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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到故乡亲人特意送来的年饭，就
好像回家了，圆了‘团圆梦’。”品尝着由
中国淮扬菜系大厨亲手烹制的狮子头、文
思豆腐等传统名菜，已在美国生活 36 年
的全美苏浙同乡总会秘书长林德宪向本报
记者激动地感慨。

当地时间2月20日至21日，临近中国
的传统佳节元宵节，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
任裘援平带着“中餐繁荣美食团”与“文
化中国·四海同春”艺术团两个团组，来
到美国洛杉矶，看望当地华侨华人。“今
年，我们首次组织‘春节送温暖’系列活
动，‘送年饭’、‘送文化’，送上对海外侨
胞的真情和祝福。”裘援平笑称。

不远万里送年饭

淮阳狮子头、缤纷大虾球、雨花石汤
圆……元宵节前两天，在洛杉矶当地一家
中餐馆，一道道传统的淮扬菜品摆上餐
桌，500 多位华侨华人共聚一堂，品尝着
故乡亲人专程送来的佳肴，许多人都激动
地热泪盈眶。

“我们来为大家送上中国的年饭！”一身
红衣的国侨办主任裘援平笑容满面，逐一向
在场的华侨华人拜年问好。她介绍，这次随
她一起从中国过来为侨胞掌勺年饭的，是中
国唯一一所高等烹饪学院——扬州大学旅
游烹饪学院的5位大厨。他们专门从中国带
来了盐水鸭、芝麻馅儿等传统食材，为华侨
华人烹制一顿丰盛可口的年饭。

细腻的口感、精致的拼盘，华侨华人
品尝着熟悉的家乡味道，纷纷竖起大拇
指。中国大厨们介绍，为了让现场 500多
位侨胞品尝到最为地道美味的年饭，他们
从前一天下午就开始准备，连夜手工制作
了500多份淮扬狮子头和文思豆腐羹。

“其实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不
远千里送来的心意。”美国洛杉矶中华总商
会会长庄佩源向记者感叹。

“年饭不仅是为了一饱口福，更是为了
那份亲人团聚的幸福和喜悦。”裘援平说，

她代表祖（籍）国人民送来的不仅是舌尖上
的美味，更是历久弥新的中华文化以及父
老乡亲对海外侨胞的牵挂和祝福。

据悉，除了洛杉矶，国侨办还将把年饭
送往美国休斯敦、智利圣地亚哥、秘鲁利马
等华侨华人聚集的城市。“这是为侨服务的
新鲜事，我们都感到很高兴很温暖！”林德
宪说，这次活动也将使中餐文化乃至中国
文化更好地在世界各地传播发扬。

“四海同春”传文化

猴年新春，国侨办为海外侨胞送来的
不仅有舌尖美味，更有一场视听盛宴。

21日晚，美国加州帕萨迪纳有着百余年
历史的市政礼堂，挂上了一串串红红火火的
中国灯笼。在这里，“四海同春”北美艺术团为
华侨华人和当地民众献上了一场精彩演出。

《但愿人长久》、《我爱你中国》 等一
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牵动起华侨华人心底
的乡情。曼妙的中国民间舞蹈、刚劲的少

林功夫更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现
得淋漓尽致。

“今天的演出太棒了！我们每年都期
盼着‘四海同春’。”华人律师张军向记者
笑称，自己和许多华侨华人一样，都是

“四海同春”观众席上的“钉子户”，每年
的演出都一场不落。

大饱眼福的不只有帕萨迪纳的华侨华
人，美国的纽约、休斯敦、旧金山，乃至
亚洲、欧洲、非洲、南美洲、北美洲等各
大洲侨胞聚集的主要城市都已经或即将迎
来“四海同春”慰侨艺术团的到访。

