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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电台，发出“中国声音”

1989年，我赴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攻
读硕士学位，由此开启了长达30余年的
海外旅居生活。

求学期间，尽管我是一名理科生，
但一直爱好文艺，在国内读本科时就是
学校广播站、合唱团、话剧团的成员。
来到新西兰的第一年，我发现当地华侨
华人数量很少，走在奥克兰街头，几乎
见不到几个同胞，奥克兰大学里当时只
有20多名中国留学生。大家日常的文化
生活都很贫乏，除了周末偶尔聚餐之
外，几乎没有其他活动。

于是，我利用课余时间，与其他几
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华裔青年共同创建了
一家面向当地华侨华人的中文电台“都
市之声”。最初，电台每天播出 30 分钟，
内容主要是从新西兰主流媒体报道中摘
编、翻译的新闻。渐渐地，根据听众需
求，我们延长了节目时间，并增加了文
化、体育、访谈等综合性栏目。诗朗
诵、相声、中国音乐……越来越多中国
文化元素出现在我们的节目中。

上世纪 90 年代之后，来新西兰留
学、旅居的同胞人数明显增多。我们时
常接到各种电话，有的中国留学生希望
到电台做义工，有的华侨华人在国内曾
从事媒体工作，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专业
建议。我们这支队伍日渐壮大，节目内
容更加丰富，听众范围从学校扩大到整
个华侨华人社区，甚至许多当地人也成
为我们的忠实听众。

粗略算一下，从1990年电台创办到
2004 年转交他人运营，大约 300 多名华

侨华人参与过电台的日常工作。大家三
人一组，分别负责编导、采访、播音等
工作，积极性特别高，因为每个人都很
珍惜这个传播中华文化的平台。

每当我们一群人为办好电台而绞尽
脑汁、齐心协力的时候，我的心底都会生
发出一份强烈的使命感。我们远离故
土，外部环境和生活习惯发生了很大改
变，但心中的文化根脉始终不会断，中华
文化永远是我们自信的底色和底气。

文化搭台，拉近两国民心

留学结束后，我尝试以更多形式推
动中新人文交流。尤其是2000年之后，从
中国来新西兰举办文艺演出的团体越来
越多，当地对华侨华人以及中华文化的重
视程度也有所增强。于是，我与志同道合
的朋友携手创立了太平洋文化艺术交流
中心，致力于促进中国同新西兰、澳大利
亚以及斐济等亚太国家的文化交流。

书画艺术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从2002年开始，我们连续多年组织
举办新西兰华人美术作品联展，今年已
是第19届。联展不仅展出新西兰当地华
侨华人的美术作品，还从中国邀请一批
优秀艺术家参展。我相信，艺术没有国
界。通过观赏这些书画作品，新西兰民
众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中华文化的魅
力。一些华侨华人艺术家创作的兼顾中
新文化特色的作品，则展现出中华文化
的包容并蓄。

2015 年，我开始担任奥克兰 （国
际） 摄影节董事会主席。此前，该摄影
节主要由当地摄影界人士负责，他们对
中国摄影作品了解不多，双边互动也很

少。我担任主席后，在一次回中国考察
时得知，山西平遥每年也会举办国际摄
影大展。在赴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观摩两
次后，我决定促成两个摄影展的联动，
邀请双方的参展作品到对方平台展示。
尽管中新文化背景不同，但是一幅幅摄
影作品如同一扇扇窗户，让两国人民领
略了丰富多彩的异国风情。

记得有一年，在邀请中国摄影作品
赴新参展时，大家一度对作品主题犹豫
不定，有人觉得应该聚焦人物，有人认
为应该侧重风景。最终，我建议以中国
56个民族为主题，既能展现各民族的绚
丽服饰，又能呈现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秀
美风光，还能让观众从中感受到中国传
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展览顺利举办
后，观众纷纷赞叹这是一场视觉盛宴，
许多人说想去中国走走看看。

奥克兰“新春花市同乐日”、奥克兰
元宵灯会、新西兰中国电影节……20多
年间，我还参与组织举办了许多不同类
型的文化活动，其中不少都连续举办10
余届。华侨华人是一座联通中外的桥，
我们既熟悉中华文化，又了解当地民
情，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增信释疑，帮
助中国“朋友圈”越扩越大。

牵线搭桥，拓宽合作领域

近10年，我多了一个新身份——新
西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主
要工作是在中新之间牵线搭桥，推动两
国商贸合作。

