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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传递正能量

初春的江西，温暖湿润。演出的舞
台，美轮美奂。中国侨联顾问、原副主席
唐闻生在致辞中说：“今天我们来到这
里，就是想把吉祥、欢乐和祝福送给大
家，为共同努力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鼓劲加油！”

“今天的演出，不仅给我们带来了视
听享受，还充满时代特色。”上饶市信州
区福利院院长高妍斐的父母和弟弟20多年
前已经移民美国，她觉得，“不忘初心，
继 续 前 进 ， 万 水 千 山 ， 最 美 中 国 道 路
……”女高音歌唱家周旋的一曲《不忘初
心》为演出带来了鲜明的时代感。

众多国家级院团的艺术家为观众带来
了形式多样的表演。歌曲、舞蹈、杂技、
手影、口技……现场气氛不断被推向高

潮。
周旋的 《我的祖国》 带动全场大合

唱，歌唱家兼主持人淮梓伦的 《那就是
我》 抒发了游子思乡之情，《热情的沙
漠》燃爆现场，并在观众的热情中返场献
唱。蒙古族青年歌手阿木古楞则用天籁般
的嗓音为大家演唱了《鸿雁》和《草原女
民兵》。

许国立的口技与手影戏用一双神奇的
双手变幻出不同的人物与动物形象，每次
都能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王建磊的杂技
表演《空竹·炫》和赵晗龙表演的《拍球·
指尖灵动》则引发了现场一阵阵热烈的掌
声与喝彩声。

江西当地艺术院团则为演出增添了浓
浓的地方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目《万
载得胜鼓》与弋阳腔选段《游园》令人震
撼，情景诗朗诵《可爱的中国》让人回到
那战火纷飞的岁月，传统戏曲 《采茶戏》
片段等表演则让现场观众感到无比亲切。

演出在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郑咏演唱的
《我爱你中国》 和 《今夜无眠》 的歌声中
落下帷幕，观众久久不愿离去。

感受：心与心相连

“这是水平很高的演出，尤其是 《我
爱你中国》《我的祖国》 等爱国歌曲，让
我们很感动也很激动。演员用饱满的激情
和深情来演唱，唱出了我们在座观众的心
声，也唱出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无限热
爱。”江西省侨联党组书记张知明说。

淮梓伦深情演绎的《故乡的云》让高
妍斐泪洒当场，她说：“我觉得观众和演
员的心是相通的，尤其是听到 《故乡的
云》时，我体会到了那种深情厚谊。”

“《可爱的中国》和《故乡的云》两
个节目让我特别激动。一个有上饶特色，
一个则抒发了游子情怀。”西班牙华侨华
人联合会副常务主席蔡永廉上世纪90年代
到西班牙创业。怀着回报祖国的信念，
2009年来到江西投资，如今已经是江西的
常客。

对于那些常年工作生活在海外的华侨
华人而言，在家乡看到“亲情中华”的慰
侨演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亲情中华’的演出我看过多次，
越看越喜欢。这次能在家乡看到，感觉更
好了，对家乡更热爱了。”南非江西总商
会会长王俊生在上饶、长在上饶、创业在
南非。此次回家过年适逢“亲情中华”的
演出，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喜。

在加拿大工作生活了十几年的易红萍
2009年回到家乡江西投资，如今已经常住
江西。“这是第一次在家乡看到‘亲情中
华’的演出，在这里，我和家人朋友一起
看的，感觉很特别。”

“以前我在网上看过在缅甸演出的
‘亲情中华’，这是第一次现场欣赏。”缅

甸归侨柯清河说，“演出带来了中国侨联
对我们归侨侨眷的关怀，也加深了我们彼
此之间的感情，希望能多多看到这样的活
动。”

