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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关系眼下高潮迭起，欧洲的华侨华人在当地扮演的政治角色也越来越

“重”了。据报道，日前法国共和党巴黎大区主席竞选人佩克雷斯专程赴巴黎唐人

街所在的13区，就其参选的主张与华人商圈进行了交流，并强调要改善环境，多

加努力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的投资。以往在参政议政上默默无闻的华人社区缘

何现在被如此高调地“拜票”？记者连线了活跃在巴黎“第一线”的多位华人选

民，请他们详解其中原因。

中新社齐齐哈尔11月 26日电 （记者王
琳） 国务院侨办“侨爱工程”项目——“长发镇
中心小学校竣工暨魏基成捐赠棉衣发放仪式”，
26日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举行。国务院侨办
主任裘援平率侨商代表和境外慈善人士出席活
动并致辞。仪式上，裘援平向该小学颁发了“侨
爱学校”牌匾，并同随团侨商们向在校学生、
生活困难的归侨侨眷代表发放棉衣。

裘援平指出，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
以来海外侨胞、港澳同胞捐赠国内公益事业
累计近 1000 亿元人民币，为中国的教育文
化、医疗卫生、扶贫救灾、民生改善发挥了
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林军：侨联要着眼侨胞长期生存

海 内 外 侨 讯海 内 外 侨 讯

中新社天津11月26日电（记者刘家
宇） 11月26日，“周边国家华文教育发展
建言会”在天津国际汉语学院举行，来自
老挝、印尼、马来西亚、蒙古等7个国家
华校教师参加。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项目二部主任李
晓梅表示，中国十分重视海外华文教师队
伍建设，每年投入数百万元人民币为其提
供学习机会，过去 10 年，已超过 5000 人
参加基金会的华文教师学历教育学习。目
前，此项教育已涵盖全球 30 多个国家，
各国本土化华文教师多为中国华文教育基
金会培养。

华文教育建言会天津举行“侨爱工程”新项目竣工

11 月 26 日，以“篮球梦·中
华情”为主题的第三十一届全
球 华 人 篮 球 邀 请 赛 在 福 州 开
赛，世界各地的 3500 多名篮球
爱好者齐聚福州，以球会友。
本届赛事为期4天，共有280支
队伍参赛。

中新社记者 张 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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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为 26
日来自美国的
洛 杉 矶 白 马
队 与 来 自
成都的乐
友 队 进
行 比
赛。

图为福建女篮元老组队参赛图为福建女篮元老组队参赛

由武汉市、广州市、南京市侨务
办公室共同主编的《华侨雄鹰》纪念
抗战华侨飞行员图册 26 日在武汉首
发，三地侨务部门、归侨侨眷代表、
驻武汉航空兵部队代表等出席首发仪
式。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当年规
模最大的抗日空战战场所在地湖北武
汉、华侨飞行员主要故乡地广东广
州、中国抗日航空纪念馆所在地江苏
南京三地侨务工作者共同策划了“华
侨雄鹰——武汉、广州、南京侨界纪
念华侨飞行员抗战事迹”图片联展并
出版画册，以此纪念华侨飞行员这个
特殊的抗战群体。

《华侨雄鹰》 纪念图册包括“侨
播五洲”、“为龙添翼”、“共赴国
难”、“碧血长空”、“丰碑永存”五大
板块，150余幅珍贵历史图片集中展

现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历史以及海外华
侨华人对中国航空事业的推动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华侨飞行员参与抗战的
英勇事迹等。

据武汉市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安
卫东介绍，抗日战争时期，广大海外
侨胞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捐款捐物支
持抗战，甚至毅然回国参军参战。华
侨飞行员和航空技术人员是抗战时期
中国空军的重要力量。由于战乱及种
种原因，存留至今的华侨飞行员抗战
史料特别是图片资料凤毛麟角，经过
一年多的筹备和资料收集最终形成此
次联展及出版图册。

首发仪式当天，美籍抗战文物收
藏家陈灿培捐赠的“飞虎队”抗战血
符、开罗会议上中美英三国领导人合
影、二战美国陆军军服等珍贵文物首
次在武汉展出。 （据中新社）

华侨飞行员抗战事迹纪念图册
在武汉首发

张 芹

图 为 2015
年 10 月 20 日在
广州“毛泽东同
志主办农民运动
讲习所旧址纪念
馆”举办首展开
幕式现场。

（ 图 片 来
源：中国广州政
府网）

“实现中医药国际化，海外侨胞是天然桥梁
和战略资源。”

这是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非 11 月
24日在首届中医药国际化论坛上又一次掷地有声
地表示。

与会专家表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使中
医药国际化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海外的华侨华
人也在汗水与泪水交织的过程中不断推动中医

