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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绝对和平的年代，我们只是生活在了一个和平
的国家。一部《战狼2》，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这个世界
可能发生的危险和祖国保护她的儿女的决心。如果说

《战狼2》取材自央企人的海外事迹，一些影片中的桥段
就不会发生——不会有“管理人员先走”，只会有领导
干部和党员最后撤；不会有中外之别，只会有危难当头
同生共死；不会有混乱失控，只会有即刻响应有条不
紊。下面这个故事，就是典型案例。

一个都不能少

2011年，利比亚动乱，中国建筑1万多名中国员工
和外籍员工，一个不少全部撤回祖国。

2011年2月16日，利比亚狼烟四起，战火与骚乱像
狂风一样席卷了这个北非国家。1万多中建人迅速地动
员起来，为应对危机做好准备。部分人员通过邮轮顺利
撤往希腊克里特岛。在海路运力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建
筑决定从陆路撤离一部分人员，在征得中国驻利比亚大
使馆的同意后，从陆路往埃及撤离。

24日早8时，时任中建利比亚分公司哈德拉项目实
验室主任王守合接到任务，要带 269 名工人从埃及回
国。时任中建利比亚分公司总经理、中建八局副总经理
张作合丢给王守合一句话：“老王，我把这 269 个人交
给你了，安全带到埃及，一个都不能少。出一点问题我
拿你是问！”

从枪林弹雨的利比亚班加西向东辗转至埃及开罗机
场，全程 1600 多公里。利比亚东部地区已经被反政府

武装占据，能不能加到汽油都是未知数。班加西东部的
手机信号被屏蔽，通讯出现了真空状态。租来的 15 辆
车，破破烂烂，千疮百孔，最大的能坐 24 人，最小的
只能坐11人。

在班加西项目营地上，老王和同伴们已经被洗劫多
次，衣物所剩无几，冷风阵阵袭来，雨水透过车窗的缝
隙不时打在身上。路霸、天冷，难缠的还有司机的趁火
打劫。原先说好给司机预付一半车费，到达边境1公里
处再付清余款，司机提出加钱，不给钱就威胁掉头回
去。老王好说歹说，才做通了司机的工作。从班加西到
埃及边境，800多公里的路程经过了十几个关卡。关卡
武装人员荷枪实弹，坦克、装甲车列阵在路旁，有大战
一触即发之感。

唱着国歌过边境

25 日凌晨 1 时半，车队来到了利比亚与埃及交界
处，这里聚集了上万难民，气氛紧张而混乱。在使馆工
作人员的帮助下，大家开始办理入关手续。

放行过境的指令下达时，中建队伍被混乱的人群挤
散了。情急之下，王守合举起了一面五星红旗，中建人
立即向他聚拢过来。

埃及边境的警官疑惑地说：“他们都是中国人？”
“会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人都是中国人。”“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雄壮的队伍唱响雄壮的国歌，
歌声回荡在这片遭过洗劫的国境线上空。

在撤离期间，中建队伍又遇到吉林石化公司的7位

同胞，他们历尽艰难从大漠深处走到这里。中国驻埃及
使馆的参赞说：“老王，能带上他们吗？”眼睛里充满信
任和期待。王守合二话没说就接受了任务，“同是中国
人，一家人还说两家话！”在开罗，又有两名在埃及探
亲的老父亲加入了队伍。

下午4时半撤离队伍到达开罗。重新清点人数，队
列整齐，一个不少。

胜利归来

2011 年 2 月 26 日凌晨 2 时半，空客 A330 包机带着
277名中建员工和海外侨胞腾空而起，飞向祖国首都北
京。

首都机场，中建八局员工陈孔瑞背着背包、脸上洋
溢着喜悦，面对摄像机激动地说：“一脚踏上祖国的土
地，我激动得泪水就涌出来。我们擎着写有‘中国建
筑，感谢祖国’的旗子，是我们在克里特岛登机前写
的，这是我们1万多撤离的中建人共同心声。”

2011年3月5日23时15分，上海虹桥机场，最后一
批中建员工撤离回国。

当时，新华社记者采访了中建八局董事长黄克斯。
他说：“我们在利比亚有10100人，承建利比亚班加西2
万套住宅工程，这次我们一个不少地从利比亚撤回1万
多名员工，这是伟大祖国的胜利。从这次国家行动中，
看到了祖国的力量和伟大，更加坚定了我们‘走出去’
的信心。我们随时准备重返利比亚！”

（来源：中国之声）

被 誉 为 “ 知 晓 中 国 音
乐 、 最 具 声 望 的 俄 罗 斯 专
家”的俄罗斯华裔音乐家左
贞观8月6日现身黑龙江。此
次，左贞观是应哈尔滨中俄
文化艺术交流周主办方的邀
请 ， 前 来 参 加 自 己 的 作 品

《俄罗斯音乐家在中国》 新书
发布会。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激
动不已。”左贞观说，中国，
让他魂牵梦萦。

