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华侨华人 责编：杨 宁 邮箱：guojihwb@126.com责编：杨 宁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9年10月16日 星期三

中法友谊之夜音乐会巴黎举行

近日，“亲情中华·音爱同
行”中法友谊之夜音乐会在巴黎
玛德莲教堂隆重举行。来自中国
和海外的近百名歌唱家、演奏
家、音乐团体用音乐庆祝中法建
交 55 周年。音乐会是在中国侨
联指导下，由春晖国际青年发展
联合会主办的。

上图：5位旅法艺术家与旅
法华人合唱团正在演唱。

（来源：欧洲时报网）
右图：歌唱家们正在现场演

唱。 （来源：中国经济网）

中华文化大乐园奥克兰营落幕

2019年“中华文化大乐园——奥克兰营”活动近日在
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落下帷幕，丰富多彩的内容受到当
地华裔青少年欢迎。

本次奥克兰营的活动从10月1日开始，由中国国务院侨
办主办。来自中国广西的12位艺术名师在当地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教学活动，课程包括国画、书法以及充满广西文化特色
的舞蹈、音乐等，受到新西兰华裔青少年的欢迎。

闭营汇报演出上，参加活动的华裔青少年纷纷献上自己
10天来的学习成果，包括书法作品、手工作品以及中华武术
表演等。

“中华文化大乐园”是国务院侨办近年来重点打造的品
牌活动，依据海外华裔青少年的特点和需要，每年组派国内
优秀才艺教师团“走出去”，与海外华文学校联合举办夏令
营，满足海外华裔青少年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需求，推动
海外华文教育发展。 （据新华网）

马来西亚侨领设立华人博物馆

日前，马来西亚侨领吴德芳设立了“马来西亚华人博物
馆”，并因此获得了马来西亚旅游协会颁发的“2019年最佳华
人博物馆黄金奖”和“最佳旅游景点黄金奖（华人博物馆）”。

吴德芳认为，教育是根，文化是魂。在设立“马来西
亚华人博物馆”的过程中，他始终牢记这一点。为此，他
用了3年时间，奔走于马来西亚全国各地无数次，还亲自前
往泰国、印尼、新加坡、中国等地收集资料。

“要把马来西亚华人先贤们做出的贡献展示出来。”吴
德芳说。他把这座博物馆定位为“华人历史的教室”，希望
通过它传递出华人与马来西亚不可分割的关系。

（据中新网）

图为吴德芳和他的华人博物馆。 潘嘉威摄

世界中餐烹饪大赛莫斯科举行

由中国烹饪协会、俄罗斯孔子文化促进会、俄罗斯华
侨华人联合会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中餐烹
饪大赛”于10月8日至10日在莫斯科隆重举行。

世界中餐烹饪大赛由中国烹饪协会发起，每四年举办一
次，有“中餐业的奥林匹克”之称。本次大赛共有来自中国、俄
罗斯、法国、比利时、荷兰、韩国等 15个国家和地区的 136名
烹饪高手报名参加，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一次
世界中餐烹饪赛事。

本次大赛评出了个人赛、团体赛和标准化烹饪产品赛的
四星钻石奖、五星钻石奖，以及各项目的冠、亚、季军，所有获
奖选手都被授予“世界中餐传播大使”的称号，将继续为中餐
的全球化推广做出努力。 （据国际在线）

华人社区华人社区

“政府正带领藏区人民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第一次来
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的哈萨克斯坦《今日丝路报》主编汪金
生，在看到松潘县的脱贫成果后感叹道。

近日，来自 28 个国家和地区的 67 家海外华文媒体代
表，参加了国务院侨办和四川省政府主办的“2019海外华
文媒体感知中国 （四川藏区） 行”活动。看到藏区的崭新
面貌，华媒代表们纷纷赞叹：“这里的变化让人意想不到！”

“老百姓的生活越过越好”
走进松潘县川主寺镇林坡村，一座座藏族民居宽敞明

亮，一条条村间道路干净整洁。两层小楼里，液晶电视、
电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等现代化家电应有尽有。在致富带
头人泽里旺邓家，华媒代表们和男主人唠起了家常。得知
村里集体经济发达，菌厂解决了许多人的就业问题，发展
藏家乐旅游帮助村民们增收不少时，大家由衷赞叹：“老百
姓的生活真是越过越好！”