“落地”，演绎一个个生动而充满力量的故事。

十年“跨越”五个世纪

“1998 年的瑞典，人们对中医的认识还停留

在16世纪的李时珍阶段，”瑞典中国医药集团董
事长、瑞典中华中医学会会长宗金波在接受本报
采访时说：“从一间16平方米的小诊所到2007年
成立瑞典中国医药集团，我们在将近10年的时间
里跨越了近5个世纪的距离。”

宗金波说，由于一开始人们对中医没有认
识，他们每接待一位病人，都几乎要花一个小时
来进行解释。为了让瑞典民众更了解中医，他们
到会议中心向外国人进行讲解、到华人多的地区
进行宣传，并在健康中心举办讲座，甚至开起了

“中医学习班”，教感兴趣的瑞典人中医。就这样
逐渐闯出了一条“血路”，把中医诊所从瑞典南
部的小镇开到了首都斯德哥尔摩。

这也是所有最初到海外行医的华人中医医生
共同的经历。在一开始不被理解、受到质疑的时
候，中医医生们顶住压力、咬牙坚持，用各种方
式进行宣传，用耐心与恒心克服一个个困难，良
好的治疗效果也帮助中医逐渐打开了国外市场。

机遇挑战共同面对

中医“走出去”，对海外从事中医事业的华
侨华人而言是难得的机遇，更是严峻的挑战。

何亚非在论坛上介绍，据不完全统计，中医
药现已传播到世界上 183个国家和地区，海外中
医医疗机构接近10万家，中国与外国政府及有关

国际组织签署中医药合作协议83个。
然而，对海外中医从业者而言，

中医药继续推广还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中药需要煎制，过程麻烦味道也苦，‘老外’

们往往不愿尝试。”法国华侨华人会第一副主席任
俐敏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对于中医药研究者
而言，若能在保留药效的同时做出简单易入口的
药丸，对中医药的推广会是一大裨益。

此外，由于私人中医院不纳入国家公费医疗
系统，病人要自行负担昂贵的医药费，这也对海
外中医的医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果没有疗效，人们不会给你第二次机
会，”宗金波说：“这就需要中医从业者凭借自己

的经验、医术，准确找到病因，开出药方，药到
病除。”

天然助力肩负责任

目前，中国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有 6000 万左
右，中医药从业人员达30万人。中医一行既是海
外侨胞的谋生手段，也是为侨胞和当地人民提供
健康保健服务的重要平台。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市场，责任不仅在中医界人士，海外华侨华人更
是不可缺少的天然“助力器”。

据了解，近来许多外国人已经意识到了中医药
疗效好、副作用小的特点，在身体不舒服时也会首先

选择中药进行调理。走过漫长的艰难征程，华侨华人
将中医带给世界总算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在屠呦
呦获得诺贝尔奖、中医药受到世界瞩目之际，华侨华
人助力中医海外落地，肩上的担子又重了一层。

“把中医在国外推向高潮，需要国内外共同
的努力。”宗金波说。

“推广中医，也属于推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范畴，中医里的许多理念都蕴含着中国古人对
宇宙与哲学的理解。推广中医药传统文化，将中
医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介绍到国外，是海
外华侨华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任俐敏说。

中医海外落地

华侨 披 荆 斩 棘
尹 玥

拔罐拔罐、、针灸等中医疗法已日渐被外国针灸等中医疗法已日渐被外国
人所接受人所接受。。（（图片来源图片来源：《：《中国经济导中国经济导报报》》））

本报电 据中新网报道，11 月 26 日，
江西省侨商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省侨
联青委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南昌举行，来
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侨商代表、侨界青年

代表400余人参会。
中国侨联主席林军在会上表示，侨联

组织要着眼海外侨胞长期生存发展，注重
引导他们积极融入和回馈当地社会，传承
传播中华文化，增进与住在国的民间友
好，做“一带一路”建设的促进者，做联
通中国梦与世界梦的践行者。

林军强调，中国侨联高度重视侨商会和
青委会的工作，始终不渝地支持侨商会和青
委会开展活动。各级侨联要把巩固、扩大、提
升侨商会和青委会影响力作为侨联工作分
内职责，不断引导广大侨商和青年委员把爱
国情怀、强国梦想、报国行动统一起来。

图为中国侨联主席林军出席会议并讲
话。

中法关系新生力军

与以往忙碌着出口中国的小商品到欧洲的时代不
同了，现在的欧洲越来越意识到中国是他们发展不可
或缺的经济伙伴。田玲表示，不管是需要中国的投资
者来活跃法国市场，还是法国制造的产品需要出口到
中国，法国的华人都能够成为沟通彼此的重要力量。

