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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空闲，姜长庚喜欢在他家二楼那间
收藏室里，“检阅”他的“宝贝”：几十台各式各
样、不同年代的相机。这是他在近60年的摄影
生涯中所使用过的，四壁的柜子以及房间中间
的柜子，被他放得满满的，只剩下容得下一个
人通行的走道。他指指脚下：“为了配得上这些
宝贝，我在地上铺上了红地毯。每天看一圈，心
里很满足。照相机就是我的第一夫人。”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姜长庚能够屡获
国内外摄影比赛大奖。即使现在年过七旬，
他仍然活跃在悉尼的各种场合，用手中的镜
头，记录发生在侨界的大事小情。有时在街
头偶遇他，总见他拉着装满摄影器材的拉杆
箱，行色匆匆地赶路。

瘦小、头发花白、衣着普通，只有在他端
起照相机的时候，那种对摄影的投入，才会
令人相信，姜长庚果然是著名的摄影家，获奖
无数，比如2014年、2015年和2016年连续三
年荣获“郎静山摄影艺术奖”慈善摄影大赛金
像奖、澳大利亚国家馆颁发的“澳大利亚杰出

华人摄影艺术贡献奖”、2017“郎静山摄影艺
术终身成就奖”等等。

姜长庚是上海人，15 岁那年，喜欢美术
的他接触到了摄影，并立刻爱上了这门在当
时的中国年轻人中还是比较陌生新颖的艺
术形式。想拍照，首先要有相机，而买一部相
机对当时还只是学徒工的姜长庚来说无疑
是一种奢侈。

“父亲不同意，认为花这些钱买相机还不
如买只手表。买了相机还要买胶卷，还要花钱
冲洗，没完没了地浪费钱。”姜长庚笑言。最

终，他还是执意用自己攒下的第一笔钱买了
第一部相机。那是他终生难忘的一天，他拥有
了自己的“宝贝”，从此开启了他的摄影人生。

姜长庚是一个有心人，一边做着钳工的
工作，一边磨炼自己的摄影技术。1971年，他
的摄影作品《灭虫》发表在《人民画报》上，之
后，又凭《铁环声声》摘取中国第二届全国体
育摄影比赛二等奖，《辛勤》获香港专业摄影
杂志比赛金奖、《探索》再获香港专业摄影杂
志比赛第一名、《珍珠果盘》获华东大奖。

在事业的高峰期，1997 年，姜长庚选

择移民澳大利亚。然而，外面的世界并不
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为了生存，他做过
薯片厂工人，也教小孩子画画，最终，还
是凭借对摄影的热爱以及在摄影界的名
声，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到了这个年龄，我无所求，开心最重
要。我最开心的，当然还是拍照。有人请我
拍，我开心；没人请我拍，我就在家里做道
具，自己拍。”走着“秧歌步”，巡视着满满的
道具，姜长庚开心地笑了。

（来源：中新网）

悉尼华人摄影家姜长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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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加拿大多伦多华星艺术团主办的第 12届
“夏夜舞动民族风”多元文化国际舞蹈节暨加拿大国
庆151周年庆祝晚会在大多伦多地区列治文山上演。

多伦多华星艺术团前身是成立于 2005年的多伦
多韵舞蹈团。2014年11月，该团成为中国国务院侨
办授牌的全球首批4家“文化中国·华星艺术团”之
一。

图为多伦多华星艺术团表演的草原风情舞蹈
《寂静的天空》。

余瑞冬摄 （新华社发）

多伦多华星艺术团
舞动民族风

多伦多华星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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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天津电 （贺文翰） 日前，由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天津市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的2018中国·天津华侨华人创
业发展洽谈会，在天津梅江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国务院侨办主任许又声，天津市委书
记李鸿忠，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
国清出席开幕式。

许又声在致辞中说，本届大会紧
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开展项目洽
谈，对于促进海外侨胞创新创业资源
和天津发展优势有机结合、实现互利
共赢、创新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中
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希望广大侨
胞能够充分利用本届洽谈会这个平
台，加深了解，增进友谊，找到理想
的投资项目和合作伙伴，谱写事业发
展新篇章。

张国清在致辞中说，此次洽谈会以
“万侨创新、合作发展”为主题，支持海外
华侨华人创新创业，为全球华商参与京
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搭建平
台、提供服务。

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也发表致辞。

在洽谈会主论坛——“天津论坛”
上，天津市副市长赵海山从“美丽天津”

“智慧天津”“开放天津”“服务天津”作
了主旨演讲，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会长
何平、德国《欧洲新报》总编辑范轩、加
拿大工程院院士杨军、美国威特集团董
事长李学海、香港新华集团董事长蔡冠
深等特邀嘉宾围绕“新时代、新机遇、新
作为”的主题，从不同角度抒发了新时
代海外侨胞抢抓机遇、积极可为的感想
和体会，为推动天津实现高质量发展献
策献言。

