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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希时报》自2005年1月1日创

刊伊始，就以一份“扎根异土、心向

祖国的负责任、有担当、有愿景的爱

国媒体”为己任。2009年，《中希时

报》与《人民日报海外版》合作以来，

更使我们找到了百川归海、海阔天空

的巨大发展空间，也大大提高了我们

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中希时报》每期都在对开报纸整

体打开的第一面的重点位置，彩版刊

登海外版 4至 8个版面的内容，这是

希腊华侨华人获得祖国权威媒体信息

的第一渠道。

2015 年 9 月，在中国驻希腊大

使馆的鼎力支持和各界友好人士的

热忱帮助下，《中希时报》推出全新

的希腊语版面。这是面向希腊社会

高层、向希腊政商各界讲述“中国

故事”的全新探索。希腊语版《中希

时报》的读者从总统、总理、议员，

到各部委、各大区政府，乃至民间

各个协会等，以所在国的语言，全

面客观地向希腊社会介绍中国的发

展进程，传扬中华悠久灿烂的历史

文化，及时报道双边各领域交流与

合作成果。采取了点对点的服务方

式，以精准的信息、深度的报道去

“影响着有影响力的人”，为增强中

国的国际话语权不遗余力。

近几年，我们感受到了海外版

与时俱进、日新月异的版面变化，

新闻更贴近人心，文风更为亲和质

朴。在《中希时报》刊登的《人民日

报海外版》版面，成为许多老华侨首

先阅读的版面，它像一条穿过蓝色

爱琴海的脉搏，让海外华侨华人感

知着来自祖（籍）国母亲的心跳。

我们还发挥海外媒体的地缘优

势，在中希两国的民间外交中发挥

自己独特的作用。比如今年 9 月，

希腊文化部长访华前夕，我们对她

进行了专访。文化部长在谈到中华

文化时表示：“中文是世界上迷人

的语言，它可以把我们带回到很多

个世代以前的人类记忆，我准备开

始学中文，我想用这样一种语言与

中 国 文 化 和 中 国 人 民 交 流 。” 同

时，我们在北京派出了特派记者，

专门为人民日报海外版撰写了关于

希腊文化部长的报道，传达了希腊

文化部长对中国文化的友好信息，

这为希腊文化部长的访华进行了充

分的预热报道，使得中国接待方对

希腊方有了一个具体而真切的了解。

希腊文化部长“我要开始学中

文”的信息经由《人民日报海外版》和

《中希时报》、希中网以及微博、微信

公众号发出之后，关于这个话题几乎

成了希腊文化部长在各个官方会谈时

的“开场白”话题，也成为中文媒体

和海外记者采访文化部长的一个必然

话题，这一要言不繁的简洁新闻信

息，一下子拉近了希腊文化和中国文

化的距离。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海外

版为我们《中希时报》 开辟的这片在

蓝色爱琴海上的广阔天空，我们会无

比珍惜，会用自己今后的实绩，用中

文和希腊文，为这片天空增添最美、

最绚丽的历史画卷。

（作者为希腊《中希时报》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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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迎接中共十九大胜利

召开，人民日报海外版5家海

外合作伙伴负责人撰文，讲

述了他们如何与海外版结为

合作伙伴、见证海外版近年

来的快速发展，并与海外版

合力在世界各地传播中国声

音的奋进历程。与此同时，

他们还满怀深情地回顾在海

外 排 除 困 难 办 好 华 媒 的 经

过，表达了他们深切的爱国

情怀。

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意料之外的。
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又在不知不觉中有着
内在的联系。1988 年 8 月，我离开了工作
将近 6 年的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
年》杂志，乘改革开放大潮到日本自费留
学。那时，我得到的第一份中文报纸，
就是获得赠寄的《人民日报海外版》。那
份如饥似渴的阅读，那份油墨流溢的芳
香，那份浓郁荡怀的乡愁，至今难忘。
没有想到，几经交谈、交流，2011 年 9 月
25 日，我担任总编辑的《日本新华侨报》
成为了海外版的合作伙伴，获得授权发
行 日 文 版 《人 民 日 报 海 外 版》 日 本 月
刊 ， 我 这 个 “ 媒 体 人 ” 有 了 一 种 “ 归
队”之感。