“中国消费者的能力越来越强，中国的市场也蕴含着
广泛的商机，法国乃至欧洲的华人华商现在需要考虑的是
怎么把欧洲‘价优质好’的产品带到中国去，进一步平衡中
法之间贸易的逆差，让广大的中国消费者享受到比较合理
的欧洲产品的价格。”田玲说。

“世界各国的华侨华人中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和
高科技人才，拥有遍布全球的工商网络，是推动世
界各国经济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促进
中外经济和企业交流合作当中发挥着桥梁和纽带作
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裘援平在 11 月 17 日开
幕的第二届华侨华人赣鄱投资创业洽谈会上也强调
了这一观点。

愈发重要的角色也就决定了华人手中选票愈发
“炽热”的温度。在佩克雷斯眼里，中国的活力“令人
吃惊”；或许，深陷不景气泥沼的法国乃至欧洲，华人
也在期盼和努力让手中的选票能够帮助发挥应有的作
用，帮助当地找回活力，重焕生机。

政治角色不可或缺

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发表评论，用“新中之新”
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当下的中欧关系，认为中国和欧洲
在经贸、科技、人文、全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诸多领
域的双边合作都将进一步升级，彼此互惠互利。

这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为什么欧洲的华人
群体愈发被当地政治力量重视了。

据报道，前来巴黎 13区华人商圈“拜票”的这位共
和党竞选人佩克雷斯女士用“有特殊的感情”来形容她
与中国的关系，并强调巴黎对于北京、马赛对于上海这
类姊妹城市的资源显然利用“还很不够”。无疑，亚洲的
投资对于恢复和增加法国企业的活力来说，是哪个政
党都想摸到的一副“好牌”。

据了解，2016年开始，法国要将本土现有的22个大区
合并，改组为13个。今年年底，经过两轮选举产生的大区
委员会委员将在接下来6年任期内，管理各个大区的相关
事务。因而此次巴黎大区主席一职的竞选意义彰显。

陪同佩克雷斯此行的华人助选人士、法国欧拜赫
维利埃市议员田玲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了其中
主要原因：“华人手中选票的力量越来越得到法国各
党派的重视了。”她表示，虽然比起穆斯林、非洲裔
等其他少数族群，华人群体人数并不多，其中还有很
多不具有投票权，但作为法国和中国的投资者与消费
者之间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中国对于欧洲的不可或缺
也就决定了华人对于党派候选人的不可或缺。

“越来越多的华裔参加当地政治事务，能够展现
华人积极的正能量，也能表现我们对于这个国家未来
而言不是一味跟随、毫无主见的。”法国玛歌旅游汽
车服务公司的郭克强说。

实际上，这样的情形已经在上半年英国大选时上演
过一次。在“英国华人参政计划”副主席韦文浩看来，华人
社区此前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弱势地位，但在竞争激烈的大
选中，华人群体这类新票源反而会产生“关键性影响”，英
国政府也开始注重为华人选民讲解政策，鼓励和帮助华
人选民登记并投票，以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

发展诉求凝聚群体

华人的利益诉求是决定手中选票走向的关键。也
正是谋求发展，让以往对政治“不重视”、“没兴趣”
的华人面对不同政党的理念主张有了自己的判断，不
再沉默冰冷地等待。

被田玲称为具有“新政治家风尚”的佩克雷斯显
然了解这种诉求的关键在于支持亚裔社群多劳多得、
创造财富的价值观。

“华人的价值观里重视安全、家庭秩序，另外最
重要的是看重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更多的财富。”田
玲认为，相比以往的“沉默”，华人群体认识到了手
中投票权的重要意义，认识到了必须要通过这种正当
的政治途径来争取自己的合法利益，并且表达自己对
于这个国家发展方向的意见。

在法国从事实业的孙先生则对本报记者表示，新一
代在法华人的特点是成功人士越来越多，不少都拥有自
己的企业，因此华人社群首要的利益诉求就是发展经
济，增加创造财富的机会和可能。

据了解，巴黎是华侨华人在欧洲的主要聚居地之
一，与老一代华侨华人语言困难、学历参差不齐的情
形不同，近年来，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数量激增，许
多人学成后在法国政府或公司企业供职，成为有知识
的新一代华侨华人。

法国资深的媒体人士黄冠杰对本报记者说，新一
代相对来说更加看重竞选者对于发展经济的主张，更
加关注长远的政策目标，并且新一代从语言上来说也
有了参与政治讨论的能力。

黄冠杰还提到，“不光是入籍的华人，通过我们
的推动，不少侨民也参与到了助选活动里，表达经济
主张。”

“华人在巴黎已生活了几百年，如果没人从政，
本族裔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无法与上层沟通。”巴黎首
位华人议员陈文雄直言，成功参政后就能在其中扮演
良好的桥梁作用，帮助落实华裔族群的“实实在在的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