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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百年年航程航程 有有““侨侨””精精彩彩

龚勋，生于 1918 年，新加坡
归侨，祖籍海南琼海。

龚勋幼年丧父，家境贫穷，
以 致 无 法 在 国 内 完 成 学 业 。
1934 年，年仅 16 岁的龚勋跟随
姐姐和姐夫下南洋，到新加坡谋
生。虽然工作艰辛，但是他没有
放弃学业，经常挤出时间学习，
并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马来亚新
加坡皇家机械学校的机械电工
专业。因家庭经济困难，他以半
工半读的方式完成学业。1938
年，他在新加坡找到一份与专业
相关的技术工作。

龚勋虽然远在新加坡，但是
时刻关心祖国。抗战爆发后，他
不顾英国殖民当局的禁令，积极
投身到当地华侨华人的抗日宣
传运动中。1936年，他与当地进
步华侨青年一起组建了“华侨青
年乐群社”，后来加入“华侨抗战
后援会”，从事卖花捐款、救济祖
国难民等工作，以各种形式宣传
和声援国内抗战。同时，他也暗
下决心回国，以实际行动支持抗
日救亡。

日军的侵略导致中国沿海
重要港口相继失陷，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也先后断绝。沿海
大批工商业、工厂和银行等纷纷迁往西南地区，云南昆明成
了抗战大后方，滇缅公路则成为抢运国际援助物资以及连接
中外的重要通道。但是，汽车司机和修理人员严重缺乏。为
了解决这一困境，著名侨领陈嘉庚先生在南洋号召华侨中的
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参加抗战。1939年，年仅21岁的龚勋踊
跃报名，最终通过考核，加入“华侨技术人员回国服务团”，
以机工身份回国，凭借过硬的机修技术，在滇缅公路抢运抗
战物资，抢修各种汽车。

1942年，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解散后，龚勋没有选择复
员回新加坡，而是以抗战尚未完全胜利为由，继续留在祖国
参加抗战。1943年至1945年间，他在昆明“中印缅联勤总部
汽车保养厂”工作，服务战时运输。抗战胜利后，他加入了
解放军，参加解放战争，跟随部队转战全国各地。抗美援朝
期间，他再次响应国家号召，主动要求赴朝鲜战场作战。他
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工兵21团工程员，随军到朝鲜战场，为
志愿军部队修建野战机场、道路、桥梁等，获得朝鲜人民政
府表彰，被授予军功章及证书。

龚勋放弃海外优越的生活条件，选择回国参加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转战各地，将自己的一生无
私奉献给了祖国，践行了青年时期立下的“保家卫国”誓
言，体现了赤诚的爱国情怀。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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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百年侨报注入活力

1995年底，我从国内到秘鲁《公言报》工作。我
至今记得抵达秘鲁的准确日期，1995年 10月 30日。
当时，随我一起来的，还有一台电脑。

《公言报》创刊于1910年3月7日，是南美地区
历史最为悠久的中文报纸，曾在辛亥革命、抗日战
争等中国多个重要历史时期发挥凝聚侨心、声援革
命、支持祖国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后，《公
言报》的老报人们更是不遗余力地宣传报道，让当
地侨胞更好地了解祖国的发展变化，并为推动中秘
建交作出贡献。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
《公言报》 的办报条件逐渐难以适应读者的需求。
那时，报纸仍然采用铅字排版，铅字大小不一，印
刷设备陈旧。再后来，铅字被逐渐淘汰，无处采
购，报社只能靠东拼西凑的铅字维持出报，导致读
者经常只能边读边猜。

到秘鲁后，我很快便发现，挑战比预想的更
多。虽然有了电脑排版，但是如何获得丰富的新闻
素材来撑起8个版面，成为新的难题。

当时，秘鲁当地还没有普及互联网，通讯设施相
对落后，部分中国新闻和国际新闻只能请新华社派
驻美国的同行以传真方式发给我们。还有一部分内
容则摘自从香港邮寄来的《大公报》，然而邮路漫漫，
往往通过海运寄达秘鲁的已是旧闻。但即便如此，
在信息传播不发达的当年，我们依然十分珍视这些
千方百计获得的素材。我每天都会花费大量时间，
从这些素材中精心挑选可读性强的文章，刊发在《公
言报》上。同时，我还兼顾采访、摄影、排版等工作，
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是家常便饭。