慰侨：用心用情用力

“你是我的一切我的全部，向往你的
向往，幸福你的幸福……”这句歌词唱出
了许多人的心声。

“我们侨务工作者努力做的就是用心
用情用力，做好为侨服务，”张知明说，
同时还须服务于祖国发展，并助力中华文
化走出去。

许国立已经随中国侨联慰侨演出团出
访过 56个国家和地区，他说：“不管到海
外还是侨乡，‘亲情中华’的演出总是受
到热烈欢迎，有的观众还冲上来和我拥
抱。”周旋也曾多次随“亲情中华”出
访，她说，演出时，尤其是唱到大家耳熟
能详的经典老歌时，台上台下的互动总是
令她印象深刻。

“亲情中华”主题活动于 2008 年启
动，是中国侨联的经典文化品牌活动，内
容包括海外巡演、国内走侨乡演出、华裔
青少年夏令营、中医药海外行、书法美术
展览、中华美食全球巡游等，深受海外侨
胞和归侨侨眷欢迎。10年来，中国侨联先
后组织200多个艺术团，赴7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 200 多个城市举办了近千场演出。
自2014年起，中国侨联启动了春节走侨乡
演出活动。

“中国侨联‘亲情中华’演出有助于
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文化、传播中国
声音，更进一步凝聚侨心、汇聚侨智、发
挥侨力，也更好地团结了海内外侨胞，吸
引大家投身到创新创业的滚滚热潮中，为
我们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建言献策。”
张知明说。

中国侨联慰侨演出首次走进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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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侨联“亲情中华”慰

侨演出首次走进江西。在上饶和宜

春，国家级院团的艺术家携手江西本

地演员联袂登台，献上视听盛宴。归

侨侨眷、海外侨胞和各界人士共计近

2000人观看了现场演出，13余万人

通过网络直播观看了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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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台侨界交流民俗文化

近日，由福建省侨联主办的 2018年闽台侨界民俗
文化交流活动在福州举行。本次活动适逢第11届闽台
陈靖姑民俗文化旅游节，来宾们还参与了文化节开幕
式、闽台顺天圣母陈靖姑颂典等活动。

本次活动的主题为“弘扬临水文化促进两岸交
流”，福建省侨联副主席张瑶热烈欢迎来自各国的台湾
籍侨界朋友，并表示希望通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陈靖姑信俗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两岸民众间的
了解、增进友情，更好地推动闽台两岸及海丝沿线国
家和地区的民俗文化交流，增进对祖 （籍） 国的文化
认同、文化自信。

台湾民众纷纷表示，要懂得饮水思源，希望通过
频繁往来让两岸侨界民众的心能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

厦门专家为归侨侨眷义诊

日前，厦门湖里区“百名专家进社区”巡诊暨志
愿者活动走进湖里、村里社区。复旦大学中山医院、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解放军174医院等各大医院的
9名资深专家受邀到场坐诊，为湖里、村里两个社区居
民和归侨侨眷们提供义诊服务。

不少归侨侨眷和老年朋友们一大早就来到义诊现
场。医疗专家们认真地为前来就诊的归侨侨眷和居民
朋友提供常见病的诊疗服务，解答问题、分析病情、
讲解注意事项、指导患者作进一步治疗方案……

本次义诊活动共接待咨询就诊的归侨侨眷和居民
朋友180人次。居民群众不但能在家门口看病就医，还
享受到专家级的诊疗服务，大家感动不已。老归侨纷
纷表示：能在社区里就可免费就诊“专家号”，真是太
好了。

鄂“侨爱医疗服务基地”揭牌

近日，湖北省第一个“侨爱医疗服务基地”授牌
暨项目启动仪式，在位于黄冈市红安县七里坪镇的苏
区医院举行。

这是湖北省外侨办联合武汉大学、红安县苏区医
院共建的湖北省首个侨爱医疗服务基地，旨在利用侨
界资源帮助老区群众在分级诊疗中就近接受更及时优
质的医疗服务。

基地建成后，将通过不定期组织武汉大学人民、
中南和口腔三所医院的侨界医疗专家赴红安县苏区医
院坐诊和远程医疗，引导三所医院为主的华侨华人医
疗专家赴苏区医院开展公益活动，建立和完善长效机
制，让老区的父老乡亲们与大城市居民一样，在家门
口享受到医疗专家的诊疗。