压力蛮大的。近 6 年来，海外版发展

的脚步越来越快，高端消息越来越精准，

专题报道越来越频繁，言论栏目成为品

牌，版幅变小版面却在增加，黑白页面变

成令人悦目的彩色印刷。这一切，让我感
到压力！必须跟上海外版的发展步伐，必
须和海外版一起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
国声音。

有人曾说，“在日本发行《人民日报海
外版》 日本月刊，犹如在‘敌占区’办

‘赤报’，日本社会一定有抵触的。”我笑笑
反驳说：“这是一种冷战思维。《人民日报
海外版》 日本月刊要把中国与世界、与日
本合作共赢谋发展的思路宣传出去，要让
其成为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于是，我们
确定了一个发行方针：“影响有影响力的
人”，向日本 700 多位国会议员全员赠送，

让《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走进日本的
政治中枢。

日本众议员冈本三致信我们：“作为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的一名忠实读
者，每月能够拜读到这么好一份杂志，我非
常感谢你们……前不久，我在自己工作的
众议院外务委员会，向外务大臣介绍了这
本杂志，并询问了他改善日中关系的决
心。我常常思考，怎样做才能让日中民众
更友好。而且，我愿意为两国友好付出自己
最大的努力！”

2015 年，《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
借助采访日本自民党核心人物二阶俊博
之机，推动他率领 3000 名日本民众访问
北京。那年 5 月，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现在北京“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时，

全场起立鼓掌，有的日本人激动得流出了
眼泪。

深耕，细植。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发展
没有止境。作为合作伙伴，我们一起前行。

上图：2015 年 5 月，时任日本自民党

总务会长的二阶俊博率领 3000名日本人访
问中国。图为本文作者 （右） 与访问团成

员在北京故宫留影。

（作者为《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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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基于我与中国驻博茨

瓦纳大使的一次简短交谈，我决定

从北京移居博茨瓦纳共和国。而这

个决定可以说是一个契机，为后来

《非洲华侨周报》 的创刊埋下了伏

笔。

我到非洲时，那里的华人已超

过百万，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然

而，我渐渐发现，碍于语言关系，

很多当地华侨华人如同身处一个无

形的玻璃罩中，难以了解非洲的人

和事。对于在非洲寻梦的我们而

言，想要融入这里，则离不开稳定

有效的资讯平台与沟通渠道。当

时，创办一份中文报纸显得尤为重

要。

创办报纸，我并没有很多经

验，可以说起初的探索是“摸着石

头过河”，最初发行的只是用 A4纸

打印、订书机装订的小册子。经历

了 多 年 的 摸 爬 滚 打 ， 直 至 2009

年，《非洲华侨周报》 作为综合性

的华文报纸，才终于在博茨瓦纳首

都哈博罗内创刊。报纸的创刊和发

行，弥补了非洲各国缺少综合性华

文媒体的空白，因而成为了深受旅

非华侨华人喜爱的知识和资讯传递

平台。

也是这一年，为了更多地发布

中国使馆和当地政府的重要信息，

更好地反馈社会新趋势和动向，

《非洲华侨周报》与《人民日报海外

版》 合作出版非洲周刊，及时为旅

非侨胞摘编海外版的权威资讯。这

一次合作，无疑对非洲华文媒体的

发展壮大影响颇深。

这之后的几年间，《非洲华侨周

报》在博茨瓦纳、赞比亚、坦桑尼

亚和南非全境发行，覆盖华人生活

和工作的各个社区，成为当地华侨

华人的必读刊物。随着时代的发

展，新媒体受到新移民、尤其是年

轻华人的喜爱，《非洲华侨周报》

也相继开通了微信、微博、脸书、

推特等渠道，贴近新生代需要。

如今，《人民日报海外版》 同

《非洲华侨周报》合作已有8年。携

手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以详实准确的资讯，客观公正的立

场，紧紧跟随旅非华侨华人的生活

和工作，同呼吸共命运。

近几年，海外版通过数字化转

型，逐步构建起拥有报纸、网络、

移动终端等媒体型态的现代传播体

系，致力于更好地为读者服务，成

为增信释疑、凝心聚力的桥梁纽带。

作为一个搭建中非友好桥梁的

媒体人，我衷心地希望 《非洲华侨

周报》暨《人民日报海外版》非洲周

刊能更好地服务海外同胞，打造华

文媒体影响力，构建起广大华侨华

人的精神家园。

（作者为环球广域传媒集团和
非洲华文传媒集团董事长）

构建华侨华人精神家园
南庚戌

我们欧洲华信报社成立于 1999 年，于当年 6
月1日发行了第一期《同乡报》，后改名为《欧洲
华信报》。当初，是我在创立青田同乡会的契机下
创办了《欧洲华信报》，旨在为国立言，发展华侨
华人新的交流平台。

