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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研讨侨领纪录片

近日，纪录片 《爱国侨领梁金山》 研讨会在云南昆明
举行。梁金山先生之子梁有成、之女梁有珍，中央电视台

《见证》栏目制片人姚友霞、总策划周欣欣、编导张萌，对
梁金山先生有深入了解的专家学者杨晓东、王黎锐、杨绍
洪，云南省侨办副主任刘云娥等出席研讨会。

会上，与会人员就纪录片《爱国侨领梁金山》的创作、
拍摄、采访等做了细致的讨论，一致认为《爱国侨领梁金
山》讲述爱国侨领梁金山的动人故事，展现梁金山在抗日
战争中，毁家纾难、抗日救亡的爱国情怀，对讴歌华侨的爱
国主义精神，激发华侨的爱国热情具有积极意义。

（据中国侨网）

上海新侨精英座谈交流

日前，在上海市侨联指导下，新侨精英双创沙龙组织
新侨参观上海院士风采馆并举办“畅谈致公历史，展示新
侨风采”座谈交流会。

座谈会上，杨浦区侨联邀请致公党上海杨浦区委主委
李麟学做主讲嘉宾，为大家介绍致公党的发展历史和致公
党与华侨的渊源，让大家更好地明白两者之间的关系，并
与在座人员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流，为新侨解答了如何加
入致公党的流程。

（据中国侨网）

华青“爱国爱乡”活动开幕

为引导海外青少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爱
国爱乡意识，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使命感，由浙江省青田
县委宣传部牵头，青田县侨办、青田县关工委、西班牙侨
商会四方联合主办青少年海外“爱国爱乡”主题教育活
动，海外由西班牙侨商会具体落实。

日前，海外青少年“爱国爱乡”主题教育首期活动
在巴塞罗那中加华星学院和巴塞罗那中加友好学校举行。

下一步，海外青少年“爱国爱乡”主题教育活动将深
入到更多的校区，努力让“走遍天下，家在中国”的家国
情怀润泽更多的青少年。

（供稿：青田新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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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上海新侨精英合影 （来源：上海市侨联网站）

泰国电视3台记者唐海源是目前泰国媒体中少有的
会讲中文的记者。他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赴中国留学的经历为他的人生提供了很多新机遇。

现年 32岁的唐海源在家中向记者讲述了他去中国
学习中文的故事。

唐海源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体育报道，曾在多家
泰文媒体工作。2010 年，他前往广州报道亚运会，正
是这一个月在广州的工作经历让他决定去中国留学。

“我家是泰国华裔，但家里人都不会讲中文。当时
在广州我只会说一点点中文，但中国朋友都对我非常
友善，这份友谊让我下定决心去中国学习中文，了解
自己的根。”唐海源说。

从广州回泰后，唐海源先在泰国一所大学的夜校
进修中文，2011年赴北京语言大学就读。

由于爷爷当年因为逃难来到泰国，再加上泰国过
去一段时期的教育宣传，唐海源以前对中国的印象是

“战乱与贫穷”、中国人“冷漠”等。但一年的留学时
光彻底改变了他的这些印象，并令其对自己的华人身
份自豪起来。

在北京的一年中，唐海源如饥似渴地了解与中国
相关的一切。“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首都北京，
什么都很大，连饭菜的分量也几乎是曼谷的两倍，”他
打趣地说，“但是北京地铁的票价比曼谷低太多了，从

这点来说，中国民众享受着较好的政府公共服务。”
暑假期间，他乘坐 30 个小时的列车从北京到深

圳，再到潮州市饶平县祭祖。
他告诉记者，他选择坐火车是想看看中国从北到

南的风光，听听中国各地人的口音。
深圳的繁华更让他深刻感受到中国发展速度之

快。“仅用了30多年的时间，深圳就从一个渔村变成今

天的大都会，只有中国能做到，这很不容易。”
学成归国，中文成了唐海源的“秘密武器”。

“回国的第二天我就找到了工作，因为我在简历上
写着我会中文，在中国留过学，而中文人才在泰国十
分抢手。”他回忆道。

虽然因中文找到了工作，但在工作中使用中文的
机会不是特别多。后来，他又转到泰国电视3台，继续
担任体育记者。

2017 年春节，电视 3 台决定播出引进中国电视剧
2010版《三国》。会说中文的唐海源得到了重视，成为

《三国》 特别节目的主持人，邀请嘉宾讲述三国的故
事，而这档节目也让他在泰国小有名气。

在日常工作中，唐海源利用自己会中文的优势，
不断参与跨界报道，如泰国的中文教育现状、泰中旅
游合作等。近期，泰国武里南府希望吸引更多中国游
客到访，专门请他协助组织中国记者团前往当地参观。

“我去中国留学前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回国
以后，一定要用自己所长把中泰两国的民众拉近，我
正在为这个目标而努力。”唐海源说。

“中国是世界的未来，中文一定会是未来世界的通
用语言之一，我认为有机会的话，泰国记者都应去中
国亲眼看看，打开自己的眼界。”

