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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华人举行恭拜黄帝大典

澳大利亚华人恭拜黄帝大典日前在悉尼举行，800
名华侨华人代表参加了拜祖大典，为中华民族祈福，为
世界和平祈愿。

醒狮迎拜拉开本次大典的序幕，接着敬献花篮、奠帛
进馔、行施拜礼、恭读拜文、祈福中华等九项议程依次进
行。大典之后还表演了武术、越剧、朗诵等文艺节目，表达
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热爱，对传承中华文化的热情。

据悉，主办方还计划组织澳大利亚华人政商代表
团，参加4月7日在河南省新郑市举办的“己亥年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和“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
会”。 （来源：中国新闻网）

旅日闽籍侨团赏樱花叙乡情

近日，日本东京地区进入樱花盛开季。日本福建
经济文化促进会在东京著名赏樱胜地——浅草隅田公
园共同举办赏樱会活动，吸引众多旅日乡亲参加。

日本福建经济文化促进会会长吴启龙说，通过举办
赏樱会活动，促使旅日乡亲积极融入日本文化生活，同
时活动也成为乡亲间沟通联系、联络感情的纽带。

日本福建经济文化促进会于 2011 年在东京成立，
主要成员为新一代旅日福建籍华侨华人。

海外炎黄子孙拜祖仪式举行

近日，第四届海外炎黄子孙拜祖大典在旧金山市府
广场前举行。拜祖仪式庄重，祭拜先祖，让华夏儿女传承
黄帝精神，不忘中华之根，做好“龙的传人”。

拜祖仪式和以往一致，包括敬献花圈、净手上香、行
施拜礼、恭读拜文、高唱颂歌、乐舞敬拜、祈福中华以及

“龙的传人”表演56个民族大团结。
参与活动的表演团体也为大典带来了丰富的节目

演出。其中就有美国旧金山少林寺文化中心的《少林雄
风》，访谷区舞蹈队的舞蹈《阿瓦尔古丽》、松辽合唱团的
大合唱《爱我中华》。 （以上据中国侨网）

墨尔本鲐背侨胞享贴心服务

2019“丝路心语”说汉语
讲故事比赛近日在埃及开罗中
国文化中心举行，来自开罗大
学、苏伊士运河大学、艾因夏
姆斯大学等 14 所高校中文系
以及孔子学院、孔子学堂的
20组选手参加了比赛，约 400
人到场观摩。

上图：荣获一等奖的穆斯
塔法·穆罕默德 （前左二） 在
颁奖仪式上。

左图：一名选手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邬惠我摄

基础设施是支撑

40 年前，美国华商会顾问蔡文耀第一
次踏足神州大地，故乡江门地区的贫困让
他印象深刻。40年后，为了让在海外出生的
一双儿女见证中国的发展，在美国生活多
年的他带着家人回到了粤港澳地区。

乘车穿行在通车不久的港珠澳大桥
上，想象着大桥两岸游人如鲫，蔡文耀感慨
良多：“40年前，我经香港回到家乡江门地
区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现在，粤港澳三地
之间的通行时间大大缩短了，交通选择也
越来越多。港珠澳大桥已经开通，全线贯通
的广深港高铁也为粤港澳地区居民的出行
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巴拿马华商总会会长黄伟文同样对粤
港澳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发展印象
深刻。“30年前我刚出国的时候，只有广东
到深圳有高速公路。而今天，广州连接清远
的高速公路都已经通了。”他认为，“随着港
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相继开通，粤港澳地
区经济的活力得到了进一步释放。”

便捷高效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正
在加速形成，粤港澳大湾区的联结已经
打通。广东、香港和澳门三地也逐渐成长
为中国最具创新活力的地区之一。

据了解，作为深圳对接香港的地标式
区域，深圳前海在 2017 年推出制度创新
成果 111 项，其中 42 项全国领先。截至
2018 年 6 月，片区累计注册港企 8938 家，
注册资本 9129.74 亿元，为港企量身定制
的前海深港创新中心也建成使用。

“在深圳南山科技园里，我们能找到

腾讯、阿里巴巴和百度这些国际知名的科
技企业。”蔡文耀自豪地说，“40 年的时
间，中国不仅摆脱了从前一穷二白的窘
境，更是逐步迈入世界科技创新领域的第
一集团，我感到非常骄傲。”

创新定位是机遇

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始终是“中国
梦”的重要主题，《纲要》 中对“创新”
的重视，不仅为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城市的
建设明确了思路，也给华侨华人参与祖

