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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百年之前，华侨华人的足迹就已踏上拉美
这片遥远的土地，经历几代人的艰苦打拼，如今的
他们已在这里站稳脚跟。凭借自身的勤劳坚韧以及
祖籍国的坚实后盾，他们的生活好了，地位高了，
扮演的角色也更为重要。

徐涛告诉记者，在厄瓜多尔，华侨华人不仅为
当地民众带来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现在还积极搭
建中厄交流的桥梁，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
音，和当地民众一起培育中厄的友谊之花。

在智利也是如此。“华侨华人在推动两国人民友
谊方面做了不少贡献，当地侨团会经常组织活动，
为当地贫困家庭提供援助，也会举办文艺活动推广
中国文化。”徐一评说。

而这次习近平主席访问拉美三国，伸出友谊之
手，无疑将使中拉民众的心贴得更近。当地华侨华人
在热盼与期待的同时，也主动扮演起“宣传大使”。

王雪琰介绍，她所在的南美新闻网对习主席的
此次拉美之行进行了大量报道，尤其聚焦了习主席
此访对拉美工商界，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带来的积
极影响。“因为这是和当地民众最直接相关的，也是
向他们直接呈现中国形象的有效途径。”

王雪琰说，她想做的不止这些。此后，她还将对亚
太自贸区建设和拉美工业化进程进行持续关注和报

道。在她看来，“当地华侨华人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提供
‘晴雨表’，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有效的信息反馈”。

“随着习主席来访，又有APEC峰会的推动，中秘
关系乃至中拉关系将开启新的篇章，这将提高华侨华
人从事各个行业的活跃度。”秘鲁秘中传统医药协会
会长丁鲁平也向记者表示，习主席的到访有利于提高
华侨华人在拉美的社会地位，这也将鼓舞他们在推动
中拉交流合作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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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跨越半个地球的

新世纪之行！”说起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正在进行的拉美

之行，刚参加完迎接活动归

来的厄瓜多尔华侨华人联合

会会长徐涛心潮澎湃。

11月17日至23日，习

近平主席对厄瓜多尔、秘鲁、

智利进行国事访问，其间还

于19日至20日出席在秘鲁

利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这是习近平就任

国家元首后第三次开启“拉

美时间”。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三国华侨华人都兴

奋地表示，他们期待着习主

席跨越半个地球，为他们带

来信心和底气。

对于远在地球另一端的拉美华侨华人来说，这
几天就是家人团聚的好日子。
“自从得知习主席将访问厄瓜多尔，我们华侨华

人就热切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电话那头，徐涛的
声音难掩激动。虽然这几天为了准备迎接工作，他
忙得不可开交，但一想到这是中国国家主席在中厄
建交36年后的首次到访，这位已在当地生活近20年
的老华侨就感到无比喜悦和自豪。

徐涛告诉记者，当地华侨华人很早就自发组织
了欢迎队伍，还专门制订了统一的服装。“服装上绣
的是万里长城，寓意着我们海外华侨华人心系祖
国，同时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发挥纽带作用。”

在习近平主席访问的第二站秘鲁，当地最大侨
社秘鲁中华通惠总局所在的利马唐人街两旁，华侨
华人精心布置的中秘两国国旗及欢迎横幅格外醒目。
“对于习主席这些年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举措，我

们海外华侨华人十分敬佩。”秘鲁福建商会执行主席

魏云告诉记者，听说这次习主席访问秘鲁，当地侨
胞特别高兴，早已翘首以待。

在拉美这片本就火热的土地上，华侨华人的热情
这几日燃烧到最高温度。智利智华新闻社社长兼总
编辑徐一评向记者感叹，最近几乎天天都有侨胞打电
话来询问习主席到达智利的具体时间。“这是习主席
作为国家主席第一次到访智利，大家的关注度和热情
度非常高，都想去机场哪怕远距离地望一眼。”

在拉美当地的各大主流媒体上，关于此次习近平
主席出访的报道也纷纷出现在最显眼的位置。智利
南美新闻网执行总编王雪琰介绍，智利第一大权威报
纸《水银报》从9月起就推出一系列相关报道，特别指
出拉美期待习近平此次出访能加快这一地区的工业
化进程。厄瓜多尔青田同乡会副会长傅杨伟还兴奋
地向记者展示了习主席到访当天，厄瓜多尔主流媒体
头版头条刊登的习主席大幅照片。来自当地社会的
关注与期待，让华侨华人在激动之余更感骄傲。

