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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仁爱在参加活动。 受访者供图

国内业务 线上办理

旅居海外，不少侨胞都会遇到需要回中国
办理户政手续、房产买卖、文书公证等难题。
为了办手续，专程回国一趟不仅费时费力，而
且许多华侨华人来法国多年，对国内办理许多
业务的流程也不熟悉。因此，多年来我一直有
一个想法，希望为侨胞搭建一个服务平台，帮
助侨胞对接国内有关部门，线上解决问题，免
去往返奔波之苦。

2018年，机会来了。在我的家乡浙江温州瑞
安塘下镇，当地侨联与公安部门等提出要与侨团
合作建立海外联络站，加强侨胞线上服务。我得
知消息后，立即响应家乡号召，主动带领中法服
装实业商会承担在巴黎建站的工作。几个月后，
第一个“警侨在线”海外联络站在巴黎北部的欧
拜赫维利埃市成立，我在中法服装实业商会的办
公室光荣挂上了“警侨在线”的标识牌，我与商
会其他资深成员成为了联络站的义务联络员。

联络站建立之初，首先向在法国的瑞安籍侨
胞开放服务。侨胞如有办理户政、出入境等业务
需求，可随时向联络站申请服务，我们会直接对
接瑞安当地有关部门，承担文书寄递、资料上
传、协助公证、主持多方视频会议等工作，帮助
侨胞在线办理业务，也为国内政府部门开展材料
审批、身份审核等工作提供可靠支持。

2018年5月，一位侨胞表示自己办理户籍恢
复手续时遇到困难，需要我们协助。这位侨胞旅
法多年，护照上的姓名为现用名，但家乡塘下镇
派出所留存的户口底册上登记的是曾用名。他向
派出所申请恢复户籍时，民警表示护照与户口底
册登记的姓名不同，需要侨胞的父亲到派出所办
理认定手续。然而，侨胞的父亲身在法国，年事
已高，无法亲自回国。他在焦急之中，突然想到
巴黎这座联络站，于是连忙和我们取得联系。最
终，通过当地派出所与巴黎联络站的积极合作，
侨胞的父亲通过视频连线与民警进行对话，顺利
完成了姓名认定手续。

联络站一举在侨胞群体中打响了名气。此
后，许多侨胞慕名前来寻求帮助。随着一桩桩事
项的办结，不少办理过业务的侨胞表示，巴黎联
络站不仅缩短了办事的距离，也拉近了侨胞与祖
国的距离，让为侨服务的温暖触手可及。

使命不改 职能升级

2019年，联络站的“警侨在线”服务升级为
“为侨服务全球通”，服务对象更广、机制更完
善，能为侨胞做的实事也更多了。不仅可以协助

侨胞与国内公安部门对接，办理土地确权、户口
变更、驾驶证更新等业务，还与浙江多个地市的
法院、检察院建立联系，协助侨胞解决婚姻、房
屋纠纷案件。

一次，巴黎的一位侨胞来到联络站，表示想
放弃父亲在浙江家乡所留房屋的继承权，但办理
相关手续要专程回国，经济负担和时间成本难以
承受，希望联络站给予帮助。接到申请后，我们
立即行动，联系侨胞家乡的公安部门及不动产登
记中心等机构，组织视频会议。在连线中，侨胞
面对视频另一端的民警等工作人员按程序进行了
身份认证，并宣读了自愿放弃财产声明，合法合
规地完成了自愿放弃财产公证。

联络站升级后，我们参与调停过多起涉侨财
产纠纷，通过反复劝说，努力化解当事人之间的
争执。2019 年 10 月，我还受国内公安机关委
托，通过多次走访，协助规劝一名在法潜逃多年
的犯罪人员回国。

升级后的联络站，可支持侨胞办理数十项线
上业务。对于仍然需要线下办理的事项，侨胞可
在联络站与相关部门视频确认身份后，委托国内
关系人办理相关手续。此外，联络站还与公安部
门建立了定期连线制度，方便侨胞咨询业务。对
公安机关职责范围之外的事项，联络站还会帮助
侨胞与使领馆及国内相关地市的法院、检察院沟
通，并及时反馈结果。

疫情发生以来，人员跨国流动不便，联络站
承担了更多职责。如今，联络站每周会集中办理
1—2 次业务，每次帮助侨胞处理 5—6 项事务。
在国内有关部门和联络站的密切合作下，每项事
务均能在两周之内在线办理完毕，为旅法侨胞节
省许多精力。过去为了一个签字、在两国间往返
奔波的情况，已逐渐成为历史。