2007 年 9 月，我在参加第四届世界华文传

媒论坛时，听到时任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詹

国枢关于“计划寻找海外华文媒体、借船出

海、传播中国声音”的发言，考虑到很多海外

华侨华人了解国内信息的方式很受局限，而人

民日报海外版是中国最权威的报纸之一，其内

容的丰富与详实是有目共睹的。于是，我毛遂

自荐，期待着加入海外版的“大家庭”，致力于

在海外传播中国的政策、文化，使华侨华人更

了解祖（籍）国。

经过海外版领导层的海外调研，了解了我们

的办报主旨与想法后，对我们颇为支持。2007年

10月，我们《欧洲华信报》与《人民日报海外版》正

式签约，成为合作伙伴关系。

在最初资金不充裕的情况下，我们一直在坚

持发行海外版，从最初的 4 个版发展到后期固定

的10个版面；从黑白印刷到彩印；从国家政策的

内容增加到集生活、文化、娱乐、时尚等内容为

一体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奥地利周刊》。我们一直

在丰富报纸内容，这也预示着在海外的华侨华人

一直都很关注祖（籍）国的发展变化。

近几年来，海外版的海外合作伙伴发展迅

速。从我们签约时的第 4 家合作媒体，发展到如

今的30多家，在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国与世界

的融通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5 年以来，海外版成功举办了两届“海

外华文新媒体高峰论坛”。我们 《欧洲华信报》

一直积极参加海外版举办的活动，旨在进一步

交流，更好地配合海外版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好中国声音。我作为一名媒体人，今后还会不

遗余力地沟通中奥之间的资讯往来，为海外华

侨华人贡献微薄之力。

（作者为《欧洲华信报》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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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人民日报海外版不断以“借船出
海”的形式在海外数十家华文媒体上实现落
地。我们 《中日新报》 每周都在第四、第五版
上转载由海外版提供的版面，及时将中国的声
音在日本华侨华人中传播。

海外版因其内容特色以及在增强国际传播
话语权方面有突出的表现，被身在日本的华侨
华人、留学生称为“家书”和学子的“家园”。
此外，海外版以中外文化交流合作为己任，搭
建交流平台，展示中国变化，传播中国声音，
弘扬中华文化，为海外华侨华人、中国留学生
和学习中文的外国人提供“精致、定制、雅
致”的信息服务。例如，在传播中国文化方
面，首创“中华节庆”系列专题，每期 4 个整
版，古今贯通，图文并茂，汇政治、经济、文
化于一体；“中国戏曲”系列不仅品戏说“腕
儿”，还介绍背后的东方文化和美学特征。这样

整体性的呈现，充满文化的磁性、人文的关
怀、人性的力量，有着很强的吸引力、感召力。

近5年来，《中日新报》除每周推出海外版的

4个整版外，还向日本的主流媒体提供海外版的国

际新闻。由于日本的新闻媒体在报道中国时，不

是带着有色眼镜，就是断章取意，负面新闻比较

多，因此，向读者提供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经济

快速发展、中国人民幸福安康的正能量信息，成

为《中日新报》的重要责任。不少日本读者打电

话给我们报社，说看到了在日本主流媒体上看不

到的新闻。

我们及时地将海外版的许多重要信息翻译
出来，除刊登在 《中日新报》 日文版以外，还
向日本的新闻记者俱乐部免费提供，并不断被
日本的主流媒体 《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
日新闻》采用刊出。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快速发展中

的中国将给世界带来什么影响？这些问题正越

来越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因此，“讲述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对外传播很重要

的一个方面。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海外版主动

向海外华文媒体征求对中国两会的报道需求，

根据国外受众的接受特点，精心推出了包括文

字、图片、图表、音频、视频等一系列丰富产

品，对我们报道两会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也

极大地满足了日本通讯社、电视台、报纸、网

站等多层次的需求。

（作者为日本《中日新报》社长）

合力传播正能量
刘 成

感知来自祖国的心跳
吴海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