热盼家人团聚

飞越半个地球，习近平主席为拉美华侨华人带去
的不仅是亲人相逢的喜悦，更是关于未来发展的信心。
“这是两国关系的最好时期，也是我们当地华商

发展的最好机遇。”厄瓜多尔中国华人华侨总商会会
长楼伟明对记者坚定地说。

在厄瓜多尔从事进出口贸易20多年，楼伟明坦
言，受到国际油价下跌、上半年发生大地震等因素
影响，目前厄瓜多尔国内经济并不景气，华侨华人
在此经商也面临一些贸易壁垒。但习主席的此次来
访让他对未来依然充满乐观。“中国提供的贷款和经
贸合作项目，一定会对厄瓜多尔的经济发展有所帮
助。而且，两国政府关系好了，我们华商在当地的
生存空间就会更大，生意也会更好做。”

楼伟明说出了拉美华侨华人的共同心声。在拉
美，经商是华侨华人的主要谋生之道。对于他们来说，
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非常重要。而习近平主席此行，
一个重要看点正是提出中拉经贸合作的具体蓝图。
“在习主席来访之前的9月，秘鲁政府就已单方

面对中国公民实行了有条件免签的优惠政策。”在秘

鲁中华通惠总局主席梁顺看来，如果此次习主席出
访能够全方位加强中秘之间的投资贸易合作，那么
广大侨胞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徐一评也直言：“中国是智利最依赖的经贸合作
伙伴，习主席的这次到访，一定会进一步深化推进
双边的政治互信与经贸合作。”这对正陷入经济危机
的智利而言是极大的帮助，更将有利于华侨华人在
当地的生存与发展。

对于拉美华侨华人而言，让他们能够在海外挺直
腰杆的底气，不仅来自自身的发展实力，更来自背后
日益强大的祖籍国。他们希望中国与住在国关系更
加密切，更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扮演更为重要的角
色。如智利温州商会会长林正钱所说，“受到全球经
济疲弱影响的拉美，需要中国这个强力火车头。”

这一次，同样吸引拉美华侨华人热切目光的，
还有习近平主席出席APEC利马会议并发表主旨演
讲。“相信习主席出席此次APEC会议，将让中国这
艘经济巨轮给世界各国带来新的希望和动力，这对
南南合作也是一种有力推动。”魏云说。

期待发展信心

助力中拉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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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
重要名片，中餐伴随着华人
移民在海外繁荣传播。然
而，在一段时期，美式中餐
由于混合了亚洲、欧洲、拉
丁美洲和本地的多种风味，
与真正的“中餐”还有一定
差别。同时，因为其“快餐
化”的定位和相对低廉的价
格等原因，美式中餐往往被
一些人看作是廉价餐饮。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网站日前报道称，历史学家
刘海民在他的著作《从广东餐馆到熊
猫快餐》中记录了中餐馆在美国的发
展历史。“主流美国餐饮市场对于中
国食品的定位不是精致的餐点，而是
廉价餐。”最具代表性的就是20世纪
60年代那些专卖杂碎的餐馆。

如今，许多美国的华人中餐从业
者纷纷开始各自的中餐改造计划。据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新一代
华人移民康宁开店的目的就是想要扭
转中餐馆的形象，让中餐的价格和店
面的装潢相匹配。她不仅以那些喜爱
高端中餐的美国人为目标顾客，还想
要吸引数量不断增长的华人移民。

康宁将她的中餐馆命名为“麻辣
计划”，它并不是那种典型的中国餐
馆。这家店的地面铺着地板砖，墙面
刷成了白色，还装了唯美的灯泡。菜
单也并没有为了迎合当地口味而做修
改。康宁和她的合伙人想要在创造出
原汁原味的中餐的同时，营造出一种
独特的就餐气氛。

说起让中餐成为民族美食，坐落
于硅谷的中餐馆“喜福居”也是先行
者。餐馆经营者朱镇中在46年前刚
开始经营他的中餐馆时，人们甚至不
愿拿出3分钟点一个这里的外卖，开
业半年顾客寥寥。朱镇中经过半年摸
索，总结出“菜色单一、没有座位、

无法聚餐”三个原因。半年后，他摆
了 30 把椅子，把快餐店改成了餐
厅，在12道菜的基础上增加麻婆豆
腐、干烧明虾、葱爆牛肉等特色菜
品。不久之后，餐厅就逐渐出现了排
队等餐的队伍。

无独有偶，已经在美国47个州
拥有将近 1800 个门店的“熊猫快
餐”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改变美式中餐
的传统定位。虽然熊猫快餐根据美国
本土顾客的口味调整食物的味道，但
依然坚持使用传统的中国烹饪手法。
这种中西结合的方式为熊猫快餐赢得
了大量客户。而中式的用餐环境和售
卖方式也能让客户感受到来自中国饮
食文化的魅力。

