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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个“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以下简称“华
侨试验区”）于 12月 8日在广东汕头正式揭牌成立。“这是
继1981年国家批准设立汕头经济特区后，再一次把汕头发
展提升至国家战略。”中共汕头市委书记陈茂辉说。

凝聚侨心，汇聚侨力，这片有着改革开放基因的海滨
邹鲁之地正在迎来新一轮的发展良机，成为全球华侨华人
与祖国经济文化深度融合发展的先行区。

重振经济特区的创新平台

作为我国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之一，汕头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都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近年来，
由于种种原因，相比深圳、珠海、厦门等其他三个经济特
区，汕头的发展步伐显得有些滞后。

“要重新擦亮特区的牌子，必须把‘侨’和‘特’更紧密
地结合起来。”在陈茂辉看来，滞后并不全是坏事，“它蕴藏
的是一种潜力”。而对于汕头这座因侨而立的经济特区而
言，全球华侨资源正是它重新提速的潜在助力。

作为全国重点侨乡，汕头目前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和
港澳台同胞约有340万人。近年来，不少潮籍华侨华人在积
累雄厚的经济实力后，反哺家乡。2013年，华侨、华人、港澳
台同胞投资的“三资”企业占汕头市外商投资企业的90%以
上，一批规模大、档次高的侨资企业正成为推动当地经济
发展的新引擎。

如何整合优势资源，搭建一个更加广阔的发展创新平
台？

2013年年初，汕头市委负责人首次透露了规划华侨试
验区的消息。此后，经过海内外共同的努力与推动，国务院
终于在今年 9 月 15 日正式批复同意在汕头设立华侨经济
文化合作试验区，一座国家级改革创新平台由此诞生。

根据规划，华侨试验区将构建成为面向海外华侨华人
的聚集发展创新平台，建设跨境金融服务、国际采购商贸
物流、旅游休闲中心和华侨文化交流、对外传播基地，不仅
为重振汕头经济特区添油助力，更将推动海外华侨华人与
祖（籍）国深度融合与发展。

凝聚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

“我们已经干开了！”谈起华侨试验区的建设进展，陈
茂辉的脸上难掩兴奋。

据介绍，根据初步规划，华侨试验区以总面积为480平
方公里的汕头海湾新区为基础，核心区域包括珠港新
城、东海岸新城、南滨新城、汕头保税区、广澳港
区和南澳岛全域。

如今，华侨试验区的建设全面铺
开，36平方公里的起步区正呈现

一派热火朝天的新景象：东海岸新城片区已完成20平方公
里的围海造地工程；珠港新城片区的总部经济园区已有73
家总部企业获得认定；12平方公里的南滨新城片区作为成
熟的、可供开发的建设用地，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发建设中。

而作为国内唯一一个专门与海外华侨华人开展合作
的“试验田”，“华侨”和“文化”成为华侨试验区不同于其他

经
济 新 区

的 独 特 标
识。
“ 没 有 文 化 的

根基，就没有对家乡的
留恋。我们将通过文化的纽

带，把全球华侨华人凝聚起来，
将华侨试验区构筑成全球华侨华

人的精神家园。”陈茂辉介绍，华侨试验
区一方面将建立符合广大海外华侨华人意

愿和国际通行规则的跨境投资、贸易机制；另
一方面也将拓展文化传播渠道，扩大中华文化的凝

聚力与影响力。在这里，不仅将有各种公司企业高楼林
立，也将有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这样的文化建筑，成为
海外华侨华人的精神寄托。

“在华侨试验区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弘扬潮汕文化，
加强新生代华侨华人对家乡的认同感、归属感。”香港旅游
发展局主席林建岳也认为，文化是“团结”的纽带，华侨试
验区的建设可以以“文化+旅游”、“文化+科技”、“文化+金

融 ”
等模式，

将试验区打
造 成 凝 聚 全 球

华人的文化之都。

构建海上丝路
的重要门户

总部经济、商务服务、金融创
新、医疗服务、文化创意、科技研发、康

体休闲……融汇众多产业，华侨试验区这
个服务全球华侨华人的综合创新平台正在粤东

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上逐渐成型。
“汕头位于‘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金航线上，华侨试

验区将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桥头堡。”在陈
茂辉看来，华侨试验区设立的意义，不仅在于带动汕头当
地的发展，更对周边地区具有深远的辐射影响。

根据国侨办统计，目前中国已有超过6000万的海外华
侨华人。其中，祖籍潮汕的华侨人数超过1000多万人，遍布
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位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东南
亚地区，更集中了80%的潮汕籍海外侨胞。

