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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信心——

“及时准确传递疫情信息”

打开最近几期的澳大利亚《新市场报》，头版“总编
辑题记”一栏刊登的小短文格外振奋人心。“全民团结抗

‘疫’，彰显中国制度的优越。”“澳大利亚华侨华人慷慨
解囊，向武汉等地捐款捐物，充分显示了海外侨胞与祖

（籍） 国的血脉亲情……”作为撰稿人，该报总编辑任传
功告诉记者，“希望通过这些文章，向在澳侨胞传递中国
战‘疫’必胜的坚定信心。”

身兼澳华电视传媒董事长，任传功最近格外忙碌。
“我们的新闻网站每天第一时间转载国内疫情数据，让更
多人及时了解疫情最新形势。同时，我们还刊登转载了
多篇有关中国政府多举措防控疫情、在澳侨胞向国内捐
赠物资、澳政府官员积极评价华人社区防疫努力等主题
的报道，传递战‘疫’正能量。”

“春节后，旗下所有的媒体平台都成了我们战‘疫’的
阵地。”非洲华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南庚戌向记者介绍。针
对疫情报道，南庚戌充分发挥新闻团队布局广、语种多
的优势，将遍布非洲多国的分支机构、通讯站及多语种
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动员起来。“疫情就是
命令，所有同事 24小时严阵以待。编辑群里，几乎每分
钟都有新消息。”

“我们注重根据疫情形势及时设置新的议题。”南庚戌
说，“非洲地区医疗卫生条件相对较差。随着中国国内疫
情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中国经验备受瞩目。我们
在报道中更注重结合非洲实际情况，介绍可供借鉴的防
疫知识。”

亚太通讯社社长刘继明被很多画面感动着：84 岁的
钟南山院士在高铁上眯眼打盹；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争
先恐后援助鄂汉；一个又一个“逆行者”请缨奋战在抗
疫一线……作为出身音乐科班的华媒人，刘继明心中涌
动着一股创作的激情。他马上开始谱曲，并联系了自己
的老搭档刘恩汛作词。

特殊时期，没有乐手、录音师、混音师、摄影师、
灯光师，请不到演唱的歌手，更谈不上专业的视频剪辑
和特效。刘继明一头扎进音乐工作室和录音棚，一干就
是 5 天，一切都靠自己动手。很快，一首名为 《华夏赤
子》的歌曲诞生了。“赤子有梦中华无恙，龙的传人铭记
多难兴邦……”刘继明唱出了海外侨胞对祖 （籍） 国的
赤子之情。“这首歌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50家媒体
平台上传播，希望借歌声为武汉加油，为中国加油，为
中华儿女鼓劲！”刘继明说。

反歧视——

“呼吁携手防控疫情”

面对病毒这一全人类共同的挑战，世界各国理应携
手并肩，同心战“疫”。然而，个别国家出现了针对华人
群体、甚至亚裔群体的歧视言论和现象。身处海外，不
少华媒人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以笔和镜头为武器，主动
发声。

前不久，丹麦 《日德兰邮报》 借疫情刊登“辱华”
漫画，引发广泛批评。《北欧时报》社长何儒马上行动起
来。“中国驻丹麦大使及当地华侨华人纷纷表达抗议，我
们在报纸上刊登了相关消息，要求丹麦媒体赔礼道歉。”
何儒说。

“所谓的‘言论自由’不能突破道德边界，不能越过
文明社会的底线。”何儒表示，疫情当前，海外华媒人要
发挥自身优势，以事实发声，保证新闻的真实性、严谨
性，与虚假新闻作斗争，呼吁各国人民团结起来，攻坚
克难。

在加拿大中华新闻社社长常建国看来，新闻媒体要
树立公信力，澄清谣言，这是职责所在。“在报道国内疫
情形势时，我们尤其注重转载官方数据，避免误判或造
成恐慌。”

“部分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抛出一些极端
言论。但邪不压正，华媒要积极扩大海外主流社会支持
中国的声音，这是对谣言最好的反击。”常建国说，“我们
刊登了许多西方学者对中国抗疫举措、中国经济形势的
积极评价，驳斥一些不实言论。”

受疫情影响，加拿大部分中餐馆和华人经营的超市
生意受到打击。近段时间，加拿大一些政府官员和国会
议员多次走访华人社区，到餐馆就餐，去超市购物，表
达对加拿大华侨华人的支持。常建国敏锐地意识到，这
是一个很好的新闻点。“我们及时跟踪报道，并采访了一
些官员和议员，把他们支持中国抗疫、支持在加华人走
出困境的声音传播出去，增加侨胞们的信心和勇气。”常
建国说。

