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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华人华媒热议

“听到习主席即将访俄的消息，大家
都像过节一样兴奋。”俄罗斯中国和平统
一促进会秘书长、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
合会会长吴昊在接受本报采访时，难掩激
动。他说，“对在俄侨胞来说，习主席就像亲
人一样亲切，这是一种很朴素的感情。”

在忙碌的学习中，莫斯科国立大学中
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席、法律系博士生卢
森通也密切关注着习主席的访俄行程。

“看到新闻后，我非常期待。”卢森通告诉
本报。旅俄多年，他深切感受到，俄罗斯
人对中国人的友好感情不断加深。

身居海外，仍关心中国的点点滴滴，
这是所有海外游子的共同特点。对习主席
的到访，德国华侨华人有同样的感受。

“在国外生活时间越长，越能体会到
游子的心情。”德国华人华侨联合会主席
李阿平谈起自己旅德近三十年的经历，感
慨万千。她还说：“习主席到访德国，就
像‘娘家’亲人登门，我们都很激动。”

在德国弗莱堡学习、生活的华人陶野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虽然远隔万里，
但我一直关注与中国有关的新闻报道，很
早就了解了习主席的出访行程，充满期
待。”

对习主席的此次访问，海内外华文媒
体也纷纷刊文热议。

《俄罗斯龙报》 专门制作四个中文版
面和一个俄文版面，回顾中俄两国在政

治、经济和文化合作上取得的巨大成就。
美国 《侨报》 引文称，“G20 汉堡峰会在
世界经济向好但面临一些不确定因素的背
景下举行，中方将提出有价值的‘中国方
案’。”法国 《欧洲时报》 援引相关分析
称：“习近平此次出访将为推进中欧和
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建设
提供新动力。”香港 《星岛日报》 转载文
章认为：“习近平俄罗斯之行，将为两国
人民的友好交流开启新的篇章。”

见证：双边关系发展

近年来，中俄、中德高层互访频繁，
双边关系不断提升。对在俄、在德华侨华
人来说，他们能频频感受到来自祖 （籍）
国亲人的问候。

习主席此次访俄将促成第 21 次“习
普会”。在采访中，俄罗斯莫斯科孔子文
化促进会会长姜彦彬也特别提到，“习主
席与普京总统在半年内实现三次首脑会
晤，足见其工作关系之密切和私人感情之
深厚。”对此，吴昊认为，在中俄领导人
的努力下，在可预见的未来，中俄关系的
发展前景会越来越好。

而习主席的这次德国之旅也颇具意
义。这是继李克强总理成功访德一个月
后，中德之间的又一次重要高层互动。

“目前中德友好合作不断加深，这不是一
个短期现象，两国关系‘蜜月期’将长期
持续下去。”李阿平分析说。

中俄、中德关系的不断深化，给两国

华侨华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正如吴昊所指出的，“两国关系发展

得好，我们的腰杆子就硬了，也更有底气
了。”这几乎是接受本报采访的华侨华人
们共同的感受。

姜彦彬告诉本报：“能够感觉到，来自
俄罗斯各阶层的尊重多了，过去经常发生
的刁难华商的事越来越少了。”

旅俄媒体人姜源还说：“从以前俄罗
斯警察每见华侨华人必查护照，到现如今
基本采取放行态度，甚至还会说句汉语

‘你好’表达问候，可以说中俄两国进一
步合作互信，改善了在俄华侨华人的生活
状况。”

除此之外，青年一代的文化交流也方
兴未艾。“在俄生活、工作、学习越来越
安全了。”卢森通在采访中说，“我能明显
感觉到，俄罗斯老师、同学对我的态度非
常友好，喜欢跟我联系，还有很多俄罗斯
朋友向我咨询去中国工作的事情。”对
此，陶野也有相似的感受。据他了解，德
国青年一代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弗莱堡
大学还有学习中国太极、武术的社团。

“中德高校间的学术及人文交流协议非常
多。”陶野说。另外，在采访中，华侨华
人们还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他们所在地蓬勃
兴起的“汉语热”。

展望：侨界大有可为

“习主席曾提出，‘国之交在于民相
亲’。民间层面的交流将给中欧关系的长

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中国国际问
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分析说，

“华侨华人不仅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了贡献，更重要的是，通过维护族群权
益，更理性地融入主流社会，能够进一步
推动社会融合，实现多元文化发展的目
标。”

在中欧关系的发展中，侨界大有可
为，未来可期。

吴昊介绍说，在习主席提出“一带一
路”倡议后，俄罗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随即成立“一带一路法律商务服务中
心”，成为首个成立“一带一路”对口部
门的侨团。

“莫斯科孔子文化促进会重视中俄文
化的双向交流，通过举办俄画家作品展览
等活动，满足华侨华人对俄罗斯优秀文化
产品的需求，更在民间层面增进两国人民
的友谊。”姜彦彬说。

德国浙江总商会会长郑旭涵表示：
“我们致力于为中德两国各领域企业创造
良好的交流服务平台，为中德经贸技术领
域的合作贡献最大的力量。”

