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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侨乡：创新提速接地气

在广州国际金融中心高层放眼望去，珠江蜿蜒，沿
岸高楼林立。室内，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广州城发基金董
事长林旭初向海外华媒记者自信地介绍着自己在金融投
资领域的创新理念。

“速度”，这是广州留给埃及埃中新闻网主编王永鸿
最深的印象。“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我知道
这里近年来发展得很快，但来了之后才发现，这种快还
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王永鸿和记者分享了此行的一个小插曲：在从机场
打车去酒店的路上，工作 17 年的司机笑着告诉她，别
提是外来的游客了，就连他，有时一个月不去广州的一
些地方，也会认不出来。“这说明，这里的民众切切实
实感受到城市发展的速度，并为此自豪。”王永鸿说。

让人惊艳的不仅是城市的面貌。这座素有创新基因
的侨乡，如今更是科技创新、产业转型的排头兵。在位
于广州科技城的数字广东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海归博
士李鹰展示了交通、物流、医疗、市政等“智慧广东”
建设方方面面的成果。而在离广州不远的佛山，新媒体
产业园负责人介绍，这座由旧厂房改建的创业园区已经
吸引400多家创业团队入驻；附近的佛山禅城区“智慧
新城”行政服务大厅，“一门式”政务服务则让企业能
够最为快捷地办理各项行政手续。

“在广东，我们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创新，政府提
供支持，个人、企业努力，许多创新成果也都已落地，
这是一种‘接地气’的创新。”在迪拜新闻网副总编辑
杨志宏看来，这种敢于创新的“广州模式”充满活力，
对其他城市的经济发展也具有激励和借鉴意义。

在侨乡行的第二站海南，发展同样日新月异。穿行

于蓝天白云、椰林细沙之间，华
媒记者手中的相机咔嚓作响。

“和想象中完全不同！”第一次
来到海南的美国华网副社长黄燕媚连声感叹。这位在广
东出生长大的“50后”回忆，当年毕业分配工作，不少同学
来到海南支援建设，印象中那是一个非常艰苦落后的地
方。“来了才发现，这里发展得很好，城市非常漂亮，人们
也很有礼貌。”

美国世界名人网总编辑王福生深有同感：“海南当
地的导游在为我们讲解时，常能结合其他国家情况来
谈，视野非常开阔，真是处处有高手。”王福生连称：

“一路上都是亮点，不虚此行！”

老侨乡：传承历史留文脉

在侨乡，海外华媒不仅目睹了发展的速度，也感受
到历史的厚度。

走进位于广州越城区的华侨新村，一栋栋精巧别致
的小洋楼默默讲述着几十年的风雨变迁，这里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第一座大型华侨住宅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为了吸引华侨华人来华投资，广州市人民政府在这里建
成177座独立庭院和291座公寓，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华侨华人在此居住。

如今，入口处写着“华侨新村”四字的牌坊依然巍
峨，许多归侨在这座幽静清雅的小区安享晚年。“这里
是归国侨眷最温暖的家。”在小区内的“华侨新村纪念
馆”，已在这里生活69年的归侨何光宇谈起祖国的多年
关怀，声音有些哽咽。

“在这里，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华侨华人与祖
（籍） 国的密切联系，这份爱国之情对于整座城市而言
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王群说。

在海南，海外华媒记者同样为依然完
好保存的华侨文化连声赞叹。在海口的骑
楼老街，颇具南洋风格的建筑鳞次栉比，
一砖一瓦都散发着浓郁的历史气息。这里
早年由南洋华侨归乡所建，曾是当地最为
繁华的商业街区，后来在历史变迁中遭受
破坏。几年前，当地政府启动老街的修复
工程，恢复历史原貌。

“不少建筑还保留着早期的商号和凭
栏，让人仿佛回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归侨
回乡时的场景。这种‘修旧如旧’的保护
是真正有效的保护。”日本关西华文时报
副总编蒙令华流连于此，感慨不已。

而在琼海的大园文化古村，这座小侨
村代代传承礼仪孝道等中华文化精髓的努

力，也让加拿大 7 天传媒集团外联主任于捷明连连点
赞。“一个国家的强盛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文化。我们看
到这里的政府、民众都在用心保留古朴的民风，传扬中
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延承华侨先辈的爱国情怀，这对今
后当地整体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侨文化’的保护不仅是一种历史的延续，更将
推动侨乡今后经济社会发展。”日本亚洲通讯社社长徐
静波认为，侨村侨宅将成为当地旅游的特色要素，而华
侨精神则将成为侨乡发展的持久内在动力。

说侨乡：牵线搭桥做媒人

“侨经济”发展方兴未艾，“侨文化”传承如火如荼，如
何向世界讲好这里的精彩故事？海外华媒有着独特视角。

采访还未结束，徐静波就已列出了详细的报道计
划。他打算在亚洲通讯社下属的日文报纸《中国经济新
闻》上刊登两篇报道，分别介绍广东制造业的转型和海
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让日本企业对这两个省份的经济
发展状况有更多了解。

