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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华文化在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中
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为进一步增进海
外侨胞对故土乡情的认知，使其为弘扬
中华优秀文化添砖加瓦。”10月13日，中
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促进会 （以下称

“文促会”） 第四次理事大会在安徽合肥
召开。来自7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名理
事齐聚一堂，共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群贤毕至

“心情非常激动，海外华侨华人能够得
到重视，能为中华文化传播做出一份贡献
感到非常自豪。”来自欧洲德国的德中艺术
设计交流协会秘书长郭健一脸兴奋地说。

回到国内，目睹着中国经济快速发
展带来的改变，来自欧洲的瑞士华人华
侨联谊会对外联络负责人孙力康说：“祖
国的变化一天一个样，日新月异，而且
总体都是朝着一个积极向上的方向发
展，我心情很激动。”

来自大洋洲，第一次参加文促会的
新西兰亚太文化交流中心主席张培军表
示：“非常高兴，而且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侨联文促会，感到非常荣幸。从海外回
来能够和侨联以及侨界朋友共商中华文
化‘走出去’是我的心愿，我也希望借
助这个平台和大家分享一些经验。”

“我对中国侨联的文促会感情特别
深，在菲律宾，我一直负责侨联在当地
的联络工作。”来自菲律宾的菲华各界联
合会秘书长许东晓难掩兴奋之情。

一路匆忙从加拿大赶回国内的加中
文化发展协会会长高如东说：“飞机一落
地就匆忙赶来合肥，参加文促会很荣幸。”

好风借力

“90%的观众都是菲律宾人，他们看

到中国的杂技、魔术等节目都非常感兴
趣。还有一次我印象十分深刻，在一次
演出中，一名菲律宾的音响师看到咱们
的演出后非常惊讶，他说中国的文化实
在太精彩了！”许东晓介绍当地中外文化
交流时自豪地说。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外文化交
流就是为国家之间“民相亲”搭建一
个平台，“让世界各地华人齐聚一堂讨
论如何发扬中华文化这个很重要”，香
港 侨 界 社 团 联 合 会 副 会 长 王 钦 贤 称 ：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财
富，文化的发展在于文化教育、文化
艺术的宣传，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借助
侨联文促会把中华文化传播好，尽自
己一份力量。”

中国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大，国家
形象得到了很大提升，德国各界都在
积极地了解中国，两国人民的交往就

是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文化交
流 的 过 程 。 当 下 交 流 频 率 越 来 越 快 ，
需求同样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很好的
机遇。在德国文化艺术领域打拼多年
的郭健称。

有机遇同样就伴有挑战。美国中国
侨联海外顾问戴锜介绍，当下是美国
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流互动非常频繁的
时期，但是美国文化产业占美国国民
生产总值的近 25%左右，然而中国文化
产业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只有百分
之二点多，有 10 倍之差。中国文化虽
然有五千年的历史，但在文化产业的
推动上步伐还是慢了不少，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虽然面对各种挑战，华侨华人依然
对未来展现一种积极态度。在美国，我
们愿意尽全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让
美国社会真正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

戴锜表示。

从头迈步

此次召开的第四届理事会，选举出
新一届的领导机构。中国侨联聘任理事
460名，其中，海外理事 416名，来自 90
个国家和地区。“我发现这一届更年轻
化，更专业化，出现了一批侨团新秀，
热情高昂，做法新颖，我觉得在今后的
侨联活动中会更得心应手，会取得更好
的成绩。”连续担任两届文促会副会长的
戴锜称。

文促会新一届领导机构的产生，海
外各地理事纷纷为中外文化交流献计献
策。来自南美洲的苏里南浙江同乡会常
务副会长胡志定一方面肯定了侨联一直
以来所做的贡献，“侨联为当地华侨华人
带来了活力”，同时也提出了建议，“希
望今后的活动能更接地气，更符合地方
特色、民族特色。”

非洲的肯尼亚华侨华人联合会副会
长高玮建议，在中肯文化交流过程中让
中华文化“走出去”还不够，也要让非
洲文化“走进来”，共同搭建中非民间文
化交流的新平台。

作为一名理事，不仅感受到一种荣
誉，同样感受到一种责任。博茨瓦纳华
侨华人总商会常务副会长南庚戌称，他
同时建议今后的中文文化交流要多借助
新媒体平台，运用新的技术手段。

今后文促会新一届理事会会胸怀大
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为侨服务不
懈怠。同时，也为文促会发展做了具体
规划：一是务实对接重点项目，充分发
挥独特优势和独特作用；二是扎实构建
组织网络，努力延展工作手臂和工作领
域；三是切实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增强
组织活力和发展后劲。