在国家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背景下，在
“人缘”如此丰厚的侨乡设立华侨试验区可谓恰逢其时。在
国务院的批复中，华侨试验区就被赋予了“进一步深化改
革开放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门户”的重任。

“打造面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全时空信息化的重
要节点和平台”、“努力将汕头港建设为‘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自由贸易港”……在广东省政府日前举行的座谈会
上，36名潮汕籍侨领对华侨试验区的前景充满期望。目前，
120多家海外华侨社团企业已表示有意愿在试验区投资，
35家企业已完成注册。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借助试验区这个载体，尽快明确
政策举措，推动政策落地，在金融产品创新、现代服务业、
现代产业、高端人才引进等方面作出探索和改革，发挥试
验区的作用。”汕头籍侨商廖创宾说。

图片：由汕头市委宣传部提供

打打““侨侨””牌牌
凝凝““侨侨””情情
聚聚““侨侨””力力

据美国 《世界日报》 报道，黑头发黄皮
肤、特别的姓名、不同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
俗，注定华裔新移民在美国重新生根发芽，需
要更多的勇气、努力与耐心，父母与孩子，需
要更多地沟通、理解与相互支持。

加州选民教育与政府监督组织 California
Common Cause 执行长冯志馥回忆自己的移民
成长故事：“30年前，母亲总是很早起床给我们
准备好荷包蛋三明治，但在学校打开饭盒的一
瞬间，总会引来周围奇怪的目光，感受太多的
尴尬”，当年的小女孩如今已为人母，“我现在
非常理解很多华人孩子们不愿带中餐到学校午
餐的心情”。

“现在的新移民可能不容易想象当年的圣盖
博市了”，冯志馥表示，她上小学时，当地华人
实在是寥寥无几，她和其他华人同学，在学校
是不折不扣“少数族裔”。就像今天许多华裔新
移民家庭，孩子们从学校带回太多问题，“万圣节
是什么？”“感恩节为什么别家都吃火鸡我家吃黄
毛鸡？”“我们家圣诞节为什么没有圣诞树，也不
相互送礼物？”等等。每天挑战新移民华人家长。

“华人新移民普遍存在却最容易忽略的最大
问题是文化冲击与代沟”，从康乃尔大学毕业后
多年从事移民与法律工作的冯志馥认为，新移
民家庭在美国生根开花的过程中，无论是当年
还是现在、无论是当年“绝对少数”的华裔移
民，还是今天大批涌进的华裔新移民，文化冲
突与代沟问题，比起语言障碍，只多不少。

移民，对两代人的心理都是极大的挑战。
“尤其是亚裔和华裔的男孩，在学校要变得很
Cool，似乎相当不容易”，从小在橙县长大的圣
盖博市副市长卜君毅回忆，他在美国土生土
长，完全没有口音，与地道美国人没有两样，
但在整个成长的过程，总会不时有人好奇地询
问“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这种似乎只是针对亚裔的问题，让不少华
裔孩子在“我到底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中挣
扎。“为得到大家认同，减少自己的‘另类指
数’，我曾拒绝上无聊的中文学校，抗拒家长有
意安排的中华文化熏染”，卜君毅表示，直到高
中和大学之后，才非常坦然接受中华文化和华
人的根，但也后悔当初没有好好学习中文。

“但我们与家长的纠结还在继续着”，明年
夏天即将从柏克莱加大毕业的第二代移民李同
学表示，很多时候他不明白，既然父母千辛万
苦让自己的孩子生长在美国，美国也正是父母
为之全力打拼的国度，那为什么不能放开手脚
让孩子们完完全全像美国人一样成长和生活呢？

美华裔新移民

与子女代沟不容忽视
杨 青

受到语言、生活习惯和文化的多重障碍影响，很多
华人很难融入当地生活。如今，如何实质性融入主流社
会，仍是华人需要破解的一道难题。

融入何其难

为何华人融入主流社会这么难？
“文化差别让两方很难轻易融合”，奥中科技交流协

会会长钱发强说道。中国不仅语言文化和西方差别较
大，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和西方人有所不同。中国人受
儒家、道家思想影响较深，文化上根深蒂固的区别很难
让两方轻易融合。

华人自己画地为牢，未能突破文化“围城”，也是重
要原因之一。奥地利华人妇女联合会会长谢飞如认为，
政府机构为移民融入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资金，但华人对