自我担任会长以来，新中国际贸促
会与数十个中国副省级以上贸促会签署
了合作协议书，揭牌了多个省级办事

处，为中国多地访问新西兰的商贸代表
团提供了大量赴新投资及开展经贸合作
的服务。

2019年11月，我率新中国际贸促会
赴上海参加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期间，我们的会员单位与中国采购
商签署了价值4000万元人民币的采购合
同。作为进博会的延伸效应，2020年新
中国际贸促会在上海虹桥商业区设立办
事处，进一步承担起增进新西兰与中国
各地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经贸、文化等领
域多边合作的重任。

在推动中新经贸往来的同时，我并
未放弃文化领域的工作。其实，文化与
贸易是相辅相成的。近年来，我与新中
国际贸促会的同事推进了许多文化交流
活动。每年，我们都会组织新西兰商贸
团到中国各地举办推介会，其中就有不
少影视、演出、展览类的文化项目。许
多新西兰企业在与中国开展商贸合作之
后，更愿意支持、资助我们在新西兰当
地举办的中华文化推广活动。

如今，许多当地朋友都会主动向我
提起，中国连续多年成为新西兰第一大
贸易伙伴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一
大出口市场。在互惠互利的往来中，两
国民心越走越近。

回望出国30多年来的种种变迁，我
深刻感受到，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实
力、文化自信与国际影响力，给我们海
外华侨华人注入强大的正能量，让我们
更有信心对外推广中华文化，新西兰当
地民众对中国的兴趣与好感也与日俱
增。未来，我将与当地华侨华人一道，
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在中新之间“穿
针引线”，贡献侨力，当好“桥梁”。

（本报记者 严 瑜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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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生活30余年，新西兰太平洋文
化艺术交流中心主席和志耘换了很多身
份，但始终没有停止一项工作——推广中
华文化、增进中新人文交流。对他而言，
无论走得多远，中华文化始终是他的根，而
充满自信地对外传播中华优秀文化是他的
使命所在。

以下是他的自述。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有更多法律护航，华侨华人在江门工作、生活将更有保
障。”泰中侨商联合会主席邝锦荣表示，身边有不少侨胞朋友近
年来纷纷回到广东江门工作和生活，让他感受到江门在保障侨
胞权益方面所做的努力，“相信随着更多侨胞权益保护地方性
法规出台，侨胞在江门投资创业会更方便、更安心，期待未来有
更多法律惠侨的好消息”。

近年来，江门市用立法守护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根魂梦”，
着眼“小切口”“小快灵”，加强侨乡特色立法。

探索多个领域立法

希腊式立柱、哥特式拱顶、中式壁画……走进江门赤坎
华侨古镇，精美的碉楼已恢复独有的风姿，整个历史街区和
31处省、市文保单位都得到很好的保护与展示。

2020年 12月 1日，为保护赤坎华侨古镇等拥有鲜明侨乡
特色的文化街区和古建筑，《江门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
保护条例》 出台，旨在加强全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
保护和管理，在不破坏街区风貌的基础上对各街区进行改
造、保护，让城市留下侨乡“记忆”。

作为知名侨乡，江门浓郁的“侨”味也体现在地方立法
上。近年来，江门出台《江门市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保护条例》

《江门市新会陈皮保护条例》等10部地方性法规，并探索华侨
捐赠项目保护地方性立法。

为推进江门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建设，江门
目前正在起草 《江门市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促进条例》，
围绕“固根、铸魂、圆梦”建设主线，加强江门侨乡文化资源
挖掘利用，推动华侨华人文化传承发展，促进对外文化交流
合作。

“侨文化和侨资源是江门的重要资源和比较优势。江门不

断出台保障华侨权益的条例，回应和满足了侨胞对于房产、捐
赠、公证服务、文化交流、人才引进等方面的需求。”江门市侨联
委员、澳门博士智库主席邓伟强说。

广泛征求海外侨胞意见

在立法过程中，江门市广泛听取广大华侨华人对立法工
作的意见建议，聚焦侨乡侨情，回应侨胞关切，将江门市侨
商总会、“侨梦苑”定为立法联系单位；充分发挥江海区人大侨
务代表专业小组、政协港澳委员和侨眷委员、香港澳门江门
同乡会的作用，通过书面征集意见、召开座谈会、组织立法
调研等，听取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对涉侨立法的意见建议，
让立法过程有“侨”味。

