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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文强的最远
回家过年路

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
斯回到家乡中国福建福清，阿根
廷华人、进出口商会会长薛文强
完成了一次“最远的旅行”。中
国和阿根廷相隔两万余公里，但
再长的距离也难阻中国人想回家
过年的心。

坐飞机2个半小时抵达圣保
罗，再飞行 16 个小时到多哈，
继续飞行8个小时前往广州，再
飞1个半小时到福州，最后还要
乘车几个小时才能到家，薛文强
的回家路至少需要两天两夜。

能够回家，再远也不觉得辛
苦。来阿根廷后 10 多年没有回
家，薛文强最清楚想家的滋味。
1999年11月，薛文强和妻子来到
阿根廷，做过装修工、在超市帮
过忙、经历过生意上的失败……
那些年，回家的机票对他们而言
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薛文强坦言，刚到阿根廷的前几
年，“过年是最让人难过的时候”。他
还清楚地记得第一年在阿根廷的“年
夜饭”吃的是牛肉汤配面包，吃完又
去超市帮忙理货了。

那时的网络通信还不发达，又舍
不得打长途电话，每次有朋友从国内
过来，父母从老家捎来的花生米和地
瓜条总是让薛文强泪流满面。

在海外辛苦打拼10多年，薛文强
的生意越做越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11 区拥有好几家规模很大的批发超
市，进出口商品的种类也越来越多。

“后来每一个春节都越过越好，回家
过年也成了我奋斗的动力。”

离回家大约一个月的时候，薛文
强就开始准备给家人朋友的礼物。蜂
胶、玫瑰精油、橄榄油、奶粉……薛
文强的行李箱内塞满了阿根廷特产。

“现在国内什么也不缺，这些就是我
们在海外的一些心意。”

虽然回家过年，薛文强还是把他
在阿根廷的超市装点得喜气洋洋的。

“打扫除尘、张灯结彩，中国人的习
俗到哪里都改不了。”

薛文强说，如今阿根廷的华人数
量越来越多，即使不回家过年也不会
那么冷清了。阿根廷的春节氛围也越
来越浓，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国春节
庙会每年都会吸引几十万游客，春节

已经不仅仅是华人社区的节日了。
薛文强回家过年的另一个感受就

是中国的变化。家乡附近通高铁了，
村里楼房越盖越漂亮，连老母亲也会
用微信视频了……

“身在海外，我更加为中国的日
新月异感到自豪。”薛文强说。

英国学校里的
一堂春节课

在英国生活多年的曹先生最近成
了“明星家长”，因为他给儿子班里
几十个英国学生上了一堂备受欢迎的
中国春节课。

曹先生 5 岁的儿子在伦敦一家公
立学校上学前班。春节前夕，曹先生
接到学校的电子邮件，得知学校最近
的教学主题是“中国新年和龙”。

“考虑到孩子是班上唯一的华
裔，我立刻作出决定，要去给班上的
孩子们上一堂春节课。”曹先生说。
他和学校老师沟通想法，校方表示非
常欢迎。

班上 30 个孩子年龄都在 5 岁左
右，几乎都是在伦敦出生长大的孩
子。当老师告诉他们曹先生要给大家
聊聊中国人怎么过春节后，不少孩子
争着说他们学过十二生肖。

感觉到孩子们对动物的喜爱，

曹先生决定从生肖文化讲起。“为什
么这条狗是红色的，我们平时能见
到红色的小狗吗？”孩子们纷纷摇
头。老师在旁边笑着启发：“还记得
我跟你们说过，中国人到了农历新
年，就会用红色的纸写春联、剪窗花
吗？红色可是很吉利的颜色呀。”刚
说完，一个孩子就举手表示理解：

“这就和圣诞老人穿着红袍来给我送
礼物是一样的。”

讨论完“红色小狗”后，曹先生
接着介绍凶猛的野兽——“年”。孩
子们张大嘴巴听完中国人驱赶“年”
的传说。

“这些孩子的小脑瓜里挤满了各
种西方神话故事里的怪兽，我猜这一
次，他们肯定记住了一个中国版的怪
兽‘年’。”曹先生说。紧接着，他又
讲述了十二生肖的由来及其代表的不
同性格特征。

