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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更加有的放矢”

“比起 2020年 4月的紧急事态宣言，这一次宣言要求
的防疫措施，更加有的放矢了。”身在东京的旅日侨胞杜
海玲告诉本报记者。1 月 7 日，日本政府向首都圈东京、
埼玉、千叶和神奈川“1都 3县”发布紧急事态宣言，持
续时间从1月8日至2月7日。这是去年4月以来，日本政
府再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

“这次宣言主要着眼于缩短餐饮店的晚间营业时间，
呼吁居民“自肃”——自觉在晚8点后居家不外出。这吸
收了之前抗疫的经验教训，在有效防疫的同时，减少对经
济的影响。”杜海玲说。

餐饮场所大量关停歇业，此前政府推出的“Go To
Travel （去旅行） ”旅游补贴项目全国暂停，新冠疫苗尚
未推出……名古屋华助中心主任郑兴感受到新一波疫情对
日本社会多方面的影响。他所在的爱知县是日本的工业中
心，是拥有人口达700多万的大型城市。这里人口密度较
大，流动性比较强，目前是日本疫情重灾区，防疫形势十
分严峻。

“这次疫情蔓延，受冲击最大的是餐饮业和旅游业。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是做这方面生意的，损失惨重，令人心
痛。”郑兴说，“当地政府的主要防控措施是口头劝导和经
济补偿，提倡‘佛系抗疫’。与疫情初期的措施相比，如
今政府更倾向于平衡抗疫与经济复苏。”

作为主要面向东南亚市场的跨境电商，日本株式会社
金牛社长王琨明显感受到，疫情带来的通关问题，给跨境
物流造成巨大压力，身边从事餐饮、旅游、医疗服务、不
动产投资等生意的侨胞朋友，生意也受到很大冲击。原本
工作繁忙的他，最近有了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在这个节
骨眼上，我也想多陪陪妻子和孩子。”王琨说。

“临近新年，华侨华人往年举办的忘年会，今年也暂停
了。”旅日华侨、日本信谊株式会社会长李宝珠告诉本报记
者，“我身边的侨胞朋友都非常关注疫情的变化，非常注重
保护，尽可能少出门、少聚会，出门必须戴口罩、勤洗手。”

“给侨胞多一份保护”

1 月 7 日，1000 袋健康防疫茶 （下文简称“健防
茶”） 和 1000 盒口罩从东京发货，第二天下午准时抵达
横滨山手中华学校。

捐赠健防茶等抗疫物资的是李宝珠最近最操心的
事。1 月 5 日，她刚刚给东京华侨总会捐赠了 300 袋健
防茶。

“这些健防茶，我们一边无偿捐赠，一边在日本雅虎
网站上按远低于成本价的价格售卖，就是想让更多人了解
健防茶，为更多人提供防护帮助，多一份保护，就少一个
人得病。”李宝珠告诉本报记者。

2020年4月起，日本疫情形势渐趋严峻，李宝珠受中
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委托，在中国专家指导下确定符合日本
法律的配方，配制了可做日常茶饮的健防茶。

“当时一口气生产了 2000 袋，24 小时内就被抢光。”
李宝珠说，自己的企业中原本就有健康食品生产的工厂，
当时疫情紧急，通过全日本华侨华人联合会的组织安排，
她将健防茶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提供给在日华侨华人。此
后，她又陆续生产了 4000 袋健防茶。随着近期日本疫情
蔓延形势加剧，李宝珠又开始为捐赠健防茶奔走忙碌。

“能够为旅日侨胞防疫提供公益帮助，我心里也满是力
量。”李宝珠说。

王琨的公司有近2/3的员工是中国人。随着防疫形势
逐渐严峻，公司的许多员工都在居家办公；在公司办公的
员工必须戴好口罩；公司常备消毒液等防疫物品，定期消
毒；午间就餐采取统一订餐的方式，减少外出。

“受疫情影响，我们公司的工作会议大多由当面协商
转变成线上会议，少了些面对面交流的亲近感，但也多了
份安全。”郑兴说，作为企业的法人代表，他响应当地政
府的防疫要求，一方面要求员工避开密闭空间、人员密集
地、近距离密切对话场所等“三密”场所；另一方面在企
业内部的设施和公共空间实施彻底消毒，把疫情防控措施
落实到位。

“异国他乡有了依靠”