（籍） 国建设带来了更多的机遇。
“粤港澳大湾区最重要的战略定位是

国际级的科技创新中心，这意味着未来会
有越来越多国家顶级的实验室在这一地区
落成。”五邑大学中国侨乡文化研究中心
主任张国雄教授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可以
为科技工作者提供将学术成果市场化的便
利条件，为侨界科技工作者提供一个更广
阔的平台。

“现在，我们国家越来越注重发展高
新科技产业和尖端技术。”蔡文耀认为，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中，从事尖端科
技领域和金融领域的华侨华人，将获得更
多的机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4 月 2 日，广州市海珠区发布海珠创
新“1+6+1”产业政策体系文件，紧扣

“创新”二字，突出服务功能，以新兴产
业、新兴平台、新兴人才为主，涵盖了对
创新企业、新兴产业、创新载体、创新平
台、创新资本和创新人才六大类奖励。更
早些时候，广东省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
促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列出多

项全国突破性政策，目标之一便是为高层
次科技人才提供税率和签证等方面的便利
条件，吸引高新技术人才进入、扎根粤港澳
大湾区。

中国侨联副主席李卓彬在谈到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时也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是华
侨华人进来投资的第一站，也是改革开放
再出发对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
台。在这个关键时期，华侨华人的资源优
势和信息优势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大湾区内基础设施建设良好，交通
网络互联互通，是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要窗口。”张国雄解释，在
大湾区内，华侨华人也会拥有更多的投资
渠道、更好的投资机会。

黄伟文表示：“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的发布和《外商投资法》的出
台，可以称得上是改革开放 40 年后的一
个新起点。华侨华人在粤港澳地区的投资
经商机会多多。”

民族文化是动力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凝聚的是侨心，汇
集的是侨力，不变的是同根同源的中华文
化，是海外侨胞对祖（籍）国的热爱与眷恋。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融合两种制度、三
种货币的大型城市群，还面临着经济制
度、法律体系和行政体系存在差异的挑
战。华侨华人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有
着特别的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重要战略定位，
就是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让多元文化
融合得更加深入。”张国雄说，广东省有着

庞大的海外侨胞群体、丰富的华侨文化资
源。华侨华人在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
过程中，可以将所在国文化带进来，将中华
文化传递出去，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

“江门市的侨胞文化资源丰富。目
前，江门的开平碉楼、侨批档案分别入选
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和世界记忆名录，潜
在的中华文化资源正在转化为现实的文化
生产力，向世界展示着中华文化的凝聚力
和创造力。”张国雄解释，在共商、共
建、共享的发展理念下，华侨华人参与建
设粤港澳大湾区，将为“一带一路”建设
提供重要支撑，更是对“人类命运共同
体”这一伟大构想的实践。

分析人士指出，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多
元包容而拥有独特个性禀赋的文化生态、
优质而丰富的文化创新创造、高超的文化
传播能力，是塑造和传播粤港澳国际一流
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区域形象、提升湾区
全球影响力吸引力的重要软实力支持。

蔡文耀认为：“华侨华人是中华文化
的延伸和代表。他们参与大湾区建设，将
融合多元文化，成为向世界传递中华文化
的桥梁和纽带。”

“我相信，通过华侨华人共同的参与，
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地的比较优势一定能充
分展现，最终成长为比肩世界其它三大湾
区的一流城市群。”黄伟文说，巴拿马华人
商会正在学习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思路，
希望能够尽快投入到大湾区的投资和建设
中，共享中国的发展成果。

上图：4月2日，粤港澳大湾区跨越珠
江口两岸的南沙大桥 （虎门二桥项目） 正
式开通。

贺林平摄

日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正式发布。《纲要》指
出，应积极引导华侨华人参与大湾区建设，
更好发挥华侨华人、归侨侨眷以及港澳居民
的纽带作用，增进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人文
交流。

包容多元的大湾区，吸引着越来越多华
侨华人的目光。他们关注着、祝愿着、期待
着……

创新引领 文化聚力

华侨华人同筑“大湾梦”
孙少锋 胡智轩

侨 界 关 注

4月3日下午，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孙
彦和工作人员戴欣悦，带着所需的仪器设备来到澳大
利亚墨尔本郊外的华人养老院，专程为95岁高龄的侨
胞许芬梅办理护照更新手续。

孙彦说：“为海外中国公民服务是中国驻外使领馆
的职责。我们应该扎扎实实、一点一滴地做起。”

惠 山摄

石鼓山下，梧垵溪旁，一片历经 600多年沧桑的闽
南古建筑群，正洗尽铅华，悄然新生。距晋江市区15分
钟车程、位于新塘街道的梧林传统村落，近年来正吸引
着越来越多的游人寻味闽南。