除了侨团组织的努力之外，华侨华人
个人的点滴努力也能汇聚巨大的力量。正
如李阿平所说，“每一个在德华人都是中
国文化的‘外交使者’。”姜源还提出，以“一
带一路”倡议的推行为契机，以实际行动逐
步消除误解，“讲好中国故事，树立中国形
象”，是海外华侨华人的职责所在。

题图为俄罗斯克里姆林宫。
资料图片

“会说话，长大后，可以谈情说爱。”在海南特殊
教育学校的捐赠活动中，澳大利亚华人企业家魏基成
在黑板上写下这样一句话。原本沉默不语的聋哑孩
子，立刻兴奋起来，争先恐后地牙牙学语。看到这一
幕，魏基成笑了，“帮到有需要的人，是我的快乐。”

积极投身慈善事业

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魏基成积极投身家乡的慈
善事业。从最初的捐助钱款，到后来亲力亲为，把助
听器、轮椅、大米、老花眼镜等送到有需要的人士手
中，以及带队到中国的边远地区实施白内障手术，他
乐此不疲。这么多年的辛苦付出，他无法计算投入了
多少金额，也从未想过得到物质上的回报。聋哑孩子
戴上他的助听器能够听见声音了，白内障患者通过手
术重见光明了，他们的笑脸，就是魏基成最想看到的。

祖籍广东揭阳的魏基成，幼年移居香港。父母做
点小生意，仅够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尽管如此，每次
回老家，父母都会为更加贫困的乡亲带去面粉、猪油
等生活用品，给村里的孤寡老人一些零花钱。这些善
举，年幼的魏基成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为了纪念父
母，魏基成用他们名字中的各一个字，把他们上世纪
90年代在家乡捐建的一所幼儿园取名“精培”。这些年
来，魏基成也把这一行善的家风传给了他的子女。

既要捐助还要参与

魏基成 1974 年在香港，开始从事家用纸品的批
发、销售。1985 年，看到渐渐长大的 3 个孩子面临升

学，他决定把香港稳定的生意交托给职员经营，举家
漂洋过海，移民到澳大利亚。

初到澳大利亚，魏基成经历了不懂英语，不熟悉
经商环境，甚至连道路方向都分不清等种种困难。好
在，多年的从商经历，让他在面临问题时无所畏惧。

“事业在这块对新移民充满友善的土地上开花结果”。
从租用厂房，到现在，他的 ABC纸业，其家用纸品销
量已超过澳大利亚市场一半。他的工厂遍及悉尼、墨尔
本、布里斯班、珀斯等澳大利亚各地，还开到了新西兰。

2009 年，魏基成把生意交给子女们打理，有了空
余的时间，他改变了原来“只捐款少参与”的想法，
和太太全心投入慈善事业。有一年，他看到中国残疾
人艺术团表演的《千手观音》，深为感动，当即表示要
为团员们捐赠助听器。“你看看她们戴上助听器后拍的
照片，一张张笑脸，我都能听到她们的笑声。”他指着
墙上的一张照片，笑着说。

慈善足迹遍布全球

这些年，魏基成夫妇经常深入中国的一些偏远地
区，带去冬衣、助听器等等。每到一地，他总是亲临
现场，参与其中。看到有些孩子患病的痛苦，魏太太
会为他们按摩。吃饭时，生活简朴的他们，就和大家
一起，吃快餐盒饭。“能吃多少呢？就像这一份牛排，
吃一半，营养就够了。赚了钱，够用就可以了。但是
做慈善，能帮到人，是很开心的事情，而这种开心，
是无边无际的。”魏基成说。

2015 年，魏基成从新闻中看到 10 万难民涌入德

国，立刻购买了 10.6 万件冬衣，以最快的速度运送到
德国。事实上，包括澳大利亚，魏基成的慈善足迹，
已延伸到斐济、马来西亚、柬埔寨、美国、萨摩亚、
哥斯达黎加、乌干达等地。他得到过各种奖项，比如

“澳大利亚全国民族商业冠中冠大奖”，也收到不计其
数的受助地区赠送的锦旗，但是这些，都比不过受助
者的笑脸。他说：“我做慈善，不管他是哪国人，不问
他是富是穷，只要是有需要的人，我都一样帮。”

（据中新社）

走进位于巴西圣保罗 25 街附近的
德馨双语学校，就听到孩子们朗朗的
读书声。这所学校是一座三层的小洋
楼，共有十几间教室。这是圣保罗侨
界较有名气的一间中葡双语学校。

巴西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秘书
长、德馨双语学校校长魏万古说，自
2009 年以来，学校一直秉承着“传承
中华文化，塑造德馨人才”的宗旨培
养学生，来这里学习的华侨华人子女
不仅学会中国汉语，还学会葡萄牙
语，成为通晓中葡双语的学生，为今
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魏万古于 2008 年 9 月从福建厦门
移民到巴西。最初，魏万古在华人聚
集的 25 街早市摆过地摊，也开过店。
2009 年 2 月，他与家人接手一间因经
营不善而转让的华文学校，在巴西开
创了办学的新事业。

