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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之“根”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众人拾柴火焰高。在海
外，华侨华人和华人社团遇到困难时，更应该相互团结，
同心协力。

“谁还没有点难处呢！刚到洛杉矶创业时，人生地不
熟，怎么去找便宜的办公室和摄影器材，哪个律师事务所
和税务顾问服务好，简直一头雾水。”在美国洛杉矶从事影
视工作的赵维央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后来，当地一些
稳住脚的华商朋友了解我的处境后，一起帮助我，真的是
助了我一臂之力。”

日前，据美国 《世界日报》 报道，美国康涅狄格大
学一留学生不幸溺水，因大脑缺氧时间过久需要立刻动
手术，但是昂贵的医药费令其父母望而却步。这件事引
起了当地华侨华人的关注，大家自愿发起募捐，慷慨解
囊。

此外，华侨华人还联合举办维权活动、动员华人参加选
举投票等活动，共同维护权益。

从 2014 年加州华人抗议击退限制亚裔学生入学的
SCA5 法案，到 2016 年全美华人声援梁彼得案件，再到日前
华人促使美国司法部调查哈佛大学在招生过程中涉嫌歧视
亚裔学生的行为，华人变得越来越团结，为了集体权益共同
发声。

“我希望华人群体能够更加团结，遇到困难时，要团结
协作。遇到不测，大家互帮互助。遇到不公，集体发声维
权。”在英国约克生活多年的张琼乐女士说。

凝聚之“魂”

“海外华侨华人一直都有相互帮助的优秀传统。就菲律
宾来讲，华侨华人在当地成立了同乡会、宗亲会等社会团体。
这些社团的成立，不但能够促进乡谊，增进感情，最重要的是
将大家凝聚起来，彼此互帮互助，凝心聚力，共同发展。”菲律
宾华商经贸联合会会长蔡鸿语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近年来，海外华侨华人数量逐年增长，华侨华人社团也
达到2.5万多个。

“每当身边朋友遇到社会治安问题，我都希望警方能够
引起重视。如果华人不团结，就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在
法国巴黎生活多年的岳婷蓉说，“针对这种情况，当地华人社
团通过线上组建‘治安防范群’，线下成立华人之家协会，共
同解决我们华人群体的治安问题，感觉华人的心越来越齐
了。”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许又声指出，华人社团成立的
初心，就是团结、奉献、互助。希望海外侨领不忘初心，以团结
为重，共同为华人社区服务，展现大国侨民的形象。新侨与老
侨之间要团结，新侨与新侨之间也要团结，形成合力，共同展
示华人社区的形象。

无论是华人群体还是社团，都要拧成一股合力，凝聚在
一起，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影响力。

互助之“力”

过去，海外护侨助侨的职能主要由华人社团来承

担，自 2014 年起，“海外华侨华人互助中心”（简称“华
助中心”） 陆续成立，更加有助于华侨华人团结。

“华助中心”，作为国务院侨办 8项惠侨计划之一，首
批18家“华助中心”2014年在北京揭牌，已在海外各地陆
续落地。

9 月 29 日，第四批 15 家“华助中心”在北京举行揭
牌仪式。随后，坦桑尼亚、阿根廷“华助中心”举行了
揭牌仪式。这些“华助中心”植根于侨，凝聚侨力，为
海外侨胞答疑解惑，纾困解难，成为海外一支为侨服务
的新力量。

国侨办主任裘援平提出，服务侨胞的核心思想就是调
动、挖掘海外侨社内生动力，汇聚团结各国侨社的力
量，让每个遇到困难和风险、孤苦伶仃的侨胞都能找到
一个平台，在关键时刻向他们伸出温暖的手。

目前，在国侨办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的大力推动和侨
团侨胞的共同努力下，海外不同国家已建立 60 个“华助
中心”，这也是“海外侨胞的温暖之家”。

“我认为‘华助中心’不仅体现了国家对我们侨胞的
关怀，也进一步促进了海外侨胞团结，让我备感温暖。”
在日本东京生活多年并得到过“华助中心”帮助的孙晓
檬说。

此外，多个“华助中心”通过开设官方网站，设立微
信公众号，组建微信群等，集中发布各个工作组的服务
信息，利用新媒体平台进一步宣传推广，吸引更多人加
入进来，进一步团结和帮助海外侨胞。

华侨华人无论走多远，团结之“根”和凝聚之“魂”
都将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海外华侨华人越来越团结:

