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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活跃在加拿大的华文媒
体关注的热点，与加拿大主流媒体所
关注的热点基本上相吻合。加中关系
发展的新动向，一直是华文媒体关注
的热点。加拿大现有 150 万华人，加中
关系对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影响至
深。

加中友谊源远流长。早在19世纪
中后期，1.7万名华工修建加拿大太平
洋铁路最危险路段，为加拿大立国做
出了历史性的贡献。20 世纪 30 年代，
白求恩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献出了宝贵
生命。60年代，加拿大在西方国家中
率先打破对华贸易禁运，出口小麦为
受困于自然灾害的中国人民雪中送
炭。70年代，加拿大率先同新中国建

立外交关系。
近年来，加中两国加强经贸往

来，2013 年加中贸易额达 545 亿美
元，中国已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
伴。中国是加企业在亚洲最大的投资
目的地国。中国对加拿大投资累计超
过 500 亿美元。2013 年两国人员往来
超过 120 万人次。两国双向留学人员
已超过10万。双方在金融、电信、航
空、清洁能源、农业等领域的互利合
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2014 年 11 月，加拿大总理哈珀第
三次率团访问中国，加国主流媒体和
华文媒体关注各项协议执行的进展情
况。哈珀总理的代表团中有包括华人
各界代表，他们为加中经贸合作、文化

交流、人员往来架起了桥梁。加中继
2014 年成功举办中国文化系列活动
后，两国宣布 2015 年至 2016 年为加中
文化交流年，中国文化已成为加拿大多
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中文化交
流年”将有更多绚丽多彩的活动，这将
是华文媒体报道的热点。

此外，生活在加拿大，人们关注
的焦点首先是加拿大的经济走势。工

农业、投资、金融、股市、楼市、交
通、就业、物价等国计民生的问题，
关乎人们生活的质素。2014年底，国
际石油价格下跌对加拿大经济造成很
大影响，石油是加拿大的重要产业，
其出口占加拿大GDP的10%。石油暴
跌对加拿大整个经济造成重大打击，
加元兑美元币值下滑，经济增长预测
从 2.5%下调至 2.2%。在这种大环境
下，投资锐减、生产萎缩、出口亏
损、楼市下跌等问题将相继出现。华
文媒体将针对这些问题做深入的分析
和报道。

2015年，华文媒体会继续关注华
人参政议政态势。华人作为加拿大第
一大少数族裔群体，近年来参政议政
意识进一步加强，2014年参选人员大
幅增加，有理由相信，这一趋势2015
年更加强劲，将有更多的华人投入到
将于2015年举行的联邦大选的各类活
动中，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华文
媒体会加大跟踪报道力度。

（作者为本报加拿大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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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海外许多华文媒
体纷纷举办聚会，华文媒体和华
人社团代表济济一堂，讨论的话
题大多集中在“华文媒体怎样更
好地帮助华人？怎样更好地讲述
中国故事？怎样更好地传播中国
文化？”

1 月 1 日，《求是》 杂志发表
了国务院侨办副主任何亚非的文
章 《海外华文媒体与中国梦》。
文章说，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
独特纽带和重要桥梁，海外华文
媒体具有聚合海外中华儿女的功
能。随着广大华侨华人在海外整
体地位不断提升和族群意识日益
觉醒，海外华文媒体更加自觉和
重视维护和促进中国统一、推动
华人参政议政、维护侨胞合法权
益，进一步强化了对华侨华人群
体的影响力。

2015 年，华文媒体要关注什
么？这个旧话题又被重新谈起。
问题相似，答案不同。海外华人
关注的话题很多，华人参政、华
人权益、华文教育、华商贸易。
华文媒体的从业者谈到华文媒体
的关注点，每一个点都能举出数
十个例子，这些事例就发生在他
们身边。他们希望能够承担起为
海外华侨华人发声的重任。但他
们不得不承认，在主流社会，华
文媒体的声音是弱势的，华文媒
体的壮大还需要漫长的历练。