在日华人迎春艺术品公益拍卖会预热，福冈总领馆为
北九州华人华侨协会送去急需药品和慰问，中部日本华侨
华人联合会通过网络直播召开理事会暨忘年会……疫情期
间，日本中文导报的报道依旧活跃。

作为中文导报主任，杜海玲自疫情发生后开始居家办
公。如今她每周有两三天在报社工作，日常生活基本不出
门。尽管现场采访大大减少，但报社依然在为报道忙碌。

“我们每天的选题会都离不开疫情，疫情相关的特别报道
也比较多，力求及时回应读者的关切。”杜海玲说。

在李宝珠的微信里，“中医健康交流”微信群中不断
有旅日侨胞进行健康咨询。“假期期间，打扰各位医师，
一名语言学校学生寻求帮助……”半个小时后，作为群主
的李宝珠在群里找到志愿者医生并告诉侨胞，志愿者医生
所在的医院可以通过网络进行远程隔离诊治。

自日本疫情蔓延开始，李宝珠所在的日本中医协会就
组建起这个日本中医协会疫情咨询群，为需要防疫问题的
侨胞提供中医问诊服务和相关医疗帮助。随着疫情蔓延，
日本中医协会派驻专业医生到各个地方侨团微信群中，为
侨胞提供诊疗帮助。“感谢各位医师，使我们在异国他乡
有了心安、依靠，没事时可以了解医学知识，有事时可以
得到无私帮助。”“中医健康交流”微信群里，一股暖流悄
然流淌。

“中国疫情发生初期，日本中部地区的侨胞倾情支援
祖国抗疫的情景，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每次回忆起
来都是心潮澎湃。日本疫情期间，我们防疫物资匮乏，中
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经常通过各种方式了解侨胞的生活工
作情况，及时从国内调运防疫物资，解决侨胞的燃眉之
急，让我们深受感动。”郑兴说，“如今疫情再次袭来，我
们也更有底气直面挑战。”

“寒冬已经来临，世界多国都正在遭遇新一轮疫情考
验。作为旅日侨胞，为中日两国抗疫、交流做些事情，无
论大事小情，我们都愿意勉力为之！”王琨说。

1950 年，符明潮出生于海南文昌，童年迁居香港，
后因工作定居日本。2014年，符明潮成立日本海南总商
会并担任会长。2019年，年近古稀的他回乡创业，在海
口创立日式餐厅。

海南华侨华人遍及世界各地，文昌更是著名侨乡，
华侨华人在海南自贸港的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符明
潮作为当地知名华侨，为家乡建设做出贡献。

人在海外 心在故乡

1958年，符明潮离开文昌市昌洒镇东泰山村，随父
母移居香港。中学毕业后，符明潮赴美国求学，获得会
计财务管理学士及硕士学位，随后回到香港，进入香港
东方海外货柜航运公司，并于 1977 年被派往日本分公
司，从事财务工作，从此在日本定居。

“我记得小时候爬树，从树上摔下来。”谈到儿时在
文昌生活的日子，符明潮的脸上露出开心的神情。即使
已经过去60余年，这段人生最初的岁月仍然深深印刻在
符明潮心里。数十年来辗转世界多地，乡愁始终萦绕心
间。如今回到文昌，符明潮依然会选择住在村里，因为
那才是真正的“老家”。“我出生在文昌，我的根在这
里，我的心也一直在这里。”符明潮说。

心系教育 筹建学校

2004 年，文昌市调整学校布局，打算撤并始建于
1983年的昌洒华侨小学。符明潮得知情况后，赶忙建议
市教育部门不要撤并，并表示愿意捐款重建。“给我一
年时间，我把学校盖好。”他说。

很快，符明潮成立“文昌市昌洒华侨小学教育基
金”，倡议日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其他地区的
海内外热心人士进行募捐。经过符明潮等热心华侨、同

胞的不懈努力，共有600多名海内外热心人士捐款近400
万元人民币。在这些善款的帮助下，昌洒华侨小学的办
学规模不断扩大。

“很多人说，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建学校也是一
样。”学校投资建成后，符明潮仍然牵肠挂肚，每年都会前
来数次，了解师生近况和需求，沟通各方解决问题。

17年来，昌洒华侨小学办学质量显著提高。如今的
学校窗明几净，运动场、体育馆、图书室等设施齐全，
学生们的校园生活更加丰富。符明潮的心愿却不仅于
此：“我希望学校不仅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也要让他
们懂得传统礼仪和做人的道理。同时，希望借助我们华
侨华人在海外的经历，培养孩子们的国际化视野。”

