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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 18 日首次对
外发布专题白皮书，全面
回顾了中国军队参加联合
国 维 和 行 动 30 年 来 的 历
程、实践和贡献，系统阐述
了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
和 行 动 的 使 命 和 政 策 主
张，以及全面落实联合国
维和峰会承诺的成果。白
皮书以翔实数据和大量事
例证明，中国军队是联合
国维和行动的关键力量，
从而有力回击了美国政客
炮制的所谓“中国军事威
胁”的谬论。

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
国之一，中国始终坚定维
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
体系，履行应尽的国际责
任义务。这份名为《中国
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30 年》的 白 皮 书 ，对 中 国
自 1990 年以来参与联合国

维和行动的实践进行了梳
理，指出中国军队在推进
和平解决争端、维护地区
安全稳定、促进驻在国经
济社会发展等方面作出了
重要贡献。

比 如 ，中 国 目 前 是 联
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和
会费国，也是安理会常任
理事国第一大出兵国；中
国军队践行《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迄今已参加
25 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
计派出维和官兵 4 万余人
次，16 名中国军人牺牲在
维和一线；先后有 1000 余
名中国女性官兵参与维和
行 动 ；截 止 今 年 8 月 ，有
2500 多名中国官兵正在 8
个维和特派团和联合国总
部执行任务；除维和任务
外，中国维和官兵还在刚
果（金）、南苏丹等国参与
人道主义救援和战后重建
工作，并向一些国家的民
众传授农业种植技术……

这 些 数 据 和 事 实 充 分 证
明，远赴海外的中国军人
为遭受战火摧残的民众带
去了和平和希望，是维护
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的正义力量。

随着国际形势发展变
化和联合国工作需要，中
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
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特
别 是 2015 年 9 月 ，中 国 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维
和峰会上宣布支持联合国
维 和 行 动 的 6 项 承 诺 后 ，
中国军队以服务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加大
了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支
持和参与力度。

以国际合作为例，过去
5 年，中国军队先后举办了
20 批专业培训，为 60 多个
国家训练维和人员 1500 余
人；中方支持非洲常备军和
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
设，已向非盟交付首批军援
装备和物资，并对非方人员

进行交装培训；中国还设立
了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
展 基 金 。 2016 年 至 2019
年，该基金在和平安全领域
共开展 52 个项目，其中 23
个项目涉及支持联合国维
和行动等。

中国军队的表现与贡
献，得到联合国和国际社
会的高度肯定。联合国副
秘书长阿图尔·哈雷指出，
中国是支持维和行动与多
边主义的重要力量。联合
国秘书长军事顾问罗伊特
中将评价说，“中国对维和
行 动 的 贡 献 值 得 大 书 特
书。没有中国举轻若重、
至关重要的支持，肯定没
有联合国维和行动现在取
得的成功”。

在 2016 年 5 月 31 日中
国维和士兵申亮亮为阻止
载有炸药的恐怖分子车辆
冲入联合国维和营地壮烈
牺牲后，许多国外同行表
示难过和惋惜，并对中国

维和部队的专业素质及其
贡献表示赞许。当时，联
合国驻刚果（金）布卡武地
区民事工程要员桑托斯女
士说：“中国维和部队在履
行职责中所体现的‘中国
质量’，给联合国各个维和
任务区起到了模范作用，
他 们 不 愧 是‘ 蓝 盔 ’品
牌。”

当 前 ，世 界 正 经 历 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
炎疫情加剧了国际安全形
势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各国尤其是大国理应共同
担 起 维 护 世 界 和 平 的 责
任。但令人愤慨的是，以
蓬佩奥为代表的一些美国
政客，不仅逃避自身国际
义务，还出于意识形态偏
见污蔑“中国借参加维和
行动扩张兵力”“增加海外
军事存在”；不仅向亚太地
区调派军事力量、加剧地
区局势紧张，还公然挑起
意识形态对抗、叫嚣要发