海外华文媒体当前大都面临
媒体转型、人才匮乏、经营困难
等重大挑战。不管遇到什么样的
困难，华文媒体为华侨华人服务
的初衷是不变的。新的一年，华
文媒体更要关注华人社会，为华
人社会发出声音。

华媒华媒关注啥关注啥
王丕屹王丕屹 ？？？

2015 年对于旅欧的华侨华人来说，还将是不平静
的一年。2015年是世界抗击法西斯胜利 70周年，而法
国还将进行地方议会选举，意大利米兰将举行世博会。
欧洲某些地区还将持续动荡。这些都将牵动华侨华人的
神经，最为人关注的是，旅欧华侨华人生存境遇的改
变，特别是赖以生存发展的经营方式的改变，即华商如
何转型。

从上个世纪 80年代到 90年代的出国潮，旅欧华商
经过了近 30 年的发展，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一
无技术二无资金的情况下，赤手空拳打出一片天下，创
造了很多发展的奇迹和神话。这种奇迹和神话的创造究
其原因，一是中华民族勤劳致富的传统使然，华商的发
展都是靠实实在在的打拼拼出来的；二是欧洲当时正保
持较好的发展势头，为华商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三是中
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带动了华商的发展，很多成功的华商
是做中欧贸易起家，后转向其它行业。

随着近年欧洲经济萎靡，欧元下跌，生产成本上涨
等因素的出现，现在华商的发展已经走到了一个节点。
过去的 2014 年已经使很多华商感到了经营的寒意。转
型，不仅仅是随着国内经济发展和调整而喊出的一句与
时俱进的口号了，而是实实在在的摆在了华商面前。旅
欧华商的商业经营还在低端运营上，特别是商业贸易方
面，这些年的发展主要靠地区差和价格差以及生产的低
成本。现在，这些都将不复存在。欧元的下跌，使生产
成本大大提高，而随着中国产业的转型，中国正甩掉低
端产品加工国的帽子而转向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靠廉
价商品、以量取胜的经营策略将彻底崩溃。而随着欧洲
国家对华商经营的了解，一些不合当地规范的生产、经
营方式越来越成为华商的软肋：意大利、西班牙等不断
爆出的华商被查、被拘等新闻说明，华商经营的风险在
不断加大。而那些在中国国内投资的华商传回的信息也
不容乐观，无论是投资房地产，还是商业运营，不少都
遭遇了滑铁卢。

华文媒体将继续关注旅欧华侨华人的民生，如何与
华商一起共克时艰是责任。如何从传媒的角度，以华商
的立场，梳理和总结华商经营的经验教训，从中找到适
合华商发展的转型之路，是华文媒体 2015 年所面临的
最大的任务。华文媒体将既关注华商在中国国内投资发
展成功和失败的案例，也关注华商在欧洲生存发展环境
的建设，在具体事例的分析和呈现中洞见未来的方向。

（作者供职于《欧洲时报》）
上图：华二代陈莉成设计师成立服装品牌公司。图

为其设计的婚纱在巴黎著名酒店举行时装秀。

聚焦华商转型
黄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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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澳洲日报》2014年12月31
日报道，澳大利亚移民部新近公布的

《2012-2013年移民趋势》报告显示，在过
去17年内，中国出生人口数量上升迅速，
仅排在英国、新西兰之后，位居第3位。同
时，2012-2013 财政年度移民中，中国移
民人数位居第 3，排在新西兰和印度之
后。在这17年间，来自中国的移民人口总
数达到 42.7 万人，高于印度和越南移民
人数。

华人移民在海外的数量不断增加，
“华二代”要在海外接受良好的中文教
育，华文学校要承担起这个责任。2014年
12月上旬，在首都北京和福建厦门，同时
召开了两个大会——“第三届世界华文
教育大会”和“第九届孔子学院大会”。两
个大会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如何把在海
外弘扬中华民族语言和优秀文化的伟大
事业做得更加出色，更加深入人心。