在贫困户小着什家里，华媒代表们了解到，她离异后独自
抚养着两个孩子，日子原来过得很艰苦。脱贫攻坚战打响以
来，通过劳动力转移就业，小着什的两个儿子都有了稳定的工
作，家里收入节节攀升，2017年全家实现了脱贫。小着什家的
巨大变化让加拿大维多利亚传媒董事长王燕云感慨不已。她
高兴地和小着什合影留念，记录下这次珍贵的采访经历。

“这里简直是人间天堂”
2017年8月8日，九寨沟发生7.0级地震，景区多处受损。

今年9月27日，九寨沟景区试开园，再度迎客。重建后的九寨
沟是什么模样？景区安全管理、旅游服务怎么样？10月 9日，
华文媒体代表们来到九寨沟，探访景区重建情况。

湛蓝的湖水映出两岸美景，山水一色，美不胜收。在九寨
沟五花海景区，许多游人纷纷拿出手机拍照，记录下眼前湖
光山色的如画美景。热爱摄影的澳大利亚澳华文学网总编辑
谭毅喜情不自禁地称赞：“这里太美了！简直是人间天堂！”

绿色的观光车在青山绿水间穿梭，游客栈道与通行公路
互不干扰，地下通道又将乘车点与景点连接……看到景区基
础设施规划合理，兼顾实用性与安全性，华媒代表们对重建

工作的高标准高质量连连赞赏。当得知景区内的“智能洗手
间”能够通过人脸识别技术自动弹出纸张时，加拿大《加中时
报》总编辑杨笑备感新奇，特意在朋友圈中点赞洗手间的高
科技和智能化。

“孩子们发自内心地感到幸福”
华媒代表们对藏区学校的教育工作非常关心。在松潘县

山巴乡象藏艺术学校，华媒代表们兴致勃勃地与学校创办人
赤增绕旦攀谈。“学校现在有30多名唐卡画师学员，学制7年，
前3年学习绘画理论，之后学习唐卡技艺实践并绘制毕业作
品。”赤增绕旦介绍说，学校是慈善公益性质，目的是帮助藏区
孩子掌握一技之长。

在松潘县七一藏文中学，华媒代表们通过校长的讲解，
详细了解藏区中学教育发展状况。据介绍，汶川地震后，学校
受损严重。学校重建项目，2010年正式完工，成为一所藏汉双
语教学寄宿制学校。

美术室里，一张张唐卡描摹画精巧动人；生物实验室里，各
类实验器材整齐排列；教室里，学生们书声琅琅……所见所闻
让匈牙利《联合报》社长季毓萍感慨良多：“孩子们朝气蓬勃的
精神面貌让我印象深刻。藏区孩子们有机会接受到良好的教
育，发自内心地感到安心、幸福。党和政府的各项惠民政策是真
正落到了实处！”

海外华文媒体代表走进四川藏区

“这里的变化让人意想不到！”
本报记者 王永战文/图本报记者 王永战文/图

不忘初心 传播中国声音

从 2001 年至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
已经走过 19年，为分散世界各地的华文
媒体搭建沟通平台，共同探讨如何为中
国发声。从首届论坛中 130 余位海外华
文媒体人士参与，到如今来自五大洲 61
个国家和地区的 410 多家华文媒体人士
与会，论坛的凝聚力、海外华文媒体的
传播实力也伴随着这些数字在日益增强。

委内瑞拉侨报网总编辑龙涛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说：“这是我第四次参加论坛，
这一次比以往任何一届规模都要大。场上
氛围也非常好，各大媒体人纷纷踊跃发
言，积极为海外华文媒体发展献计献策。”

在论坛主题方面，历届世界华文传
媒论坛的主题也都紧扣时代热点，把握
发展潮流，试图在新的发展背景下为海
外华文媒体的传播打通新思路。今年为
深化国际传播能力，论坛主题设置为

“牵手世界，见证时代——华文媒体的
‘中国故事’”。

中国故事究竟需要怎么讲？龙涛表
示：“作为海外华侨华人创办的华文媒
体，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华民族的历史
命运唇齿相依，与中国人民的自强不息
紧密相连。在华文媒体如何讲好中国故
事方面，一是应该建搭平台，促进民间
对话；二是应该强化协作，向主流社会
发声。”

匈牙利 《联合报》 总编辑季毓萍则
给出更多细节：“华文媒体在讲好中国

‘大故事’的同时，也要多讲一些民间
‘小故事’。海外华侨华人除了关心祖
（籍） 国的进步和发展的大事外，最关心
的是自己家乡的‘小事’。”

《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蒋丰表示：
“讲好中国故事不是单纯地讲，而是需要
仔细研究。华文媒体一直与祖（籍）国同呼
吸共命运，和祖（籍）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
脉络紧密联系。也因此，华文媒体在海外
传播的一大要点便是不忘初心。”

