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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五邑侨史展深圳开展

4月23日，《四海同根——江门五邑侨史展》在深圳市
图书馆拉开帷幕。本次展览以历史图片、馆藏文物图片、
图表及说明文字等方式展示江门五邑华侨华人的奋斗历程
与光辉历史。展览将从即日起延续至5月底。

据悉，本次展览内容共分为“金山寻梦”、“异域创
业”、“碧血丹心”、“情系桑梓”、“同心筑梦”五大部分。
第一、二部分主要讲述了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及其祖辈穷则
思变、困而思迁、漂洋过海、艰苦谋生、奋发图强的故
事。第三部分则讲述华侨华人积极支援家乡和祖国的革命
和建设的大智大勇、义无反顾的英雄行为和气概。第四、
五部分主要回忆五邑华侨造福桑梓，在兴办实业、发展教
育等方面的感人事迹。

闽“福侨世界总网”亮相福州

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成果展览会开馆仪式日前在福
州市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福建省侨联创建的“福侨世
界总网”，作为全国侨联系统唯一的参展单位亮相。

“福侨世界总网”是福建省侨联围绕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通过省发改委立项，运用网络化信息化的新技
术，突破空间与距离的限制，把闽籍广大归侨侨眷、海外
侨胞和侨团侨社真正联系起来，进一步凝聚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侨界力量。项目坚持整体化设计、一体
化建设、系统化运作。

新加坡义诊团来琼义诊

海南省侨联日前联合新加坡海南会馆，组织新加坡中
央医院整形外科及美颜部荣誉高级顾问、国际著名唇腭裂
治疗专家李胜德教授等一行专家组成义诊团来琼，在海南
澄迈县开展“海南微笑工程”唇腭裂义诊活动，共为来自
海口、澄迈、文昌、临高等市县的 136名贫困家庭唇腭裂
患者进行了义诊。

新加坡海南会馆义诊团已连续10年来海南开展义诊活
动。截至2018年4月，义诊团共组织了19批300多人次的
医疗专家，漂洋过海来到澄迈，为唇腭裂患者进行义诊计
1300多人次，手术修复270多例。

浙“华侨文化交流基地”揭牌

日前，浙江省乐清市“华侨文化交流基地”揭牌仪式
在乐清市公安局出入境大厅举行。来自美国、法国、俄罗
斯和中国香港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侨胞、香港同胞等
80余人参加揭牌仪式。

华侨文化交流基地成立是整合资源优势，创新文化载
体的举措。

全德华人社团联合会荣誉主席冯定献说，华侨文化交
流基地的成立于在外华侨而言，一方面方便各国华侨了解
彼此；另一方面，让侨商第一时间了解家乡政策，对营商
环境打造做出贡献。 （均据中国侨网）

侨 情 乡 讯

日前，孟菲斯大学孔子学院以
庆祝“联合国中文日”为契机，在
大学校园内的瓦尔德大厦举办了中
华文化展示活动。孟菲斯大学的师
生和孟菲斯社区民众在轻松愉快的
氛围中观看了中国舞蹈、电影，还
拿起毛笔，书写中国汉字和学画中
国画，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体
验了中国文化。

图为孔院书画教师段人豪 （左
一） 在教授孟菲斯大学学生绘制水
墨熊猫。

叶 丹文 李 翼摄

中中华文化走进
孟孟菲斯大学

93岁的闽籍海外侨领陈大江4月23日携子孙和亲人
共 16 人回到祖籍地福建漳平，开展为期一周的寻根活
动，他说“此行目的是为了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此前，陈大江一行 16 人于 21 日从印尼专程前往昆
明，祭奠先祖父陈性初，深切缅怀他为侨界事业做出的
积极贡献。

在此次返乡活动安排中，陈大江将带着他子女参观
曾经捐资的学校和家训馆等，陈大江希望，通过言传身
教，让后辈们了解祖籍国、传承爱心。

陈大江是印尼中华总商会创会主席、永久荣誉主
席，印尼友光集团名誉董事长，祖籍漳平市。他出生于
一个华侨家庭，1930 年随父母移居荷属东印度 （今印
尼），其祖父陈性初当时已是印尼享有声望的爱国侨领。

从小跟随在祖父身边，陈大江耳濡目染，心怀爱国
之情，“祖父常常谈一些国内的形势，教育我们不要忘
记自己是中国人”。

陈大江说，祖父出生于 1871 年，1939 年 5 月 68 岁那
年回国，捐款政府 250 万光洋，慰劳抗日将士，不幸病逝
于昆明，由当时的中央政府厚葬在昙华寺的后山上。

在陈大江眼里，祖父身居海外，心系中华，倡导兴
学，开发民智，热心公益事业，毕生为华侨与当地劳苦

大众服务，竭力为支援祖国抗战而操劳奔波。
为继承祖父遗志，陈大江一直支持家乡教育事业发

展，在漳平一中设立“陈性初奖学金”。他还捐资建立
“陈性初科技馆”，创办“宝娘幼儿园”，在该市新民小
学建筑“明轩教学楼”并提供奖教金等。

“我今天带领了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的子孙，
从不远万里返乡，与大家一起分享见证中华文化传统美
德，让世代传承下去。”陈大江说，而且要让他们知道
我们的老家在什么地方，我们的根在哪里。