此并不关心，一直没有好好利用。在外华人将自己作为
弱者和别人捆绑在一起，未能突破“围城”主动与当地
人交流，造成华人难以实质性融入当地生活。

改变正发生

为了华人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许多社会团体发
力，努力从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方面帮助华人。

据西班牙 《欧华报》 报道，在市政府的支持下，当
地的华文学校开始免费为华人子弟开设加泰罗尼亚语课
程，帮助刚到巴塞罗那的华人子弟更快融入当地。从开
班起，学生人数不断增多，不仅小孩们在此学习，甚至
许多成人也积极参加课程学习。

据日本新华侨报网报道，为避免当地的外国人陷入孤
立，近日，日本秋田县由利本庄市的NPO法人和志愿者团

体开始共同实施“与外国人携手共建地区”的措施，为当地
的257名外国人提供学习日语和文化交流的平台。在这257
名外国人中，华人共156人，占全体外国人中的六成。

据欧洲《华人街》报道，12月6日，由一批热爱中国
文化，热心公益事业、有知识和充满活力的华侨华人青
年组织的“意大利华人新生代协会”在意大利宣布成
立，并得到了当地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新生代协会
旨在推进意大利青年和中国青年的互动和交流，帮助华
人移民积极地融入当地社会。

互动诚可贵

虽然旨在帮助华人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的社会团体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要真正融入当地生活，还要靠华
人自己积极和当地人互动。

已经在新加坡时尚服装公司担任采购部经理的华人
薛瑰梅说道，“你要敢于和来自任何国家的人交流，这样
才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人际网络。”“我们要勇敢地开口
说，开口练，积极和当地人沟通，融入当地社会。”德中
文化交流会会长张彧也强调，“融入和适应是两个不同的
概念”。融入并不是要把自己完全地变成当地人，而是学
会把自己的优势和精粹的文化发挥出来，用自己的热情
感染社会活动圈，这时当地人才会慢慢地被华人吸引，
慢慢地接触华人。“融入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解决融入难题

华人寻求“突围”
张 莹

“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在海外，有这样一群华
裔音乐人，他们在寂寞与激情交织的道路上，不懈地追逐
着音乐梦想。

“音乐无国界。”这在重生乐队 （Rebirth） 身上得到了
验证。乐队在今年 3月份刚刚成立，不久即受邀到维也纳
金色大厅演出。近日，在重生乐队的助力下，首届奥地利
华人流行歌王大赛在维也纳成功举行。乐队还在招募新成
员，准备进一步扩大，“我们会在明年完成第一张唱片的
录制，希望更多人能听到我们的歌，以后能在欧洲摇滚界
有一席之地”，主唱周佳南说。

想要青春个性张扬，音乐必不可少。旅居海外的华二
代，也组建起自己的乐队，勇敢地追求音乐梦想。据欧洲

《华人街》报道，“暗与拂晓”乐队在旅西华人圈中迅速走
红，该乐队在马德里中国城的一家酒吧演出，这里的顾客
可以一边欣赏音乐，一边品尝由歌曲命名的各种特色鸡尾
酒。乐队的组建十分偶然：几个年轻人聊音乐，相谈甚
欢，一个月后，乐队就成立了。谈及今后乐队的发展目
标，队长家晔说，乐队不仅要在华人圈中受欢迎，更要让
当地的西班牙人了解和喜爱他们的音乐。

华裔音乐人不仅怀揣音乐梦，更有心系故土。过去7年，
美国游子吟合唱团团长张宁远带领合唱团创作了 3部大型
原创音乐作品，作品歌词的史料内容都是创作者从典籍中
一句一句找出来的，配以交响乐，带给观众中西合璧的全新
体验。张宁远表示，因为海外主流社会十分接纳这种方式，

“我们踏踏实实地做些东西，把中国文化的传统理念传递给
外国观众，他们会非常欣赏、理解并接纳，一些固有的偏见，
也可以慢慢扭转。”

年轻一代不断为华人音乐注入新的力量，互联网也为
其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相信华人的歌声会越唱越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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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博茨瓦纳共和国
首都哈博罗内附近图昆的“SOS
儿童村”，由博茨瓦纳中国和平
统一促进会暨华人慈善基金会
主办的 2014“中博儿童圣诞慈
善爱心日”活动正在举行，京
华学校学生、孔子学院代表、
SOS 儿童村孤儿、在博华人及
子弟共200多人参加。图为京华
学校孩子在表演舞蹈。

图片来源：非洲华侨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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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华侨试验核心区填海施工现场

图为华侨试验区内的滨海大道特大桥效果图图为华侨试验区内的滨海大道特大桥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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