他是华裔顶级建筑设计师，
他曾设计了巴黎卢浮宫前的透明
金字塔，包揽无数国际建筑大
奖，当然包括建筑界诺奖——普
利兹奖，业界评价认为：他擅长
表达抽象的力量，在才华变成建
筑品质的神秘工作里，精致、抒
情和美丽使他的建筑充满人性的
光芒。他就是华裔建筑大师贝聿
铭。

建筑，是心之所向

贝聿铭 1917 年出生于中国苏
州，17 岁赴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
建筑，后转学麻省理工学院攻读
建筑工程，27 岁时在哈佛大学建
筑研究所深造。

1935 年夏天，少年贝聿铭高
中毕业了，父亲希望他赴英国攻
读经济学。但是，一部名为 《大
学幽默》 的电影却使得他违背了
父亲的意愿。电影中描述的美国
大学校园建筑和校园风情令他对
建筑设计有了浓厚的兴趣。最终
他选择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建筑设计专业，后又转学到造诣
更高的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

自那以后这位建筑界的华裔
奇才开始他的职业生涯，并为世
界带来了各种精彩绝伦的作品。
迄今为止，他的作品有 70 余件，
包括肯尼迪图书馆、华盛顿国家
艺术馆东馆、香港中国银行大厦等。

顶住压力成就经典

巴黎卢浮宫拿破仑广场的透明金字塔无疑是
贝聿铭最具争议性的设计，但经过时间的检验，
这个透明的锥形体也和埃菲尔铁塔一样，成了巴
黎的标志。

而在设计这一独特建筑时，他遭受了前所未
有的非议。巴黎人对外国人插手做事本来就存有
疑虑，更别提让一位来自纽约的华裔建筑师来修
整他们的国家珍宝馆了。一时间，对贝聿铭的各
种非议充斥了整个法国。每天，巴黎人都以佩戴
上面写有“为什么要造金字塔？”字样的圆形小徽
章表示他们的不满。他的女儿贝莲甚至看到，街
上的女人们朝他父亲脚上吐唾沫。

但贝聿铭怎么会知难而退？他顶住了各界压
力，将自己的设计不断完善并建造出来。如果没
有贝聿铭的坚韧和坚持，就没有现在举世闻名的
透明金字塔了。贝聿铭这种执著的精神也是其能
取得事业成功的重要原因。

建筑就像凝固的诗与画，人们称建筑是大地
上的艺术。古往今来，世界上留下了无数令人赞
叹不已的建筑精品，它们的创造者也因此声名不
朽。其中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占据了一席之地，堪
称华裔建筑20世纪的风云人物。

（本报综合中新社和CCTV报道）

2014年，美国侨胞周敏打算在湖南长沙投
资开办幼儿园，但相关部门的审批迟迟未通
过。在她焦急等待时，湖南省侨联伸出援助之
手，多番赴相关部门进行沟通与调解。最终，
周敏顺利拿到了办学许可证。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对外交往的日益扩
大，归侨侨眷与海外侨胞的数量不断增加，中
国的侨情发生巨变。维护广大归侨侨眷、海外
侨胞合法权益，愈来愈被中国各级侨联所重
视。中国的护侨维权工作亦从早期的侨务政策
落实，演变至帮助海内外侨胞在祖 （籍） 国创
业、子女入学、知识产权、参政议政等领域获
得权益保障。

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共有 1 万余侨联组
织，专兼职从事维护侨益工作者达1.5万余名。

2015 年 10 月 12 日至 15 日，来自北京、上
海、湖南、福建、内蒙古、河南、广东等各省
份侨联分管权益保障工作的近 200 位负责人齐
聚长沙，共同聚焦侨界民生，探讨新形势下的
侨联维权工作。

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省是中国重要侨
乡。该省除发挥法律顾问委员会助侨维权外，
亦与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省边防总队建立涉
侨维权机制。

“以前主要是落实华侨农场改革和发展政
策，经常是靠人情、磨破嘴、跑断腿。”有 10
余年工作经验的福建省侨联权益保障部部长黄
杰表示，时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吸引众多侨商
回国投资，保障合法权益成为侨商关注的热
点，侨联维权工作开始向这些领域侧重。“现在
渠道、方式多了，处理起来也更加容易。”

上海市侨联权益保障部部长孙宁先与黄杰

同感。他透露，上海涉侨案件早些年较多系侨
房申诉案，现因侨胞大部分为社会自然人，涉
及财产权、知识产权及公司合同经济纠纷等案
件增多。

“一般到侨联反映的涉侨案，都经过一审或
者二审，甚至多年上访，但我们还是向有关方
面积极反映。”孙宁先说，针对侨界影响较大、
有代表性的典型侵权案件，上海市侨联会联合
立法、司法、执法各部门专家“会诊”，或通过
人大的法律监督、法院内部督察寻求解决途
径。上海官方亦出台多项规定解决侨界民众的
热点和难点问题。