泰国丝绸之路电视台的“90后”记者雷声鹏则将镜
头对准了侨乡的美食。“我发现侨乡的很多食物和泰国
很像，比如海南的千层糕、椰蓉饼，在泰国也有，只是
做法有些不同。”雷声鹏说，他希望从这一碟碟精致的
食物入手，找寻中泰之间文化交流融合的印记，挖掘其
中的故事，吸引更多泰国朋友来侨乡走走看看。

给予侨乡更多深入报道和长期关注，这是海外华媒
的共识。如于捷明所说，“只有持续的跟踪报道，才能
更加全面的介绍侨乡，吸引世界更多的目光。”

采访中，匈牙利新导报社记者耿洁特别关心当地政
府为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发展提供的优惠政策和创业环
境。“这两年，想回中国发展的华侨华人越来越多，大
家都对这些信息非常关注。”

而在带走侨乡好故事的同时，海外华媒也给侨乡的
发展带来不少新思路和新机遇。

在万宁兴隆华侨农场，王永鸿品尝了当地生产的咖
啡后赞不绝口，不停询问在哪里可以买到。“上世纪50
年代，中国的茶叶曾销往埃及，大受欢迎。同样的，能
不能也让海南的咖啡走进埃及？”在王永鸿看来，在旅
游开发方面，埃及和海南同样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

不谋而合，王群也在和当地政府、企业的交流中，寻
找中韩之间具体项目对接的可能。“海外华媒不仅可以传
播故事，还可以扮演媒人的角色，牵线搭桥，放大侨乡人
创新创业的成果，让这个‘夏天的故事’更加精彩。”

在侨乡聆听“夏天的故事”
本报记者 严 瑜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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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的南方，还是艳阳高照的盛夏。结束在数字广东研究院的采访，韩国
《世界侨报》总编辑王群汗流浃背，却兴致盎然。“广州的创新步伐太快了！作
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春天的故事’曾经发生在这里。而现在，我们要给世界讲
述一个属于侨乡、属于中国的‘夏天的故事’。”王群对本报记者兴奋地说。

日前，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18家海外华文媒体参加由中国侨联组织
的“亲情中华·海外华文媒体侨乡行”采访活动，来到广东广州、佛山和海
南海口、万宁、琼海、文昌等地，感受侨乡的发展新速度和历史老根基，在
采集故事的同时，也为侨乡的未来出谋划策。

海外华媒走进广东海南

侨 界 关 注

“‘一带一路’合作给我
们华侨华人提供了无限商机，
我们愿意响应倡议，把‘第二
桶金’拿到手里。”日前，在德
国汉堡大西洋饭店举行的一场
论坛上，德国华商联合总会副
会长张禹华的一席话引来在场
华商代表的掌声。

近日，吸引到150名德国华
商参加的首届德国华商“一带
一路”高峰论坛在汉堡举行。
与会者围绕在“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3周年背景下，在德华商
面临何种机遇、能够有何作为
等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在 经 商 多 年 的 张 禹 华 看
来，通江达海的交通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固然是“一带一路”
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一
带一路”建设又不仅限于基础
设施，“比如我们的天然气、石
油管道是否可以在地理上经过
中亚国家，最终抵达一个沿线
良港，与全球市场联通？”

张禹华的公司给大众汽车
提供配套部件。他指出，过去从
德国运输部件至亚洲主要通过
两条路：空运和海运。前者需时
一个星期，后者需时一个月。

而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蓬勃发展的中欧班
列为像张禹华这样的企业主提供了一种比空运更经
济、比海运更迅捷的可能性，“铁路的畅通，实实在
在地节约了成本”。

除经济层面的“硬实力”融合外，“软实力”层
面的人员交往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心灵
相通的重要途径。

对于中德人员往来主渠道——航空业合作的现
状，海南航空柏林办事处总经理杨钰龙表示，与8年
前海航开通北京直飞柏林航线时相比，柏林如今正
迎来越来越多重要的中国旅游和商贸代表团。

他举例指出，中国国家旅游局今年推出的“熊
猫走世界——美丽中国”全球旅游营销活动首站便
选在德国柏林，这意味着柏林乃至德国正在成为中
欧相连接的核心区域。他表示，海航也正致力于在
中国和德国之间开通更多的直航航线。

谈及“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资企业面临的
误读和误解，杨钰龙以自己同外国记者对话的亲身
经历指出，中国企业在面对西方媒体时应表现得更
为自信。

中国驻汉堡总领事孙从彬表示，共建“一带一
路”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也是未来中德两国全面深
化合作的重要增长点。旅德各界是中德合作的桥
梁，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也将发挥独特的作
用。他寄语在座华商和各界华侨华人，希望大家能
够抓住这一历史机遇。

