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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華僑華人粵港澳大灣區大會在江門舉辦

彙聚僑力量 圓夢大灣區

江門加快構建僑益司法保護立體格局

涉僑（外）多元
解紛中心揭牌

【本報訊】5 月 15 日，在 2023 華僑

華人粵港澳大灣區大會召開前夕，江門市

中級人民法院舉行涉僑（外）多元解紛中

心揭牌儀式。涉僑（外）多元解紛中心是

集矛盾多元化解、涉僑訴事一站辦理、調

仲訴無縫對接以及僑益保護理論研究為一

體的僑益保護綜合體，依託中心，江門中

院將進一步加快構建資源互通、機制共用、

無縫銜接的僑益司法保護立體格局。

活動現場還同步為江門中院涉僑專門

審判團隊授牌，並舉行特邀涉僑糾紛多元

化解調解員聘任儀式。

“如今回國投資創業的華僑華人越來

越多，但他們對國內的法律並不熟悉。我

們可以為海外的華僑華人提供更細緻和精

准的調解服務，幫助他們解決遇到的法律

問題。希望中心成立後可以整合更多資源，

讓更多華僑華人感受到公平公正的司法環

境。”接過聘任證書，江門市印尼歸國華

僑聯誼會副會長梁士才說道。

近年來，江門法院以華僑華人司法需

求為導向，開展涉僑司法服務集成改革，

不斷提升華僑華人司法獲得感。如出台了

系統推進僑益司法保護的意見及涉僑企業

權益保護十條措施；設立涉僑糾紛多元解

紛站、法官工作室以及海外聯絡點，切實

滿足華僑華人糾紛多元化解需求；全面推

廣線上訴訟服務，智能破解訴訟難題，推

進跨境立案、授權委託、線上繳費、雲上

庭審、雲上調解、非同步審理、遠程執行

等涉僑司法服務全流程線上辦理。

接下來，江門法院將織好涉僑權益司

法保護的密網，全面提升僑都維護華僑華

人合法權益功能。� 申紅洲  何奎  鄭平平

世界最大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試運行

直供香港
兩座大型發電廠

【本報訊】5 月 14 日，香港 LNG（液

化天然氣）項目成功實現首船卸料和管線

通氣，進入試運行階段。作為世界上最大

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項目建成後將大

幅提高香港清潔能源發電比例。

香港 LNG 項目由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海油工程”）負責工

程總承包，主要包括一座導管架形式的雙

泊位海上 LNG 接收站碼頭、一座陸地液化

天然氣接收站和兩條海底管道。

其中，海油工程珠海場地承建了包括

組塊、棧橋在內的 17 個單體建造工作。

LNG 運輸船在碼頭卸料後進行儲存再氣化

後，通過海底管道對接香港兩座大型發電廠，

為香港提供穩定、清潔的發電燃料，助力粵

港澳大灣區綠色高質量發展。� 王韶江

讀者：
最喜歡看的內容是家鄉的變化
日前，77歲的澳洲僑胞余金晃來到《中

山僑刊》編輯部，捐贈了2萬港元。疫情前，

余金晃每年都會為《中山僑刊》捐 1 萬港元

辦刊經費，2020 年和 2021 年是托人帶來的，

“2022 年沒捐，今年要補上。”

