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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场名为“匈牙利海关税
务知识”的讲座在匈牙利丽水商会会
所成功举行。匈牙利海关税务局官员
等匈方代表向华侨华人介绍了匈牙利
最新的海关、税务法律法规，现场解
答了华商提出的问题。中国驻匈牙利
大使馆领事部主任李克震向讲座的举
办发来贺信。

华商在匈牙利奋斗已有 25 年历
史。20多年来，华商接受过艰苦创业
的洗礼，成为中匈货物贸易的重要媒
介，为匈牙利经济和就业做出了贡献。

依法纳税是每个经营者的法定义
务，每位华商都应牢记在心。“据我
了解，华商是愿意依法贸易的。同
时，希望匈方给予中国进口货物更加
便捷的通关服务，减少交易成本，不

用再舍近求远。我也听说，由于语
言、文化和经营模式的差异，一些华
商不太了解匈牙利的法律法规，以往
发生过一些误解或误会。我们应该把
更多的精力放在未来该怎么办。本次
讲座是双方相互提出诉求、友好沟通
的好机会。”李克震表示，“我们欢迎
匈牙利海关采取措施吸引更多华商在
此报关。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货物
贸易进出口国，中国‘一带一路’战
略的实施必将给中匈贸易带来新的动
力，双方都应该看到这个契机。通关
便利了，华商会有更大的贸易量，匈
牙利会有更多的收入和就业，匈牙利
的物流产业链也会有机遇。这有利于
匈方迈向‘中东欧物流枢纽’的目
标。”

匈牙利丽水商会理事长程苏萍
说，“华商在这里打拼，为的是更好
的生活，为的是让下一代有更好的前
途。在这里出生的新生代华人已经接
受了匈牙利的正规教育，大部分孩子
还加入了匈牙利籍。匈牙利为华商提
供了非常好的生存环境，我们也把匈
牙利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华商也应
该逐步融入这个社会，像匈牙利人民
那样热爱这个国家，自觉遵守匈牙利
的法规政策。”

（摘自匈牙利《联合报》）

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华裔往往视华埠为周
末光顾餐厅或买东西的地方，但对于两对华裔
夫妇来说，华埠几乎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全部。
不过，最近有发展商拟发展华埠一块地皮，他
们担心日常生活环境会发生改变。

霍永炽和霍黎秀娟住在华埠近 20 年，日常
生活圈子大多在华埠、弓河及沿中央街北一带。

夫妇爱好晨练，喜欢在弓河沿岸散步，既
可结识华裔新朋友，又能享受写意生活。“我们
都不懂英语，所以住在华埠会方便很多。”霍先
生说。

另一对年过九旬的夫妇任树堂和张春熙，3
年半前搬到华埠居住。“我们都是90多岁，所以
要寻找提供中餐的老人寓所。在这里，可以按
照华人的生活方式过活，保持自己的文化背景
很重要。”夫妇两人表示。

不过，这两对夫妇的生活，可能在日后会
有改变。

近几个月，一幅夹在西南第二及第三大
道、位于华埠的重大地皮重建发展项目，引起

各界关注。
支持重建发展的一方认为，重建有助于增

加平日来往人流，继而振兴华埠各类商业活
动；反对一方则批评道，如果漠视华裔文化价
值，或将使华埠失去本来的独特亚裔文化特色。

除了向市府及市议员斡旋外，也有一群年
轻华裔运用社交媒体展开活动，并在中华文化
中心举行造势大会。

发展商于今年2月暂时搁置申请，在3月举
行了两场咨询会。按照时间表，将于4月再度向
市议会递交申请书。有华人社团以“保卫华
埠”的名义，发动反对者到市议会游行。

近日，事件出现变化。发展商向 《星岛日
报》 证实，已向市府主动提出，把申请书再度
延期至今年12月。

4月11日，卡尔加里市议会投票通过，决定
延后至年底进行审议。期望由市府主导通过咨
询会，制订一份更详尽的、包含各界意见的报
告，圆满解决因发展而衍生的小区分歧。

2月初曾亲自到市议会表态的任氏夫妇，则
关心文化保护与传承。任先生说：“卡城唐人街
只有几条街，能表现中国文化风貌的地方很
少。”

而任太太承认，不少华裔的生活已经不必
倚重华埠。“但是，唐人街具有传统及历史意
义。这里公园亭子也是中国式的，所以要格外
保存。不能离开唐人街的本质，不能只是虚
名。”