到了分享春节读物的时间，孩子
们对书中讲述的春节民俗食品兴致盎
然。曹先生向小“吃货”们一一解释
年糕、饺子、炒面……

一堂课即将结束，曹先生和老师
一起用互联网搜索到 3D 版中国地
图，向孩子们直观展示中国的样貌。
他希望英国小朋友知道，中国幅员辽
阔，不同地区有不同特色，是一个很
值得孩子们今后去看看的地方。

“这不是我第一次给英国当地人

介绍和普及中国文化，我要给他
们讲原汁原味的春节文化是什么
样的，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家，
让 西 方 人 对 中 国 有 客 观 的 认
识。”曹先生说。

一名华侨厨师的
跨国“戏曲春晚”

房间里回荡着京韵京腔，电
脑屏幕上礼花绽放——时差两个
半小时，从印度到中国，在互联
网的联通下，一场别开生面的跨
国“戏曲春晚”正在上演。

梁小清是一个网络聊天室的
室主，也是这场“盛世迎春”戏
曲晚会的策划组织者。不过，在
印度孟买，他还有一个更广为人
知的身份：喜达屋集团印度地区
中餐及亚洲餐行政总厨。

“久居异国，海外华侨华人
的心里都有着一份乡愁。从小受
家庭影响，我的乡愁藏在京戏
里，”梁小清说，“上班时间在厨

房煎炒烹炸，下班后进聊天室听戏会
友，我就这么过了好多年。”

当地时间 2 月 10 日，晚会开始。
第一部分：现代京剧。伴着字正腔
圆、有板有眼的《红灯记》唱段，梁
小清的故事在记者面前徐徐展开。

早在1983年，年仅21岁的梁小清
就在北京市举办的一次烹饪大赛中获
得金牌，此后曾先后到泰国、美国、
秘鲁、澳大利亚等国交流工作。2000
年，他来到印度，一待就是18年。

“那时印度人对中餐了解很少，

我向当地人展示、推广真正的中餐文

化，并结合当地饮食特点改造中餐，

让更多印度人有机会吃到中餐。”其

间，梁小清在印度饮食界收获多项荣

誉，包括夺得由《印度时报》举办的

“时报美食大奖”、接受印度美食家赛

格维电视专访、被编入《印度最佳厨
师名人录》等。

随着事业上升，乡愁日浓。在此
背景下，梁小清通过网络和国内一帮
戏迷朋友发起成立了戏曲聊天室。

不知不觉间，晚会进行了两个小
时，聊天室里的戏迷观众增加到 700
多人。梁小清说:“中餐是我的事业，
京戏是我的乡愁。树高千丈不忘根，
佳节来临，我想这是每一名海外华侨
华人的心声吧。”

（本报综合新华社电）

12308热线，是中国外交部为海外中国公民提供领事
保护与服务的一条政务热线，是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
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的简称。为适应广大海外中国公民获
取便捷、高效的领事保护与协助的需要，外交部2014年
9月2日在北京正式开通12308领事保护热线，每天24小
时不间断运行，全年无休为海外中国公民提供零时差、
无障碍的领事保护与服务，并通过12308工单流系统与全
球260多个驻外使领馆互联互通，及时将求助人信息发送
至相关使领馆实施救助与服务。

12308热线的开通，让中国公民与外交部领事保护中
心和驻外使领馆无障碍联通互动，极大地满足了遍布全
球的中国公民寻求领事保护与服务的需求。为方便中国
公民通过微信等新媒体渠道寻求领事保护与服务，外交
部2017年3月开通了12308微信和小程序，中国公民除了
可以继续电话拨打12308热线外，还可以通过微信和小程
序发送语音、文字、图片、位置等信息，以及通过一键
拨打等方式，快捷连上12308热线平台。如在国外受困又
难以描述自己身处何方时，只要通过手机定位并且发送
图片就可以实现实时求助。

自2015年9月起，外交部还实施驻外使领馆领保电话
非工作时间自动转接到12308热线的功能，目前已有驻日
本、马来西亚使馆和驻纽约总领馆等20多个使领馆开通了
转接功能。在驻外使领馆非工作时间拨打该馆领保电话，
将被自动转接到12308热线上来，利用12308热线的系统
优势和人员配备优势来为中国公民的平安出行提供保障。