回乡创业 共享商机

在日本生活40余年，符明潮对日本文化有着深刻的
了解，也看到家乡发展带来的商机。2019年，符明潮选
择回乡创业，在海口投资创办日餐店“栗之树”，将日
本餐饮文化、服务文化带入海南。

2014年，符明潮带头联系了在日本从商的海南华侨
华人，在东京成立日本海南总商会，并由他本人担任总
商会会长。符明潮说，日本海南总商会致力于促进交流
与沟通，拓展海南与日本的民间文化交流，推动中日两
地经济的发展。2020 年 12 月初，符明潮作为总商会会
长，组织了一场海南自贸港政策座谈交流会，14个在日
华侨商会参加。

“国家在经济建设方面有许多成功经验，也给了海
南很好的机会。”符明潮表示，自由贸易港建设使海南
再次站上时代的风口，作为海南人，希望自己可以把握
住自贸港发展机遇，也相信家乡发展能够乘风破浪！

（来源：人民网）

旅日侨胞携手再战疫情
本报记者 高 乔

侨 界 关 注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数据，截至
当地时间 1 月 7 日 18 时 （北京时间 17
时），日本当天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首
超7000例，连续3天刷新疫情暴发以来
纪录；截至1月7日15时，东京都当天
新增确诊病例首超2000例，达2447例。
日本，特别是东京都及周边地区，疫情
呈加速蔓延之势。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
乡。疫情发生之初，中日两国互助抗疫
的感人故事还历历在目。如今，日本疫
情反弹，旅日侨胞再次直面抗疫挑战，
或居家安心陪伴家人，或竭力保障生产
经营，或四方奔走提供帮助。有彼此的
陪伴支持，旅日侨胞的这个寒冬多了一
抹温暖。

“我的根在这里，心也一直在这里”

文昌：70岁侨胞返乡创业
高 歌

小寒春来早 琼海插秧忙
近日，节气小寒如期而至。在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不偏

村的田野上，却是一派热气腾腾的春耕景象。当地农民正赶季
节加紧早稻插秧，力争不误粮食增产丰收。

图为农民在田间插秧。
蒙钟德摄 （人民图片）

上图：日本中文导报关于疫情的头版报道。
右图：李宝珠捐赠给旅日侨胞的健康防疫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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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情 乡 讯

海南省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 2020年年会暨法律
知识学习培训活动在海口举办。 林道程摄

浙江萧山探路“全域自贸”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近日举行中国 （浙江） 自
由贸易试验区 （下称浙江自贸区） 杭州片区萧山区
块建设动员大会，萧山区块建设方案和创新清单发
布，提出重点推进十方面创新突破。现场，中国

（萧山） 长三角自由贸易智库联盟揭牌，首批入驻企
业营业执照颁发，十二个项目现场签约。

2020 年 9 月，国务院发布 《中国 （浙江） 自由
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入群”自贸区后，杭
州萧山聚焦区域联动，提出打造临空经济发展高
地、链接全球的智慧物流枢纽、“买全球、卖全球”
新型国际贸易中心、先进制造业产业群集、创业创
新生态最优区等目标，构建“全域自贸”格局。

（据中新网）

江门台山华侨双创中心启用

日前，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华侨创新创业中心
（下简称“侨创中心”） 揭牌启用。该中心旨在发挥
侨资侨智集成发展、集约创新优势，吸引海外华侨
及专业人士到台山创新创业，服务大湾区协同发
展，推动台山产业转型升级，擦亮侨乡品牌。

侨创中心位于台城街道西南路 22号，由原来的
百年老侨房改造而成。目前，侨创中心已有4支创业
团队进驻，涵盖咖啡烘焙、传统工艺、电影视频、
文创开发等多个项目。 （据中国侨网）

海南侨联举办法律知识培训

海南省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 2020年年会暨法律
知识学习培训活动日前在海口举办。侨联法顾委律
师团4个片区基层法律咨询服务站负责人分别作工作
情况交流，与会人员就维护侨益工作中涉及的法律
问题进行探讨交流。

（据中国侨网）

台山华侨创新创业中心的装修融入新宁铁路台
山站、华侨照相馆等历史街景。 陈素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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