（摘自加拿大《星岛日报》）

4月12日晚，法国电视2台一部叫做《相约未知地带——
科尔尼亚克做客苗族》的电视纪录片，让苗族姑娘在法国火
了，让中国贵州在法国也火了。

《相约未知地带》是该台播出的一档纪录片节目，为法语
观众展示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2006年首播至今已经是第18
期。这是节目组首次到中国拍摄。

“现象级”节目关注中国

《相约未知地带》曾创造了 29.5%的超高收视率。每期节
目里，主持人弗雷德里克都会邀请一位知名人物，与他一起到
一个陌生的地方和陌生人相处。节目的设计别出新意：嘉宾
在上飞机之前完全不知道目的地，因此他们在陌生的“未知地
带”才有最自然的感情流露。

开播至今，《相约未知地带》已在纳米比亚、印度尼西亚、
俄罗斯、秘鲁等 13 个国家进行录制。节目展现当地自然风
光，介绍当地的社会经济现状与人文风情。

法国影星克洛维斯·科尔尼亚克素有“银幕硬汉”之称。
按照节目的设计，他被蒙着眼罩、带着耳机送上了飞机。当主
持人在机舱里揭开谜底，告知他此行的目的地是中国时，克洛
维斯兴奋地说：“太棒了！我一直梦想去中国，这是个好礼
物！”

乘飞机、坐大巴、徒步行走，他们最终到达目的地——贵

州省榕江县阳开苗寨。一个多元的、真实的中国开始呈现。

苗寨里的“法国客人”

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弗雷德里克和克洛维斯与苗寨
家庭一起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节目拍摄时间是2015年
9月初，正值农忙时节。他们和苗寨村民们一起上山干活、下
水抓鱼；一起剁猪食、酿米酒；一起回忆往昔、感叹人生。

3位苗寨村民中，精明务实的龙老扭和热情善良的朱老铺
是夫妻，而勤劳幽默的蒙老号是借住在他们家的亲戚。3人与
法国客人的交流是慢热的：从开始的简单问候，到后来分享各
自的恋爱过程，他们逐渐放下了戒备，坦诚相待。

克洛维斯对苗寨村民之间的团结友爱印象深刻。他对弗
雷德里克说，“在这个村子里，不会有人挨饿。”由于苗寨村民
不会讲普通话，克洛维斯与村民们交流时需要两个翻译：先把
苗语翻译成普通话，再把普通话翻译成法语，这个过程比一般
的交流要长很多。

“我一直注视着他们，他们也一直看着我，我们有真切的
眼神交流。”在接受《欧洲时报》记者采访时，克洛维斯回忆说。

值得注意的是，《相约未知地带》的配乐既有民族音乐，又
有交响音乐和电子音乐，各种元素相互融合，为全片增色不
少。

对于人物的命运，节目组通过苗寨村民对下一代教育的

重视给出了方向——尽管孩子们要徒步 3 小时才能到学校，
每周只能回一次家，但他们坚信：只有接受教育，才能有出息。

苗寨风情受观众热捧

“我会永远想念你们。”分别时刻，克洛维斯对3位苗寨朋
友告别，洒泪而归。他还特别对美丽善良的朱老铺说，“你有
全世界最美的笑容。”

被问及最希望与法国观众分享的体验时，这位1984年出
道的著名演员毫不犹豫地说“人文价值”。“从文化上来说，我
与苗寨的人们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和距离，但当我们聊到相
爱、痛苦、出生、死亡这些经历时，虽然讲着不同的语言，但大
家却觉得似曾相识。”克洛维斯解释说。

“苗寨的人文情怀令我难忘。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教
育的重视，让我看到了一个和谐又生机勃勃的村庄。”克洛维
斯说，“苗寨的人们保留了很多中国传统的习俗，我们不能评
判他们是否应该过更加现代化的生活。在现代与传统之间，
只有他们自己才有权利选择。”

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纪录片里所有克洛维斯的镜头
中，他一直在用孩子般的眼神享受着每一秒的旅程。克洛维
斯与村民们一起收割粮食时快乐的成就感和离别时的不舍之
情，让这部本来“泪点高”的纪录片收获了不少观众的眼泪。

据了解，该节目播放前夕，法国20多家媒体做了报道，当
晚 8 点的新闻还专门作了介绍，吊足了法国观众对这期节目
的胃口。短短几天内，节目预告片在社交网站获得近20万的
点播量。首播当天，节目观众数量达 520 万，加上今后的重
播，该期节目总观众人数预计将超过1500万，意味着平均每4
个法国人中就有1人观看此片。观众的网上留言或许最能表
达其内心的感受：“爱你们，可爱的苗族人民”，“从节目中，看
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摘自法国《欧洲时报》）