据悉，2010 年至 2015 年 6 月，上海市侨联
接待来访共 1014 人次、来信 462 封；电话咨询
6000 余人次，来信来访事项结案率 99%，涉及
归侨侨眷就业再就业、
社会保障、社会救助，
以及新侨创业融资、子
女教育、成果转化等问
题。

上世纪 80 至 90 年
代，江苏侨联维权工作
重点集中在为侨胞落实
侨务政策及解决侨界群
众生活困难。江苏省侨
联副主席镇翔表示，近
年来，江苏大力开展招
才引智工作，约 10 万
海外人才在江苏工作、
发展，维护侨资企业和
新侨在创新创业过程中
的合法权益成新重点。

在湖南省，针对维权工作的变化，该省侨
联主动创新信访维权体制机制，助“侨”解难
题。2010年以来，湖南各级侨联协调和帮助处
理涉侨案件1800余起，挽回侨界民众直接经济
损失10亿余元人民币。

现今，中国有6000多万海外侨胞和3000余
万归侨侨眷，海外侨胞分布在世界 170 余个国
家和地区，侨务资源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特殊力量。

中国侨联副主席李卓彬表示，今后一段时
期，金融、土地和知识产权将是涉侨纠纷矛盾
和相关案件的高发领域，中国各级侨联要因地
制宜，服务以金融、土地和知识产权三个领域
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据中新社）

还记得美剧 《生活大爆炸》 里每周六的“中餐日”吗？
宫保鸡丁、杂菜捞面、蒸水晶虾饺，都是剧中主角们爱吃的
食物。现如今，除了传统的“八大菜系”中餐馆，一些“本
色”的中国小吃也搭上了“网购”的顺风车，以网络为销售
平台，在海外市场上大获好评。

想要在网上销售，食物如何保鲜就是首先要解决的问
题，尤其是像肉夹馍这类即做即食、讲究新鲜的小吃。在美国，

“秦哥肉夹馍”的创始人王瑞和他的团队，在钻研了数月后，推
出能够“速冻”的肉夹馍。客人在网上下单后，会在24小时内收
到精心打包的已经配制好的各种肉夹馍原材料。想吃的时候，
从冰箱里将速冻的原材料取出，只需经过两三分钟的简单加
热，一份美味地道的肉夹馍就能够端上餐桌了。王瑞说，他希望
人们每天只花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吃上健康美味的中餐。新鲜美
味而又便捷，这一有创意的做法在当地广受好评。

“中式汉堡”肉夹馍大获成功，“中式披萨”烧饼当然也
不能落后。近日，加拿大华人洪志和的三和缙云烧饼铺在网
上开张，首日销量就达 500 个之多。为了将最正宗的缙云烧
饼带到国外，洪志和专门组织人员回国学习，并从缙云本地
采购各种食材，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烧饼的原汁原味。烧饼这
个在国内司空见惯的小吃走出国门，不仅满足了思念家乡味
道的华侨华人的心愿，也赢得了加拿大当地人的称赞和喜爱。

除了小吃，洋溢着浓郁“中国味道”的调味料也受到了
外国人的欢迎。几年前，“老干妈”辣椒酱在国外走红，中国
辣酱的风味传遍了世界。在洛杉矶，来自广州的刘惠贞一家
于几个月前推出自己研制的 LAHTT 辣酱，自推出以来受到
美国人以及在美华裔的一致称赞。不同于老干妈的“完全国
产”，刘惠贞家的辣酱融合了中西不同的特色。刘惠贞表示，

以后还会研制出更多的口味，
以满足不同人群、不同年龄层
次人们的需求。

除此之外，还有进军新马
泰的湖南美食牙签牛肉、走红
英国的天津特产煎饼果子、吸
引了意大利前副总理来学习手
艺的扬州汤包……中国的“本
色 ” 小 吃 ， 正 以 其 独 到 的 美
味，更健康、更便捷的现代特
征，得到越来越多华侨华人和

“老外”们的青睐。

10 月 14 日，由全球
华人高尔夫协会主办，美
国广西联合总商会、美国
泛太平洋商会等协办的

“2015 全球华人高尔夫邀
请赛”中国桂林站大赛在
乐满地高尔夫俱乐部开
杆，来自北美、欧洲、澳
洲和南非以及中国国内多
个省市的近 140多名高球
爱好者同场竞技。

中新社记者
赵琳露摄

国 之 交 在在 民 相 亲
——五洲华人共商中外文化交流

孙少锋 杨志聪

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促进会第四次理事大会会议现场。 杨志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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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护侨维权的“悄然之变”
唐小晴

中国护侨维权的“悄然之变”
唐小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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