为侨服务 步履不停

经过多年实践，为侨服务的理念早已内化为
我与联络站同事的自觉。巴黎联络站从一个授权
办理特定事项的工作点，真正成为我们帮助侨胞
解决难题的“根据地”。

法国疫情期间，我们与国内政府部门随时保
持信息沟通，把浙江多地政府部门寄来的防疫物
资分发给巴黎侨胞，并随时做好准备，响应侨胞的
需求。

2020年的一天，深夜两点，一阵急促的电话
铃声把我惊醒。电话中，一位住在巴黎周边的侨
胞用颤抖的声音哭诉道，自己的家人出现了高烧
和咳嗽的症状，不确定是否感染新冠病毒，家中
也没有对症的药物，急需帮助。

听了侨胞的哭诉，我睡意全消，立刻爬起来
打电话联系物资，并马上帮助这位侨胞对接国内

医生，请医生初步判断是否按照新冠肺炎应对。
天一亮，我就和联络站同事一起，带上防疫物资
和药品，驱车前往这位侨胞的家。到了门口，我
们把东西放下并返回车内，再拨通侨胞的电话，
请他出门领取。直到看到侨胞拿走物资，我们才
安心驾车离开。

这样抢送物资的场景，我们在法国疫情最严
重的时期经历了无数次。最多的时候，一天内我
们曾往返大巴黎地区9趟，驱车数百公里，为50
个地址派送物资，单程最远80公里。如今，我和
同事们的手机经常收到侨胞发来的短信，感谢联
络站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伸出援手。每当收到这
样的短信，我都感到由衷欣慰。

近期，我和联络站同事及其他侨领又开始为
巴黎华侨华人聚居区的治安奔走了。一段时间以
来，抢劫、殴打等恶性事件，在华侨华人商家聚
集的巴黎93区屡有发生。我们把维护侨胞的合法
权益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积极与当地政府、巴
黎警方取得联系，强烈要求加强警力巡逻、为街
区加装摄像头。现在，不仅93区，巴黎市区及近
郊多地都安装了监控设备，华侨华人社区的治安
情况有了明显改观，侨胞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有了
更多保障。

运营联络站是一项熬心费力的工作，对联络
员的法律素养、社会责任感、在华侨华人群体中
的影响力都有很高要求，我需要边服务、边学
习、边提高。能为旅法同胞做实事，我和联络站
的每一个成员都认为十分值得。

未来，随着时代发展、侨情变化，侨务工作
还有许多领域需要拓展，许多方法亟待创新，我
将在为侨服务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让巴黎的侨胞
联络站发挥更大能量。

本报电 （记者严瑜） 10 月 21
日，由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中国
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主办，中国国际
文化交流基金会协办，“纸上风云
五 十 年 ——《美 洲 华 侨 日 报》

（1940-1989） 特展”在北京中国华
侨历史博物馆开幕。

中国侨联副主席隋军出席开幕
式并发表讲话。隋军表示，这个特
展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提升中国
侨联党史学习教育丰富性、实效性
和影响力的一次具体实践。展览对

《美洲华侨日报》 珍贵文物进行了
系统梳理和全景式展示，将《美洲
华侨日报》的办报历史与其所反映
的长达50年美国华侨华人历史进行
有机结合。特展表达敬意，追思先
辈，以此向《美洲华侨日报》及所
有记录时代印记、见证历史变迁的

华文媒体致敬，向共同坚守中华民
族情怀、为传播中华文明默默耕耘
的华文媒体人致敬。

在开幕式上，中国侨联顾问唐
闻生讲述了她的父亲唐明照作为

《美洲华侨日报》 创刊社长、主
编，与该报之间的紧密联系。她还
回忆了自己在任中国侨联副主席
时，通过多方努力使全套《美洲华
侨日报》回到祖国并捐赠给中国华
侨历史博物馆的故事。她表示，今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00
年来，党领导人民使中国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不乏广大海外
侨胞的贡献。华文媒体也会继续向
住在国华侨华人和主流社会报道真
实的中国故事，为促进中国人民与
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为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的
贡献。

《美洲华侨日报》 前副总编辑
陈天璇通过视频致辞，回忆了其在
报社工作时秉承先辈们的创报宗
旨，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和帮助华
侨华人争取权益所做出的努力。