本是同根生 共谱互助曲
张永恒 郝 源

日前，德国之声电台网站发表了一篇名为《“留

德华”企业家更懂“团结就是力量”》的文章，引起

了各国华人的大量转发。这篇文章讲述了在德华人彼

此相互帮助、共同解决困难、更好地融入德国社会

的故事，并呼吁华人把这种互帮互助的精神传承下去。

侨 界 关 注

图为2017年第四批15家“华助中心”授牌仪式现场 李慧思 摄

华 人 社 区

北美中文作协举办冬季新书发布会

近日，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员与大纽约地
区的文学爱好者举办了冬季新书发布会。

该协会秘书长蔡维忠说，该协会在一年多
的时间里，人数已经发展到108人，成了北美最
活跃的作家群体和繁荣海外中文创作的一支生
力军。

此次发布会，共有7本新书参与，大多数是
国内出版社 2017年出版的新书，凸显作家们与
国内千丝万缕的关系，包括作家出版社出版作
家陈九的 《曼哈顿的中国大咖》 和商务出版社
出版作家张宗子的《梵高的咖啡馆》等。

该协会会长陈九表示，海外作家要赢得国
内读者，必须接地气，要随时关注国内的社会
和发展。要去除表象，了解实质的东西。

北美中文作家协会是此间 《侨报》 去年 10
月发起成立的非营利团体。该报总裁兼作协理
事长游江介绍，协会的宗旨是为促进北美中文
作家之间的交流打造平台，为北美中文作家与
世界特别是中国文学界的交流搭建桥梁。

（赵仁方）

2017 澳中文化盛典于 12 月 9 日在悉尼

市政厅举行，澳中文化友好大使、中国歌

唱家韩磊等众多澳中文化演艺界人士为在

澳华侨华人和当地观众献上了精彩表演。

澳中文化周旨在通过将东方传统与西

方艺术形式相结合的方式吸引更多人关

注、了解当下的中国，用更深入浅出、直

观易懂的方式鼓励更多人学习中文，感悟

中国文化。

澳中文化盛典

图为2017澳中文化盛典演出现场
图片来源：人民网

墨西卡利位于墨西哥北部边境，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接壤，墨西卡利是将“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二者的
前半部分拼合而成，与之隔界相望的美国城市则被称作

“加利西哥”。

中文票据可以当支票用

据史料记载，19世纪末20世纪初，数以千计华人劳工
来到墨西卡利修筑棉花地灌溉系统，随后定居下来。

20世纪初，在墨西卡利的华人开始涉足商业，包括咖
啡店、市场、便利店、清洁公司等各个行业。1915 年前
后，各华人社团开始购置房产，兴建中式茶楼、戏院等不
一而足，墨西卡利唐人街迅速形成。

不绝于耳的锣鼓管弦声，夹杂着小贩“红豆沙、杏仁
糊”的叫卖声，构成一派风情浓郁的中国城镇之景。因
此，墨西卡利彼时也被华人亲切地称为“小广州”。

1919年前后，当地华人已超过 1万人，成为当时墨西
卡利的居民主体，比墨西哥人多出好几倍。广东话是当地
通行的语言，华人用中文写的票据可以当支票使用，几乎
所有的工商业全为华人所有。一些华人与墨西哥人组建家
庭，生儿育女，他们的后代融合了两种历史悠久的传统和
文化。到了1927年，墨西卡利的华人已有4万人之多。上

世纪60年代，墨西哥排华浪潮结束，华人又如涓流一般重
新慢慢汇集。

中餐馆成为当地饮食文化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来到墨西卡利的许多华人都是跟
着叔叔、舅舅等亲戚而来，甄英伟也是其中之一。“不管以
前在国内是做什么的，到了这里就是投奔餐厅，从厨师或
服务员干起。”

如今，中餐厅已是墨西卡利的标志之一，全城有 180 余
家中餐厅。

无论是有着40年历史的龙楼酒家，还是陆续开出12家
连锁中餐厅的北京酒楼集团，吸引众多食客的法宝便是“地
道的中餐”。

在当地人眼里，中餐俨然已是墨西卡利饮食文化的重要
部分。

不知从何时起，当地普通墨西哥民众子女的成人礼、结
婚等很多庆祝活动都会选择到中餐馆举行。

北京酒楼集团创始人周文超说，当地市长曾告诉他，中
餐馆的存在不仅带动当地就业，还拉动旅游。

许多墨西哥其他地方的人们都会慕名前来，美墨边境城
市的美国人也开车前来品尝中国美食。

地下城述说华人社区历史

墨西卡利有 114 年的历史，而墨西卡利的“华人地下
城”也有近百年的历史。当年，来到这里的华人定居后，
最先在地面上建立起华人社区，后因天气炎热等原因移居
地下。这些地下居所大多独立存在，也有互相打通的。