“今年，我们的演出力度更大了。”裘援
平介绍，这已是国侨办连续第 8 年在春节
期间组派“四海同春”艺术团赴海外慰侨演
出。今年，国侨办共组派了 10 个艺术团组
分赴 23个国家的 42个城市，演出 53场，受
众将在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之多。

如今，热切期盼“四海同春”的不仅
仅是当地华侨华人。“‘四海同春’每年
都来到我们的城市，为这里多元文化的发

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帕萨迪纳市市
长特瑞·托耐克说，他自己也早已是“四
海同春”的忠实粉丝。

与侨共享“中国梦”

送年饭，送文化，送的都是祖（籍）国母
亲对海外游子的问候和关怀。这份问候是
经久不息的，这份关怀是源源不断的。

“接下来，国侨办还将深入持久地推
动惠侨工程八项计划。只要是华侨华人朋
友需要的，我们就会深入地做下去。”裘
援平对洛杉矶华侨华人说。

此前，国侨办提出了包括侨团建设、华
助中心、华教发展、中餐繁荣、中医关怀、文化
交流、事业扶持、信息服务在内的惠侨工程
八项计划，以为更好地服务海外华侨华人。

裘援平向本报记者介绍，在已经开启
的“十三五”期间，除了继续开展春节慰侨
活动之外，在文化交流方面，国侨办将在

“文化中国”的系列品牌下，组织赴海外讲
授医学、国学、哲学等课程的活动，传播更
加深层的中国文化内核。在海外华文教育
方面，国侨办也将通过提供教材、培训师资
等方式，给予海外华侨华人更多支持。

“未来5年的侨务工作，我们将围绕‘如
何实现共享’的基本思路，提供更多服务，凝
聚侨心侨力，与海外华侨华人同圆‘中国梦’，
共享中国的发展成果。我们‘侨胞梦’的实现
也是‘中国梦’实现的应有之义。”在裘援平看
来，祖（籍）国对于海外华侨华人的关爱，不仅
是一声声问候，更将是一件件实事。

祖 （籍） 国的关怀也激发了海外华侨
华人回馈故土的更大动力。

“我相信，这次裘主任来看望我们之
后，我们海外侨胞与祖国的联系会更加密
切。”林德宪告诉记者，参加完送年饭活
动的第二天，他就将出发回家乡浙江温
州，作为当地政协的特邀委员参加两会。

“这已是我第 6 年回国参加地方两会，每
年我都会准备提案，我希望尽己所能，为
祖国的改革深入发展做出更多的努力。”

送年饭 送文化 送服务

祖国为海外侨胞圆了“团圆梦”
本报记者 严 瑜 文/图

本报延边2月22日电（记者宦佳） 2016年
“亲情中华·走进侨乡”赴吉林艺术团日前抵达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受到当地归侨侨眷的热烈
欢迎。2 月 22 日下午，由中国侨联和吉林省侨
联、延边州政府共同主办，延边州侨联、延边
歌舞团承办的“亲情中华·欢聚延边”慰问演出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阿里郎剧场隆重上演。据
悉，这是中国侨联2014年开展“亲情中华·走进
侨乡”巡演活动以来，第一次来到延边这一朝
鲜族侨胞聚居的地方开展慰问演出。延边州各
地的侨胞侨眷1200余人共同观看了演出。

本报洛杉矶2月21日电（记者严瑜） 当地
时间 2 月 21 日，正在美国慰问华侨华人的国务
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裘援平在洛杉矶会见美国华
裔国会众议员赵美心，二人就华侨华人自身发
展、中美两国关系建设等问题进行亲切交流。

裘援平表示，赵美心作为华裔民选议员，
此前在多项涉及在美华社利益的重大事件上勇
敢发声，代表华侨华人表达了渴望公正的诉
求，维护了美国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完整性，
值得肯定，也让人感动。

赵美心表示，华侨华人在美国是一个非常
活跃的族群，华裔民选议员的人数不断增加，
目前在美国国会已有4名华裔议员，都取得很大
的成就。“我本人就在国会众议员美中关系委员
会工作。我们也希望美中两国加强经贸往来，
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赵美心说。

