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责编：孙少锋 邮箱：guojihwb@126.com责编：孙少锋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5年11月23日 星期一2015年11月23日 星期一 华侨华人

11月17日，福建省发改委、外办、商务厅联合发
布 《福建省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方案》，
提出将从八方面推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
设。方案提出，将从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对接合作等
主要工作任务着手，加快将福建打造成为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互联互通建设的重要枢纽、经贸合作的前沿
平台、体制机制创新的先行区域、人文交流的重要纽
带。

核心区建设搭平台

“福建建立‘海丝’核心区具有非常重大的和贴切
的意义。一方面，‘海丝’核心区秉承了历史上的丝绸
之路，并且与现代的丝绸之路挂钩；另一方面，福建
经济蓬勃发展，‘海丝’核心区不仅为东南亚华侨华人
带来无限商机，也有利于福建企业‘走出去’。”一听
到《福建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方案》发
布这一消息，马来西亚沙巴马中联谊协会会长胡逸山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兴奋地说。

根据这一方案，福建省“海丝”核心区将涵盖 4
个重大合作平台。一是重大综合性交流合作平台，包
括办好“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建立“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城市联盟”。二是重大经贸合作平台，包括
举办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博
览会”，成立海上丝绸之路多边商务理事会。三是重大
海洋合作平台，包括建设“中国—东盟海洋合作中
心”和中国—东盟海产品交易所。四是重大人文交流
平台，包括承办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建设海上丝绸

之路国际文化交流展示中心。
“海丝”核心区架起了海内外互联互通的桥梁，充

分发挥福建的比较优势，有利于深化我国与东盟等海
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合作，打造带动腹
地发展的海上合作战略支点。

对侨优惠有新政

福建省建设“海丝”核心区优势明显。数据显
示，目前旅居世界各地的闽籍华侨华人达 1580 万人，
其中约80%集中在东南亚，达1250多万人；台湾同胞
有 80%祖籍福建，闽台两地与东南亚地区习俗相似、
文化趋同，民间交流量大、面广，无论是“请进来”，
还是“走出去”都有天然的优势和氛围。

在建设“海丝”核心区过程中，福建将不遗余力
地发挥“侨乡”的优势，从多方面为侨提供优惠。

“海丝”核心区届时将设立“海丝侨缘馆”，成立
南洋华裔族群寻根谒祖综合服务平台，并为沿线国家
和地区华文教育提供帮助以及开展华裔青少年夏

（冬） 令营工作。另外，还将加强沿线国家和地区华侨
华人和华侨社团与国内“走出去”企业的交流、服务。

“海丝”核心区将进一步拓展侨务引资引智，积极
发挥闽籍重点侨团的作用，主动对接重点侨商，邀请
侨商来闽考察投资，并且做好侨资企业的投资促进与
服务工作，鼓励华侨华人积极参与福建自贸试验区建
设。

胡逸山表示，“海丝”核心区政策和配套设施的完
善有利于吸引更多侨胞来投资。

“海丝”大业待侨来

“闽籍华侨华人是‘海丝’核心区建设的参与者、
建设者、见证者。”福建省侨务办公室主任杨辉此前在
第 8届福建恳亲大会发布会上如是描述闽籍海外乡亲
在“海丝”核心区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福建“海丝”核心区给海内外华侨华人带来巨大
的机遇。随着中央大力支持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海
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福建与海外侨社联络日渐紧
密，闽籍侨商回乡投资的热情高涨。

“海外华侨华人应该积极投身‘海丝’大业，力推
福建与‘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互联互通、经贸合
作、人文交流，进一步加强与当地政府和企业的沟
通，在经济社会文化等交往过程中发挥桥梁和纽带的
作用。”杨辉说。

具体来说，华侨华人应该依靠长期以来积累的人
脉优势、商业网络和创业经验，推动福建与“海丝”
沿线国家和地区不断深化合作对接。此外，华侨华人
还应该运用多媒体的传播方式，扩大福建“海丝”核
心区在“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

作为一名马来西亚华人，胡逸山还表示，福建
“海丝”核心区在大力促进经济贸易往来时，在人文交
流方面也需要多加强。华侨华人希望中国大学“走出
去”之外，还希望更多海外大学来与中国合作，到福
建以及其他地方建立分校，促进人文交流。

压题图为：首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博览会在福
州举行 来源：新华社

福建建福建建设设““海丝海丝区区””
华人迎来新机遇华人迎来新机遇
孙少锋 蔡柳梅

自华裔移民 1875 年第一次抵达美国波
士顿之后，这座城市的华埠很长时间以来都
是新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的一个跳板。