海外华人常说，凡有海水的地方，必
有华人；凡有华人的地方，必有华文学
校。目前全世界有近两万所华文学校，遍
及五大洲。为了更好地整合华文教育资
源，提高华文教育质量，本届世界华文教
育大会适时地提出了华文学校“转型升
级”，向“标准化、正规化、专业化”方向发
展的目标。

华文学校的优势就在于“本土化”、
“接地气”，因为华校师生和家长本来就
是当地居民，华人社区与其它民族社区
及整个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华校
不仅能解决华人子弟学中文的需求，也
可以为非华裔人士提供学中文的机会。
目前华校最需要的是合适的教材和合格
的教师，当然还要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办华文学校有很多困难，例如没有
合适的教材曾让办学者辗转难眠。原来
用中国内地小学的语文教材还可以应
付，久而久之就水土不服了。随后，办学
者找来新加坡等国的华文教材合并中国
国务院侨办的华文教材，再让老师进行
加工，以适应澳大利亚的教学实际。

在澳大利亚，华文教育工作者辛勤
耕耘，勉励孩子努力学习中国语言和文
化，长大后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促进中
澳交流奉献自己的力量。华文媒体是联
系华人与华校、华社以及主流社会的纽
带，希望华文媒体在将来能够更关注并
支持华文教育，传播中国文化。

（作者为本报澳大利亚新西兰代理人）
题图：澳大利亚新金山交响乐团，

是由新金山中文学校创办、以华裔青少
年为主体的交响乐团。图为 2014 年乐团
在中国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专场演出。

支持华文教育支持华文教育
孙浩良孙浩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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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华侨华人权益一直是美
国华文媒体重要的选题。2015 年，
维护华侨华人权益仍然是美国华
文媒体的重中之重。回顾 2014 年
美国华文媒体，侨胞欣喜地看到，
华文媒体为华裔权益发声明显增
多了，效果也比往年显著。

要想华人的权益得到维护，
提高华人参政热情，用选票把更
多的华人精英送进美国的各级政
府任职，这是很重要的一环。美
国华文媒体在这一方面，可以说
是不遗余力，异口同声，也得到
了明显的效果。

2014 年华人参政的热情空前
高涨，参选人数破历史纪录，并
在多个职位实现突破，刷新了华
裔参政史。中期大选，这是总统
选举之外，美国最为轰轰烈烈的
政治运动，不仅改选国会众议院
和参议院的议席，同时各州选出
州参众议员和其他公职人员。全
美有十几位华裔候选人参选，多
名候选人冲击美国国会众议员、
州长等要职。经过激烈的选战，
加州华裔刘云平在选举中大获全
胜，成为继赵美心和孟昭文之后
国会第三位华裔众议员。另外，
许多州、市，华裔当选议员等要
职者也增多。这些成绩的取得，
美国华文媒体功不可没。

2014 年体现美国华裔维护权
益有收效的另一件大事是，在广
大华裔民众多年的努力下，纽约
州州长葛谟签署法案，将中国的
农历春节定为法定学校假日。纽
约是一个由各民族组成的大融合
城市，其中亚裔超过百万，占纽
约市总人口近 14%。对亚裔学子
来说，公校是否放假，直接关系
到他们能否和家人团聚共享天
伦，更是一种文化传统的传承。

最新调查显示，纽约市目前已有
近 100万亚裔人口，占全市总人口
的13%。其中华裔人口就有数十万
之多在亚裔人口中占多数。中国农
历新年是美国的亚裔共同的节日，
但是，因农历新年不是公共假日，
亚裔家庭每逢过年就面临两难，不
知道该让孩子去上学还是留在家
中团圆庆新年。最近十几年来，华
裔议员在州、市层级多次提案，但
没有收效。自从纽约华裔孟昭文当
选国会众议员后，又多次提出将农
历新年列为公假的议案，得到纽约
3 个议员的支持，起草了一个提
案，随后得到部分州参议员和州众
议员的大力推动，终于获得成功。
这一法案获得通过，春节成为美国
历史上第一个法定的华人节假日。