国侨办主任会见美华裔议员

“亲情中华”赴吉林慰问演出“亲情中华”赴吉林慰问演出

受国际油价下跌等因素影响，高度依
赖石油出口的委内瑞拉经济持续下滑。委
内瑞拉央行近日发布的最新经济数据显
示，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已增至180.9%，
经济收缩了5.7%。当前的经济颓势下，深受
冲击的在委华人选择抱团取暖，共谋发展。

华人处境堪忧

去年年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
与政治研究所为华人投资者画了一张“风
险地图”，其中，委内瑞拉被评为较危险的
投资目的地。两个多月过去，委内瑞拉华人
的现状似乎在印证着这一评价。

居住在委内瑞拉马拉凯的华人梁永钦
同时经营着超市和餐馆，但眼下生意越来
越难以维持，“对饮食业来说，找食材变
得相对困难，超市里的货架也大部分都是
空的”， 梁永钦说。

受到冲击的华人不只梁永钦一个，在
委内瑞拉特鲁希略州开杂货铺的华人冯春
婵也表示：“以前批发商每星期发一次货，
现在却要 20 天或者 1 个月才发一次货，而
且货物的数量和种类明显减少。”

由于生意难做，薪酬锐减，部分打工的
华人不得不选择离开。“以前做普通收银员
或者在超市工作一个月的薪资能有 800到
1000美元，现在却变成100美元，大家的收
入都骤减。我的餐馆以前有华人员工 26
人，现在只剩下9人了。”梁永钦说。

“目前，确有部分华人为规避生活风
险而离开了委内瑞拉，但更多华人还是留
守在此”，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副秘书长唐
俊在采访中表示。

多重因素掣肘

物资匮乏、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对

华人来说，正是这几只看不见的手，一步
步将他们推离理想中的委内瑞拉。

困扰华人的首要因素是物资的匮乏。
目前，委内瑞拉外汇储备的不断缩水使其
面临着进口受限的窘境，国内商品缺货指
数达 84%。商品的缺乏不仅影响华人的生
活，也对其经营造成了不小的困难，“委内
瑞拉华人大多经营超市、餐饮、五金等行
业，物资短缺的情况下几乎举步维艰。”委
内瑞拉移民律师陈洪说。

伴随着物资匮乏的是物价的飞涨。
“从 2015年下半年开始物价逐渐飙升，所
有物价几乎都涨了 10倍”，居住在委内瑞
拉巴伦西亚的华人孙琦表示。物资匮乏催
生的黑市买卖之风也使物价更加离谱，食
用油政府限价为 1 公升 5.7 委币，黑市价
已经卖到 211委币，大米的价格政府限价
为8.7委币，而黑市价为243委币。

委内瑞拉货币的严重贬值也使当地华

人的收益缩水，加剧了其经营的困难。由于
政府放出的美金极少，目前大多数委内瑞
拉华人都在非官方的黑市进行货币交换。

“1 年前，1 美元能兑换 88 玻利瓦尔，而目
前，据追踪黑市汇率的网站的数据，1美元
能兑换 190 玻利瓦尔。华人的收益追不上
货币贬值的速度”，陈洪说。

齐心协力谋发展

当前状况下，委内瑞拉的华人能够实
现“安居乐业”吗？

对此，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第
一副主席吴月崇的态度是乐观的，“虽然
处境不佳，但幸运的是，华人之间的团结
互助使我们能够共渡难关”。

冯春婵也表示，在她居住的小城，华
人们开通了QQ群和微信圈，大家之间互
通有无，像一家人一样互帮互助。中国大
使馆也会通过当地会馆对有困难的华人提
供帮助，或者直接前来探望。

