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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中餐的新路子

作为“海外惠侨工程”八大计划之一，
2014年，国侨办推出“中餐繁荣计划”，旨在
提升海外中餐业水平，弘扬中华饮食文化，
重点在健全海外中餐业组织和网络，通过
学历教育、技术培训、在线授课等，支持海
外侨胞中餐事业发展。设立中餐繁荣基地
便是中餐繁荣计划的一项重要举措。

“海外惠侨工程中餐繁荣基地”是面向
全球华侨华人中餐业从业人员的培训基地，
由扬州大学负责具体建设维护工作。基地根
据国侨办总体要求，致力于搭建5个平台：中
餐教育培训平台、中餐对外交流平台、中华
美食宣传平台、中餐发展研究平台以及中华
美食的产业联盟平台。基地目前已特聘10名
教授，并建立了10家基地教学实践点，这也
是全国唯一一家中餐繁荣基地。

基地还开设了全球性远程教育网站
——中餐繁荣网上课程，推出名师大厨的
教学视频和中餐研修班信息，为身在海外
从事中餐的华人提供便利教学，实现中餐
大师教全球网友学做中国菜。目前基地已
开设过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研习班、经典

菜品制作技艺培训班、海外中餐业管理研
修班、技艺提升及佳肴制作研修班。网站
目前已在美国上线。

打破中餐行业尴尬

适时设立中餐繁荣基地，推广中餐繁
荣计划也是海外中餐业寻求改革和转型的
要求。《中国餐饮产业发展报告（2015）》指
出，90%以上的海外华侨华人从事餐饮及其
相关行业，海外中餐馆数量超过 40 万家。
然而“热闹”的海外中餐市场仍面临着很多
尴尬：缺乏招牌企业；发展模式小规模、碎
片化；专业人才短缺等等。

华侨大学讲座教授、国侨办专家咨询委
员庄国土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近年来，粗
放式经营导致中餐馆品质和口碑有所下降。
很多无从业经验的华人涌入中餐业，海外中
餐馆数量急剧扩张，导致中餐馆间的恶性竞
争，造成选用的食材、制作过程、特色服务乃
至卫生状况的品质都有所下降。”

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边疆接受本报采
访时说道：“海外中餐当前急需提升在当
地的生存和经营能力，解决技术人才的青
黄不接问题，这些单靠自身摸索和中餐热

是不够的，需要依靠国内帮助提升它的造
血能力。”

面对这些困境，“中餐繁荣计划”和
“中餐繁荣基地”应运而生，边疆指出，
中餐繁荣计划为海外华人中餐业改革和发
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为中餐抬头走出去
创造了全球性的良好氛围。庄国土指出，
中餐繁荣计划是突破海外中餐业发展瓶颈
的一项相当有针对性的措施。各种研讨
会、交流会的理论成果可以用来指导中餐
业的转型，系统化的烹饪教学基地提供了
最专业化的技能指导，为中华美食走出去
创造更好的条件。

40万中餐馆的福音

民以食为天，政策扶植海外中餐业发
展，也让海外 40 万家中餐馆得到实际的
益处。海外从事中餐业的华人不仅可以从
网上课堂得到大师亲授厨艺的机会，而且
在跟全球同行的“抱团”探索中为中餐经
营谋得更好的发展出路。

“中餐繁荣计划”不仅惠及海外，对
国内相关行业来说也是一次重大机遇。在
大力推动中餐繁荣计划在海外落地的同

时，积极带动厨具、餐具、食材等与之关
联的产业“走出去”。同时，通过海外侨
胞，找准国外和各省份经济产业发展的互
补点，推动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

以“中餐繁荣计划”为契机，海外中
餐业将迎来一次发展之春，中国烹饪协会
将在 2016 年举办中餐国际化发展论坛等
一系列国际性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与国
外中餐企业和组织建立稳定合作关系，输
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让中餐实现在
海外的真正“落地”。

边疆提出，中餐繁荣计划下一步应该
是务实推进，创造政策和途径便利，让技
术人才和管理经验真正走出去，在与美食
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等国际活动中
打造中餐的品牌，提升中餐的层次。改变
中餐在海外“落后”的固有印象。

2015年 7月，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
裘援平曾提出“以食为本，固本强基，提
升中餐在全球的整体形象；以食为缘，携
手兴业，促进内外中餐业联动发展；以食
为媒，服务社区，做海外和谐侨社建设的
骨干；以食为桥，沟通中外，做中外文化
交流的大使”，这也是以“食”力提升