动“新冷战”，妄图把世界
重新推入动荡与分裂。事
实证明，这些美国政客才
是地区动乱的始作俑者、
国际秩序的违反者、世界
和平的破坏者。他们妄图
以搞乱世界为代价让美国
坐稳“头把交椅”并从中谋
取私利，已经沦为历史的
罪人。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75 周年，也是以
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建 立 75 周 年 。 正 如 这 份
白皮书所指出，回顾历史，
人们更应感到和平的来之
不易和守护和平的艰难。
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
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
路，一如既往支持联合国
维和行动，坚定捍卫多边
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
展注入更多稳定力量。那
些所谓“中国军事威胁”的
谣言，已然不攻自破。

国际锐评评论员

巧遇贵人
苦难的日子终须过下

去的。到了 1967 年 12 月初
的一个傍晚，维利的第二
个女儿出世了，取名为美
芬。这时，维利的工作大
不如前，社会的不安宁，金
价的不断高涨，任抹烟农
连年失收，富农破产，农工
失 业 ，造 成 市 场 的 布 景 。
在工作收入走下坡，而生
活开销增大的情况下，洪
珠也在家做糕饼，寄在巴
杀糕摊托买。维利在忙完
金子的工作之后，每到夜
晚，维利也东奔西跑地外

出找生路。
很幸运，维利巧遇到一

位制豆沙饼的年轻老板，也
许是有缘，闲谈后，得到年
轻老板的信任，将豆沙饼寄
给维利推销，条件也很好，
维利为感恩他的厚意，积极
尽量推销，生意越来越好。
后来，住在 B 埠的一位曾于
维利母校教过小学的 L 老
师，也求维利推销他的芝麻
饼，可是要现款交易，维利
答应了老师的要求，为他推
销了一个时期。可惜有一
次，L 老师用了其他的包装

替换了维利的饼干，并且诬
赖维利的饼干的质量问题，
还要求退货赔钱。看到 L
老师那可憎可恶的模样，维
利只能与他断绝生意的来
往，也因此断绝了师生的交
往!

其实，因为维利做事踏
实，做人也忠厚老实，做生
意讲究诚信，因此维利的
生意也越来越好。又因为
维利苦心钻研，好学好问，
总结经验，日夜“研究”芝
麻饼的制法，终于皇天不
负有心人，维利研制出质

量好口感好的饼干，并且
用亲民的价格推销，赢得
了许多商家的好评。

于 是 ，维 利 结 束 了 金
店 ，全 力 经 营 饼 干 生 意 。
因制做芝麻饼，维利认识
了 SD 埠麻里饼的老板，又
得到老板的信任，维利可
先采货而后付款的优待，
是 维 利 初 时 以 脚 踏 车 寄
货，生意越来越好，就改用
三轮车、摩托车，最后是一
辆小货老爷汽车，日夜奔
走忙碌……
（节选自刘文亮著作《圆梦》）

任抹：刘文亮

中国军队是捍卫世界和平的关键力量

早期在祖籍国家乡生
活动荡，导致许多同胞纷
纷外流，背井离乡漂洋过
海。“下南洋”是怎么样的
辛苦？对我们这辈土生华
裔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又
怎么能体悟到祖辈们当时
冒 着 生 命 危 险 坚 辛 的 航
程、苦痛和无奈呢？父亲
从福建南来此地生活，当
年，老人家每当与同辈共
一艘船来的乡亲们聚在一
起聊天就有许多共鸣与契
合，对故土有着浓厚的眷
恋 和 情 感 ，思 念 亲 友 心
切。前辈们讲到同一艘船
来南洋的，即使无亲属关
系都会当成至亲的亲戚，
互相串门往来血浓于水相
待。饭后茶余对月叹息，
身世飘零孤独如流星，望
着浮云感慨，长夜漫漫星

河耿耿，这儿离开家乡好
远好远呀！日夜思念故里
的愁绪，可以领略出父亲
内心的萦怀，仿佛也看到
他 老 人 家 凄 楚 忧 悒 和 无
奈。也许我第一代本土出
生的华裔，对乡土观念情
怀会比好几代华人后裔或
者娘惹与峇峇浓了一些。