浙侨商考察舟山自贸区
近日，浙江温州侨商考察团一行 20余人，在温州

市外侨办主任雷文东、温州市侨商协会监事长冯定献
带领下来浙江舟山考察中国 （浙江） 自贸区。

舟山市外侨办组织自贸区管委会、新区招商局等
相关部门与温州侨商考察团举行了中国 （浙江） 自贸
区投资贸易对接会。自贸区管委会、新区招商局等相
关负责人向考察团介绍了自贸区基本情况、产业发展
和投资政策、新区产业投资政策等。（均据中国侨网）

侨 情 乡 讯

目前，数以千万计的华侨华人分布在世
界近 200个国家和地区，为中国与世界的交
流，及住在国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全国
两会上，关注该群体发展和权益的“侨”声也
不断传出。其中重视华文教育、制定华侨权
益保护法等成为与会人员关注的热点。

在列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法国华侨华人
会主席任俐敏看来，中华文化是维系华侨
华人与祖 （籍） 国血脉联系的情感纽带。
而“华二代”的文化认同尤其需要关注。

“经过代际发展，许多华侨华人已融入
当地社会。当较少接触中华传统文化的

‘华二代’们渐为父母，他们子女的中文教
育和中华文化传承更需关注。如何使‘华
二代’既保留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又懂
得融入当地社群？这是当前需要解决的课
题。”任俐敏说。

他认为，懂得中华文化的“华二代”是
海外华人社会的希望所在。“我们法国华侨
华人会组建的中文学校一直以弘扬中华文化
为办学目的，目前在校生数量已达 1200 多
名。”

而谈及“一带一路”倡议，任俐敏认
为，海外华侨华人熟悉沿线住在国国情，
可以充当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引路人。

“可以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华
人社团、侨企或者华侨华人等建立联络
站，代表有意向‘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先
行探路，在当地做好协商对接、筹建、签
约等工作。”任俐敏说。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侨联副主席陈
乃科则将关注焦点放在华侨在国内的权益
保护方面。

“要通过制定华侨权益保护法，切实保
护华侨在中国境内的各项权益，增强其凝
聚力和向心力。”陈乃科指出，目前中国各

级侨务部门出台的有关保护华侨权益的法规和政策已成体
系，为华侨权益保护立法工作奠定了基础。

陈乃科认为，制定华侨权益保护法首先要明确关于华侨
身份界定问题，其次要明确华侨在国内的投资创业、子女教
育、社会保障等权益如何得到有效保障。

“制定一部完整、统一、操作性强的华侨权益保护法，对
于凝聚华侨力量、促进社会主义事业长久发展非常必要。”陈
乃科说。 （据中新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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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期英国 《自然》 杂志发表报告
说，美国斯坦福大学华人女教授鲍哲南
团队在柔性电子领域实现了制造工艺的
飞跃，使得人造皮肤的感应和计算能力
更强，智能性更高。在柔性电子研究领
域一片理工男的天下，鲍哲南做到了全
球顶尖。

世界顶尖的学科前沿研究者、传道
授业解惑的老师、两个孩子的妈妈、远
在海外却时刻挂念父母的女儿，鲍哲南
在这些角色中转换着、平衡着。犹如一
只破茧蜕变的美丽蝴蝶，领舞在学科前
沿。

让人造皮肤会“思考”

20 年后，也许你的生活将是这样
的：你手腕上的人造皮肤能随时监测心
率、血糖，实现智能把脉；喉咙上的人
造皮肤能感受咽喉肌肉运动产生的压力
变化，为聋哑人“发声”；你的整个身
体可能成为一个“网络中心”，体内的
信息跟外界产生连接……