尽管是全美国第三大的华埠，但是因为
波士顿生活成本的增加，这里的亚裔人口已
经开始呈现减少的趋势。

据全美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当地时间 17
日报道，波士顿华埠社区中心（简称BCNC）
是一个在过去40年时间里，一直致力于为亚
裔移民和亚裔社区提供服务的机构，他们担
心当地居民人口的变化会对健康、安全以及
就业等问题造成负面影响。

“通常来说，当人们无法享受到社区资
源的时候，会带来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
BCNC的行政主任李隆华说道。

这里的亚裔拥有的产业已经难以维持
下去。2015 年，波士顿华埠标志性的美心饼
屋在经营了33年后，因为难以负担租金而被
迫关张。

同一条路上的辛辛餐馆也因为和房东
“不可协调的差异”，在开业 10年后关门。就
连开在角落里的由华裔移民卡罗尔·秦（音
译）开设的麦当劳，也在25周年后关张大吉。

随着近来高端房产的开发，华埠目前已
经成为波士顿租金最高的社区，而且据波士
顿公共卫生委员会数据显示，从2000—2010
年，住在华埠的白人人口增长速度就已经超
过亚裔。

目前，在华埠所有 1.28 万名人口中，亚
裔占比已经不到一半。

“（波士顿）华埠的未来正在由外人决
定，这也不新鲜了。”李隆华说道。

此外，一些亚裔的成功故事所带来的
“模仿少数族裔神话”蔓延到所有亚裔身上。
李隆华表示，其实还有很多亚裔移民的需求
经常被忽视，而他们是整个马塞诸塞州第二
大的非本土出生的居民群体。因此，李隆华认为，为了亚裔的整
体着想，华埠所能够提供的服务，对这些移民来说仍然非常重
要。

但是，随着华埠高端房产的开发，亚裔居民正在远离他们
的家园。

“生活成本的增加让低收入的工薪阶层移民在逐渐离开这
里。近期的移民们都已经自动忽略了华埠。”李隆华说道：“可能
再没有一个其他的社区让他们有这种安全感。”

李隆华表示，安全感是他在波士顿的华裔和亚裔社区工作
时，最重视的三个原则之一。特别是有研究显示，比起白人来
说，亚裔在遇到情绪和精神健康问题时，寻求帮助的比例要少3
倍。

李隆华还补充道，因为数据搜集上的一些细微差别，波士
顿华裔和亚裔社区的需求通常被忽视。此外，语言障碍也是造
成华裔社区的需求难以被准确地传递和理解的原因之一。

（据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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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大马歌手兼制作人的黄俊田前后遭遇中风及白癜风，
在小小的病榻上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勇敢追梦。走过低潮期的
他调侃：“躺在病榻上的病人，也有实现梦想的权利。”

2011年前，黄俊田毫无预警地中风，右侧身体瘫痪、说话
口齿不清，起居饮食只能靠母亲打理。无法再继续热爱的音乐
工作，让他绝望起来，躲在自己的小角落里，拒绝和友人联络。

一场大病后，他开始省思“世事无常，生命有限”，因长期
的压力与对音乐创作的投入而忽略身体的警讯。经过人生的重
击与严峻的一年，黄俊田对自己、对人生有新的反省。

为了音乐梦想忙，后来忙得忘了梦想。不知什么时候开
始，黄俊田盲目地把生活填满，人也麻木，“忙是我生病前的生
活节奏，忙碌于音乐创作开始忽略生活的本质，逐渐开始忘了
很多东西。”

没生病之前，黄俊田都在忙音乐，忙教学，没什么时间分
给家人。而今，他学会了“慢活”，对生老病死也看得很开。大
病后，黄俊田笑称自己都在“慢活”。养好自己的病，黄俊田不
希望如从前那样过日子。

“人有梦想的时候， 该做的就去做。”面对病魔，黄俊田也
从迷惑、愤怒，转而平和接受，将它视为朋友。他反省自己这
一生最大的错误，是把人生最精华的时光，浪费在追逐那些看
起来五彩斑斓的泡沫。

如今，黄俊田退居到幕后，默默做自己想要做的音乐，并
用自己的能力帮助更多喜爱音乐的孩子找到属于自己的路，也
决定要过自己的生活。

在亲友的鼓励下，黄俊田发觉有许多人比他更悲惨，于
是，2年前重拾创作，透过文字、旋律，把过程记录下来。由于
在医院看到许多病人都意志消沉，怨声载道让黄俊田决定出专
辑，把自己积极乐观的态度和正能量，传递给有需要的人。

虽然右侧身体瘫痪，黄俊田并没有自怨自艾，反而积极训
练左边的身体应付日常活动，“不能弹吉他，我便用左手写词，
然后哼出旋律。”过后，朋友便将他清唱版的样片编音，然后再
由他找数位好友协助完成创作专辑《病榻上的旋律》。