“曾祖父陈性初的一生，为人耿直，待人诚恳，工
作勤奋，给子孙后代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留下了难得的
人生智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陈大江的四女儿陈绮丽
说，他的精神会指引着我们后代好好生活，迈向更美好
的未来。

近年来，陈绮丽每年都会陪父亲回国参加活动。她
说，父亲回国，她只要有空就会跟着一起来，也看看家乡。

陈绮丽表示，作为陈氏后人，应当弘扬先祖美德，
积极促进和加深族谱联谊，念血脉相通之情，思同宗共
祖之谊。“要继承和发扬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优良传统，
努力工作，无愧于前人，无愧于后代。”

“以前只是听家人说祖辈回来捐资助学等公益活
动，今天每到一处亲眼目睹了他们的‘身影’，真是大
开眼界”。陈大江的孙女、返乡团中最年轻的陈姵文此
行收获颇丰。所见所闻令她触动很大，她认为，未来会
更多去思考应该如何传承先辈优秀传统美德。

当地侨务部门相关负责人说，陈大江老先生率领如
此多子孙返乡寻根，尚属首次，这充分体现了海外乡亲
对故乡的深情，也充分体现了一代又一代侨胞爱乡情怀
的延续和传承。

（来源：中新网）

陈大江：九三高龄 返乡寻根
张金川

图为陈大江携子孙返闽寻根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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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上尖钉 终得拔除

1880 年 4 月，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甫
一动工，华工就投入到了这项庞大而艰
巨的国家工程中。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东起大西洋沿岸
港口城市哈利法克斯，东至太平洋沿岸
的温哥华，打通大陆、连接大洋。在太
平洋铁路建设的 4 年间，有 1.7 万名华
工参与筑路。与长达 3800 公里的铁路
铁轨相伴的，是 4000 多筑路华工的英
魂。华工如同一枚枚“道钉”，将铁轨
牢牢固定在加拿大两洋之间的广袤土地
上。正是华工用汗和血铺成的这条铁路
大动脉，促进了加拿大的统一和经济繁
荣。

然而，做出巨大贡献的华工，却遭
受到加拿大政府极不公平的对待。自
1882 年起，加拿大联邦政府开始出台一
系列针对华裔的歧视性法案，包括限制
华裔在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定居、向华裔
强征人头税、禁止华裔女性入境等。这
些歧视性政策，百余年来就像一颗颗

“钉子”，扎在华人的心头，留下深深的
伤痕。

谈及对华人的歧视，加拿大加中友
谊发展促进会会长王家明在接受本报采
访时表示，早年间华人给加拿大当地人
留下了不消费、抢“饭碗”、形象怪、无
法融入社会的刻板印象，因此不受欢
迎，遭到排挤。

而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张应龙
教授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排华是加
拿大政府转嫁国内矛盾危机之举。在社

会困难、就业不充分的背景下，种族主
义成为了宣泄国内社会、经济压力的出
口，华人因此遭受排挤。“这也是早年间
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排华的主
要原因。”张应龙说。

虽然当时的清政府关注此事并与加
拿大政府交涉，但无奈国力孱弱，只能
任人欺凌。“正所谓弱国无外交”，王家
明感叹道。

进入 21世纪，加拿大华人不断融入
主流社会、影响力逐渐上升，中国国际
地位的迅速提升与中加关系的不断深
化，让旅加华人终于等到了“迟来的道
歉”。

“在加华人力量的增强、华人为加拿
大社会做出的巨大贡献、华裔在加拿大
政界的优异表现，加拿大政府对历史的
正视，是促成此次道歉的重要因素。”张
应龙分析说。

这声道歉，拔走了长期插在旅加华
人心口的一枚尖钉。“虽然迟了一点，
但仍是有诚意的道歉，应该为之鼓掌和
赞赏。”温哥华中华会馆理事长姚崇英
说。

拔光钉子 尚有时日

钉子虽然已经拔出，但伤痕依然深
藏。“解铃还须系铃人”。受歧视华人百
年来身体与精神受到的巨大伤害、压抑
已久的屈辱，还需要曾经的加害者进一
步努力抚平。

虽然加拿大联邦、省、市三级政府
先后为排华而道歉，但并不是所有的钉
子都拔干净了。在美国、欧洲、大洋

洲，还有亚洲的一些地方，仍有很多
“钉子”还没拔、很多歉还没有道，当地
华人还在苦苦等待。

1943 年，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明确
指出，《排华法案》 是一个“历史的错
误”。但此后的美国政府并没有就此作过
任何公开的反思，也没有给出过任何正
式的道歉。

在旅美华人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下，
美国政府终于就排华法案做出回应。
2012 年 6 月 18 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不记
名口头表决，决定向持续 60余年的 《排
华法案》表示遗憾。

