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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新 社 北 京 6 月 11
日电 作者金旭 中国的侨
务政策和工作始终与时代
发展的脉搏同频共振，见
证了中国共产党对华侨华
人的重视。近日，专家在
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
示，侨务政策和工作正不
断开创新局面，得到广大

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支
持。

维护侨益贯穿始终
厦 门 大 学 特 聘 教 授 、

华侨大学讲座教授庄国土
表示，华侨华人是中华民
族 的 重 要 成 员 ，“ 维 护 侨
益，为侨服务”的侨务政策
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

“ 随 着 改 革 开 放 的 不
断深入，侨务政策与时俱
进，不断丰富完善。”中国
华侨华人研究所副所长张
秀明说，中国政府制定并
实施了一系列涉侨政策法
规，涉及经济民生、文化教
育、社会保障等方面。

“其中，保护归侨侨眷

的合法权益是侨务政策的
重要组成部分。”张秀明表
示，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
中国政府对归侨侨眷就一
直实行“一视同仁，不得歧
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
的 政 策 。 1990 年 颁 布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
眷权益保护法》是中国第
一部以归侨侨眷为保护对
象的专门法律，标志着侨
务工作走上了制度化、规
范化、法治化轨道。

张 秀 明 表 示 ，侨 乡 率
先开展先行先试，广东省
在 2015 年颁布实施《广东
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后，
福 建 、上 海 、湖 北 、浙 江 、
海南等省份也相继结合本
地实际，颁布实施相关政

策，为全国性华侨权益保
护法的立法提供了实践经
验和法律借鉴。

独特优势精准发挥
华侨华人是中国发展

的独特优势与宝贵资源。
庄国土举例称，从华侨华
人是中国现代化的“独特
机遇”，到“优势论”和“资
源论”的提出，再到侨务工
作的“三个大有作为”，有
助于海外侨胞发挥自身经
济、科技、人才资源、管理
能力等优势，为改革开放
和 现 代 化 建 设 注 入 新 活
力。

庄国土说，“习近平总
书记曾在侨务大省福建工
作多年，对侨情有深刻的
认识和把握。他强调‘大

侨务’工作格局，不断整合
侨务资源，把广大海外侨
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
来，发挥他们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的积极作用。”

“由于身处两个社会，
横跨两个文明，华侨华人
在中外友好交往与中外文
明的交流互鉴中，发挥了
桥梁与纽带作用。”张秀明
表示，如今华裔新生代对
祖 籍 国 的 关 注 正 日 益 增
多，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和
接受度也越来越高。

对接侨情同向发力
百 年 未 有 之 大 变 局

下，世情、国情、侨情都发
生 了 深 刻 变 化 。 庄 国 土
表示，站在“两个一百年”
历史交汇点，党和政府对

侨 务 工 作 高 度 重 视 。“ 进
入新时代，为侨服务要将
保 护 华 侨 华 人 的 生 命 和
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关注
海外侨胞、归侨侨眷的生
活状况，切实帮助他们解
决困难。”

张 秀 明 表 示 ，新 时 代
侨 务 工 作 的 开 展 要 坚 持
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经
济发展与对外交往并重，
全 面 发 挥 华 侨 华 人 在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中 的
作用。

张 秀 明 说 ，要 让 更 多
的 人 了 解 海 外 侨 胞 与 归
侨 侨 眷 ，在 各 个 历 史 时
期，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作出的积极贡献，从而
更好地凝聚侨心侨力。

专家：侨务政策和工作始终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万水千山“““““““““““““““““““““““““““““““““““““““““““““““““““““““““““““““““““““““““““““““““““““““““““““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粽”””””””””””””””””””””””””””””””””””””””””””””””””””””””””””””””””””””””””””””””””””””””””””””是情
中新社广州 6 月 14 日电（郭军 祝顺