通过我和报社同仁的努力，“升级换代”之后
的《公言报》在内容和版面上都呈现崭新面貌，销
量大增，扭转了过去多年赔本的颓势，实现了盈
利。更让我欣慰的是，重新焕发生机的《公言报》，

更好地满足了当地华侨华人了解祖（籍）国讯息的迫
切寻求，让他们与祖国之间的距离更近了。

搭建中秘往来的桥梁

4年之后，我回到中国。但没多久，秘鲁最大
侨团中华通惠总局便向我发来邀请，希望我帮助他
们创办一份新的侨报 《秘华商报》。经过深思熟
虑，我决定接受邀请，重回秘鲁。

这一次，我带着妻子、孩子，举家来到这片已
不再那么陌生的土地，开始了长达 20 多年的海外
华媒人生涯。因为对秘鲁有了一定了解，我很快便
和同事一起顺利创办了新的侨报，并使其步入正
轨。期间，我还与朋友开办了《秘鲁通》网站，自
己创办了《新视野》月刊，后来又将这份月刊改成
日报。

20多年间，海外华侨华人对祖 （籍） 国始终不
变的关注与关心，是支撑我在华媒领域扎根的最大
动力。记得早期，秘鲁华侨华人在当地只能收看中
央电视台的一个频道，这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一份
重要的精神食粮。偶尔因为信号不畅通，一时收看
不了节目，就会有华侨华人着急地打电话到我们报
社来咨询或请求帮助。后来，随着互联网逐渐普
及，华侨华人获得讯息的渠道越来越多。我们海外
华媒与国内的联系也日益密切，可以为读者提供更
加及时丰富的新闻。

近年来，中秘经贸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我们又
多了一群新的读者和报道对象——中资企业员工以
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如今，在秘鲁的基础设
施、通讯、矿业、港口等众多领域，都有中国企业
的身影。中企的到来，不仅为秘鲁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注入更多动力，也在促进两国民心相通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讲好中秘友好合作的故事，成为我们
的一项新工作。

时代在变化，我们海外华媒也应顺势而为，不
能再像过去那样，只将目光聚焦于当地华侨华人这

一个群体。近些年，我每年都会参加秘鲁国际书
展。我发现，中国的展台前总是人头攒动，想要了
解中国的秘鲁读者越来越多。这也让我意识到，我
们能做的工作还有许多。向当地秘鲁民众更加深入
全面地介绍中国及中华文化，向中国民众介绍秘鲁
的风土人情和发展现状，我们应当去搭建更多促进
中秘往来互动的桥梁。

紧跟融媒发展的潮流

《公言报》 因为各种原因曾几度停刊。2016
年，这份百年侨报重新复刊，我再度回到离开十多
年的报社。

新的挑战接踵而来。随着科技飞速发展，读者
逐渐习惯于通过手机和其他电子媒体获得资讯。

《公言报》 如何跟上潮流，再次焕发青春？我决定
迎难而上，让《公言报》勇敢“拥抱”互联网。

2020年3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秘鲁政府
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报纸印刷与发行被迫暂
停。停工不停报！同月16日，《公言报》的微信公
众号正式开通。最初，订阅者只有寥寥几百人。但
我没有轻易放弃。我相信，只要坚持为读者提供他
们真正感兴趣的优质内容，就一定能吸引更多人的
关注。我们精心策划选题，在微信公众号上定期更
新。果然很快，订阅者就增加到数千人，甚至还有
许多中国的用户。

最近，我还在和秘鲁当地朋友商量，计划增加
视频新闻，用更有画面感的镜头、更具感染力的方
式，讲述秘鲁华人悠久的移民历史，介绍秘鲁当地
的中华文化元素，展现秘鲁民众的中国印象。我们
会在每期视频配上中文和西班牙语字幕，方便中国
观众和秘鲁观众一同观看。

我希望通过在融媒领域的大胆试水，充分发挥
我们的本土优势，生产更具吸引力的内容，做更有
竞争力的“多面手”，为中秘文化交流继续付出更
多“热心”。

秘鲁《公言报》总编辑孟可心：

为中秘交流捧出一颗“热心”
本报记者 严 瑜

旅居海外 20 多年，秘鲁
《公言报》 总编辑孟可心始终
专注于做好一件事——办读者
想看、爱看的华媒，让海外侨
胞和当地民众更加了解中国的
发展变化。为此，他付出满腔
热 情 ， 用 一 颗 赤 忱 的 “ 热
心”，在南美大陆孜孜不倦地
讲述中国故事，推动中秘友好
往来。