张应龙表示，相较于为二战期间关
押日裔于集中营、为黑奴制以及对印第
安人的不平等待遇道歉，美国政府就排
华表示的“遗憾”，明显缺乏诚意。

更令人担忧的是：旧的“钉子”尚
未拔净，新的“钉子”正欲埋下。

2014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
提出第五号加州宪法修正案，企图根据
人口比例，而不是成绩，分配加州的大
学教育资源。该提案若通过，将导致各
种族学生仅和自己族群内学生进行竞
争，有违考试公平，存在着明显的种族
歧视。

王家明坦言，“在美国，华裔的地位
远低于犹太裔、印度裔、非裔。”优秀的
华人子女，在学习成绩遥遥领先、社会
服务尽职尽责并在常春藤大学举办的升
学夏令营中斩获佳绩的情况下，却在申
请美国高校时惨遭拒绝，这样的事例并
不少见，“隐形”歧视给华侨华人带来了
不小的困扰。

而美国商务部违法解雇华人科学家
陈霞芬、美国广播公司播放辱华节目等

事件层出不穷，都是歧视华人行为的注
脚。

抹平伤痕 任重道远

拔出“钉子”固然可喜，但“抹平
伤痕”更具挑战性，更需要各方的共同
努力。

加 拿 大 用 实 际 行 动 做 出 了 努 力 ：
2006 年，时任加拿大总理哈珀就“人头
税”道歉并宣布赔偿。2014 年，卑诗省
就排华政策正式道歉，并承诺设立“传
承基金”，把相关历史及华侨华人的贡献
写进教科书。如今，温哥华也终于道
歉。据悉，温哥华市政府还在推动申请
温哥华唐人街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文化遗产。

张应龙希望，一方面，相关国家能
够端正态度、正视历史，做出真诚的道
歉，并将排华历史搬进图书馆、写进教
科书；另一方面，可以尝试采用纪念华
人为所在国经济、社会做出的巨大贡献
的方法，将道歉变成“谢谢”，通过肯定
贡献来“还华人一个公道”。

海外华人群体，也要共同努力，争
取合法权益。王家明认为，面对不公
时，华人要团结起来、共同抗争，同休
戚、共进退、积极游说；同时要熟练地
使用住在国的参政技巧，更积极地参
选、参政，表达自己的诉求，影响关乎
自身利益的政策的制订，减少歧视的发
生。

“回顾历史，检讨错误，是为了不重
蹈歧视的覆辙，营造更加平等和谐的社
会。”姚崇英说。

不再受欺辱，华人路很长
孙少锋 林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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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2 日，加拿大温哥
华市府、市议会在华埠举行
特别会议，就历史上排华政
策和歧视政策公开道歉。这
句“迟来的道歉”，湿了温哥
华华人的眼眶，也暖了旅加
华人的心。

山东济南推进“侨梦苑”建设，
组建“侨梦苑”产业投资基金，先期
规模10亿元 （人民币，下同），并设立

“侨梦苑”中小微企业贷款担保专项资
金 1000 万元以及“侨梦苑”小微企业
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 1000 万元，以
此优化华侨华人创新创业、海外优质
资源集聚环境。

济南市政府 4 月 23 日召开新闻发
布会，专题解读 《关于推进济南“侨
梦苑”建设发展的若干扶持政策》。据
济南市财政局副局长周之勇介绍，政
策主要包括组建产业投资基金、设立
贷款担保专项资金、设立风险补偿专
项资金、融资费用补助等六个方面内
容，又称“侨六条”。

“济南‘侨梦苑’企业拥有在全
球领先的高科技成果，目前急需大量
资金让科技成果落地产业化以及扩大
生产规模，但多数属于‘轻资产’的
初创期和成长期企业，无法靠资产抵
押 获 得 银 行 贷 款 等 支 持 。” 周 之 勇
说，为此济南提出融资保障扶持相关
政策，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
题。

据了解，10 亿元的“侨梦苑”产
业 投 资 基 金 ， 采 用 “ 项 目 基 金 +直
投”的模式，撬动社会资本，坚持市
场化运作。基金分别为“侨梦苑”成
长期企业提供产业基金支持，为初创
期企业提供股权直接投资支持，为企
业提供科技成果产业化基金支持，以
及为企业提供其他产业投资基金支
持。

济南市外侨办副主任王云国表
示，为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
题，济南市对“侨梦苑”中小微企业
流动资金贷款，按年度实际融资费用
的40% （小微企业可按照50%） 给予补
助，每个企业年补贴额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其中担保费补贴额最高不超过5
万元。

济南市“侨梦苑”自2015年8月启动申建，2017年2月
经国侨办批准设立，2017 年 5 月揭牌。济南“侨梦苑”规
划总面积366平方公里，以济南高新区为核心和主体，以槐
荫科技产业园为产业配套和拓展区域，形成互为补充、错
位发展的一体化发展格局，突出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智
能装备三大产业，着力打造总部经济。

截至目前，通过济南市外侨办引荐，济南“侨梦苑”共引
进项目91个，包括落地项目18个，已签约项目7个（总投资金
额327.4亿元），在谈项目16个，意向性项目50个。

（来源：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