祥）记者 14 日从广东省侨联获悉，近日，美国
潮商总会暨各州 14 个会馆、多米尼加共和国
华侨总会等海外侨团来信广东省侨联，对广
东广州、深圳等地出现新冠肺炎本地疫情表
示深切关心，对广东侨界和乡亲表示诚挚慰
问，并为广东抗击疫情加油鼓劲。

来信提到：“海外侨胞虽远隔万里，但情
系一线，深深牵挂着家乡广东的疫情防控和
同胞安危。”“疫情的发展和同胞的安危时刻
牵动着海外侨胞的心。”“愿秉持侨界‘一方
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深怀‘血浓于
水、同气连枝’的亲情乡情，为广东战胜疫情
出一份力，献一份心。”“我们坚信，广东一定
能众志成城，打赢这场防控硬战，守护美好
家园。”等情真意切的内容。

据了解，为支持广东此次抗击疫情，广
东省侨联海外委员、美国潮商总会主席林辉
勇已先后累计向广州市荔湾区、中山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等抗疫一线捐款 70 万元。

广东本轮新冠肺炎本地疫情发生以来，
广东省侨联已收到来自美国美东华人社团联
合总会、美国潮商总会、美国夏威夷广府人
联谊会、多米尼加华侨总会、巴拿马华商总
会、加拿大广东华商总会、加拿大广州同学
总会、法国番禺富善社、帕劳华侨华人联合
总会、香港惠州新动力、澳门广府人联谊会、
澳门缅华互助会等侨团的慰问信或慰问物
资。

广东省侨联主席黎静近日出席海外侨胞
爱心捐赠荔湾抗疫一线仪式时，对华侨华人
与祖（籍）国心手相连共战疫的善行义举表
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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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新 社 北 京 6 月 11
日电 （记者 吴侃）由中
国 侨 联 、全 国 台 联 、人 民
日报海外版、《快乐作文》
杂 志 社 共 同 主 办 的 第 二
十 一 届 世 界 华 人 学 生 作
文大赛总结会暨颁奖礼 6
月 11 日在北京举行。

本届大赛设置了“见
证·记 录 ”“ 青 年 担 当 ”

“ 奇 思 妙 想 ”“ 诗 词 品 读 ”
等 多 个 征 文 主 题 。 吸 引
了 来 自 39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300 多 万 名 学 生 参 赛 ，
最终评出特等奖 20 名、一
等 奖 800 名 、二 等 奖 4000
名、三等奖 7000 名。

全国台联会长、中国
侨 联 副 主 席 黄 志 贤 在 致
辞中指出，世界华人学生
作 文 大 赛 已 经 走 过 了 21
年，活动的影响力和传播
力 持 续 增 强 。 希 望 大 家
能 在 作 文 大 赛 中 以 文 会
友 ，赓 续 中 华 文 脉 ，以 笔
为媒，书写时代故事。

中 国 侨 联 副 主 席 程
学源表示，2020 年的大赛
在 严 峻 疫 情 形 势 下 实 现
了参赛范围、规模进一步
扩大，参赛作品质量进一
步提高，通过作文大赛展

示 了 海 内 外 华 人 学 生 对
于 人 类 和 世 界 的 关 爱 与
责任。

广 西 华 侨 学 校 的 印
尼 华 裔 学 生 赖 明 伟 写 的
《2020 不 一 样 的 中 国 ，不
一 样 的 我》获 得 特 等 奖 。
赖 明 伟 告 诉 记 者 ，“ 文 章
记 叙 了 疫 情 期 间 我 独 自
在 中 国 学 习 的 一 段 不 平
凡经历，其间我感受到来

自老师同学的爱护，也看
到 了 一 个 强 大 的 民 族 如
何团结应对疫情，我决定
要留在中国继续求学。”

