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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乡新景观
在老侨乡浙江青田，瓯江岸边的临

江路上开着许多欧式咖啡馆。闲来无事
的时候，与朋友约在舒适的咖啡店，边
欣赏窗外的青山绿水，边品尝正宗的欧
式咖啡，已经成为青田人习以为常的休
闲方式。

与改革开放前不同，老侨乡青田呈
现出崭新的面貌。据中国青田网报道，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青田上到丽
水、金华，下到温州，几乎无车可乘。
公路数目屈指可数，金丽温公路是唯一
一条大公路，其余多是些坑坑洼洼的石
子路，车开过时粉尘漫天。而现在，青
田交通网络已经全方位形成，高速铁
路、高速公路、国道线、省道线四通八
达。走在青田县，人们不禁惊讶，一个
小小的县城，大街小巷竟然停满各种各
样的豪华名车。青田侨联主席叶毅青表
示：“青田县城现代化建设进展迅速，不
论是旧城改造还是新区开发，如新世
纪、欧洲城、青田大厦、万基欧郡、滨
江国际等建筑，90%都是百米高的高层建
筑。”

发生这样改变的老侨乡还有许多。
暨南大学研究员张应龙在接受本报采访
时介绍到：“中国著名侨乡江门从前多为
广式的农村民居。在民国时期，曾以碉
楼、骑楼、小洋楼等建筑为主。老一代

华侨也喜欢回到家乡盖房子，俗称侨
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如今，江门
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现代化建筑拨地
而起，高楼林立。海外华侨考虑到城市
舒适、便捷的居住条件，大多会在家乡
附近城市买房子。而乡村的老房子则不
再有人居住，只在祭祖时才会回去。“居
住在城市，祭祖在家乡”这一新形式生
动反映出老侨乡江门的变化。

华侨新面貌
过去，从老侨乡走出来的第一代华

侨主要在海外从事厨师、理发、裁缝等
体力工作。近年来，以海外专业人士为
主的新一代华侨逐渐显露。据浙江省一
项侨情调查显示，他们分布在电子、医
卫、文教、能源、金融、航天等多个领
域，不断融入所在国主流社会。对于新
一代华侨华人从事职业的转变，张应龙
解释道：“过去，江门的一些老华侨初到
海外无依无靠，需靠体力劳动谋生，比
如从事餐饮等行业。但他们经过几十年
奋斗，为侨二代创造了很好的生活环
境，使其可以在海外接受良好教育，成
为白领、专业技术人员等，这成为一种
新趋势。”

老侨乡的华侨华人所从事的领域的
确正在发生改变，叶毅青表示：“1980年
之前，青田在海外约有 5000 名华侨，他
们主要从事餐饮业、服装加工业等。而

现在青田海外华侨有 33 万之多，他们中
约8万人从事经济业务与企业管理相关职
业。”

另外，张应龙还指出，海外华侨华人
在个人层面上与老侨乡的联系渐渐减弱
了。上世纪 80 年代初，由于海外华侨华人
与中国隔绝了很多年，纷纷回到自己的家
乡来探望。数年之后，华侨华人思乡的情
绪渐渐平复下来，联系不如那时密切了。
而且，在改革开放之前出国的老侨，现在
大多年事已高，他们在家乡已经鲜有亲
属，所以与老侨乡很少进行联系。海外的
第二代、第三代华侨华人与老侨乡的联系
就更少了。这是新侨乡不会出现的问题。
不过，虽然民间个人层面的联系减弱，但
改革开放后，政府组织、社会团体间的联
系比从前大大增加。

侨务新形式
随着时代的发展，老侨乡的侨办、

侨联如今为侨服务的形式也发生了巨大
改变。他们不仅在衣食住行方面为华侨
华人排忧解难，给予关怀和帮助，更将
华侨华人拉进老侨乡这个集体中，与其
共同奋斗，共享中国梦。

据中国侨网报道，作为海上丝绸之
路起点及著名侨乡，泉州将依托自身优
势，全力打造“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
行区”，惠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约800万华侨。老侨乡汕头目前正在全

力推进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
未来，汕头将再次担当起发展华侨经
济，加强华侨文化交流合作的“探路先
锋区”。江门“侨梦苑”则致力于打造成
为新一代华侨华人归国创业创新的首选
地，成为政府“惠侨”，侨胞“寻根、创
业、圆梦”的“温暖之家”。