“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多数在委内瑞拉
生活多年，甚至几代人，已经比较适应委
内瑞拉的生活环境了，对局势的动荡能够
做到处变不惊”，唐俊表示，但从长远来
看，想要在委内瑞拉求发展，还需要华人
们的精诚团结，同舟共济，同时也要仰赖
华人团体的有力作为和政局平稳过渡后委
内瑞拉政府实施切实可行的经济社会稳定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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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经济现颓势：

在委华人“抱团”谋发展
丛雅清

委内瑞拉经济现颓势：

在委华人“抱团”谋发展
丛雅清

近期，美国华裔警察梁彼
得枪案牵动了全球华侨华人担
忧的心。2 月 20 日，美国数以
万计的华人和亚裔民众在多座
城市集会，抗议司法部门对梁
彼得量刑过重。一时间华裔警
察 站 在 了 华 人 舆 论 的 风 口 浪
尖。无论案子最终结局如何，
纽约市的市民们和广大的华人
同胞都将记得这个守护着一方
平安的华裔警察。在海外千千
万万的华人中，也不乏像梁彼
得这样，身着制服，为一方百
姓服务的华人警察。

在加拿大多伦多警局第 55
分局担任警察的胡一，现在已
经是一名一级警官。他身高虽
说只有 1 米 67，算得上警局内
的“小个子”，但从警 10 年以
来 ， 已 经 获 得 过 十 余 次 包 括

“多伦多警局最高奖”在内的荣
誉嘉奖，用自己的真正实力证
明了华人警察的非凡能力。胡
一刚当上警察时，也曾面临过
中西方文化差异所带来的观念
冲突和身份认同问题，在警局内
遭受到一些歧视，但祖籍重庆的
胡一身上有股子家乡人“不服
输、不怕事”的冲劲，凭借着自己
的武术功底，在警局的拳击赛上
彻底打败了曾经嘲笑过他的身

高 1.86米、体重逾 90公斤的白人同事，赢得了大家的
尊敬。胡一从事过核废料处理、英语翻译、焊接和律师
等多种工作，选择警察这一职业时，胡一已年过 40，

“但因为对警察这行当有兴趣，同时也发自内心地愿
意为多伦多华人做点什么。”也许正是胡一这份简单
的心思，才让他一再获得“多伦多警局最高奖”。

同样有着从警经历，“80后”殷浩的故事也有着不
一样的精彩。来自江苏南京的殷浩19岁来到新西兰求
学，一次与新西兰警察署长的偶遇开启了他在异国他
乡的华裔警察之路。从警7年多，他先后做过狱警、
巡警、交警、社区警察等，主要负责处理华裔案件
以及安全事务。2016年 2月 15日，34岁的殷浩接到
新西兰国家党通知，被正式任命为华人选区副主
席，由此成为新西兰最年轻的参加过地方议员竞
选，并且在地区担任党派主席的华裔。而殷浩对此
表示，“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其实在哪里出生不
重要，关键是有没有一颗勇于‘改变’的心。树立好自
己的目标，并为之奋斗，这就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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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7 日至 22 日，中国海军第
二十一批护航编队对泰国进行了友
好访问。泰国海军为中国海军护航
编队举行了隆重而热烈的欢迎仪
式，泰国海军代表、中国驻泰大使
馆、中资机构人员、当地学生和华
侨华人等 1000 多人到码头迎接。随
后，使馆人员、中资机构员工、华
侨华人和学生代表登舰参观。图为
海军舰艇向当地华侨华人等开放参
观。 来源：中新社 曾行贱摄

泰华侨华人
喜迎中国海军

图为中国淮扬菜大厨在“送年饭”活动现场为华侨华人表演淮扬刀工。

图为国侨办主任裘援平 （左） 与美国华裔
国会众议员赵美心 （右） 进行交流。

本报记者 严 瑜摄

图为国侨办主任裘援平 （左） 与美国华裔
国会众议员赵美心 （右） 进行交流。

本报记者 严 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