泰 国 华 文 教 师 公 会
常务理事、格乐大学校长
助 理 齐 斌 获 得 先 进 个 人
组织奖。

他 介 绍 ，泰 国 共 有 近
300 名华裔学生参加此次
大 赛 ，最 终 26 篇 文 章 获

奖，其中一等奖 5 名。“大
赛 为 泰 国 华 裔 青 少 年 提
供 了 展 示 中 文 习 作 的 机
会，进一步提高了大家学
习中文的热情。”

据悉，世界华人学生
作文大赛始创于 2000 年，
至今已成功举办 21 届，参
赛学生覆盖 100 多个国家
和地区，参赛人数累计达
数千万人次。

第二十一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颁奖礼在北京举行

穿越唐朝过端午

中新社郑州 6 月 13
日电（记者 李贵刚）吃
喝玩乐+中医祛病防病，
一千多年前的唐朝人过
端 午 节 活 动 内 容 丰 富 。
12 日晚间，四位唐宫小妹
妹带领现代民众《端午奇
妙游》后，传统文化穿越
历史时空再次“出圈”。

从春节期间的《唐宫
夜宴》，到《元宵奇妙夜》
《清明奇妙游》，再到《端
午奇妙游》，文化大省河
南以电视节目为依托、以

“游”为形式，不断将传统
文化“现代演绎”，引发一
波又一波的讨论热潮，专
家学者将其称为“《唐宫
夜宴》现象”。相关人士
评价说，传统文化正在一
次又一次的“破圈”路上
行稳致远。

《端午奇妙游》是河
南卫视制作的端午节特
别 节 目 ，创 新 地 采 用 了

“网剧+网综”的形式，以
四位唐小妹的视角，拉出
4 条 平 行 且 交 错 的 故 事
线，向观众展示唐时风韵
及 端 午 节 的 各 种 习 俗 。
包括再现端午祭祀盛景
的《龙舟祭》、千秋绝艳图
的《丽人行》及展示中医
文化魅力的《医圣传人》
等。

其中，水下中国风舞
蹈《祈》再现了“洛神”风
采，赢得如潮好评：有人
赞叹“仙气十足”的水下
舞者，有人惊叹唯美的创
意和水下拍摄技术，亦有
许多网友表示要给水中
舞者“献上膝盖”。

记者梳理发现，不管
是“奇妙夜”还是“奇妙

游”，均以中国传统文化
作为底色和背景，用现代
手段去时尚表达，将传统
文化的内涵充分解读。

“再现场景、时尚元
素、活化历史、提炼符号、
打造品牌、大众口味等是
上述节目得以持续受关
注的‘药方’。”河南省社
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
所长、研究员李立新接受
记者采访时，将上述现象
称之为“《唐宫夜宴》现
象”。他说，按这个“药
方”配制的“良药”，可以

“医治”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资源转换难的通病。

不过，他也提醒，现
代民众特别是年轻群体
接受新生事物快，但视角
转换也快，要谨防影响可
持续性的审美疲劳等问
题。

在谈及“《唐宫夜宴》
现象”时，河南省文物局
局长田凯曾在接受中新
社记者采访时建议，要充
分 利 用 好 互 联 网 、大 数
据，让历史“活”起来，促
使青少年跟上文化自信

“节奏”。
“《唐宫夜宴》现象”

未完待续。按河南官方
计划，继春节、元宵、清
明、端午之后，仍将持续
打造《中国节日》系列节
目，七夕、中秋、重阳等传
统文化的饕餮盛宴正在
徐徐展开。

有人士在讨论这一
文化现象时评论说，有着

“伸手一摸春秋文化，两
脚一踩秦砖汉瓦”盛名的
河南，正在传统文化“破
圈”的路上行稳致远。

中新社北京 6月 14 日
电（记者 吴侃）今日端
午，疫情下海外华侨华人
过节的方式与以往不同，
虽然少了赛龙舟等活动，
但吃粽子仍是不可或缺的
传统，条条粽叶萦系着乡
愁，也承载着期盼。