这些看起来很遥远，但其实正在
孕 育 着 。 让 人 造 皮 肤 知 冷 热 、 分 轻
重，这无疑会使人造皮肤更加智能，
应用潜力无限，然而技术挑战极其巨
大。无数微小感应器连成一片，密度
低了无法获知数据，密度高了又无法
像真正皮肤那样细密并可拉伸。鲍哲
南团队利用纳米技术等跨学科技术，
使柔性电子感应器高度灵敏，同时密
度大增。

鲍哲南说：“我们团队花了多年研
制出超强灵敏度的人造皮肤，它由敏感
度极高的电子感应器组成，当感应器连

成一片时，就如同真正皮肤一样，当一
只蝴蝶停在身上，人马上能感觉到。”

这种人造皮肤技术可以被广泛用于
假肢、机器人、手机和电脑的触摸式显
示屏、汽车方向盘和医学等。

不仅如此，鲍哲南团队再接再厉，
研制出世界最新的可拉伸太阳能电池，
未来可使人造皮肤自我发电。接着，鲍
哲南团队又利用纳米材料为这种皮肤增
加了透明度和可拉伸功能，距离人类皮
肤的功能越来越近。

2015年，鲍哲南被 《自然》 杂志评
为对全球科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年度十
大人物之一。2017年，她又获得“世界
杰出女科学家奖”。

2018 年 2 月，鲍哲南团队在 《自
然》 杂志上发表的研究再度进入人们视
野。柔性电子技术基本通过牺牲电子器
件密度来实现可拉伸，局限性较大，且
制造工艺复杂。鲍哲南团队开发的新材

料，使晶体管阵列密度达到每平方厘米
347 个，并可在拉伸至两倍长度时性能
保持不变。

让人造皮肤感觉更美

在事业上，鲍哲南的进步或许可归
为一直心存理想。鲍哲南对新华社记者
说：“一直希望科学研究成果能够运用
到生活中，帮助人类。”

她说，目前已开发出部分电性和拉
伸性俱佳的高分子材料，但模拟人类复
杂的触觉仍有不少挑战需要克服。

接下来，她打算利用人造皮肤帮
助靠假肢生活的人们获得触感，并借
助相关技术开发血压测量仪器、拥有
人造皮肤的机器人以及可穿戴电子器
件等。

人造皮肤未来服务于现实生活的前

景非常广阔，将为皮肤烧伤等疾病患者
带来福音。作为人造皮肤研究的功臣，
鲍哲南亦被一些人赞为“世界上最美丽
的女人”。

她认为，有意义、有影响力的科研
成果离不开跨学科合作和研究，“目前
中国科研发展飞速，正迎来大突破时
期，希望中国科学家进行更多的跨学科
研究，实现更多突破”。

让事业家庭都美满

1970年11月，鲍哲南出生于中国南
京，父母都是南京大学教授。科学氛围
浓厚的家庭环境为她打开了科学的大
门。

从南京大学毕业后，鲍哲南移居美
国，学习深造并继续开展科研工作，取
得一系列成果。

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作为一名优
秀的女科学家，人们常好奇她怎样去平
衡事业和家庭。

父亲告诉鲍哲南，人生中完整的
幸福包括两个方面：事业成功和家庭
美满。维系的原则就是不能牺牲一个
去换取另一个，两者都不可偏废。鲍
哲南通过提高效率来完成工作，从事
科研的时候严谨认真，一分一秒都不
舍得浪费，回到家就一定会和家人在
一起。

“很幸运，父母从小启发我的科学
思维：大胆假设、踏实求证。这让我终
身受益。现在我也这样教育我的孩子，
激发我学生的科研热情。”她接受母校
南京大学采访时这样说道。

（据新华社电）

让人造皮肤更智能的鲍哲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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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鲍哲南在课堂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