在阿根廷布省蒂格雷市三角洲水域，一
艘龙舟正在水中穿梭，船上 20名女子赛艇运
动员认真地跟随着同船敲鼓女同伴击打的鼓
声前进。日前，一项来自中国的水上运动
——“赛龙舟”，在阿根廷登陆了。

据报道，赛龙舟项目目前已在全球 40个
国家开展。近 40 年来，这项运动先传到欧
洲，然后传到美国、加拿大和中美洲地区。5
年前，巴西有了第一批划龙舟的运动员。

而在阿根廷，首先对这些长 12米的船只
产生兴趣的，是青年划船队教练朱利安·阿加
纳斯。

“我们一开始看到这项运动的时候，就像
是看到了一个完全新鲜的东西。尽管它在世
界其他地方发展已经非常快了，但南美洲几
乎没有什么人知道。”早在 2011年，朱利安·
阿加纳斯便通过网络接触到龙舟的消息。

很快，朱利安有了自己的想法：在阿根
廷拥有第一艘龙舟。然而，船只的成本和进

口的壁垒，让这一构想几乎无法实现。不愿
放弃的朱利安从国际龙舟联合会那里找到了
船只的平面图，与体育老师保罗一起努力，
用官方数据建造了阿根廷的第一艘龙舟。随
后，他们组建了第一支队伍，取名可马卡龙
舟队。

现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也可以观看到
龙舟表演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水上
运动体育指导员萨尔瓦多。在他的努力申请
下，最终从中国上海成功进口了 5 艘原装龙
舟，促成了中国龙舟的到来。

在中国香港生活了 9年的迭戈·拉赫也是
龙舟的爱好者。他在香港创办并担任拉丁龙
舟队队长，目前正在积极创建另一个正式比
赛。“阿根廷的运动项目多种多样，为什么不
能尝试龙舟呢？我认为，我们可以达到很好
的水平，因为阿根廷人都是天生的运动员。
这项传统中国运动，一定会在阿根廷大放异
彩。”迭戈·拉赫说。

（摘自阿根廷华人在线）

●●阿根廷阿根廷

““法国客人法国客人””与苗寨村民一起劳作与苗寨村民一起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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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匈牙利

卡城华埠如何既保存风貌又契合城市整体发展卡城华埠如何既保存风貌又契合城市整体发展，，成为近年议论的焦点成为近年议论的焦点。。

●●加拿大加拿大

华埠重建计划华埠重建计划 华裔意见分歧华裔意见分歧
郭康立

人间四月天，大地花如海。
近期，为欣赏樱花美景赴日的中
国游客激增。在高涨的“中国游
客赏樱热潮”到来之前，不愿错
失商机的日本接待方也在研究应
对措施。

据报道，近日，在日本赏樱
名胜之一的东京上野公园，樱花
隧道下赏花游客人流如潮，随处
都可听到讲中文的中国游客。

来自上海的赵女士赴日拜访
4 名友人，这是她第 3 次赴日旅
行。赵女士说：“我第一次来到有
如此多樱花盛开的场所，被美景
所感动。”她还配合着盛开的樱
花，身着一件粉红色的大衣，拍
摄了纪念照。

很多中国旅行公司在网站推

出了大量日本各地的樱花美景照
片。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和以
前不同，现在可以通过网站和微信
等平台进行推广。”很多游客以日
本的樱花开花预测信息为基础，查
找旅行目的地。“中国游客的国外
旅行正转变为一种融入当地生活
和文化的形式。日本的赏樱文化
很有人气。”该负责人表示。

一项数据显示，2015 年 3 月
15日至 4月 15日，访日中国人数
约35万人。据估计，今年赴日赏
樱的中国游客将增加五成左右。

日本政府观光局公布的数据
显示，2015 年访日外国游客约
1973万人，创历史最高纪录。其
中，中国游客最多，约499万人。

（摘自《日本新华侨报》）

●●日本日本

中国游客中国游客添彩樱花季添彩樱花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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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赛龙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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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里的“欢歌笑语”。稻田里的稻田里的““欢歌笑语欢歌笑语”。”。

●●法国法国

纪录片纪录片《《相约未知地带相约未知地带》》在法播出在法播出

““苗寨真情苗寨真情””感动法国观众感动法国观众
张 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