截至 2017 年 12 月，12308 热线共收到来电 36 万多
通，其中转人工坐席接听 12 万通，共向 172 个驻外使领
馆发送报案类工单近4万份，许许多多身在海外的中国公
民通过拨打12308热线获得了救助，纾解了困难。

12308 热线重点在于领事保护，核心在于“应急”，
同时兼顾常见领保和领事证件咨询服务。主要职能包
括：提供领事保护应急咨询与指导，通知驻外使领馆相
关求助情况；介绍一般性海外突发安全事件的处置流
程，提供相关建议；承担涉我人员重大突发海外安全事
件应急处置“热线”功能；为中国公民提供领事保护与
协助常识及领事证件等一般性咨询服务等。

中国公民在海外如果遭遇重大事故、自然灾害等紧
急情况，只要拨打 12308 热线或通过微信和小程序登陆
12308热线服务平台，就可联通覆盖全球的中国领事保护
网络寻求救助。如有其他领事保护与协助请求，或需要
咨询护照、签证以及各国安全情况等信息，建议优先登
陆中国领事服务网以及中国驻相关国家使领馆网站获取
信息，也可通过12308热线自助语音服务进行查询。

12308热线拨打方法：
在国内拨打：010-12308或010-59913991
在境外拨打：+86-10-12308或+86-10-59913991
呼叫时按“0”再按“9”可优先转人工服务
也可扫描12308微信和小程序二维码，通过微信和

小程序进行实时求助。

交 往

苏 里 南 共 和 国 位 于 南 美 洲 北
端，由于那里天气炎热，下午 2时后
的大街上人员稀少，社交活动一般
安 排 在 晚 上 。 苏 里 南 虽 然 面 积 不
大，但是民族众多，且都保留着各
自的宗教、习俗，交往礼节丰富多
彩 。 例 如 ， 苏 里 南 华 人 多 来 自 广
东，客家话是国家法定语言，春节
是法定节日。节日期间，华人互相
拜年、恭贺佳节，赶庙会是重要的
节日活动之一。

由于苏里南曾为荷兰殖民地，
所以荷兰语为官方语言，社交语言
有英语和相关民族语言。荷兰等欧
美国家礼仪文化比较流行，客人见
面、告别时，一般会相互握手并互
致问候，如“您好”“再见”“祝您
幸 福 ” 等 。 亲 朋 好 友 相 见 ， 会 行
拥、吻礼。最常用的称呼是先生、
夫人、女士、小姐，称呼行政职务
或学术职称也很流行。

饮 食

苏里南餐饮文化十分丰富，可以
说汇聚了亚非欧各国的精华，当地正
规餐厅可以提供数十种外国菜肴。荷
兰、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等国的
餐饮等，都占有一席之地，当然，中
式餐饮更是不可缺少，中餐八大菜系
名菜都可在当地品尝到。

当地居民的主要食物有大米、猪

肉、家禽、鱼虾、海味等。特色菜有
鸡肉馅点心、鸡肉或牛排米饭、青豆
土豆鸡丝汤和捣烂的芭蕉花生汤。苏
里南蔬菜及水果颇为丰富，水果中以
樱桃为佳，味道鲜美，皮薄汁浓，酸
甜可口。

社交招待会一般是晚上 10 时开
始，持续到午夜 2时，多选用自助餐
形式。宾主互相敬酒致意，喝多喝少
随意，没有劝酒、灌酒现象。烈性酒
一般是在宴会快结束时才递到客人手
上。招待会气氛达到高潮时，在动听
的音乐伴奏下，主人、客人会翩翩起
舞，也有人会动情地一展歌喉。

服 饰

苏里南地处热带，只在公共隆重
场合，人们着装才比较正规，男士西
装革履，女士则为裙装。平时，人们
衣着、服饰比较简约。虽然各个族群
的服饰有所差异，但就整体而言，其
特点是颜色浅、质地薄、尺码大，为
的是降低太阳照射、宽松透气、穿戴
方便。

在日常生活中，男人多穿短袖衬
衫、T恤衫、长裤或短裤等。妇女穿短
袖衫、短裙或连衣裙、无袖裙、吊带裙
等。人们一般喜欢戴帽子或头巾，既可
防晒，也是一种装饰。

不同族群的服饰差异，主要表现
在民族宗教活动中。现在的青年一
代，上同样的学校、做同样的工作、
同时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使得苏里南