让海外中餐变成民族美食的行动
中，不仅有华人海外中餐业者的身
影，还有来自中国国内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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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计划向各国派
出中餐繁荣团，帮助当地的华人中餐
从业者提升中餐的品质与服务。在各
方努力下，中餐的形象也将不断改
善。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海外中餐会
摆脱“廉价餐”的旧标签，成为传播
中华文化的又一窗口。

华 人 社 区

第八届世界华人经济峰会举行
据中新社电 第八届世界华

人经济峰会日前在马六甲举行。
此次峰会由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
院主办，主题为“中国─东盟：掌
握契机，强化合作”。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世界

华人经济峰会特刊中指出，马来
西亚与中国以及中国与东盟的双
边贸易在过去10年已经大幅度
提升，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协定以
及中国与马来西亚的战略伙伴关
系肯定能为双方带来更大好处。

据中新社电 高亢悠扬的《牧
羊小曲》、绚丽多彩的藏族服饰、
飘渺神秘的雪域风光……“2016
感知中国—中国西部文化美国
行”系列活动近日在纽约开幕，让
纽约民众不用出国也能感受到中
国西部的丰富文化。
“感知中国”是中国国务院新

闻办精心打造的文化品牌活动，
近年来在全世界几十个国家成功
举行。今年的西部文化美国行此
前已经在美国中部城市休斯敦掀
起热潮，此次又在纽约展开包括
西部文化图片展、“魅力西部”歌
舞表演、电影《第三极》展映、藏学
家座谈等系列活动。

“2016感知中国”在纽约举行

据中新社电 近日，由中国华
文教育基金会主办，广东中山市
外事侨务局、中山市实验小学、阿
根廷侨联中文学校承办，完美（中
国）有限公司资助的“2016中国华
文教育基金会名师南美洲巡讲
团”来到距离中国最远的国家阿
根廷开展名师巡讲活动。

当晚，阿根廷侨界 10余个

侨团联合举办晚宴，纪念孙中山
先生诞辰150周年暨庆祝中国华
文教育基金会名师巡讲团在阿根
廷培训圆满成功。大家一致认
为，来自孙中山先生故乡的巡讲
团，不远万里来到阿根廷，开展
华文师资培训巡讲活动，大力提
升当地华文教育教学水平，此行
更是意义非凡。

华文名师巡讲活动走进阿根廷

让海外中餐变“民族美食”
陈正煜

“华文文学和水墨世界是我的精神故乡。”
马来西亚华裔知名作家朵拉如是说。62幅朵拉
的水墨画日前在福州海峡民间艺术馆展出。

朵拉原名林月丝，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原
籍福建泉州惠安。她独擅散文和小小说，小小
说作品被收入中国、美国、新加坡和香港的大学

教材、中学教材以及马来西亚当地中文教材。
朵拉的祖父从惠安迁往马来西亚，一家人

从未敢忘祖。也因此，朵拉对华文文学情有独
钟。而她起意学画，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一
位中国旧友用电脑打印的来信让她惊骇，“连钢
笔都不拿了，那我们去哪里找文化的根？”

实际上，在海外学国画并不易，“文房四
宝都凑不齐”，要拜师学艺更是困难。“因为完
全没有机会受专业训练和系统学习，势孤力单
反而产生一种力量。”惠安女的坚韧、勤劳、
忍耐在朵拉学画上得到充分展现。

在海峡民间艺术馆，朵拉引领观众看她的
画作，那些画一如她的散文，心性自然流露。

朵拉坦承自己钟爱黑白、不近艳色。她的
中国画中融入大马日常生活里峇峇娘惹文化印
象，这是朵拉的精神世界写照，也恰恰是中华
文化在海外流传的经典。
“人在海外，有了华文文学的滋润和中国

水墨的慰藉，得以长年在精神故乡里行走，人
生倍感幸福。”朵拉在文字中如此絮语。

来源：中新网

日前，中国海军北海

舰队盐城号导弹护卫舰

在新西兰附近海域参加

完东盟防长扩大会海上

安全演习后，抵达新西兰

奥克兰参加庆祝新西兰

海军成立75周年国际舰

队检阅活动。图为当地

华侨华人在舰上合影。

中新社记者 来永雷摄

新西兰侨胞迎接
中国海军盐城舰

华裔作家朵拉的精神故乡
林春茵

图为朵拉在她绘画的水墨画前。

来源：中新网

图为美国“熊猫快餐”。 资料图片

图为厄瓜多尔华侨华人迎接习近平主席到访。

照片由傅杨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