这里曾有大批下南洋的华侨，他们回国建造了大量
精美的建筑，在战争年代他们“先国后家”投身抗战，
部分民国时期未完工的洋楼，便是当年他们支持抗战的
历史见证。

现存的近百幢古厝洋楼里，盛满了闽南华侨的乡
愁，诉说着闽南华侨深沉的家国情怀。

先国后家 支持抗战
走近梧林，村口大片的花田首先映入眼帘。当古厝

遇上花田，这片古村落更平添了悠远韵味。
据史料记载，梧林村落形成于明洪武年间。清末，

梧林开始有人旅居海外，随后陆续有旅居海外的华侨回
国出资建造了大量精美的洋楼，村庄规模逐渐扩大，建
筑风格亦逐步多元化。现在村庄辖区面积约 1 平方公
里，户籍人口 1800多人，海外侨胞有 1.5万人，是名副
其实的侨乡。

古村落中最为壮观的“五层厝”是旅菲华侨蔡德鑨的
宅邸，建造于 1936 年，占地 400 平方米。大楼主体完工之
时，正值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蔡德鑨及其家族深明大义，
积极投身全民抗战洪流，慷慨解囊，纾解国难，把准备用
于大楼装修的款项悉数捐赠出来支持抗战。“五层厝”在
此默默伫立了 80多年，将自己变成了另一种形态的抗战
纪念馆。

在梧林，这种先国后家、支援抗日的义举蔚然成
风，一幢幢未装修甚至未完全建好的古厝洋楼，让人们
感受到闽南侨胞深沉的爱国情怀。

这片古村落中最为抢眼的当属又瘦又高的修养楼。
被村民称为“枪楼”的修养楼建于 1934年，为钢筋混凝土
夯实墙结构的碉楼，楼内放置枪支。当年，村里成年男子
分组轮流驻楼守更放哨、巡逻，起到了警戒以及抵御外寇
袭村的作用。碉楼十分坚固，四面窗户都有铁罩，楼上廊
道留有观察墙基的窥视孔、射击眼。各层墙面门窗的窗棂

饰顶雕花形态各异，充满艺术韵味。巧搭成“一层一境，四
面八境”的建筑景观，把修养楼衬托得分外秀丽。

修旧如旧 留住乡愁
岁月洗涤历史的尘埃，留下一地乡愁。这片让南洋游

子们魂牵梦萦的故土，长期以来都是“养在深闺人未识”。
2016 年，由于福建省集成电路产业园晋江园区的建

设，梧林一度面临征迁。在一次现场办公中，晋江市领导
看到这些独特的建筑、了解到其中的历史文化价值后，当
即决定“保留下来，好好保护开发”。2017年，晋江市委、市
政府成立梧林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对梧林
传统村落进行整体规划及保护性开发，拟建成侨乡文化
博物馆、闽南文化后花园，与周边的集成电路产业园、闽
台田园风光农业科技生态园共同组成福建省特色小镇
——晋江“芯”小镇。

村落入口，建好的侨史馆已向游人开放。图文并茂
的展览，生动地讲述了梧林蔡氏起源和华侨下南洋谋
生、实业救国、支援抗战、情系家园、热心公益等侨史。
走出侨史馆，位于朝东楼另一侧的几间亲子书吧也已
修整完毕，书桌、书柜古香古色。今年春节、元宵节期
间，梧林举办了文化节，游人纷至沓来。

站在侨史馆西望，大片的金盏花在风中摇曳，游人
沉醉其中，不停拍照，花美人笑；其间的“聚宝盆”水池
景观初具雏形……周边环境整治和古建筑的保护性修
缮正在同步进行中。

“按照规划，中国传统村落梧林保护开发项目定位
为闽南华侨历史博物馆，业态主要为以文创、休闲、民
宿为主的休闲旅游创意传统村落。项目占地面积 1827
亩，其中核心区占地 311 亩，大师工作室片区 167 亩，闽
台田园风光片区 792 亩，梧垵景观片区 350 亩，原住民
区 160 亩。核心区预计 2020 年 5 月完成修缮并对外开
放。”晋江市梧林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指挥部副总指
挥谢建智说。

届时，古厝、花海交相辉映，田园风光、闽南文化深
度交融。梧林，将成为您寻味慢生活的梦中家园。

（来源：福建日报）

古厝洋楼:诉说侨胞家国情怀
阮锡桂 王敏霞

埃及开罗举办说汉语讲故事比赛埃及开罗举办说汉语讲故事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