各族民众的服饰日益趋同。

建 筑

苏里南的农村房屋种类较多，有
水泥木质结构的平房，也有用棕搁叶
盖顶的草房。首都帕拉马里博市内，
街道宽阔，多热带树木、花园，建筑
物以木结构为主，其中印度、印尼、
荷兰等地的建筑风格最为醒目。如印
度人的住宅前，一般在竹竿上挂有白
色或红色小旗；圆顶清真寺附近，常
常是色彩淡雅的建筑，那肯定是印尼
爪哇人的住宅；荷兰人则集中在克普
莱因大街上，那里有他们庄重低矮的
教堂；硬木结构、树叶屋顶的“A”
形茅屋，则是黑人的住所；罗马风格
的木结构教堂，是信奉天主教的欧洲
人聚会的场所。

射 鱼

居住在河边的印第安人捕鱼有绝
活，他们用木制弓箭射鱼，且一般都
能射中。他们手持弓箭，静静地守候
在河边，一旦发现鱼，就立即射出一
支用结实木头制成的箭，只听“嗖”
的一声，便准确击中目标。按照当地
习俗，真正的渔民必须一箭射中，如
果脱靶，就会受到人们耻笑。印第安
男子向姑娘求婚，常常以送鱼表心
迹，以此证明自己精通捕鱼技巧，能
够自力谋生，是个能够承担起家庭重
担的男子。如果姑娘满意，就会亲手
把鱼烹成美味，回赠给求婚者。

忌 讳

在苏里南，天主教、基督教、印
度教、伊斯兰教、佛教都有信徒，各
有自己的风俗忌讳。如印度教信徒不
吃牛肉，不用牛皮制品；伊斯兰教民
众不吃猪肉。

按照西方习惯，不宜询问妇女的
年龄。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领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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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海外华人的春节故事

苏 里 南 礼 俗
马保奉

苏 里 南 礼 俗
马保奉

拨打“12308”

平安走天下
周点紊

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三，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ROM） 里洋溢着浓郁的中
国年的喜庆气氛。由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欢
乐春节”活动，聚焦中国文化艺术。图为孩子们正在学习叠纸。 王燕云摄

2 月 18 日上午，《人民日报海
外版》澳大利亚代理处在墨尔本举
办“欢庆新春来，走进新时代——

《人民日报海外版》 澳洲读者座谈
会”，以茶话会的形式，邀请部分
读者及作者代表参加。

座谈会由澳大利亚新金山传媒
公司董事长孙浩良主持。他总结了
海外版在澳大利亚的印刷发行工
作，畅谈了阅读海外版的感受。他
说，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精神，2017年3月起，海外版又一
次进行大升级，大幅扩大版面、全面
彩色印刷、增加发行数量与范围。这
些举措使我们海外华侨华人能够更加
及时、方便地看到报纸，了解到祖

（籍）国各方面的发展变化。
新金山中文图书馆馆长徐少英

老先生对海外版的“内容充实、设
计新颖”表示由衷地赞许。他说，

“海外版是我每天必看的报纸”。
韵之园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主任

刘红平女士说，“每天的海外版送来
后，我总是把它摆在中心大厅的醒
目位置，让大家一进门就能看到”。

倪立秋、庄雨两位女士不仅是
海外版的读者，还是作者。她们在

教学之余，时常为海外版撰写文
章。她们认为，海外版是一份可读
性很强的报纸，既可以从中了解祖

（籍）国的各方面信息，又可以作为
中文学习的范文。

默默为华人社区服务的林立振
对海外版更是情有独钟。“乡亲们
远离祖 （籍） 国，对家乡的巨大变
化不能天天耳闻目睹，但能够天天
看到海外版，也能弥补生活中的缺
憾。”他激动地说。

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近
年来海外版无论是在内容上、设计
上还是在栏目设置上，都是很出色
的。真是：一份报纸摆面前，整个
祖国在眼前；每篇文章读一遍，祖
国声音在耳边。

读者们畅所欲言，对海外版提
出了建议和希望。希望海外版能够
多报道一些更加贴近海外华侨华人
生活的内容，特别是多关心年轻的
群体，让年轻一代对读报有兴趣、
有参与感，培养青年读者。同时，
大家也非常关心祖 （籍） 国的政
治、经济、文化建设情况和外交政

策，以及中国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

和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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