经过8年的发展，学校已从当初接
手时的一间教室、10 个学生，发展成
为一所拥有幼儿园、学前班和小学一
至六年级等级别的规模较大的学校。
学校主要招收当地华侨华人子女就
读，为全日制教学，半日学汉语和中
国文化，半日学葡萄牙语。目前该校
共有教职员工 60 多名，其中华人老师
和巴西老师各占一半。其中，两名巴
西老师还在中国的南开大学和湖北大
学学习过。

学校使用的是人教版教材，和中
国小学同步。魏万古表示，采用中国
教材能让巴西的华人孩子和中国进行
同步教学，华人孩子回国读书也会很
快衔接上来，不会和中国孩子有太大
差距。学校还开设了古筝课、民族舞课、
民族击打乐器培训班，让华人孩子进一
步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来自江苏的家长唐荣伟表示，中国的孩子还是要好好学
中文的，但由于我们在海外要忙于生计，送小孩回中国读书
是很不现实的，首先要让孩子懂居住国的语言，在中国是做
不到的，现在有这种双语学校真是为我们家长解了一大难题。

魏万古的岳母江雪京说，听孩子们朗读中文是一件很陶
醉的事，在异国他乡，教授孩子们认识中文，了解中国文
化，让中国根深深地植在第二、第三代华人的心中，她由衷
地感到高兴，愿意充当这样的传承者。 （图文据中新社）

海外华教代表新疆开启华夏行

7月3日，由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海外交
流协会主办的2017年“华文教育·杰出人士、华校校董
华夏行”启动仪式在新疆师范大学举行，来自美国、
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 30 个国家的 200 余位华教代表
参加。

从7月1日开始，来自30个国家的华教代表从世界
各地来到乌鲁木齐，开启一场文化交流之旅。7天时间
里，他们将考察天山天池，参观新疆博物馆，游览

“火洲”吐鲁番。此外，活动期间，新疆师范大学还带
来了4场涉及文化、教育等领域的讲座。

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文化司华教中心副处长王
匡廷在致辞中说，华文教育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据中新社）

“海外蒲公英使者”集训在浙开班

7月3日，2017年“海外蒲公英使者”集训班开班
仪式在浙江中华文化学院举行，80名正在国外学校就
读的留学生和即将前往海外留学的新生化身“使者”
参加了集训，浙江中华文化学院方面希望，该学院通
过举办集训班的方式，增加“使者”对中华文化的了
解，提高传播中华文化的能力，从而更好地面向国外
大学的师生和社会民众，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
音、弘扬中华文化。

据了解，浙江中华文化学院从去年6月起推出“蒲
公英计划”，优选和聘任在国外名校就读的留学生为中
华文化“海外蒲公英使者”。

（据中新社）

深圳多家侨企慷慨解囊献爱心

近日，深圳光明新区凤凰办事处举行了 2017 年
“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启动仪式，现场接受各社区、
各部门单位和企业的捐助，多家侨资企业现场慷慨解
囊，奉献爱心。

据了解，凤凰办事处早在6月中旬就提前部署，精
心组织该项工作。活动当天，办事处全体领导班子成
员、各部门单位负责人、各社区党委书记、股份公司
董事长等代表参加现场爱心捐赠活动，现场募得善款
91408.40元。

据悉，本次启动仪式只是办事处扶贫济困系列活
动的开端，后期凤凰办事处各相关部门、团体还将组
织开展“一元捐赠，一份爱心”、“慈善月”等活动，
所筹集到的资金将主要用于帮扶汕尾和河源两市的贫
困村和贫困人口。

（据中国侨网）

盛夏时节，俄罗斯与德国的华侨华人满怀热情
与期待，迎接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当地时间 3日下午 2时 30分，习主席抵达莫斯
科，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结束
访俄行程后，习主席将于7月4日至6日对德国进行
国事访问，并在7月7日至8日出席在德国汉堡举行
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习主席的这次
欧洲之行，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也成为华侨华人
的热门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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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感受温暖温暖 开创未来开创未来
杨杨 宁宁 李嘉宝李嘉宝

图为巴西德馨双语学校巴西老师给华人学生授课图为巴西德馨双语学校巴西老师给华人学生授课。。

澳大利亚华人企业家魏基成——

“帮助有需要的人是我的快乐”
陶社兰

侨 界 关 注 侨 情 乡 讯

图为魏基成夫妇 资料图片

当地时间7月3日晚，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率安
庆再芬黄梅艺术剧院在加拿大多伦多演出全本经典剧目《女
驸马》。上图为韩再芬 （中） 在演出中。

此次主题为《魅力安徽·黄梅戏走进加拿大》的演出由加
拿大中国戏曲艺术协会主办，亦是当地侨界庆祝加拿大联邦
成立15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

中新社发 余瑞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