会议主办方德国华商联合会秘书长范轩说，今
后将尝试常态化举办此类论坛，帮助“一带一路”
理念和行动在德国更加深入人心。

（据中新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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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华人企业家联合会成立
据中新社电 美国华人企业家联合会成立大会日前在纽

约曼哈顿举行。中国侨联主席林军出席了成立仪式。
美国华人企业家联合会创会会长施乾平介绍说，联合会

成立的宗旨是为美国和全球华人企业家提供服务，维护华人
企业家正当权益。施乾平表示，将团结美国有共同理想和追
求的华人企业家，把联合会打造成创新平台、政商平台。

华 人 社 区

南非汉语培训班开班
据新华社电 南非基础教育部首期汉语培训班日前在该

国首都比勒陀利亚正式开班，这是中国文化和国际教育交
流中心在南非设立的第六个政府机构汉语培训班。

南非基础教育部首期汉语培训班共有20名学员。除基
础教育部以外，中国文化和国际教育交流中心还为南非外
交部、贸工部、科技部、旅游部以及警察总署等政府机构
开设了汉语培训班。自2016年起，南非基础教育部在豪登
省中小学开展汉语教学试点工作。

9 月初，“海南柬埔寨（磅湛）光明行”首次义诊行动，吸引
了中柬两国的志愿者。其中，有来自柬埔寨海南同乡会的耄耋
华人，有来自柬埔寨青年联盟的豆蔻少女，有从海航集团一线
遴选的志愿者，他们共同用爱心为湄公河畔“光明行”护航。

据悉，今年7月，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在访问柬埔寨期间，
与柬埔寨首相洪森会见时，就举办“海南柬埔寨光明行”活动达
成共识。活动将为当地贫困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
义诊医疗队将在2016年至2018年进行5次义诊活动。

图为中柬志愿者在与患者做术前沟通。
中新社记者 宋效明摄

柬埔寨华人爱心护航
湄公河畔“光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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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华人历史学会副会长杜荣
佳创作的《1870 至 1965 年的波士顿华
人》一书，在美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与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本科毕业
后杜荣佳选择了赴美留学，就读于美国
加州大学历史系。谈到为什么会选择
华侨华人研究，杜荣佳说：“因为我住在
旧金山附近，接触到了加州的很多华人，其中就有很多
来自广东的侨胞。我了解到华侨淘金和建造铁路的历
史，觉得挺有兴趣的。”后来，他在波士顿接触到英格兰
华人历史学会。那时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还有美国亚
裔研究计划，杜荣佳也加入到了这项研究计划中。与研
究侨乡的老师们接触多了，杜荣佳逐渐对侨乡研究产生
兴趣，2002年他开始专攻华侨华人研究。

在杜荣佳看来，长期以来，中华文化得以在海外传
播和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华侨华人的推动。提到

杜维明教授的“文化中国”概念，杜荣佳说：“1994年杜维
明出了一本书，里面有篇文章提到‘文化中国’这个概
念，包括3个团体：一是中国到海外的华侨，二是在亚洲
其他地区的华人，三是全世界研究华人的团体，包括海
外汉学家等对中国感兴趣的外国人。他的意思是说，不
同团体都是文化中国的一部分，不仅仅只是居住在中国
的人。中华文化是全球性的，华侨华人是中华文化走向
世界的桥梁和载体。现在中国人散布在世界各地，他们
虽然在文化理念上有所不同，但都对中华文化的海外传

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杜荣佳在海外接触到很多的华裔

子弟，他们有的完全不懂中文，但是杜
荣佳觉得这不能说明他们忘了本，主
要原因在于有的家长要求孩子不要说
中文，害怕说中文会受到歧视。他说：

“以前美国确实存在这种情况，本土的
语言说不好，只是会说中文，便不被本土社会接纳。但
是现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比较开明的国家都允许使
用双语，你可以说中文！”杜荣佳认为可以创造一个好的
环境和氛围，让华裔子女学习中文，或者到大学后选修
一些与中国有关的课程，或是毕业之后找与中国相关的
工作，这些都可以逐渐培养华裔子女的文化认同。他觉
得即使华裔子女不说中文也可以参加中国的文化活
动。培养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这有助于推动海外华裔
子女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图为德国各界华侨华人热议“一带一路”三周年机遇。

图为中国侨联主席林军 （右四） 等出席美国华人企业
家联合会成立仪式，并为其揭牌。 中新社记者 廖 攀摄

图为海外华媒记者在广东佛山采访传统制造企业转型图为海外华媒记者在广东佛山采访传统制造企业转型。。

图为海外华媒记者在海南万宁兴隆农场纪念馆参观图为海外华媒记者在海南万宁兴隆农场纪念馆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