“歧视、抹黑华人的极端言论不是主流。面对疫情，
海外华侨华人、各国政府及民众对中国表达了支持和祝
福。”任传功表示，当前，疫情全球蔓延风险不断上升，
世界各国命运与共。华媒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呼吁华侨
华人与当地民众团结起来，携手防控疫情。

援国内——

“见证跨越山海的爱心接力”

最近，《欧华联合时报》的头版总是洋溢着温暖人心
的中国红。打开 2 月 13 日的报纸，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五
星红旗下两只紧握着的手。“游子心 爱国情——罗马侨
社联合组织防疫物资包机捐温州”，醒目的红色标题下，
是意大利各侨团积极募捐的照片。

《欧华联合时报》社长吴敏祖籍温州。这段时间，海
外温州籍乡亲支援祖 （籍） 国和家乡抗疫的故事是他关
注和报道的重点。吴敏告诉记者，自疫情发生以来，欧洲各
国温州籍侨胞踊跃捐赠，但一些物资因运输困难滞留海
外。2月初，温州有关部门考虑包机从欧洲接运防疫物资。

消息传来，欧洲的各大侨团商会迅速行动起来，吴
敏也发动报社设在欧洲多个国家的分社和记者站大力宣
传，鼓励侨胞捐赠。“防疫物资从欧洲各地集结到意大
利，再运往比利时布鲁塞尔，2 月 14 日飞抵温州。”吴敏
说。《欧华联合时报》的记者们用一篇篇报道、一张张照片
记录了这场跨越欧亚大陆的爱心“接力”。

美国环球新闻网总编辑王绘沣也在为筹集物资奔走
忙碌。他利用环球新闻网旗下各个平台，呼吁当地华侨
华人捐款捐物，支援国内抗疫一线。同时，他还通过自
己创办的非盈利机构——全球城市发展中心，向侨胞筹
募善款，向武汉及周边地区医院捐赠了一批口罩，这批
物资近日将运抵武汉。

“我们向当地华侨华人、中资机构及主流社会发出捐

赠倡议，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大家纷纷伸出
援手，我们采购了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发回国内。
为国内战‘疫’贡献一份力量，报社全体同仁义不容
辞。”何儒说。

“日本第五趟包机飞抵武汉”“阿根廷福清社团捐赠
43万只医用口罩”“菲律宾中华侨台体育联合会首批捐赠
物资抵达中国”……在亚太通讯社发布的微博里，有关
物资捐赠的新闻刷屏，让刘继明感动不已。

更让刘继明惊喜的是，许多海外侨团以他创作的
《华夏赤子》 作为背景音乐，制作了捐赠物资的短视频。
“非常鼓舞人心！一定会激励更多海外华侨华人参与到战
‘疫’中来。”刘继明说。

联中外——

“多平台放大华媒声音”

“华媒具有联通中外的独特优势。”南庚戌说，“一方
面，我们能够对接中国国内媒体、驻外使馆，多渠道获
取权威信息；另一方面，我们还与当地政府、主流媒体
及华人社团保持长期友好关系，覆盖面广，传播力度
大。”在疫情报道工作中，南庚戌带领团队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在海外舆论场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病毒传播很严重，侨胞务必要谨慎。国内返非不乱
走，踏踏实实在家里。”“中国疫情防控好，当地朋友要知
道，你我都是小号手，良好形象很重要。”这是南庚戌旗下

《非洲华侨周报》最近发布在微信公众号的一首防疫诗歌，
呼吁旅非侨胞自觉防控疫情，树立华侨华人的良好形象。

“微信是华侨华人最常使用的平台，也是我们进行中
文报道的主阵地之一。在外文报道方面，我们在脸书、
推特等社交网站上发力，转发国内主流媒体及驻外使馆
发布的权威信息，刊登或转载一些充满正能量的文章和
报道，让更多人了解真实信息，学习防疫知识，增强必
胜信心。”南庚戌说。

“华媒是连接祖 （籍） 国和住在国的桥梁和纽带。”
深耕华文传媒事业 20 多年来，这是任传功最深刻的感
受。为了搭好这座桥，任传功一直坚持澳中“两头跑”，
致力于把最真实的中国介绍给世界。

疫情发生后的这段时间，任传功刚好在国内。“从中
央到地方，中国展示了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广
大医护人员不畏风险，无私奉献；近段时间，中国各地
复工复产，展示出蓬勃活力……华媒工作者要把中国的
战‘疫’故事传播出去，鼓舞海外华侨华人和外国民众
的士气。”任传功说。