我们这一代学龄时期
因为印尼国家政治起了风
波，导致华文学校关闭，学
习华文受到各种阻碍和禁
止，小部分人士对中华文
化比较眷眷执着者在恶劣
环境的大沙漠，犹如一株
小仙人掌依然靠空气雨露
阳光和微薄的养分生长在
荒山原野保留着根，虽然
受到限制，但仍然在这块
土地生存下来了。

朝 代 更 迭 ，执 政 领 导
换新，经过一段漫长的黑
暗终于迎来了曙光，32 年
后 政 府 解 除 学 习 华 文 禁
锢，本地华族同胞挣脱了
枷锁解除镣铐松绑桎梏步
出 囹 圄 。 祖 籍 国 两 岸 在
2001 年开始外派对外华文
教学师资培训派遣专员过
来辅导海外华裔同胞学习
华文，在这青黄不接亮红
灯快“断代”的危险急迫时
刻 ，我 们 扛 起 了“ 继 代 传
承”工作的使命。多少的
华裔同胞热血沸腾拯救语
言文化传承献身出力，身
为一名华裔有责任义务教
导同胞维护文化，薪火相
传代代流芳。文字语言在
本国新秩序朝代受到摧残
和伤害，似一双小女孩的
脚用布缠裹束缚萎缩了 32
年，现在解开缠布三寸金
莲要阔步跨前，有很多困
难和障碍。

2001 年 3 月 份 棉 兰 印
广日报刊登广州暨南大学
由马跃团长率领专员来棉
兰举办华文师资教学培训
十天。尘封了 32 年，报名
人数爆棚踊跃，自己人事
关系不佳，虽然是经过考
试录取人选，经过了考试

我还是名落孙山，都因为
自己才疏学浅文化水平不
足和家父的面子不够大，
连站在窗口旁听都受到别
人白眼成了扫帚星。授课
老师眼光四周打量，隔着
玻璃窗听不到声音，透过
板书交流我还是可以听懂
课程内容，眉目传情心有
灵犀一点通，专员还私自
提供些资料给我学习。当
时中印两国刚缓和僵局了
32 年 ，关 系 刚 复 苏 ，我 不
应该为了一桩小事情让友
族 同 胞 耻 笑 华 族 的 不 团
结。承办单位以我申请表
格里没有在校任职原因不
录取，不过很多家庭妇女
很幸运被录取了，社会有
时就是只有强权没有直理
好言。我好几次进入了课
堂又被单位负责人叫出室
外 ，只 好 又 站 在 窗 口 旁
听。历史上韩信受过胯下
之辱；蔺相如都能忍受廉
颇的霸气，我这点小小的
委屈又算得了什么？不要
为 了 小 事 情 与 人 家 过 不
去，天无绝人之路。十天
的 课 程 总 结 起 来 就 是 分
成 ：语 音 、词 汇 、语 法 、汉
字 、教 学 法 这 些 开 端 入
门。当年八月十七日台北

“侨务委员会”也外派了专
员做了五天的巡回教学活
动，课程不相同，不过都是
围绕着几个大主题：语音、
汉字、词汇、语法、修辞和
教学方法切入点。挖空心
思这一次我总算可以正式
跨入课堂安心上课了。那
段好几次被叫步出教室的
烙印，我经常都会伴着琵
琶练习学唱“长恨歌”，曲
调委婉哀怨，长长短短也
恨了 19 年，再哀伤凄怆楚
楚 也 得 不 到 同 情 与 可 怜
的，何不开朗转调学唱进
行曲呢！学习和经验就像
收集邮票慢慢逐步增加和
累积成多元丰富。每一年
的两岸师资教学培训活动
我都会尽量拨冗放下工作
参加学习，也尽量争取机