以下是他的自述。

“衷心感谢旅阿华人的善举，我很高兴看到移民之间
互相帮助，是华人的爱心让这一切成为可能！”近日，阿根
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议会议长克劳迪奥·罗梅罗在社交
媒体上发布了一条动态，称赞当地华人扶危济困的善行。

这场爱心活动要从阿根廷华人义工协会会长何雄明
收到的一条求助信息说起。何雄明介绍：“前阵子生活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一些委内瑞拉移民，生活上遇到
了困难，有时连吃一顿饱饭都很困难，他们向政府相关
部门求助。政府工作人员询问我们，能否给委内瑞拉移
民提供帮助。”

何雄明说：“收到求助后，我们联合阿根廷华文教
育基金会和华商企业白城集团，采购了一批卫生纸、口
罩和洗衣液等生活用品和防疫物资。听说这些移民中有
不少即将开学的孩子，我们还准备了几百个书包和10箱
节能灯泡。目前，这批物资已经送到他们手中。”

阿根廷华人义工协会成立两年多来，一直致力于帮
扶困难同胞和当地民众。此前，阿根廷北部科连特斯省
遭遇特大火灾，受影响的土地面积达近80万公顷，当地
居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华人义工协会于 2月底在侨界
发起捐款，呼吁大家向受灾民众伸出援手。

“这次募捐得到阿根廷很多华人社团、商会和华人
家庭的积极响应，募捐总额超过130万阿根廷比索。”何
雄明介绍，这些钱款已于近日转交给科连特斯省华人工
商会，他们将统一采购物资捐赠给受灾民众。

阿根廷华人义工协会目前有 60 多名义工。他们之
中，有开餐馆的、经营超市的、做批发生意的、办旅社
的，还有仍在上学的华裔青少年，大家都是利用业余时
间来做公益。

“疫情导致当地一些贫困居民的生活更加艰难。为
了尽量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我们联合华人社团和华商
企业，前往贫民窟、孤儿院、养老院等开展捐助活动，
这样的活动每个月都会有，我们也持续向当地警察局和
防疫机构捐赠物资。”何雄明说。

旅阿华侨陈铭来到阿根廷已经有十几年了，目前从
事跨境贸易相关的工作，她也是义工协会的一员。接通
笔者电话时，她正在为当天下午去养老院的慰问活动作
准备。

陈铭说：“这家养老院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一个
贫民区，有50多位孤寡老人居住在这里，靠政府提供的食
物和物资维持生活。我们会定期给他们送去一些物资。
这次我们准备了米、面、糖和一些生活用品。”

陈铭介绍，义工协会也致力于帮助华人同胞纾难解
困，比如定期发放防疫药品、协助大家接种疫苗等。

“很多侨胞不懂西班牙语，去医院就诊时会遇到麻烦。
我们长期提供翻译服务，通过微信实时连线，帮助患者
和医生交流。”

阿根廷华人义工的善行义举多次获得当地政府和民
众的赞扬。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平安之夜孤儿院”负责
人曾在写给华人义工的感谢信中表示：“感谢你们对孤
儿院的帮助，你们捐赠的物资将极大地改善孩子们的生
活条件，也会在他们心中播撒爱和希望的种子。”

当被问及为什么要坚持在住在国开展公益活动时，
何雄明说：“阿根廷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生活在
这，工作在这，理应积极回馈社会，帮扶当地的贫困民
众，并为经济恢复做点实事。未来我们还会将善举继续
下去。” （据中新社电）

阿根廷华人情暖“第二故乡”
吴 侃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美丽乡村入“画”来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通过五水
共治、垃圾分类、四好农村路建设等举
措，持续优化水环境和人居环境，扮靓

美丽乡村。
图为航拍下的长兴县龙山街道涧塘

村依山傍水，美丽乡村映入眼帘。
夏廷行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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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孟可心 （右一） 与秘鲁友人合影。 （受访者供图）图为孟可心 （右一） 与秘鲁友人合影。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