（据新华社电）

唐海源：赴华留学铺就阳光大道
杨 舟 李欣莹

图为唐海源在曼谷接受采访。
新华社记者 李欣莹摄

“本土化”曾经是旅西华人在异乡发
展中的“短板”。然而，近几年来，随着华
人的发展，“本土化”不但不再是缺陷，反
而成为华商立足和致胜的法宝。

有的华人通过“本土化”进入了一些
西班牙人一统天下的行业，为自己找到了
新的立足点；还有的华人利用“本土化”，
实现了自己更大的发展。对此，西班牙媒
体近来都做了不少相关的报道。

酒吧业，是西班牙最具当地文化和民
俗特色的行业。近几年来，华人通过“本
土化”，已经在该行业中如鱼得水。就在西
班牙人不断惊叹越来越多的华人出现在酒
吧业的同时，在另一个同样具有纯西班牙
人特色的“报亭行业”中，也开始出现中
国人的面孔了。

日前，西班牙主流媒体 《国家报》 用
长篇报道，介绍了巴塞罗那一位华人忠发

（音） 挺进当地报亭业的事。
据介绍，忠发是巴塞罗那当地最早进

入街角报亭业的外国人之一。今年年初，
他接手了一处濒临临破产的报亭，让其起
死回生后，附近的许多居民立刻把他当成
朋友，经常下楼来他的报亭买报纸。第一
次过来买报的人，都会惊讶地问他：“你是
中国人？”在巴塞罗那，中国面孔经营报
亭，绝对是一个新事物。

现在，这位中国“亭主”也在适应当地人
的作息时间。他早上 6 时就会早早开门，然
后和妻子换班经营。周末虽然会早一点关
门，但也要坚持到下午 4 时以后。如果有新
报纸的话，他还要再晚关门一段时间。

就在一些华人通过“本土化”找到新
的发展行业和立足点的同时，那些经过多
年发展，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的华人公司和
企业，现在也在靠“本土化”寻求更大的
发展。而且，这种趋势已经引起西班牙媒
体的关注。

根据西班牙 《OK 日报》 日前的报道，
近些年来，一直备受西班牙媒体关注的某

华人服装零售企业已经实施了新的战略，把华人雇员全部调
到仓库和管理部门去工作。现在，这家华人服装连锁的门店
内，店员已全部换成西班牙人和拉美裔了。与此同时，他们
还加强了橱窗的美化，细化了对顾客的服务，追求品牌“西
化”，让消费者不再将这家公司视为中国时尚连锁。该公司现
在有200多名员工和30多家连锁店。

多年以来，西班牙的华人百元店一直因为“抢了当地商
家的饭碗”而屡遭排斥和指责。然而，在近几年中，这种状
况已经开始发生转变。尤其是随着华人大型百元店的不断发
展，西班牙许多地方对于这一华人支柱性行业表现出接受，
甚至欢迎的态度。

旅西华人“本土化”已经渐入佳境了。
（来源：欧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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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不息：

打破“玻璃天花板”

2017 年 1 月 31 日，赵小兰宣誓就职
美国第十八任交通部长，这是她第二次
出任美国内阁部长。这位带有“适度矜
持与尊荣气质”的美籍华裔女性，成为
执掌特朗普政府 5500亿美元交通网络升
级项目的“大当家”，一时风光无两。

作为华人移民美国 200 多年来第一
位两次出任内阁部长的华裔，赵小兰凭
借自己的才华和奋斗，为在美华裔树立
新的丰碑。

众多在美华裔女性投身政治，在政坛
刮起旋风，不断打破“玻璃天花板”。美国
首位华裔女州务卿，有着“加州基辛格”之
称的余江月桂；110 年来首位担任美国南
旧金山市长的华裔女性刘丽莎……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外
交室主任袁征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从
基层走向联邦机构参政议政，在美华裔
女性撑起了美国华人参政的半边天。

“过去，男性在科学等领域占主导地
位，女性很难在同一领域与他们竞争；
现在，得益于社会变革，女性能够在众
多领域脱颖而出并担当领导角色。”加州
大学洛杉矶分校亚美研究系首任系主任
兼社会学系教授周敏分析称。

在工作岗位做出杰出贡献的同时，
华裔女性也积极投身社区服务。美国旧
金山 3月迎来“女性历史月”，市府和市
议会表彰 88岁高龄的华人梅秋贤，因其
为居住在旧金山田德隆区的华人发声；
在美国洛杉矶圣盖博谷 2018年度杰出妇
女表彰大会中，3名华裔女性因对社区服

务作出重要贡献获得
美国联邦众议员赵美
心的特别表彰；旧金
山奥克兰亚太环保网
络小区组织员何晶晶
获得全美百大推广清
洁能源女性领袖称号，成为奥克兰全市
仅有3位获奖者之一……

“她们不仅是美国华人的骄傲，也很
大程度改变了美国社会男性对华裔女性
的传统认知。”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副教授李爱慧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男女平权：