在多种政策的推动下，老侨乡不断
涌现华侨华人回国创业高潮。华侨华人
不再只满足于为老侨乡捐赠钱物，而且
开始承担起牵线搭桥的责任，推动老侨
乡发展。

出生于广东汕头的新加坡籍华人黄
亮创办了一家互联网公司，该公司致力
于将东南亚的旅游资源与新加坡的教育
资源共享给中国用户，促进双方的经贸
合作与文化交流。谈及回广东创业，黄
亮表示：“东南亚的市场规模很小，加之
中国互联网发展特别快，所以我一直希
望回国创业。当时我的朋友鼓励我跟他
一起回国创业，我回广东考察时发现，
老侨乡对于创业的扶持力度的确很大。
还有一个契机就是，我在广东天河园区
遇见了广州的市委书记，他知道我打算
从新加坡回广东创业后，表示非常支
持。于是我便下定决心。”黄亮介绍，在
新加坡，他身边很多朋友经过慎重考虑
后决定回到家乡创业，以求与老侨乡共
同发展。

图为浙江青田风光。 （资料图片）

近年来，日本埼玉县川口市的西川
口站周边悄然发生着一些令人瞩目的变
化：中华美食店面渐渐增加，并日益红
火起来，附近的人纷纷来此尝试中华美
食。该地从“荒废区”变成一条中华美
食街。

日本实行新 《风俗营业法》 之后，
自 2007 年开始，埼玉县川口市的西川口
站周边店面因非法经营纷纷倒闭，客流
量急剧下降。这样一来，西川口附近就
遗留下了大量的空置门面。这片地区一
下子成了黑灯瞎火，冷冷清清的“荒废
区”。

川口市有 60 万左右居民，中国人达
到17391人。看到如此多店面空置着，当
地的中国人闲不住了，纷纷开始盘店
面，启动创业之路。现在，西川口站大
约 5 分钟的路程范围内，能遇到 20 多家
中国料理店。除了山东料理、四川料理
等在中国常见的料理，还有著名的新疆
烤羊肉串儿等。到这里品尝美食的人，
更是络绎不绝。

中国料理店陆续开张后，附近经营
日料店的日本人也沾了光。他们表示，

“现在，西川口因为中华料理店，又恢复
了从前的活力，我们的生意也日渐好
转。来西川口吃饭的人越来越多。”川口
青年会议的理事长表示，在日本，西川
口可能是少数中华料理如此集中的地方
之一，这一特色将吸引更多民众到当地
消费，是拉动经济的王牌。

西川口一中华料理店的经营者刘珍
表示，“现在，川口市的居民，不论中国
人还是日本人，只要说到吃中华料理，
就想到西川口。虽然，我们最初并无意
将西川口打造成中华料理店的代名词，
但这个转变的确和我们的努力分不开。
经营餐饮店，不仅仅是想赚钱，更是想
让日本人喜欢上真正的中国料理。”

在西川口经营寿司店的藤本表示，
其实，这个区域的日本人也应该对中国人的努力表示感
谢。从前空置的店铺成片，中国人接手店铺重新振作，使
得这片地区很快又振兴了起来。日本人也应该多学习中国
人的一些经营方法，不断提高，这样才能进一步推动当地
的繁荣。 （据中新社电）

如果说逐利而动是生意人的本能，那么新西兰华人
方华肯定算不上是“精明的”商人。因为，他把一桩并
不怎么挣钱的“买卖”坚持了近9年，目前仍然没有转
行的打算。

方华是新西兰华文书店的总经理。这家书店位于新
西兰最大的城市奥克兰，店面近100平方米。店中货架
上摆满了门类繁多的中文书籍，国学、历史、经济、养
生……一应俱全。此外，中文杂志、唱片、毛笔、墨
汁、宣纸等也在经营之列。

2003年，方华从中国来到新西兰。在当地华人电台
工作两年后，他尝试着从中国快递了100本 《读者》 杂
志，放在新西兰超市售卖，很快便销售一空。这给了方
华很大的鼓励，随后，他从中国引进了100多种杂志在
新西兰推广销售。2008年6月，在朋友的鼓励下，方华
创办的新西兰华文书店正式开业。

“本地华文报纸报道了书店开业的消息，很多华人
都非常关注”，方华记得，开业当天书店打折促销，一
位老华侨带着小朋友过来，买了书坚持付全款。他对方
华说：“你不用给我打折，我希望你把这个书店一直开
下去，让我们的后代有个地方买中文书、感受中华文
化。”

“这位老华侨的话我一直没有忘记”，方华说，新西
兰华人数量不多，书店经营充满艰辛，但每当想起这句
话，自己就多了一份坚持下去的动力。

新西兰华文书店主要面向当地华人，但也成为一些
痴迷中华文化的本地人最愿意驻足的地方。

“有个叫约翰的 60 多岁老者，自从发现华文书店
后，就常来找我聊天”，方华说，这位老人虽然懂的中
文不多，但对中华文化却无比热爱。每当书店举办活
动，他一定会来当志愿者，“干起活儿来像小伙子一
样”。

