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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 汉 语 水
平考试在雅典法学
院举行，200多名考
生参加了各个级别
的测试。希中友协
主席波塔米亚诺斯
在考试前向考生强
调了学习中文的重
要性，并祝愿考生
取 得 优 异 的 成 绩 。
图为希腊考生。

（摘自希腊《中
希时报》）

作为姐妹城市，
上海和米兰是前后两
届注册类世博会的举
办城市。在 2015 年
米兰世博会举办之
际，“魅力上海”城
市形象米兰推广活动
日前启动。图为游客
在米兰市中心的中央
车站广场参观新版

“360 度 上 海 ” 体 验
型展览。

（摘自欧洲时报
网）

从“皇帝行动”到《马德里大区华人创业者》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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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媒 广 角 ●美国

华 媒 掠 影 ●希腊

18 岁高考结束后，我通过国家公
派 项 目 ， 去 了 “ 加 勒 比 海 的 明
珠”——古巴上大学，那是我第一次
接触“上帝的语言”——西班牙语。
在加勒比那个热情的岛国上，“中国”
这一名称受到每个人的尊敬，每一个
和我一样前往古巴的中国学生都深切
地感受到古巴人浓浓的热情。

在古巴的 5 年时间里，我不仅学
会了西班牙语，也通过古巴开始了解
西班牙。热情的弗朗门戈舞蹈、激情
四射的斗牛、历史悠久的文化以及地
中海的美食，都让我对这个热情的国
度充满向往。

2012 年大学毕业后，我如愿以偿
地来到西班牙，开始接触新闻媒体行
业。然而，就在我刚刚踏上这片国土
后不久，就发生了让整个西班牙和华
社震惊的事件——2012年10月16日清
晨，西班牙警方展开了一次打击华人
洗黑钱的“皇帝行动”，有 84 人被
捕，其中 58人为华人。在搜查中，警
方没收了 1150万欧元现金并且签发了
108个逮捕令。这次行动让所有在西华
人心惊胆战、草木皆兵，也让西班牙
华人的形象一落千丈。

“皇帝行动”引发了巨大的社会舆
论，西班牙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在当

地人看来，西班牙正在遭受严重的经
济危机，而在西华人却通过洗黑钱、
偷税漏税等各种违法活动大肆敛财。

在“皇帝行动”之后，当地政府
加大了对华商的打击力度，进而出现
了一些冤假错案；西班牙媒体的大肆
报道让当地民众的排华情绪高涨；极
个别的西班牙人利用这次行动大做文
章。也就在这时，我正式进入了西班
牙华文媒体中最具权威性的 《华新
报》。

中国人移民西班牙的历史并不
长，只有短短的 30 多年时间。23 年
前，西班牙 《华新报》 正式创刊，一
路走来，颇为不易，在风雨中逐渐成
长为在西华人了解当地新闻最主要的
媒介。在新媒体狂飙突进的今天，《华
新报》 也闯出了一片天地。今年 5 月
21 日，在“首届海外华文新媒体高峰
论坛暨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 30周年座
谈会”下设的“新业态 新合作”分论
坛上，《华新报》社长叶岩松介绍，报
社从 10年前进军新媒体，现已拥有西
班牙最大的华文网络媒体，并在微
信、视频等领域成为当地华媒的“排
头兵”。

面对此次“皇帝行动”，《华新
报》 仔细分析事件的前因后果，深入

透彻地进行报
道，为在西华
人提供了极为
详细准确的信
息。

“ 皇 帝 行
动”之后，西
班牙华社陷入
了思考，并且
开始更为积极
主动地融入当
地社会，重新
为华人树立正
面的形象。在
随后的几年时
间里，经过使

馆、华社以及华媒的共同努力，西班
牙社会对华人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观。

2014 年底，西班牙主流媒体积极
地报道了西班牙华人日益增强的影响
力。文章认为，华人在西班牙经济危机
期间表现出色，并且盛赞华人做出的巨
大贡献。这篇报道成为一个转折点，自
那时起，西主流媒体和社会民众开始逐
渐接受、认可华人的正面形象。

2015 年春节，中国驻西班牙使馆
与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以及马德里移
民局一起，在马德里市中心成功举办
了“欢乐春节”庙会活动，华人舞龙
舞狮过大年，许多当地人也参与其
中，与华人一起其乐融融地庆祝中国
新年。