同期举办的“世界侨商项目与商品博览会”和“活力
澳门推广周”上，来自美国、日本、俄罗斯、葡萄牙、德国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侨资企业及澳门的企业携优质项
目和创新产品参加展示，吸引了众多嘉宾、市民参观。

本届洽谈会还举行了海外高层次人才暨创新项目
对接洽谈会、海外华文媒体论坛、重点项目签约仪式暨
成果发布会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对接会、科技创新项
目对接洽谈会、“侨梦苑”建设发展论坛等活动。

“祖国是你们最强
有力的靠山”

“惊涛骇浪。”来自重庆陈女士的朋友圈的
最后一条“状态”，永远地定格在了这四个字。

当地时间7月5日17时14分，在前往泰国
普吉岛的一艘游船上，陈女士发了一个小视频
到朋友圈。在这段视频中，画面中的游客没穿
救生衣，透过玻璃窗能看见巨浪翻腾，人、行李
从一边甩到另一边。一名戴眼镜的男士被人一
把抱住，能清楚听到惊呼声。

陈女士乘坐的游船，正是连日来牵动亿
万国人心弦的“凤凰”号。

当地时间 7 月 5 日 17 时 45 分左右，“凤
凰”号在普吉府珊瑚岛附近海域突遇特大暴
风雨，船只发生倾覆并沉没。船上89名游客
中，87人为中国籍。

人命关天。得知事故消息后，中泰两国
政府都高度重视，迅速展开救援行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救援工作作出重
要指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随
后，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泰国使领馆启动应
急机制，积极协调泰方全力开展搜救工作、
救治受伤人员。泰方持续增派救援力量，全
力开展搜救。同时，中国外交部、交通运输
部、文化和旅游部组成联合工作组，赶赴泰
国普吉参与现场处置。

中国驻宋卡总领事馆成员当天即驱车赶
到普吉岛开展搜救工作，对伤者和遇难者家
属进行安抚，与泰国政府、机构积极沟通，
联系国内政府机构开通绿色通道等。

“祖国是你们最强有力的靠山。”中国驻
宋卡总领事周海成在救援现场的讲话给广垦

（泰南） 橡胶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杨耀华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杨耀华是众多参与事故救援志愿者中的
一员，来自中国江西省的他，在泰国工作近
6 年了。事故发生后，广垦橡胶泰国总公司

紧急召开会议安排救援工作，
第一时间成立了广垦橡胶泰国
普吉岛救援志愿者临时机构，
接受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中国
驻宋卡总领事馆的领导，协助
救援工作。而杨耀华正是该机构的负责人。

“对海外的华侨华人而言，遇到困难，祖国
是最好的依靠。”泰国合艾国光中学孔子课堂
中方校长蒋艾纯带领孔子课堂老师帮助遇难
同胞家属办理各类文件，时常往返于普吉领
事办公室和医院之间。

她表示，“经过中国驻泰大使馆与泰国政
府的沟通，各种复杂繁冗的手续最终简化到四
步即可完成善后处理，行事之快，效率之高，体
现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实力。”

“哪里需要，哪里
就有我们的身影”

“如果不把遇难者的事情处理完，我就不
安心，就不能走，这是我对自己的承诺，也是对
遇难者的承诺。”7月 16日晚，电话那头，泰国
大拓律师事务所董事马特娜正在机场候机，虽
然嗓音沙哑疲惫，
但也能感受到她如
释重负的坦然。就
在前一天，因为最
后一位被打捞上来
的遇难者火化手续
因 故 没 有 办 理 完
毕，她改签了原定
于当日返回曼谷的
机票。

7 月 7 日 至 16
日，马特娜和其他的
律师志愿者一起，为
遇难者家属获取政
府抚慰金和泰国保
险理赔，提供全程义

务法律服务。
“每个遇难者家属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必

须让他们每个人都清楚，各自应该用怎样的方
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马特娜表示，此次事
故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涉及的法律问题也较
为复杂。因此遇难者家属签署的每一份法律文
件，他们都要仔细把关。

“志愿者们是后期救援工作的重要力量，
其中华人占据 70%以上。在伤者收治医院里，
到处都是佩戴‘自愿者’标识的华人面孔，真正
做到了‘一个伤者或家属要匹配一个志愿
者’。”泰国南部华助中心秘书长魏光磊说，参
与此次事故救援的志愿者之多，超出预料。