去年12月，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
的江海区人大常委会，向港澳同胞、居住在本地的侨胞发放
调研问卷，了解他们的需求，最终形成 《华侨华人、港澳同
胞有关情况的调研报告》，并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在开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 （修订草
案）》 意见征求活动中，江海基层立法联系点举办多场座谈
会，广泛征求港澳企业、外资企业等意见建议。由江门市基
层立法联系单位江门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提出的“建议完善对
科学技术人员实行股权、期权、分红等激励措施，提高科学技术
人员的待遇”被采纳并写进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
术进步法》第六十条第三款中。

“下一步，可考虑吸纳更多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进入相
关的专家库，为涉侨立法工作提供多元信息，将有关的法律服
务从面、线下延到点、人，更精准维护和保障华侨华人的合法权
益。”江门市首位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江雪梅说。

（来源：中国侨网）

“小切口”“小快灵”

江门地方立法“侨”味足
林立竣 杨潇锋

深秋之后的浙江省宁
波市镇海区九龙湖镇九龙
湖村，苍翠的群山、金黄
的稻田、五彩的花海与错
落有致的乡村民居，组成

了一幅美丽宜居的新农村
画卷。

图为近日在九龙湖村，
市民游客们徜徉花海。
郑凯侠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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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宜居新农村

金秋的上海，第五
届进博会如期举办，邀
全球宾客共享机遇。

在进博会的台前幕
后，华侨华人的身影尤
为活跃，他们来自五湖
四海，以各种方式支持
和参与这场全球贸易盛
会。进博会成为他们大
展身手的舞台。

5 年来，进博会与全
球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
不变的是中国主动向世界
开放市场的决心和共建开
放型世界经济的信心。

“进博会让中国大市
场成为世界大机遇，现在
的世界比任何时候都更
需要跨越阻隔、增进沟通
和深化合作。”泰国华人
青年商会会长、泰国永泰
珠宝集团董事长李嘉淳
说，参加进博会让他学到
很多。

华侨华人在进博会
中觅得新商机，交到新
朋友。

“我们不仅和各行业
各领域的合作伙伴达成多
项合作，王牌产品累计意
向合作订单更是达到近5
亿美元。”中国侨商联合会
副会长、金光集团APP（中
国）副总裁翟京丽说。

曾把菲律宾唐人街
“搬到”进博会的中国侨
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
上好佳 （中国） 有限公
司董事长施学理说，参
与进博会坚定了他们扎
根中国的信心。他们还
在进博会上与乌兹别克
斯坦结缘，在乌新建工
厂今年正式投产。

从 5 天到 365 天，进
博会从“全球展会”到“世
界平台”，华侨华人积极牵线搭桥，推介进博会，拉近各
国与中国的距离。

“我们既是‘外来客’，又是‘东道主’。”翟京丽表示，
侨企与进博会一路相伴、共同成长，并利用自身在进博
会的成功经验来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市场对中国的
信心。

在华侨华人推动下，进博会溢出效应不断释放。
英国上海商会会长高翔发起组织虹桥海外华商会

进博及贸易促进中心，团结9家海外商协会，加快集聚全
球高能级贸易平台和主体；阿根廷（上海）创新中心首席
执行官金麟为阿根廷中小企业进入中国市提供一站式
服务；南非—中国人民友好协会执行会长曹行知发起成
立南非—中国跨境电商协会，在上海落地南非进口馆，
探索南非产品在中国的智慧零售新趋势……

“进博会是中国了解世界的窗口，也是世界了解中
国的窗口。”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获得者、法国路威酩
轩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吴越表示，“我们参加进博会不只
是为了做生意，更是拥抱开放包容的精神。”

对华侨华人来说，进博会承载着多重含义。在吴
越眼中，进博会是一座跨文化交流的桥梁，创造更多
机会开展文化交流、理念碰撞、情感沟通。

曾经3次在进博会上展示盘扣艺术的上海市“白玉
兰纪念奖”获得者、中国唯一的外籍非遗传承人珊丽娜
说，利用盘扣艺术讲好中国故事，更能让世界各国读懂
中国。进博会有助于推动优秀中华文化“出海”。

“当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赶赴这个一年一度的‘东
方之约’时，他们也在为一个开放、创新、共享的春天
共同努力。”李嘉淳相信，中国未来开放的大门会越开
越大。 （据中新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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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志耘 （左二） 参加奥克兰“新春花市同乐日”活动。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