在此期间，西班牙国家警察局局
长也明确指出，在西班牙的移民族群
中，华人群体是犯罪率最低的移民群
体。

2015 年 3 月中旬，马德里大区移
民局录制了 《马德里大区华人创业
者》 视频，旨在让西班牙当地民众正
确地了解旅西华人像其他西班牙企业
主一样，规范经营着自己的生意，为

西班牙人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他
们广交当地朋友，积极融入当地社
会，为西班牙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
贡献。

西班牙税务局局长在视频里明确
表示，中国移民是西班牙市民的榜
样，他们是所有移民里缴税最多的群
体。马德里大区移民局局长也表示，
感谢中国移民在西班牙经济危机时期
为西班牙经济做出的贡献，希望今后
华人与西班牙人一起努力，共同建设
西班牙。

短短 3 年时间，在西华人经历了
“大起大落”。从“皇帝行动”引起的
动荡开始，在西华人通过自己的努
力，积极参与各项活动，积极参与慈
善事业，帮助建设西班牙经济，一步
步树立起华人兢兢业业、勤恳能干的
正面形象。

西班牙与中国都有悠长绵延的历
史与博大精深的文化。相信在不久的
将来，旅西华人将完全融入西班牙社
会，成为中西两国文化交流的信使；
与当地人民一起，共同建设这片美丽
的土地。

美国华盛顿中国城一建筑工程
延宕多年，近期出现进展，项目规
划的小区空间由韩裔社团得标，引
发华裔社团反弹。

该项目位于中国城中心区域，
计划兴建 11 层的高级公寓。工程需
要推倒一座见证中国城历史的老建
筑，而用于补偿文化流失的小区空
间，又拨给韩裔社团管理，引起各
方关注。相关争议反映出了中国城
在发展十字路口的窘境，也凸显出
各方对中国城未来方向的迥异见
解。

中国城应该是只滋养华裔美国
人的“纯正”中国城，还是向西雅
图的亚太裔多文化融合的国际区看
齐？中国城应该成为铭记华裔美国
人历史的实地博物馆，还是打破传
统的“摩登中国城”？问题的答案并
无对错之分，却是市府发展规划
部、亚太裔办公室、中国城乃至全
特区居民需要思考的问题。

计划中需要拆除的后街老建筑
为华府历史建筑，拆除需要市府批
准。市长亚太裔事务办公室主任都
勇表示，特区的历史建筑物和区域
保护法规定，市长代理人需要在公
开听证会中广泛听取意见后，再决
定是否批准拆除。市府此前已召开5
次听证会。他强调，在这一过程中
的任何一环，市府都不会收取金钱
补贴。

紧 邻 该 历 史 建 筑 的 两 个 旧 车
库，被规划为小区空间，由韩裔戴
那舞蹈团和亚太裔电影组织拿下 10
年租约。都勇表示，关于小区空间
使用，各方持不同观点。他领导的
市长亚太裔事务办公室期待该空间
可让中国城亚太裔族群受惠，还有
一些人则希望透过视觉和表演艺
术，展示中国城的丰富历史。

有中国城小区人士认为，戴那
舞蹈团和亚太裔电影组织不了解中
国城历史，如何能起到传承作用？再者，计划拆除的历史建
筑曾用于种植豆芽菜，产品供应全中国城所有餐馆，是许多
华裔老居民的珍贵回忆。拆除该建筑牺牲了华裔历史遗产，
而用于补偿损失的小区空间，又不是以保存华裔历史为主
旨，让华裔小区利益受损。

华盛顿中国城的“中国味”不浓，已是公认的事实。
1991年中国城的 39家中餐馆及商铺中，如今只有 7家屹立不
倒，众多中餐馆及中式市场被连锁、非中式餐馆取代。这些
新餐馆虽然挂上中文招牌，但与中华文化几乎毫无关联。住
在廉租公寓华乐大厦的华裔耆老，每周需要租用大巴车前往
郊区的中式超市采购食材，这与有关部门将他们在中国城就
近安置、方便其日常生活的初衷相去甚远。

（摘自美国《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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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大区华人创业者》视频首映会