鲁本·埃尔南德斯·陈是华人后代，但并不会说中文。
15年前，鲁本的父亲买下了当年华人社区的店铺。鲁本两
年前开始将自己商铺的地下室开发为旅游景点，还在社交
网站上注册了一个名为“华人社区的起源与秘密”的账号
吸引游客。

“华人创建了这座城市，我想让更多墨西哥人了解这段
历史。”鲁本一边说，一边带我们参观“华人地下城”。据
鲁本介绍，参观“地下城”的行程约为两个半小时，参观
者可以了解墨西卡利的建立以及华人社区的历史。

在起居室模样的屋子里，摆放着各式中国特色的物
品，陶制品、折扇、带有中文和龙图案的装饰品，不一而
足。

不同的装饰风格更能展现出当时华人社区的不同风
貌，也能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和华人在历史上对墨西卡利
的巨大贡献，前来参观的游客对此很感兴趣。

墨西哥有座华人城
王骁波 李强

当地时间 12 月 9 日，加
拿大安大略省各界华人在多
伦多共同举办主题为“铭记
历史，祈愿和平”的“南京
大屠杀80周年追思会”。加拿
大联邦、省、市三级多名政
要、来自华人社区及其他多
个族裔社区的逾千名代表出
席。

今年 10 月 26 日，随着安
大略省华人议员黄素梅提出
的动议获通过，安省成为西
方国家中首个由省议会通过

“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动
议的地区。这次追思会，正
是安省首个“南京大屠杀纪
念日”前夕，由华人社区自
发主办的一场大规模纪念活
动。

现场 2 米多高、6 米长的
签名板上，签满了名字。一
曲 《松花江上》 后，全场肃
立，默哀1分钟。一部反映南
京大屠杀史实的 7 分多钟短
片，令场内气氛再次凝固。

黄素梅与省府其他同事
上台致辞时，场内响起长时
间掌声。她说，自己被社区
的行动深深打动。她向曾参
与签名支持设立“南京大屠
杀 纪 念 日 ” 议 案 的 10 万 民
众、社区领袖和义工们致谢。

黄素梅对记者说，二战
亚洲战场的惨剧不只是发生
在南京、中国，还发生在其
他很多地方。让下一代了解

那段历史和惨剧极为重要。安省政府已向多伦多教
育局提议，在学校课程中增加相关历史内容。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何炜说，举行纪念活动，
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铭记历史、呼唤和平。南
京大屠杀 80周年之际，当地华社举行的一系列纪念
活动，一定能够提升加拿大社会对南京大屠杀乃至
亚洲二战历史的了解，唤起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珍
惜、向往和坚守。

安大略省国际贸易厅厅长陈国治说，这次活动
最有意义的，是有安省乃至加拿大各地以及各族裔
的民众参与，从而让更多人了解历史真相。

同为活动发起人的蓝宝鲜说，这段历史永不能
被遗忘，希望南京大屠杀纪念活动未来在这里坚持
办下去。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会长肖楚强认
为，此次活动展现了华人社区的团结。为推动设立

“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很多人士不计名利、四处奔
波，非常感人。他亦期待华人能够更多地参政议政。

追思会在社区人士和孩子们唱响的 《让世界充
满爱》的歌声中结束。

（据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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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莎任美国南旧金山市长

12月 10日，据美国 《世界日报》 报道，当
选公职 12年的华裔刘丽莎日前宣誓就任美国南
旧金山市长，成为该市立案110年来的首位华裔
市长。

刘丽莎的从政之路与许多华裔民选官员相
同，都是由教育委员开始。2004 年她竞选教育
委员，首次参选即击败竞选连任的候选人，成
为该市史上首位华裔民选公职人员。2008-2010
年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2013 年参选市议员，
首次竞选就当选，今年再成功连任。

刘丽莎说，将努力为南旧金山市营造更理
想的投资及居住环境。 （据中国侨网）

华人摄影师作品在瑞典永久展出

旅瑞华人摄影师李亚男以“米勒斯的四
季”为主题拍摄的作品 12 月 7 日起在瑞典著名
旅游景点米勒斯雕塑园展出，并将作为永久展
品对公众开放。

米勒斯雕塑园是瑞典雕塑大师卡尔·米勒斯
的故居，米勒斯雕塑园收藏了他的大量经典作
品。

雕塑园新闻官兰迪·严特利德对记者说：
“摄影师以自己的视角拍摄了米勒斯的四季。参
观者可通过他的作品欣赏到米勒斯四季及早晚
的不同景致。”

雕塑园总经理乌妮达·瓦斯说，李亚男的作
品展现了多姿多彩的米勒斯雕塑园。

瑞典王后西尔维娅、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文
化参赞浦正东和经济商务处参赞韩晓东等出席
了展览开幕式。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