志愿者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他们的
热情真诚抚慰了事故幸存者和罹难者家属受
伤的心灵，也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哪里需要，哪里就有我们的身影。”泰
国南部华助中心副主席兼救助组组长魏明是
一名泰籍华人，小时候曾在广东梅县生活，

上世纪 90 年代回到泰国定居。7 月 5 日晚间
听到海难消息后，他随华助中心人员迅速赶
往现场开展志愿服务。他说：“发生事故，第
一时间能到达现场协助救援是最好的。做这
些事情并没有图什么，就是心系中国人，有
感情。无论中国同胞在这边遇到什么问题，
我们都要去帮忙。”

春拉达，中文名郑盈盈，泰国华裔，今年
22岁。刚结束在中国西南大学本科学习的她，
回国第4天，就主动随泰国合艾国光中学孔子
课堂的老师参与志愿服务，在普吉当地寺庙帮
助遇难者家属协调遇难者遗体火化事宜。她
说：“每个人不分国籍，都是平等的，在别人遇
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施以援手，能够帮助
中国遇难者家属解决问题，我感到很荣幸。尽
管每天起早贪黑，但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累。中
泰一家亲，我们应该互帮互助。”

志愿者们的辛勤付出，温暖了遇难者家属
的心。一条来自一位上海罹难者家属的感谢消
息，令微信群里所有志愿者为之动容：“亲人全
家在普吉遭遇不幸，尽管心中万分悲痛，但是
在普吉处理善后的这一周多时间，深深感受到
了人间有大爱！不管是中方还是泰方，朋友还
是志愿者，民间组织还是官方，都用实际行动
和付出让我们深切感受到灾难无情人有情，爱
是寰宇都能理解的语言。”

“要把为别人着想
的精神传承下去”

“参与这次事故的志愿者工作，我深切地
意识到，生命很短暂，要好好珍惜，也要尽
己所能为别人着想，帮助别人。”作为一个

“95后”，郑盈盈表示，未来，她想从事与青

少年公益培训相关的工作，让更多青少年有
参与公益的意识。

“在泰国的火化仪式上，除了安排僧人诵
经，还为罹难者烧纸钱。”令蒋艾纯感触最深
的是，泰方此次事故善后过程中，充分尊重
中国传统习俗。

“外国人身在异国他乡，遇到困难，如果
没有依靠，就没有安全感。”马特娜是泰国
人，又是中国“媳妇”，曾在中国广州市生活
了11年。

她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也许我们不是最
棒的，但是我们一定是事故受害者最可信赖
的。”她坦言，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为中泰两国重
大安全事故提供义务法律咨询而累积起来的
经验，让她有信心成为这些中国人的依靠。

7月15日，泰国普吉府府尹诺拉帕通报了
泰方对普吉游船翻沉事故遇难者家属赔偿的
进展情况，称已向 29 名遇难者家属发放了保
险理赔金和救助赔偿金，对其他人员的保险理
赔和救助赔偿也在积极推进中。这其中，律师
志愿者的作用功不可没。

要坚持把志愿者工作做下去，要坚持把
为他人着想的精神传承下去。马特娜已经打
定主意。“回曼谷后，我要马上成立一个‘公
益律师联盟’，为合艾、清迈、曼谷等泰国各
地的中国人提供法律援助。”这次救援，她认
识了很多和她志同道合的律师同行，也达成
了合作意向。

“看到您每天用嘶哑的嗓音一遍又一遍地
向家属宣讲和解释，在家属情绪激动时，还
要承受很多委屈，但依然坚持服务，上下沟
通、左右协调，非常不容易，在此代表亡故
亲人的所有家属和亲朋向您和您的同事表示
深深的感谢。”遇难者家属真切的感谢，让劳
顿多日的马特娜热泪盈眶。

7月15日，经过救援人员连续9天的努力，泰国
普吉游船翻沉事故最后一具遇难者遗体被打捞上
岸，至此，事故中47名中国遇难者的遗体全部找回。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事故发生以后，在泰
汉语教师、华侨华人、中资机构员工以及泰国当地
人纷纷组成志愿者团队，及时伸出援手，齐心协
力，众志成城，帮助受伤人员和遇难者家属渡过难
关，上演了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故事。

经泰国南部华助中心秘书长魏光磊介绍，本报记
者近日电话采访了多位参与事故救援的在泰华侨华
人和当地志愿者，听他们讲述自己亲历的日日夜夜。

本报专访参与普吉海难救助的华侨华人志愿者和当地志愿者

点滴温暖 汇成大爱
本报记者 贾平凡

图为7月6日，在泰国普吉岛差隆码头，救援人员转移一名伤者。 新华社/法新社

图为志愿者 （中） 在为中国公羊搜救队成员 （左） 和泰国军警
（右） 沟通对接。 （图片由杨耀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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