以媒为桥 联结华侨华人

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不只是一个汇集
海外华文媒体的平台，更重要的是能够
以“媒”为桥，让原汁原味的中国故事
能够借着华文媒体走进每位华侨华人的
心间。

此次论坛开展前夕还邀请了各大华
文媒体前往四川、云南、贵州等各个省份
进行实地采风活动，让许多华文媒体人士
实地感受到祖（籍）国的巨大变化，传播给
每位华侨华人。

龙涛分享了此次到四川省的感受：
“在本次的四川行中，我看到了中国西
部的发展。林坡村的扶贫成果、九寨的
美景、七一藏文中学里的义务教育普及
……这些都给我呈现了一个完整立体
的中国西部省份，也从中看到了中国的
强大。”

不过，华文媒体传播的主要阵地还
是在海外。华文媒体在海外如何发挥其
桥梁作用，让当地华侨华人不仅能彼此

相联，也能在他乡时刻聆听到来自祖
（籍） 国的声音？

马来西亚 《星洲日报》 前总编辑、
现任编务总监卜佛海分享了创刊 90周年
的《星洲日报》的传播经验。

“《星洲日报》在传播中国声音、联结
华侨华人方面承担着一个重要角色。”卜
佛海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道，“华文媒体、
华人团体和华文教育是马来西亚华社的
三大支柱，马来西亚当地成千上万华人团
体的活动讯息则需要仰赖华文媒体传播
出去。平日里，中国文化团体赴马来西亚
演出、中国顶尖大学在马来西亚展开学术
交流等各类活动，常常也需要借助华文媒
体这一渠道进行传播。”

“绝大多数的华侨华人希望能够看到
中文媒体，所以海外华文媒体不仅是讯息
的传声器，对于华侨华人来说也是与祖

（籍）国的情感链接，里面承载着海外华侨
华人的爱国爱乡之情。”季毓萍补充说道。

一路耕耘 华媒持续发力

一路走来，一路耕耘。几十年时间
让许多华文媒体从默默无闻到崭露头
角，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与全球华侨
华人的距离在逐渐缩小。

在日本从事了 31年国际传播的蒋丰
可谓华文媒体成长的一个见证者。“我
1988 年刚到日本，海外华文媒体还处于
沙漠状态，再到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留
学生增加、中国富强、华侨华人经济力
量增长……华文媒体如雨后春笋一样遍

地涌现，我亲眼看着海外华文媒体如何
从无到有。”

不过，蒋丰也指出，海外华文媒体
还有较大的提升发展空间。那么，未来
华文媒体的着力点在哪里？

接受采访的华文媒体人均提到了
“新媒体”一词，他们一致认为媒体环境
的变化影响着华文媒体在海外的发展。
季毓萍认为：“全球的华文媒体都面对着
相同的困境，即纸媒的成本在升高，新
媒体的投入也在加大。华文媒体如何在
其中找到正确、适宜的发展方式，是一
个很关键的问题。”

在谈及新媒体这一挑战时，“融合”
成了龙涛口中的关键词。“未来华媒面对
新媒体信息碎片化的冲击，仍然要走传
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道路，既要
意识到传统媒体内容的生产优势，向内
容做精、做深发展。也要意识到转型新
媒体是华文媒体发展的新趋势。”

同时，卜佛海表示，合作的作用也
不能忽视。“世界各地的华媒应该加强合
作，尤其是在技术和业务发展方面互相
支援。媒体人之间需要互访交流，吸取
成功媒体的传播经验。”

蒋丰认为，华文媒体始终都需要有一
个方向性。“华文媒体不光要在华侨华人
圈内发挥作用，同时也要进入到中国主流
媒体圈、住在国主流媒体圈，这样才能发
挥好沟通祖（籍）国和住在国、华侨华人和
住在国公民之间的桥梁作用。”

上图：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高
端论坛现场。 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摄

五大洲海外华文媒体代表齐聚一堂热烈研讨

华媒如何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杨 宁 陈青冰

以“牵手世界，见证时代——华文媒体的‘中
国故事’”为主题，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于
10月12日至14日在河北石家庄成功举办，论坛就
华文媒体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华文媒体
的作用等话题进行了热烈、深入的研讨。

本报在论坛前后采访多位华文媒体人，听他们
讲述华文媒体在海外的传播经验，以及海外华文媒
体是如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

侨界关注

上图：华媒代表们在松潘县川主寺镇林坡村了解脱贫
攻坚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