作 为 俄 罗 斯 华 裔 作 曲
家，左贞观的俄语名字维克
多·左在俄罗斯广为人知。他
被誉为“知晓中国音乐、最
具声望的俄罗斯专家”，同时
也是“在俄华人中最优秀者
之一”。

左贞观 16 岁随母亲定居
前苏联，1978 年毕业于格涅
辛音乐学院作曲系，其创作
的交响乐、室内乐作品曾多
次在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奖。
1982 年，左贞观创建了俄罗
斯爱乐交响乐团，并先后获
得俄罗斯政府授予的“俄罗
斯功勋艺术家”“友谊勋章”
等荣誉称号。

左贞观在全球音乐领域
取得了辉煌艺术成就，但他
一直在强调“我的音乐里有
中国情”。“尽管我生活中的
大部分时间是在俄罗斯度过
的 ， 但 是 我 从 小 在 中 国 长
大，哼唱的是中国歌曲。中
国，是我的根。”左贞观说，
自己创作的音乐中，中国元
素所占比例很大。

俄 罗 斯 留 学 生 耶 维 奇
说：“我和家人都很喜欢左贞
观创作的 《小河淌水》，很有
东方韵味、富有魅力。”在左
贞观看来，音乐这种艺术形

式是最能增进人们相互理解和沟通的工具。每年，他都会带
领优秀的俄罗斯音乐团队到中国巡演，并向中国观众介绍俄
罗斯音乐和音乐家。

此次左贞观带来的 《俄罗斯音乐家在中国》 一书，以大
量珍贵史料披露了 20 世纪初，在中国哈尔滨、上海、天津、
北京等城市的俄侨音乐家及其音乐活动。他表示，希望这本
书与他的音乐一样，能为俄中两国文化交流带来积极影响。

在左贞观等音乐家的带动下，哈尔滨正在成为中外文化
交流的重要平台。在过去的一年里，共有200场世界级的文艺
表演在哈尔滨上演。

“我用音乐来诠释自己对中西文化交融的理解。我对中国
的感情，都在音乐里！”左贞观如是诠释了自己几十年的创作
理念。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三侨生”不少见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各地都能
见到华夏儿女的身影。不过，有些华侨
虽然在海外打拼，但仍把他们的子女留
在国内；也有一些归侨，他们带着妻子
儿女，回到祖国怀抱。据广东省人民政
府侨务办公室公布的信息，2016、2017
年两年，以“三侨生”身份参加高考的
学生总计有近800名。据广西招生考试院
公布的信息，2015-2017 年间，有超过
1200名“三侨生”参加高考。

在国内的各大高校，都有“三侨
生”活跃的身影，目前在北京大学读研
的杜秀青就是其中的一份子。她年幼的
时候随父母赴日，16 岁时又因父母工作
调动回到国内。杜秀青表示：“在国内的
大学就读之后，我的思维方式变得更加
灵活了，能够从中国和日本这两种不同
的视角去看待问题。不仅如此，国内日
新月异飞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也敦促着我
不断进步。”

中华文化是根基

作为归侨和华侨子女，与普通的生
活在国内的学子相比，他们原本有更多
机会去国外高校深造，但最终却选择国

内高校，究其原因，还是他们对自己的
家国、对中华文化有着深深的眷恋。

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的袁同学就是
这样一名华侨子女。她在接受本报采访
时表示，虽然自己有条件去加拿大读
书，但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还
是最喜欢国内的环境，没有移民去国外
的打算。

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李斧教授在接
受本报采访时说，高中和大学本科阶段
是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
文化背景形成的重要阶段。在国内完成
本科教育，在文化上才能具有更多的中
国背景。

杜秀青告诉本报，高三的时候，她
曾为到底是去国外读大学还是留在国内
这个问题进行过一番的心理斗争。

“那时候我的中文已经忘了个七七八
八，而且国内的课业进度比日本快，我
完全跟不上，那段日子其实过的很苦。”
杜秀青坦言。她表示，尽管非常努力，
经常挑灯夜战，但仍然很难赶上国内高
中的进度。“按照我的成绩，如果去日
本，能够进入首屈一指的东京大学，但
若在国内参加高考，可能只能考上一个
非常普通的大学。不过，我父母还是坚
持让我在国内高校就读。父母认为，如
果仅在国内读了三年高中就回到日本，
那么对于国内的情况根本没有深入了

解，也无法理解中华文化的精髓。”杜秀
青笑言，经历过高中“痛苦”的三年，
自己的心脏现在已经非常强大，能积极
地应对困难。

毕业于白城师范学院的华侨子女金
美玉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上高中时，
我非常敬重的一位老师对我说，如果对
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文化没有充分了
解，就去空谈其他民族的文化，其实是
没有意义的，难以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
认知。正是他这一席话，使我坚定了留
在国内读大学的心。因为我感觉那时自
己对于中华文化没什么清晰的了解，我
想通过大学四年的积累，对自己国家的
文化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