“我们希望通过书店这个平台让其他族裔了解、关
注中华文化”，方华说，新西兰华文书店长期给当地公
立学校赠送中文书籍，希望以此培养学生们对中文的兴
趣。

为了吸引更多读者关注书店、了解中华文化，方华
决定，自2009年起每年定期举办读书文化节，并邀请一
位中国文化名人担任大使。在方华的努力下，易中天、
于丹等中国知名文化学者都曾担任过读书文化节大使。

尽管作出种种努力，在信息时代的冲击之下，实体
书店的衰败已是大势所趋，新西兰华文书店也未能幸
免。方华记得，书店创立之时，新西兰约有5家华文书
店，现而今，其他几家书店逐渐关门，新西兰华文书店
成为唯一一家仍在正常营业的书店。

“曾经的读者有一半不再来书店了”，谈及现状，方
华有些无奈。他分析原因，现在很多人直接通过互联
网、手机等媒介获取信息，不再购买纸质书；中国的很
多图书电商向海外提供邮寄图书业务，也致使读者分

流。此外，中国和新西兰直航增多，回中国变得更加容
易，一些人便直接从中国买书。

“如果当年我做别的事，现在就不至于这么辛苦
了”，说到书店经营的困局，方华不是没有犹豫。虽然
坚守不易，他还是选择了继续下去。他告诉记者，目前
书店通过举办书展和其他活动来维持运营。

“海外华文书店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桥头堡”，方华
说，自己并没有把书店当成“生意”在经营，而是肩负
着推广中华文化的责任和使命。他希望海外华文书店的
生存状态能够得到重视，迎来转机。 （据中新社电）

中国对外友协走访法侨界

日前，正在法国访问的、由副会长宋敬武率领的
中国对外友协代表团走访旅法侨界，并与侨领在巴黎
华天大酒店举行座谈，希望旅法侨领积极参与中法地
方和民间合作，共同促进两国交流的开展。

座谈会由法国华人贸易促进会会长周碎金主持。
他表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长期致力于中法友好
事业的发展，为促进中法两国地方政府间的往来与友
谊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旅法侨胞在此中深深受益。旅
法侨胞的发展离不开中法政府间的关系发展，更离不
开地方政府的支持。他们愿意与中国对外友协携手，
搭建中法交流的民间桥梁，共同促进中法的民间交流
及地方交流。

南非华人警民中心收效明显

日前，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召开了全体常务干
部成员会议，分析总结了过去一年来中心的工作开展
情况，并就 2017年如何加大力度开展保侨护侨工作进
行了探讨。

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主任吴少康在会上表示，
新的一年里，为了加大力度开展保侨护侨工作，警民
中心增加了常务干部成员，并由多名侨团侨领担当。
希望大家集思广益，创新务实做好中心的各项工作，
并与南非各省警民中心保持密切往来，切实有效地为
维护在南侨胞的合法权益，发挥中心应有的作用。

据介绍，2016 年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接到各类
报案求助共378起。通过加大宣传力度以及巡逻车等多
种预防措施，案件数量得到了明显的控制。

马来西亚华裔遇老龄化挑战

4月25日，大马策略与国际研究所举办论坛“2050
年马来西亚人口——在社会经济学上意味着什么？”马
来西亚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政策和策略规划组秘
书蔡春华、马来西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副代表兼高级
社会政策专家安贾拉比和经济学家莫哈末阿都卡立担
任主讲人。

蔡春华指出，马来西亚人口预计在 2020年开始老
化，并在 2045年成为老人国家。对此，莫哈末阿都卡
立表示，华社面对的挑战最大，因为华裔生育率最
低，但预期寿命却最长。“我们可以预见，一个孩子不
只要照顾父母，还要照顾祖父母。如果他们负担沉
重，但薪酬增长缓慢，消费行为将跟着改变。”

（均据中国侨网）

4 月 26 日是苏州博物馆的设计者贝聿铭
100岁的生日，许多观众纷纷来到免费开放的
苏州博物馆参观。贝聿铭，1917 年出生于中
国广州，著名美籍华人建筑师，被誉为“现
代建筑的最后大师”。由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
物馆建筑设计别具一格，成了展示苏州文化
的标志性建筑。 （中新网发 王建康摄 ）

老侨乡有啥新变化老侨乡有啥新变化
杨杨 宁宁 曲亭亭曲亭亭

据中新网日前报道，浙江青田县政
府开设的侨乡进口商品城，成为当地最
接地气、最受华侨欢迎的项目，两年来
总销售额已突破 7亿元。随着“浙商回
归”的提出，如今越来越多的侨商回到
老侨乡青田创业。青田不是个例，近年
来，全国老侨乡在各方面均呈现出新气
象。

新西兰华人坚守中文书店
冉文娟

新西兰华人坚守中文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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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日本琦玉县一处景观。 资料图片

侨 界 关 注 华人社区

新西兰南阿尔卑斯山脉风光。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