努力争取女性权益

“你的头发太长了；你的头发太短
了。你鞋跟太高了；你不应该穿平底
鞋。你应该多穿裙子；你应该多穿裤装
……”牛毓琳回想竞选时日日面对的

“批评”，不由苦笑：“女性是多么容易成
为被批评的靶子呀！”

2016 年 9 月 13 日，33 岁的牛毓琳竞
选成功，成为首位来自曼哈顿的亚裔纽
约州众议员，也是曼哈顿华埠百余年来
首次选出在州府的华裔代表，创造华埠
历史。此外，牛毓琳与众不同之处还在
于，她是极为少见完全保留原本中文名
的亚裔民选官员。

“从小父母就告诉我，作为女性和华
裔美国人，你永远不得不以两倍、三
倍、四倍的努力，才能被认为同等的优
秀。”牛毓琳说。竞选时，常被批评“太
年轻了”。对此，牛毓琳颇为不平：“比
我年轻的男性出来竞选公职的非常多，
却鲜少有人拿‘太年轻’来作反对观

点，反而觉得是‘年轻有为’。”
发声、参政、投票，是牛毓琳认为

打破针对亚裔及女性刻板成见的最佳方
式：“只有当你热忱参与进来，人们才会
开始听你说话，给你机会，给你在桌子
上留个位置；但当他们不愿给我们留位
置时，就自己带把折叠椅，去占属于我
们的一席之地。”

20世纪 70年代，美国国会相继通过
《平等权利修正案》、《高等教育法案第九
部》、《均等机会法案》 等，禁止以种
族、国籍和性别为基础的就业歧视和教
育歧视。同时，妇女解放运动也一次次
冲击传统的性别歧视观念。这一切使华
裔妇女取得了主体意识的飞跃发展，进
入了“自强自为”阶段。

“她们对主体意识内涵的认识不断丰
富与加强，并在实践领域中展开了争取
男女平权的斗争，以一种强有力的主体
姿态改造社会与自身。”李爱慧说。

美国联邦众议员赵美心在圣盖博谷
2018 年度杰出妇女表彰大会上表示，在
美国，女性的权益和地位还有很多进步
空间，只有女性成功，美国才能成功，
希望未来大家一起努力改善女性权益。

民间大使：

架起中美友谊桥梁

“不要说美国，就是全世界也只有一

个陈香梅”。1981年初，陈香梅以里根总
统特使身份访华的时候，被邓小平特地
安排在第一贵宾的位子上。

作为首位入职白宫的华裔，她曾是美
国华裔女性中的风云人物，称她是“民间
大使”绝不为过，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9
年中美建交，她都有过贡献。她也多次到
大陆和台湾访问，促进两岸交流。

有人曾问陈香梅：“你是中国人，还
是美国人？”她不假思索地说：“我是中
国的女儿，美国的儿媳。”

“她一直支持中美文化、商贸交流，每
天工作，亲力亲为，90多岁还关心中美大
事。”住在马里兰的美中工商联合会荣誉会
长刘伟敏回忆起刚刚故去的陈香梅时说。

现任美国交通部部长赵小兰说：“父
亲常常讲述过去的故事，让我们了解自
己的根、祖先、文化和历史，在我们心
灵深处种下热爱中国的种子，并以身为
华裔而自豪。”

作为东西方文化缝隙中的优雅摆渡
者，很多在美华裔女性对养育自己的祖
国一脉情深，为中国的发展不遗余力。
从第一位进入白宫工作的陈香梅到如
今，更多的在美华裔女性投入到中美友
好交往的建设中来。

袁征表示，“在美华裔女性藏龙卧虎、
人才济济，由于华裔女性特殊的文化背
景，对华人圈的变化关注更多，她们把意
见表达出来并在美国社会能发挥一定的
作用，对于中美之间的交流是有益处的。”

美华裔女性不让须眉
贾平凡 曾繁强 王 希

温顺、持家、勤劳；在家相夫教子，不应抛头
露面；要出去工作，也只适合做些文员、秘书、服
务员、护士、教师等，是美国社会对华裔女性固有
的刻板印象。

近年来，参政、科研、公益、写作……在美华裔女
性自强不息，在各行业大显身手，在各领域大放光
彩。巾帼不让须眉，在美华裔女性话语权逐步提升，
为当地社会进步作出积极贡献，打破了社会偏见。

图为2017年1月31日，赵小兰就任美国交通部部长。 （来源：资料图片）

全球华人新春
摄影大赛入选

作品出炉
由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文化组、北美

摄影协会、欧盟协会共同主办的“2018
全球华人新春摄影大赛”近日结束海
选，进入第二轮筛选。在为期两个月的
全球征集活动中，主办方收到了来自世
界各地5万余幅作品，其中200幅作品通
过初选。

入选作品以中国文化和海外中国元
素为主题，展现了世界各地庆祝春节活
动的精彩瞬间和感人画面，通过影像语
言生动地呈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世界影
响力。图为初赛入选作品。

（图片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