在瑞士侨胞许晓娟给
记者传来的视频中，她正
在教孩子们包粽子，5 岁的
哥哥学着妈妈的样子把粽
叶卷起来，用勺子往粽叶
里放米，弟弟则用绳子把
粽子系好，兄弟俩包出的
粽子有模有样。

“在我小的时候，每年
端午父亲都会给我们包粽
子，我也想在我孩子的记
忆里，留下妈妈包粽子的
身影和粽子的香味。”许晓

娟说。
虽然许晓娟已经旅居

瑞士多年，但过端午仍是
每年重要的家庭活动。“按
照我父亲包粽子的方法，
我总会提前一天把肉腌好
备用，粽叶要先用水煮开，
再 泡 在 冷 水 里 增 加 延 展
性，糯米要先用生抽和老
抽泡上，这样包出的粽子
一家人都爱吃。”

接通记者电话时，家
住加拿大多伦多的华人陈
道 义 正 在 超 市 里 选 购 粽
子，为端午节的家庭聚餐
作准备。“我来加拿大快 30
年了，每年端午一家人都
会吃团圆饭。”

“ 华 人 超 市 里 各 种 风
味的粽子应有尽有，有广
式蛋黄肉粽、台式干贝粽、

湖 州 豆 沙 粽 、上 海 咸 肉
粽.....我最喜欢的还是传统
的蜜枣甜粽。”陈道义说，
我的老家在安徽，家里人
会用糖将大枣制成蜜枣裹
在粽子里，糯米的粘香蜜
枣的甘甜，至今仍是忘不
掉的家乡味。

在马来西亚，由于近
期疫情形势严峻，不少华
人通过外卖预定粽子。马
来西亚华人曾于嫙经营着
一家制作客家枕头粽的商
铺，她说：“一个月前就陆
续接到订单，这两日订单
仍陆续进来，最好卖的是
我们的招牌粽——客家枕
头粽、梅菜扣肉粽和红豆
碱水粽。”

曾于嫙说，今年她通
过网络销售，提供送货服
务，销量较往年更多，还有
不 少 在 外 地 上 班 的 年 轻
人，从这里预定粽子寄送
给父母。

虽然市面上能买到品
类丰富的粽子，阿根廷侨
胞刘芳勇一家人还是喜欢
围坐在一起包粽子。刘芳
勇说，“自己包的粽子和外
面买的不一样，特别是我
妈妈包的粽子很地道，有
老家的味道。”

刘芳勇告诉记者，往
年端午节阿根廷的华人商
会 和 同 乡 会 都 会 组 织 聚
餐，阿根廷龙舟协会也会
举办大型的龙舟赛，但这

段时间疫情严重，阿根廷
的华人大多是居家包粽子
或是去中国超市买粽子过
端午。

“在海外生活这么久，
传统节日从未落下。”家住
在美国罗得岛州的侨胞陈
和栋晒出一条朋友圈，配
图是自己制作的花生糯米
碱水粽和竹笋糯米饭。

陈和栋说：“制作碱水
粽需要提前一夜将糯米用
碱水浸泡，浸泡好后的糯
米略微发黄，将水分沥干
后再混合花生米，这样包
出来的粽子口感爽滑不油
腻，我还会将糯米塞进竹
筒蒸制，蒸出的米饭竹香
沁鼻，米粒软糯。”

意大利的华侨华人大
多来自浙江温州和丽水，
他们也把家乡的端午民俗
带到意大利。米兰华侨华
人工商会办公室主任周建
煌说，“在温州丽水一带端
午节很受重视，有丰富的
民俗活动，所以即便在疫
情期间，这里的华人们也
会过端午节。”

“我妻子很爱吃粽子，
每年我们家都会包上百个
粽子，上周五我就把食材
买了回来，周末我和妻子
在家包粽子。”周建煌说，
端午当天会把粽子送给亲
戚朋友，既能增进亲友间
的情谊，也能拉近与家乡
的距离。

海外侨胞端午节守传统忆乡情

传统文化“破圈”路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