会赴两岸参加研习活动。
限于各种问题方面，名额
确实不是太多，也要轮流
分配给其他地区的华教人
士，我算很幸运争取到赴
厦门、福州、长沙和台北的
海外华文教师培训活动。
教学需要自己搜集资料，
把 华 文 功 底 知 识 掰 开 揉
碎，深入浅出融入到自己
的教学方法中，教学无定
法，学习有步骤和方法。
今年全球疫情严峻，暂时
无法赴两岸参加研习会，
也无法举办活动参访。随
着科技进步和发展，培训
教学活动开始改为通过网
络视频交流。第一次由印
尼雅加达巴中校友会承办
负责联络中国首师大主办
单位，雅加达巴中校友会
林主席凤英女史；文教部
陈主席美致女史是本届单
位主力军，还有王燕老师
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协助鼎
力完成任务培训工作可以
顺利进行。主办单位中国
首师大院长韩梅女史；李
副院长秉震先生；主任康
阳先生在 2020 年 9 月 9 日
雅加达时间 6.40 分通过腾
讯会议在网络视频开幕与
大家相会，印尼全国各省
市华教者线上研习，参考
了 16 天的课程表，内容还
蛮丰富多元，相信将给印
尼全国各地华文教师增添
许多学识。

当 初 接 获 信 息 ，我 费
尽周折通过苏北想参加都
无法报名，通过雅加达、万
隆和泗水同仁也几乎得到
相同的答案报名人数众多
无法接纳了。原本是没有
希望了，突然与一位朋友
聊起他说他已经报了名，
可是他工作时间抵触，恐
怕无法跟着课程学习，我
就征求他的意见可否把你
的名额转换成我的名字？
他答应了，不过，他不晓得
需要如何办理，在哪个部
门更换名字的手续。没关
系，我一向来做人是不插

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
性格，现在有了名额我再
与承办单位要求更改名字
一下，我相信单位是可以
通融也很乐意协助的。再
次厚着脸皮向承办单位拨
电话，单位听了很洒脱就
给我加入了群聊组里，我
的希望有了转机，也有了
生机，这次咸鱼翻身了，我
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来之不
易的机会！我不怨恨当时
四处碰壁没有办法帮助到
我报名的朋友，我也了解
僧 多 粥 少 名 额 有 限 的 情
况，听说，这次有 500 多位
报名，很多人没有机会跨
入会议室门槛。我很同情
那些争取不到名额爱学习
的同仁。我在 2001 年曾经
一样没有跨入教室参加活
动听课被拒绝于门外的伤
痛与失落感。

我们海外华裔与祖籍
国都是血脉脐带相连的，
曾经断绝失去联系 32 年，
华文在本地有些语用已经

开 始 产 生 变 化 转 移 的 趋
势，因为缺乏规范的语用
指导，形成了与当地主流
语言融合混淆使用，没有
严 格 去 区 分 出 来 ，例 如 ：

“一杯热茶”，本地华人会
说“一 杯（烧）茶 ”；“请 稍
等候”，这里说成“请等一
下 ”；“ 不 要 紧 ”很 多 人 说

“不 用 紧 ”；“上 哪 儿 去？”
本地使用“你要去哪里？”

“随意你”本地会说“喜欢
喜欢你”；“不知道”和“不
懂 ”；“理 解 ”和“了 解 ”混
淆使用等等，这样下去交
流上会带来很多阻碍和困
扰，今天有机会接驳回这
条主轴线，需要赶快纠正
华文谬讹和不正确的使用
法，希望祖籍国继续举办
接下来的网络视频活动来
挽 救 这 片 曾 经 荒 芜 了 32
年的华教工作局面，赶紧
架桥铺路，早日完成一带
一路的高铁通车，搞好经
济 保 家 卫 国 ，深 深 地 企
盼。

棉兰：晓杨 沙漠上的仙人掌

安逝吧！老园丁
一个并不高大的身影，
拄拐站在崇文校门石级；
殷待观摩研习的中外来宾 ，
笑迎朝气蓬勃的莘莘桃李 。

您曾经捧着华文教本 ，
挥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讲席 ；
您重擎传统文化火种 ，
辛勤耕耘廿一世纪办学的园地 。

高悬于校舍墙上字体 ，
透射您中庸温润的笔力 ；
播撒在苏北各市子弟 ，
继续您薪传华文的足迹 。

当日里河水 在午后雾霭中悲泣 ，
伴随崇文老前辈的安息 ；
愿棉兰华教 在清风蓝天下迈进 ，
延续九旬老园丁的根蒂；
千岛华校董教 诚心祭奠 ，
在这个 花果渐丰的秋季 。

廖省：林越

——悼棉兰华教泰斗黄两承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