走过病榻上的日子，黄俊田证明，即使患病也能拥有追求
梦想的权利。黄俊田积极抗病魔，如今不但康复之路成绩甚
佳，还在患病期间推出音乐专辑《病榻上的旋律》，希望藉本身
经历及音乐的正能量，鼓励大家乐观面对生命中的挫折，重新
面对新生活。

（据中新社）

病榻上织梦的音乐人

图为黄俊田 （中） 曾经是位歌手，亲友的鼓励和打气给予
黄俊田许多的正能量，让他在未来的人生路上勇敢走下去。

来源：马来西亚《诗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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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被美领养华童的身份归属问
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些孩子渐渐长
大，对自己的身份归属产生很大的疑
惑，究竟心属中国还是美国，这个问题，
对他们而言如同“生存还是毁灭”之于
哈姆雷特一样难以回答。

但是，换个角度思考，他们的特殊
身份也使得他们具备了一种天然的优
势——在美国、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
优势。与其急于分清身份归属的“真
相”，不如利用自身特点，化身中美之间
文化交往的桥梁。

美国是收养中国儿童大户

领养的华童，是指中国亲生父母无
法抚养或遗弃，被异国家庭收养的中国
儿童。美国是收养中国儿童最多的国
家之一。据今年4月初的报告：从1999年
起，美国的领养华童有 7.1万多名。2014
年有2040名，占当年美国家庭从海外收
养儿童总数的2/5。

在美国，领养了一名或多名华裔儿
童的家庭并不少见。“我身边有很多朋
友领养了华裔的小朋友，他们绝大多数
是从中国国内领养的孤儿，女孩为主。”
波特兰州立大学教授李斧博士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说。

随着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越发兴盛，
很多美国人对中国文化非常热爱；中国
人口基数大，每年新增孤儿的绝对数量
也较大，再加上领养机制和《收养法》比
其他国家的相应机制更为健全，费用
低，不少美国家庭选择中国的儿童进行
领养。

成长中离不开中国文化

为了孩子们在海外能拥有一个阳
光温暖的家庭，中国对来华申请领养儿
童的美国家庭的筛选是比较严格的。据
统计，领养中国孩子的美国家庭，90%以
上生活在中产阶级的上层，拥有自己的
别墅，被收养的中国孩子拥有自己的房
间，处于优越的水平。

养父母拥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经
济条件，加之白人父母与黄种人养子女
在样貌上的明显区别，他们一般会选择
从小便将孩子是来自中国的领养华童
这一事实告知养子女。同时，也会从小
便让他们接触中华文化，甚至是学习说
汉语、写汉字。

“我身边的美国爸妈有很多自己就
很喜欢中国文化，他们在教育自己华裔
养子女的过程中，不少人会选择陪他们
过中国节日，让他们吃中餐、学做中餐，

或者阅读中国的名著、学习汉字等。这
些孩子有机会自小便接触中华文化。”
李斧说。

这使得在美领养华童的成长过程
中，接触中国元素、中华文化成为了必
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健康成长，未来之星

身份认同问题或是这些孩子在成
长过程中、甚至成年之后需要面临的一
大难题。据一项调查显示，三成领养华
童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只有不到一成认
为自己是纯种的美国人。

解决这一难题，需要美国家长、在

美华人团体组织、在美华文教育机构等
多方的共同努力。首先，美国家长不能
逃避这一问题，他们有责任将孩子的身
世告知领养子女，也应该同孩子们共同
面对这一难题。一些华童在美国养父母
的陪同下到中国进行“寻根”之旅，事实
证明，“寻根”有助于身在异族环境的孩
子树立自信，可以帮助他们一扫以往的
颓废情绪。

当然相关的在美华人组织、孔子学
院也应该发挥积极作用。“我所在的俄
勒冈州波特兰市，领养父母们成立了一
个协会，使这些被领养孩童有机会结识
交友，父母们也有机会交流。”李斧说。

而至于教育和未来工作的问题，或
许到孔子学院接受教育，成为中美之间
跨文化的交流人才是明智之选。“相关
协会应该主动和当地的孔子学院以及
其他华文教育机构建立联系，这些孩子
多数自小便有良好的中华文化的教育
基础，有中国情结，又在美国中产阶级
父母的教诲下成长。他们在从事中美文
化交流方面的工作具有先天优势。”李
斧说。

在美被领养华童：

传播中华文化的未来之星
岳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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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8 日晚，由纽约亚洲文化中心、
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北美藏族同乡
会联合举办的“慧眼照雪域：活佛父子镜
头下的西藏今昔”图片展在纽约亚洲艺术
馆开幕。图为西藏摄影家协会主席德木·旺
久多吉向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副总领事张美
芳介绍摄影作品。

中新社记者 阮煜琳摄

““活佛父子镜头下的活佛父子镜头下的西藏今昔西藏今昔””

纽约开展纽约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