“软实力”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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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海外惠侨工程中餐繁荣基地”在

江苏南京揭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裘援平在揭

牌仪式上表示，推动中华饮食文化走出去，带动海

外中餐业的繁荣发展，是一项助力海外侨胞餐饮事

业发展，振兴海外中餐业的创新之举。

生活不便、语言不通、孤单寂寞，是不少旅居海外的
老年华人的真实境遇。他们或是早年移民，韶华已逝仍无
所依靠；或是投奔子女，难以适应环境的老年新移民，这
让华人养老问题愈加凸显。如今，海外一些民间社区推出
养老服务，试图让华人老者的海外生活多份“安心”。

日前，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纽约自助社区服务组织
设立华人顾问委员会，将为华人老人提供“接地气”的养
老服务，重点包括申请平价屋的服务，各类中文服务等。
据了解，自助社区服务组织从事社区民众的生活服务，因
此委员会的服务也首先围绕老人的生活需求展开。纽约市
议员顾雅明认为，新的养老服务不乏新意与关怀。

纽约当地某老人中心负责人表示，平价屋是迫切的需
要。平价屋是纽约市政府针对全市低收入家庭推出的可负
担住屋，规定拥有合法身份的62岁以上老人均可申请。对
于居无定所的华人老人，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据
纽约亚洲人平等会工作人员介绍，由于房屋供应远低于需
求，且申请平价屋有相应的收入标准，华人申请的成功率
并不高。目前，委员会为华人老人们提供申请平价屋的帮
助服务，以提高成功率，让居无定所的华人“老有所住”。

语言障碍，是华人养老的另一难题。为此，委员会向
纽约华人老人提供多种中文服务。报道称，新的中文服务

将帮助纽约华人老者在生活社区内获得更全面的福利。另
据华人顾问委员会会长甘台宁介绍，委员会将在纽约市 45
大道的老人公寓中，推广使用“虚拟技术”，让行动不便的
老人在屋内同样可以获得老人中心的中文服务。

此前，英国全国华人保健中心推出的养老服务，帮助患
有疾病的华人老人寻找并申请额外支持设备和护理人员；为
了减少生活的孤独，中心设立“步行组”，每两个礼拜组织老
人们集体远足步行一次。美国波士顿市政府曾应华人老年人
的特殊需求，把资金拨给华人社区，通过社区养老服务华人。

分析人士指出，社区养老是发达国家的养老方式之
一，华人养老问题的解决，同样需要社区的鼎力支持。当
前，社区开展的新养老服务仍需进一步完善和普及。

据悉尼市政府网站 13 日发布的消
息，鉴于近几年悉尼唐人街及附近区
域发展迅速，悉尼市政府决定，对这
一拥有百年历史的区域进行升级改
造，内容包括配备更为完善的基建设
施、修建轻轨及拓宽步行街，以吸引
更多居民和游客来此工作、游玩。

华人的象征，历史的沉淀

“悉尼唐人街是悉尼最早的华人定
居点，是华人历史贡献的象征。在这片
早已远远超出街道范围的“唐人街”上，
伫立着很多饱含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
的文物古迹。”中山大学国际问题研究
院大洋洲中心研究员费晟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介绍说，悉尼唐人街地理位
置优越，毗邻港口，是一条繁荣的商业
区。每逢喜庆日，都会在此举办大型庆
祝活动，并燃放五彩缤纷的焰火。这条
唐人街能够形象地反映出目前澳大利
亚华人社区蓬勃发展的面貌和它在澳
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中所处的地位。

唐人街改造点亮悉尼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与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要求旅游的愿
望越来越强烈，到悉尼旅游的国人也与
日俱增，同时，来澳的华侨华人数量也
在增加，这使得悉尼唐人街成为本地极
具吸引力的观光地和商业区。

早 在 2010 年 悉 尼 政 府 就 出 台 了
“唐人街公共区域改造方案”，市长克
洛弗·摩尔说，自从2010年的方案实施
以来，唐人街就进行了多个新的开发
项目。“过去 5 年，唐人街发生了很大
变化，尤其是达令港 （Darling Har-
bour），那里有新的会展中心，也带来
了数千工作人员和居民。”她说，“政
府决定在乔治街建造轻轨，这也将改
观悉尼市中心，对唐人街带来积极的
影响，吸引更多的人来此观光。为
此，我们更新了唐人街建设计划，使
唐人街能吸引更多的行人和游客。”