《美洲华侨日报》 创刊于中国
正处于抗日战争艰苦阶段的1940年
7 月 7 日，连续出刊至 1989 年 7 月
29 日，前后共经历 50 个年头。该

报由旅居美国纽约的侨胞全力支持
创办，不仅记录了美国侨胞的发展
历程，留下了他们与祖 （籍） 国休
戚相关的真实记录，也为研究美国
华侨华人历史、中美民间交往史，
特别是美国华人报刊史提供了珍贵
史料。

海外华文报刊历史悠久。华
文报刊与华文学校、华人社团一
起 构 成 华 侨 华 人 社 会 的 三 大 支
柱，是世界报坛独具特色的组成
部分。《美洲华侨日报》 作为美国
华文报刊中为数不多的几家存续
时间较长的华文报纸之一，在海
外华文报刊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据有关学者研究，全球目前具有
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海外华文媒
体有 1000 多家。

本 次 展 览 分 为 “ 烽 火 催 生 ”
“世事纵横”“侨社万象”“报人风
姿”四部分，通过文字、图片、视
频及近 200 件 （套） 实物，展现

《美洲华侨日报》 在风云激荡的半
个世纪中以客观真实的报道和公正
犀利的评论充当华侨华人的喉舌，
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
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等方面所扮
演的重要角色。展览将持续至 12
月底。

纸上风云五十年——

《美洲华侨日报》特展在京开幕

图为《美洲华侨日报》特展。 本报记者 严 瑜摄图为《美洲华侨日报》特展。 本报记者 严 瑜摄

苏 惠 ， 女 ， 原 名 庄 启 芳 ，
1909 年 4 月 出 生 于 广 东 省 海 丰
县，是中共早期党员，妇女活

动家。
1925 年，苏惠加入中国共产

党，曾参加海陆丰苏维埃斗争。
后因党组织遭到破坏，先后到新
加坡、泰国从事革命活动。

1935 年,苏惠回国后在澳门、
香 港 、 上 海 、 潮 汕 等 地 工 作 。
1939年11月，她被选为党的第七
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经过13个
月的长途行军，于1940年12月到
达延安。

1941 年新年，毛泽东对来自
南方、历经艰险通过道道封锁线
的同志很关心，请苏惠等同志一
起吃饭。席间，毛泽东仔细询问
了她沿途的经历，扳着指头说：

“你们过了长江、黄河，中国的主
要河流、山川、铁路都让你们走
了过来，我们是大长征，你们是
小长征。”

苏惠

百年航程 有“侨”精彩百年百年航程航程 有有““侨侨””精精彩彩

戴祥滋——

倾力支持抗日游击队
张秀明

戴祥滋是福建省福清市人，
少年时到南洋谋生，事业有成后
回到福清家乡。抗日战争开始
后，中共党组织计划在戴祥滋的

家乡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他立
即表示全力支持，并把自己为防
匪患、保护自家安全的长短枪 20
多支、子弹1500多发全部送给中
共福清县委，使游击队得以增强
战斗力。戴祥滋利用自己在家乡
的影响力，组织捐款、捐药和献
粮，自己出资制作服装支援游击
队。他还把自己的房屋提供给中
共地下党使用，不少抗日干部和
战士生病或负伤，都得到他的掩
护和治疗。

为了多捐钱支持抗日，戴祥
滋在古稀之年抱病来到印度尼西
亚当初的侨居地，发动华侨捐资
支持国内抗战。募得的巨额资金
全部捐到国内。而戴祥滋自己生
活极度节俭，有时一日三餐只吃
稀饭；自 1931 年起到抗战胜利，
戴祥滋甚至没有购买或做过一件
新衣。

戴祥滋戴祥滋

苏惠——

“小长征”到延安
张春旺

旅法侨胞、中法服装实业商会会长胡仁爱——

让为侨服务的温暖触手可及
本报记者 林子涵

在法国巴黎93区欧拜赫维利
埃市，有一个当地侨胞熟悉的联
络站。每当侨胞遇到难题，联络
站的“站主”胡仁爱都挺身而
出，积极帮助侨胞排忧解难。

旅居法国30年，从服装厂的
“打工仔”，一路打拼成服装贸易

的企业家，胡仁爱深知异国他乡
侨胞们的所需所想。如今，这位
侨胞眼中的热心肠，干脆把生意
交给家人打理，自己一心扑在为
侨胞服务上，誓要为旅法侨胞多
做好事、实事。以下是胡仁爱的
自述。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