�“我希望他們能一直辦下去。”余金

晃說，他從 1987 年第一次回中山接觸《中

山僑刊》後，就開始每年捐錢，如今雖然信

息發達，但是“集體家書”能讓他更加了解

中山的情況，這種感情是非常特別的。

這一幕，在廣東 150 家僑刊鄉訊編輯

部時常上演。僑刊鄉訊的辦刊經費，大多來

自華人華僑、港澳台同胞及內地鄉親的捐助。

而僑刊鄉訊編輯部，也成為海外華僑回鄉之

時常去拜訪的聚點。

廣東省僑刊鄉訊專業委員會主任林幹

介紹，僑刊鄉訊是國家新聞出版部門批准、

由民間組織創辦的報紙和期刊，“因為疫情

的緣故，很多海外鄉親 3 年沒有回過家鄉，

但家鄉的僑刊一直都準時寄到，每次回來，

他們都會為僑刊盡點力”。

就在余金晃到訪《中山僑刊》的前幾天，

馬來西亞吉隆坡廣肇會館 3 樓的“廣東省僑

刊鄉訊吉隆坡閱覽中心”來了一位 60 來歲

的粵籍華裔。他在仔細閱讀館藏僑刊鄉訊後，

詢問吉隆坡番禺會館會長黃福威，這幾年廣

東變化這麼大，幾時組織我們回家鄉看看？

廣東省僑刊鄉訊吉隆坡閱覽中心成立

於 2017 年 12 月，時任馬來西亞雪隆廣肇會

館會長的黃福威是主要創辦者之一。

身為馬來西亞第三代華裔，黃福威雖然

未在中國長期生活，但他對自己的祖籍地廣州

市白雲區一點都不陌生，“從小父親就告訴我，

人家問你是哪里人，你就說是番禺的”。黃福

威的爺爺當年漂洋過海到馬來西亞打拼時，祖

籍地還叫番禺縣，而現在，已經屬於白雲區的

地界。改革開放之後，黃福威通過各種途徑了

解到家鄉行政區域的變化，並訂閱了白雲區的

《穗郊僑刊》。“其他媒體未必會報道白雲區

某個鄉村的變化，但僑刊能夠做到。”

1909 年 2 月 5 日，《新寧雜誌》創刊，

此後僑刊鄉訊在僑鄉廣東逐漸興盛，成為漂

泊海外的遊子精神食糧。這其中，既有以省、

市、縣區為辦刊主體的刊物，也有專注於鄉

鎮、村校，乃至宗姓族群的村刊族刊。

“廣東的僑刊鄉訊是非常富有特色的

僑文化資源。”五邑大學廣東僑鄉文化研究

院副院長、副教授姚婷從事多年僑刊鄉訊研

究，在她看來，儘管經歷了百年風雨，僑

刊鄉訊對於它的讀者群來說，仍然是維繫鄉

情，寄託鄉愁的載體。“表面上看一些村刊、

鎮刊或族刊刊載的是婚喪嫁娶、出國返鄉之

類的瑣碎消息，但是對於海外鄉親來說，他

們可以通過這些文字和圖片讀到熟悉的人和

事，這是一種很大的安慰。”姚婷說，這類

消息在主流媒體上是看不到的。

僑刊鄉訊的這一頭，連著海外遊子的

殷殷期盼，另一頭，則是上千名編者不計報

酬地默默奉獻。

據林幹介紹，廣東省的僑刊鄉訊大部

分屬於民間辦刊，退休幹部、學校老師和熱

心人士成為其採編主力。此前有數據統計，

廣東僑刊鄉訊的上千名編輯人員中，61 歲

以上的就佔一半有多。

�“在我看來，僑刊目前所面臨的困難，

不是錢的問題，而是人的問題。”林幹指出，

因為沒有合理的報酬和編制，僑刊的編輯人員

大部分都由退休幹部或退休教師組成，年輕人

鮮少願意加入，僑刊面臨後繼乏人的窘況。與

此同時，退休的老同志很難運用新技術和新的

敘事語言，表達形式的新手段也比較欠缺，這

在一定程度上，也很難吸引到新生代的僑民。

為此，百年僑刊《新寧雜誌》再次作出

探索。2021 年底，《新寧雜誌》出版了增刊

《T-magazine》。這本中英雙語雜誌採用了

鮮明的色彩設計、簡潔明快的排版以及明亮

清澈的配圖，與《新寧雜誌》的傳統風格形

成鮮明對比。

《T-magazine》首期郵寄至海外後，引

發了熱烈的反響。第二期的封面，刊登了不

少讀者閱讀雜誌的照片，其中不乏外國友人。

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工作的台山僑胞徐迪詩還

手寫了一封信，讚揚道：“這本《新寧雜誌》

增刊中英文版，更容易讓華裔後代通過文字

加深對家鄉的了解，非常感謝！”