据悉，根据市议会通过的最新修
订方案，悉尼唐人街的这次升级改造
涉及多个方面，包括将在“萨瑟克斯
街”和“港口街”之间路段修建一条
步行街，那里将树木成荫，设置供人
们休息和观赏唐人街景致的长椅。“贝
尔莫公园”的翻新也在该计划建议
中，不过这需要与新南威尔士州轻轨
项目配合。总的来说，这次的改造升

级包括了设施更新、环境整治和文物
维护等多个方面。

华侨华人共助力

当被问及这次悉尼唐人街的改造
将会给当地华侨华人带来怎样的影响
时，费晟说：“首先，由于改造后的唐
人街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这将给当
地华商带来更多的商机；其次，更加
优质的商业环境也将提升悉尼唐人街

商业区的整体品质，从而吸引跟多观
光者。当然，从反面看，唐人街改造
很可能会使这一带的地价上升，随之
而来是当地华商经营成本的升高。”另
外，费晟说：“悉尼唐人街的升级营造
了更好的环境，也让当地民众有更多
的机会了解中华文化，提高华人社区
在悉尼的影响力，从而也加深了当地
华侨华人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值
得一提的是，悉尼唐人街升级改造方
案的顺利通过与当地参与公共治理的
华人及其努力是分不开的，而反过
来，唐人街改造的顺利实施也将进一
步调动澳大利亚华人参与公共治理的
积极性。”

据悉，悉尼政府在向公众征求对
唐人街改造方案的意见时，收到了许
多积极反馈。当地商家纷纷表示支持
和期待，并希望这些举措能尽快推进
实施，让这一拥有百年历史的唐人街
重放光彩。

美国纽约华侨学
校2015-2016学年度诗
词歌曲吟唱比赛 1 月
16 日于中华公所礼堂
举行，上百名学生参
与 ， 现 场 朗 读 李 白 、
王维、李商隐等诗词
大家作品，展示中文
学习成果。

图为纽约华侨学
校诗词歌曲吟唱比赛
现场。

陈 辰摄
（美国《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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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推出新服务
华人养老更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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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舞蹈演绎故乡情怀，一曲 《母亲》 唱
出亲人思念。日前，“文化中国·四海同春”艺
术团在首尔为旅韩华侨华人献上了一场精彩演
出。恰逢中国农历传统节日“腊八节”，俗语称

“过了腊八就是年”，在一衣带水的邻邦韩国，
2000余名侨胞与祖 （籍） 国亲人一同“过年”。

当天，很多旅韩多年的老华侨，带着全家
人一同前往观看演出。“我们每年都很期待这个
时候，因为这是演给我们的专场‘春晚’。”来
韩 20余年、祖籍山东的张老先生很激动，对于
他和家人而言，这场特别的“春晚”送来的是
祖国和家乡人民的问候。

在近3个小时的演出中，韩国侨胞用此起彼
伏的掌声和欢呼声给予了这份“诚意之作”最
好的评价。欢声笑语中同样伴随着感触与感
动。曲终难断思乡情，在听到 《故土情》、《母
亲》 等歌曲后，从京畿道赶来首尔观看演出的
金女士不禁泪湿眼眶。她告诉记者，在自己的
老家吉林省吉林市有着多年未见的亲人，听到
这些歌曲就想回去看看他们和家乡的变化。

在本次演出中，还意外出现了观众“点
唱”环节，这也给现场平添了几分温暖。中国
知名表演艺术家李玉刚应观众要求清唱了其代
表作《新贵妃醉酒》，而著名京剧大师王蓉蓉在
得知现场侨胞想听 《沙家浜》 时，更激动地表
示在首尔能见到戏迷十分高兴，感谢有这么多
人喜爱京剧，“希望大家常回祖国，常到北京，
我给大家唱《沙家浜》。”

中韩两国地缘相近、文缘相通、人缘相
亲，随着中韩之间密切往来，在韩侨胞逐渐成
为了两国人文交流领域的见证者和受益者。本
次慰侨演出艺术团团长、中国国务院侨办秘书
行政司副司长张建民对此表示，在韩华侨华人
为促进两国友好交往做出了积极贡献，而侨办
推出“文化中国·四海同春”系列活动也是为了
更好地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韩国侨界发挥了解国情和文化异同、拥有
人脉关系和沟通渠道、能用彼此理解的思维和
话语沟通等独特优势。”中国在韩侨民协会总会
首席副会长王海军称，旅韩华侨华人正用实际
行动为中韩文化交流“穿针引线”，搭建桥梁。

（据中新社）

“四海同春”首尔开花
吴 旭 陶煌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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