纽约华文媒体为推动中国农
历新年成为法定假日起到了很重
要的作用。有侨社人士说，如果
没有华文媒体十几年来不断呼吁
引起主流社会对农历新年的重视
这件事很难获得成功。

回顾 2014 年，美国华侨华人

在维护自身权益方面既有喜也有
忧，之所以忧，是因为侵害华人
权益的事在美国仍然屡见不鲜。

种种事实表明，在美国维护
华侨华人权益，还有许许多多的事
情要做。因此可以预见，2015年，维
护华裔权益依然是美国华文媒体
最为重要的报道主题。美国华文媒
体人郑衣德表示，海外华文媒体的
基本作用之一，就是维护华侨华人
的权益，提高美国华侨华人在本地
的政治、社会、经济地位。华文媒体
应通过其独特的作用，把华侨华人
的信息传达到主流社会，以引起全
社会对华侨华人权益的关注。郑先
生还提出，华文媒体应成为华侨华
人权益的代言人。这既是许多美国
华裔媒体人的心声，也可以说是美
国华文媒体努力的目标。

（作者供职于本报美国代理处）
上图：2014 年 11 月 4 日举行

的美国中期选举中，加州民主党
籍州参议员刘云平大获全胜，成
为继赵美心和孟昭文之后国会第
三位华裔众议员。

维护华人权益维护华人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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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加中友好
王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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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珀夫妇访华期间在老北
京餐厅用餐

2015 年，日本华文媒体最期待日中关系
破冰回暖。

经历了 2010 年日方抓扣中国船长、2012
年日本政府“国有化”钓鱼岛和 2013年日本
首相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等一系列恶性事件
后，日中关系跌入历史低谷。当前，两国关
系仍未走出“政冷经冷”的严寒期。未来，
日中交往中依旧存在着诸多不稳定因素，岛
屿争端、东海军事摩擦以及日本政府的历史
认识问题仍然是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
碍。不过，只要坚持日中老一辈政治家确立
的“世代友好”的原则和信念，只要有两国
友好人士不断奔走努力，日中关系一定能够

“破冰”、“回暖”。
民调显示，日本民众对中韩的印象持续

恶化。同时，日本社会右翼势力加紧活动，
欲咸鱼翻身，掀起排外浪潮。这些势必将给
旅日华侨华人的生活与事业带来不利影响。
然而，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华侨华人不仅成
为了日本社会里最大的外来群体，也是日本
各领域建设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且，不管是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旅日华侨华人都是维
护和促进日中两国友好的积极力量。华侨华
人的事业活动与社会贡献，依旧是在日华文
媒体的报道主题。

在日中关系中，华侨华人是起到双向沟
通作用的。这一点，从日中两国有交流历史
以来就始终存在的。华侨华人在日中两国关
系之间就好像是一座不可或缺的桥梁，既可
以以草根形式带动日中关系的些许回暖，又
可以反映日中关系之间出现的问题。在草根
作用方面，华侨华人虽然是以个体形式出现
在日本社会上，但却可以以个人有效、有益
的行为，改变日本社会对中国人这一群体的
看法，从民间角度为日中关系加温。

2014年 12月，日本新的“特定秘密保护
法”开始实施。这些都对在日华文媒体的采
访、报道产生了不利影响。但是，在日华文
媒体不会屈服于日本政府的严格限制和右翼
势力的阻扰，将坚持新闻报道的原则，对日
本政经发展趋势和社会现象进行公正报道。

（作者供职于《日本新华侨报》）

日本神户著名华人商贸街区南京町生意红火

关注日中关系
张 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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