鄉親：
為僑鄉發展立下汗馬功勞

在溫暖海外赤子的同時，僑刊鄉訊也

為僑鄉廣東的發展立下汗馬功勞。

台山都斛鎮莘村牌坊一側有一堵牆，刻

滿了數百位為該村飲用水工程捐資的海內外

鄉親姓名，捐資金額較大的鄉賢，還附上了

照片。馬路對面，是莘村廣場的牌樓，柱子

上的碑文表明，捐贈者是旅居美國的李禮源

九兄妹，牌樓正前方，則掛著他們父母的照片。

�“村裏的幼兒園、小學、中學、道路修

建等50多項村鎮建設項目的倡議書都是通過

族刊傳遞出去，號召莘村的海內外鄉親族人

捐資興建的。”《莘村族刊》副社長李建新

介紹，創辦於 1922 年的《潭州月刊》，抗日

戰爭勝利後改名為《莘村族刊》，因歷史原

因曾幾度停刊。自 1983 年復刊以來，這本百

年族刊募集到的款項超過了3000萬元。其中，

僅 2004 年建設的莘村體育館，就募集到 400

多萬元款項，每一筆經費收支都經過族刊人

員之手，並在族刊上列出了明細。

這樣的事例比比皆是，據廣東省僑刊鄉

訊專業委員會不完全統計，台山《浮山月刊》

自1978年復刊以來，發動海外鄉親為家鄉建

設捐資1.5億元人民幣；台山《居正月刊》發

動海外鄉親籌集 3000 萬元，建起了佔地 130

畝的居正中學；《大江僑刊》纍計籌資超過

2900萬元；《潁川月刊》纍計籌資超過6100

萬元；《台山光裕月刊》纍計籌資超過 3330

萬元；開平《沙岡月刊》纍計籌資超過1.07億元；

《廣海通訊》纍計籌資1.3億元……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僑刊鄉訊不僅

以宣傳表彰鼓動的形式協助各級政府招商引

資，一度還充當了主角。”林幹表示，同時，

僑刊也是僑資捐贈項目的監督者。通過這些

公開發行的刊物，華人華僑可以清楚地知道

自己的資金被使用在哪些地方，從而更加放

心地捐資投入家鄉建設。

【本報訊】�5 月 16 日至 18 日，2023

華僑華人粵港澳大灣區大會在中國僑都江門

舉行。海內外近 700 名嘉賓齊聚一堂，共敘

鄉情友誼、共商合作良策、共謀灣區發展。

本次大會以“彙聚僑力量，圓夢大灣區”

為主題，旨在把大會辦成凝聚海外僑胞和港

澳同胞力量、服務國家發展戰略、同圓共享

中國夢的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性平台，進

一步發揮僑務資源優勢，助力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和廣東高質量發展，推動粵港澳大灣區

成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的

示範地、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

這是一場全球性的高端涉僑活動。這

也是一場廣東精心打造的以海外僑胞代表人

士為參會主體並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主題

的活動。

據了解，本次大會採取“線下 + 線上”

主分結合的辦會形式。線下主會場舉辦地點

是江門市，規模近 700 人。線上 12 個分會

場設在馬來西亞、泰國、南非、英國、加拿

大、美國、巴拿馬、秘魯、委內瑞拉、中國

香港、中國澳門這 11 個國家和地區。

參會嘉賓陣容“星光熠熠”。大會共

邀請海內外嘉賓代表約 700 人，來自 90 個

國家和地區，涵蓋知名僑領代表、商界領袖

代表、專業人士代表、文化教育科技藝術界

代表、為推動中國與所在國友好往來作出重

要貢獻的僑胞代表、知名愛國人士後人、華

裔新生代代表，其中包括一批在政治、經濟、

科技、教育、傳媒等領域具有國際影響力的

傑出人士。

大會還特別邀請了剛剛在北京參加第

十屆世界華僑華人社團聯誼大會的部分代

表，以及中國部分知名企業家參會交流。

值得注意的是，為吸引更多僑界青年

到大灣區、到廣東投資發展、就業就學，增

進僑界青年對粵港澳大灣區的了解以及相互

之間的交流與互動，大會共邀請了 100 多名

僑界青年代表參加會議。他們來自全球 5 大

洲 38 個國家和地區，涵蓋經貿、政治等 6

個領域，年齡最小的 25 歲。

大會內容主要包括一個主題大會、一

次城市推介、三條考察路線、四個平行分會。

屆時，將舉辦“僑助廣東高質量發展”相

關儀式，粵港澳大灣區“9+2”推介會及傑

出華僑華人演講。三條實地考察大灣區城市

線路分別為“僑青國情考察行”“僑商灣區

行”“海外華媒看廣東高質量發展”；四個

平行分會則以“僑團建設”“僑青發展”“華

文教育”“華文媒體”為主題。此外，僑鄉

華人嘉年華活動也將精彩上演。

 葉芷晴  潘曉晨

《T-magazine》首期郵寄至海外後，獲得了熱烈的反響。 周煦釗 攝

廣東僑刊鄉訊發行175個國家和地區，《新寧雜誌》作出新探索

“集體家書”慰鄉愁 百年已過仍不衰
2023 華僑華人粵港澳大灣

區大會於 5月 16 日至 18 日在江

門召開。

作為維繫海外僑胞與祖國之

間的精神紐帶，廣東僑刊鄉訊已

發展到 150 家（其中有 14 家僑

刊已經度過百年歲月），年發行

量 2600 多萬份，覆蓋 175 個國

家和地區的 3000 萬海外僑胞。

這些僑刊鄉訊以中文為主要文字，

卻不以中國為主要發行地區，而

是漂洋過海，源源不斷地將家鄉

的信息帶給海外鄉親。

採寫：王   瑾   周煦釗   童  慧 

          肖韻賢   溫國科   黃柏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