汉语水平考试雅典举行
贾翔宇

“魅力上海”亮相米兰世博
尚 萱

华 媒 掠 影 ●意大利

“过去，我多次到过中央媒体驻日记
者站看望媒体朋友们。今天，我是第一次
到日本华侨华人主办的媒体来。尽管是第
一次，但我心里多年来一直惦念着大
家。”6 月 12 日，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
走进日文版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
编辑部和日本新华侨报社后，动情地讲了
这样一番话，赢得在场者热烈的掌声。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 负责人
蒋丰首先宣读了《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
辑张德修专门发来的感谢函，感谢中国驻
日大使馆长期以来对这份月刊的悉心指导
和支持。张德修总编辑表示：“日本是中
国的重要邻邦，也是我们对外传播的重要
前沿阵地。我们衷心希望中国驻日本大使
馆一如既往地支持、指导《人民日报海外
版日本月刊》的工作，共同为促进中日两
国民众的相互理解，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
作出贡献。”对此，程永华大使表示感谢。

随后，蒋丰向程永华大使介绍了媒体
的有关情况。2011 年 9 月，《人民日报海
外版》 授权日本新华侨报社出版日文版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这份杂志立
志高端，增强中国话语权，传播中国好声
音。杂志每期都赠送给全体日本国会议员
以及47个都道府县的知事和日本三大经济
团体、七大日中友好团体、国际交流机
构，在许多大学、书店也有出售。

创刊以来，该刊除了有针对性地摘译
编发《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及人民日报社属
媒体的各种资讯外，还对近百名日本国会
议员、知事、企业家、文化学者进行访谈，听
取他们对中日关系的分析与展望。有的国
会议员手持这份杂志，在日本国会质询首
相的对华政策；有的知事通过中国驻当地
的总领事馆，主动要求接受采访；日本自民
党总务会长二阶俊博率领3000名日本人访
华的意愿也是在接受该刊专访时最先表
露；更有一些日本企业参与理事会，支持这
份杂志的发展。与此同时，编辑部还把这
些专访文章翻译成中文，在《日本新华侨
报》上刊发。许多专访稿件得到国内主流
网站的转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明

年，《人民日报海外版
日本月刊》和《日本新
华侨报》还将支持大型

“汉字三千年”文化展
在日本的展出。

程永华大使表示，
我一直在关注依靠华
侨华人自己的力量在
日本逐渐发展起来的
媒体。日文版的《人民
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
和中文版的《日本新华
侨报》，我都在阅览。
这两份报刊，一个掌握
权威性资讯，用日语向
日本传递中国的声音，
讲中国的故事，一个用中文向当地华侨华
人以及国内介绍日本的各种变化，都起到
了很好的效果。特别是在中日关系严峻的
时期，这样的媒体能够坚持下来，非常不
易。大家付出的艰辛与努力，值得肯定。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新闻处公使衔参赞
何振良等使馆人员以及《人民日报海外版
日本月刊》与《日本新华侨报》的编采人
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摘自《日本新华侨报》）

华 媒 聚 焦 ●日本●●日本日本

我心里一直惦念着华媒朋友
——记中国驻日大使考察《日本新华侨报》

王 鹏

近日，“第56届外国人日语辩论
大会”在日本滋贺县东近江市的八日
市文化艺术会馆举行。来自中国等
11个国家的12名外国留学生用日语
发表了对日本文化的理解。

据日媒报道，约600名东近江市的
市民倾听了外国留学生演讲。外国留
学生分别以饮食习惯、生死观差异等
为主题，发表了热情的演讲，平均每人
演讲时间为6分钟。评审员根据参赛
者演讲的独特性、说服力和措辞等方
面进行评判。

来自中国上海的高中生以“日本
人是看一眼就可以明白的”为题目，根
据亲身体验发表了精彩演讲。中国留
学生在千叶市寄宿家庭生活时，关注
到日本人的行为举止，比如平时随身
携带手帕不浪费纸，深深地鞠躬等。

中国留学生表示，从日本人的行
为举止可以学到对环境的重视和人与
人之间交际的礼仪。中国留学生呼
吁，中日两国民众可通过相互学习文
化和礼节，更好地进行国际交流。

（郭桂玲）

链接▶▶▶
中国学生参加日语辩论

呼吁互相学习文化

程永华大使 （前排右二） 与 《日本新华侨报》
部分高管、编采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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