父母已在韩国生活多年的朴璘蕙对
此深有体会。她表示，自己在大学期间
曾出国交换，在与其他国家的学生交流
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其实对中华文化还
有诸多不了解之处，因此很难向其他国
家的学生传达清楚。“首先要知己，方才
能知彼。”朴璘蕙说。

构建交流新桥梁

李斧认为，从国内高校毕业后再来
到美国的华侨、归侨子女由于在自身文
化形成阶段受到更大的中华文化影响，
他们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能够发挥

更大的对外传播作用。
目前在澳大利亚从事教育行业的刘

天宇表示，因为自己的父母已经在澳大
利亚生活了数年，自己在融入当地环境
时少了很多困难，从而有更多精力投入
到自己的事业中，这或许可以算作自己
的一个优势。他说：“作为中华儿女，民
族文化始终是我们的根基。我在国内接
受的中华文化教育已经融入了我的血
脉，因此我也想通过教授汉语，为中华
文化‘走出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为中外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是不少
“三侨生”的梦想。

杜秀青在大学期间就为文化交流做
出了积极努力。据悉，她曾担任南京青
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日语口译，比赛结
束后，她带领日本运动员游览了南京的
名胜古迹和独具当地特色的小巷，一些
原本不了解中国的日本运动员都对当地
的热情好客和美食小吃赞不绝口，并且
因此对中国的印象有所改观。

“因为我的父母长期生活在韩国，我
自己去探亲过好多次，对于韩国有一种
熟悉感。我本身是朝鲜族，会说韩语，
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我对于中韩交流
事业具有很高的热情，希望将来能为两
国文化交流出一份力。”朴璘蕙表示。

图为韩国济州岛风光。 资料图片

驻里约总领馆召开警民联动安全交流会

据 《南美侨报》 报道，近期，巴西里约治安形势严
峻，发生多起华侨华人被抢劫案例。驻里约总领馆对此
高度关注，于近日邀请联邦警局官员、领保联络员、六
大侨团负责人及新闻媒体近 30 人，在里约总领馆举行

“2017警民联动安全工作交流会”。会上，中巴两方共同
交流探讨里约治安形势，就如何保护华侨华人生命财产
安全、建立警民联动机制交换意见。

警察分局局长马库斯·杜拉克表示，巴西正在寻找解
决方案，一些企业与警察合作，通过安保加紧巡逻、企
业提供摄像资料等方式，有效地改善了部分地区的治安。

（来源：中国侨网）

塞尔维亚华人商业联合会献爱心

日前，塞尔维亚华人商业联合会组织部分华商前往
贝尔格莱德孤儿院看望孤儿，并为他们捐了200个书包和
1台最新的台式电脑及奶粉等物品。希望借此机会号召旅
塞华侨华人关爱当地社会，履行自己在当地应尽的社会
责任，回报当地社会。

贝尔格莱德孤儿院中心负责人伊万娜在捐助仪式上
激动地感谢塞尔维亚华人商业联合会的此次捐赠，并说
这些捐赠物品正是目前孤儿院校方最急需的。据介绍，
贝尔格莱德孤儿院共有165名学生，其中大部分学生是孤
儿，68名学生为特殊儿童。其中10名老师是志愿者，他
们义务为学生提供教学帮助。但是由于经费紧张，他们
同时还面临着校园设施陈旧老化等多方面的问题。

（来源：《青田侨报》）

第四次日本华人政经论坛举办

据日本新华侨报网报道，经过多年的拼搏与奋斗，
如今的旅日华侨华人已经迈过成天为生存与发展奔波的
阶段，开始在日本社会就政经问题凝聚共识，并发出响
亮的“中国好声音”。

日前，由日本华人教授会、《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
月刊、两岸关系研究中心 （日本） 主办，全日本华侨华
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日本新华侨报》社协办的“第
四次日本华人政经论坛”在东京举办。

日本侨团、研究机构及华文媒体、日本媒体的 30多
名代表出席论坛，听取了中国顶级国际关系学者关于两
岸关系、中美格局、中日关系等问题的观点与看法，并
就如何凝聚华侨华人共识，并广泛传达给日本社会展开
了热烈讨论。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三侨”新生代 搭建新“侨”梁
杨 宁 李家祺

2017年高考已经结束，又有一批新生即将

踏入大学校门。这其中，就有一些“三侨生”。

归侨青年、归侨子女、华侨在国内的子女

被统称为“三侨生”。因为家人的原因，他们和

国外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在国内接受了

多年教育，中华文化已经融入他们的血脉。现

在，他们将成为构建中外交流之桥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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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撤侨亲历者：

撤侨现场比《战狼 2》更燃
钟 广

8月5日，由国务院侨办主办、北京华文学院承办的
2017年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舞蹈营——北
京华文学院营在北京举行闭营仪式及汇报演出。本次舞
蹈夏令营有来自英国、德国、美国、西班牙、迪拜的近
140名营员。 中新社记者 盛佳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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