“华文媒体更熟悉海外用户市场，形成了稳定的用户
群体和较畅通的信息发投渠道，在当地具备一定的口碑
和媒体公信力。”王绘沣说，“在此次疫情报道中，我们
综合运用网站、脸书、推特、微信等多个平台，尤其注
重通过典型人物的感人故事凝聚正能量，团结在美侨胞
为武汉加油，为中国加油！”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结合，让我们的声音传得更
远，覆盖面更广。”何儒告诉记者，《北欧时报》 在社交
网站 YouTube 上推送的武汉宣传片点击量超过 12.8 万，
并收到海外各界人士的暖心留言。歌曲 《大武汉在此》、
视频 《武汉，我们等你！》 也收到大量点赞和留言。“希
望通过我们微小的贡献，让更多武汉人、中国人感受到
世界各国传递的善意和温暖。”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比病毒更让人不安的，是一
些“负能量”论调。在国际
舆论场中，个别恶意攻击人
类之间团结协作、甚至无中
生有制造恐慌信息的负面言
论，成为影响疫情防控的一
大“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总
干事谭德塞曾不无担忧地表
示，“我们抗击的不只是流行
病，还有‘谣言疫情’。假新
闻和病毒一样危险，但比病
毒传播地更快、更容易。”

在这场全人类的战“疫”
中，及时、准确、权威的信息发
布与传播至关重要。对世界各
国新闻媒体来说，这是一次
事关业务能力、事关职业道
德的大考。

海外华文媒体是活跃在
国际舆论场中的一支重要力
量。海外华媒联通中外，是
沟通祖 （籍） 国与住在国的
桥梁和纽带。近年来，随着
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
的 提 升 ， 海 外 了 解 中 国 信
息、关注华人社区的需求也
在持续增强，华文媒体迎来
做大做强的新契机。不少华
媒人趁势而为，不断提高多
语种、全媒体、多平台传播
能力。如今，华文媒体不仅
是华侨华人重要的信息来源
和精神寄托，还日益成为住在
国民众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

疫情当前，华文媒体积
极主动作为，守好自己的战

“疫”阵地——
讲好抗击疫情的中国故

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中国疫情防控出现积极向好
趋势。在这个过程中，数以
万计的医护人员坚定“逆行”，全国各地争分夺
秒援助湖北，基层工作者逐户摸排，十几亿人
控制流动主动防护……其中既有联防联控的有
效措施，也有抗疫一线的感人事迹。华文媒体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和
语言，讲述值得借鉴的中国经验，展现令人动
容的中国精神，用事实破除“有色眼镜”下的
偏见。

反对针对华人的歧视言行。病毒无国界，
疫情之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各国应
团结起来理性应对。然而在一些国家，因疫情
产生的歧视性言论和谣言一度甚嚣尘上。对
此，多国政要公开表示反对因恐惧或误判歧视
华人。华文媒体理性应对，主动发声，积极支
持华侨华人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这是作为华
文媒体应尽的社会责任，也是筑牢自身发展根
基的必要举动。

传递携手并肩的同袍情谊。疫情发生以
来，从华侨华人紧急驰援祖 （籍） 国，到各国
友人支持、祝福中国抗击疫情，从中国向疫情
严峻的国家伸出援手，到海外侨胞与住在国民
众守望相助，在华文媒体的报道中，“人类命运
共同体”都是热词之一。面对疫情，世界各国
风险共担，命运与共。通过文字和镜头，“山川
异域，风月同天”之情感染着世界各国人民。

“我们是海外战‘疫’的小号手。”一位华
媒人这样定义自己的角色。听，声声号角，正
汇入人类携手战“疫”的铿锵足音中。

海外华媒为战“疫”加油！
本报记者 李嘉宝

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世界各国人民的

心。在这场全人类与病毒的斗争中，有

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是分布在世界各

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文媒体工作者。

在纷繁复杂的国际舆论场中，华媒人紧

握手中的笔和镜头，发出响亮的声音，

为中国加油，为世界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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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华侨
周报》 赞比亚分社
编辑刘欢 （右） 和
同事在值夜班。
（南庚戌供图）

▶亚太通讯社
社长刘继明在录制
歌曲《华夏赤子》。
（刘继明供图）

▼美国环球新
闻网总编辑王绘沣

（左四） 与旅美侨
胞筹集抗疫物资。
（王绘沣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