远
在北欧瑞典使馆教育处的全体工作人员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人民幸福安康。”

《海归梦·中国梦》出版发行
本报北京电（记者严瑜） 日前，由于天竹所著的长篇纪实文学 《海归

梦·中国梦》，在“杭州余杭区侨界人士创业创新座谈会”暨《海归梦·中国
梦》新书发行仪式上与读者见面。

《海归梦·中国梦》一书是在系列报道《海归梦·中国梦》的基础上修订
而成，全书 20 多万字。该书内容曾在美国 《亚省时报》、《新世界时报》、

《俄罗斯侨报》 等海外媒体连载，获得了今年浙江省对外宣传的“金鸽
奖”。书中收入了12位海归人才在余杭创业的传奇故事。

该书作者于天竹，笔名“无墨”，现为海外华文媒体合作组织理事，兼
任美国一家中文报纸的副总编辑。发行仪式上，作者向11家海归企业捐赠
了该书。

9 月 27 日，为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65周年，凝聚全
球华人力量，由国务
院侨办主办的“文化
中国·全球华人音乐
会”在国家大剧院音
乐厅举行。演出以交
响乐演奏中外名曲
为主要形式，由国家
大剧院首席指挥吕
嘉和著名指挥家郑
小瑛担任指挥，不仅
汇集了钢琴协奏曲《黄河》创作者殷
承宗、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以
及来自德国、澳大利亚、意大利、瑞
士、新加坡、韩国、美国等国家的著
名交响乐团的10余位首席华人演奏

家，还邀请了张建一、吕薇、于魁智、
李胜素等艺术家和澳门乐团共同参
演，演出阵容逾百人。

图为音乐会演出现场。
张 勤摄 （中新社发）

全球华人音乐会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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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女排世锦赛，海外华人组成助威团为中国女排加油。
图片来源：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