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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并在印尼、南非、匈牙利、英国、
美国、澳大利亚及台湾地区落地发行

20232023年年1010月月

2121
星期六星期六

癸卯年九月初七癸卯年九月初七

奇和洞古人类遗骸对分析海峡两
岸人群的迁徙、文化交流以及对南岛
语人群的起源与扩散等课题的研究都
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位于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顶部的山
顶洞，以发现距今约1.8万年左右（一
说2.7万年）的“山顶洞人”而闻名世
界。在福建西部山区，也有一个山洞，
名为奇和洞，因出土古人类头盖骨而
吸引国内外史前文化考古专家的共同
关注。

为何说“北有山顶洞，南有奇和
洞”？奇和洞揭示了怎样的“闽台
缘”？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
心民族与语言研究所所长范志泉近日
接受专访，作出深度解析。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奇和洞遗址是怎么发现

的？相关考古发掘取得了哪些成果？

范志泉：奇和洞遗址位于福建省
龙岩市漳平市象湖镇灶头村东北4公
里处，西南距漳平市42公里。奇和洞
又称“蝙蝠洞”，因其洞内蝙蝠极多，栖
时密密麻麻而得名。《漳平县志》（清道
光十年，公元1830年）记载：“蝙蝠洞，
在感化里秋竹坂，石壁巉岩，洞空深

邃，寒泉清冽，衍为长流。俗传有窍通尤溪，乡人秉烛深入，不能尽
其底止。”

奇和洞遗址的考古发掘，始于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在这次文物普查中，龙岩市有关部门组建文物普查队，从当年11月
开始，对全市境内石灰质洞穴，展开“史前洞穴古人类遗址”专题调
查。经实地勘察，福建博物院、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研究员范
雪春认为，奇和洞洞口开阔，洞内宽敞，非常适合古人类生存，与福
建省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三明万寿岩船帆洞遗址相
比，在生存环境上更胜一筹。

自此，奇和洞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拉开序幕。从2009年1月起
至2011年，由范雪春任领队的考古发掘队对奇和洞遗址进行了三
次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120平方米。

经碳14测定，奇和洞遗址年代距今17000年至7000年，共分为
旧石器末期、新旧石器过渡时期和新石器早期等三期。遗址内发
现一批极有价值的遗迹与遗物，其中遗迹包括旧石器时代晚期鹅
卵石铺活动地面、灰坑等，新石器时代早期火塘、房址柱洞、灰坑
等；遗物包括打製石器、磨製石器、骨器、陶器、人的颅骨、肢骨和动
物骨骼等。

2012年 4月，奇和洞遗址入选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2013年5月，经国务院核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记者：奇和洞遗址的发现，为何被称作史前考古重大突破，有

“北有山顶洞，南有奇和洞”之说？作为一处珍贵的史前文化遗产，

它的价值何在？

范志泉：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福建已有的考古材
料还比较缺乏，且缺少具体测年数据。奇和洞遗址的地层连续、文
化层相互叠压，遗物丰富，其中文化层跨越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
代过渡时期至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并包含大量遗迹、遗物，在福建乃
至中国东南诸省中也十分罕见。

洞小世界大，洞浅文化深。奇和洞遗址是近年来东南地区史
前考古的重大突破，不仅填补了福建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
代过渡时期的空白，而且为进一步完善福建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
学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资料。

奇和洞遗址有灰坑、鹅卵石活动
地面、火塘、房址柱洞等，表明距今1
万年前已有人类于此定居生活，并从
事采集和狩猎活动，留下大量烧土、
木灰烬等。出土的大量石器、陶器、
骨器、艺术饰品等，反映出旧新石器
时代过渡阶段的文化发展趋势。发
掘出的动物遗骨品种丰富多样，包括
鱼类、鸟禽类、龟鳖类和哺乳类等，其
中短尾猴骨骼为福建地区史前文化
遗址中首次发现。

奇和洞古人类遗址重要遗迹有
灰坑、柱洞、火膛等，最重要的是发现
了南方古人类所有遗址中最早的炉
灶，被称为“南方第一灶”。

尤为珍贵的是人骨的发现。福
建省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
如漳州东山县兄弟屿海域的肱骨、三明清流县狐狸洞的臼齿，均为
晚期智人化石；由于相关文化层几无或残缺，很难从化石分析中得
到当时人类的生存信息。而奇和洞遗址内人骨的发现，为探讨旧
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转变过程中人类的体质特征、一万年前南
北人群的差异、生业模式，甚至现代人的起源及人类迁徙等问题，
提供了新的实物材料。

奇和洞遗址的人骨分属于洞内不同时期的3个个体。专家根
据其出土顺序，分别命名为奇和洞Ⅰ号、Ⅱ号、Ⅲ号。Ⅰ号系幼年
人头骨残片，已残未保存。Ⅱ号系成年女性头骨碎片及部分头后
骨。Ⅲ号为成年男性头骨及其下颌骨，系迄今在福建地区发现最
早、最完整的古人类遗骸。由此，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研究员吴秀杰评价道，“北有山顶洞人，南有奇和洞人”，在
漳平奇和洞出土这样完整的人物标本，在南方是极为罕见的。

2020年至2021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
究员付巧妹团队的两项研究，相继成功捕获测序到奇和洞Ⅱ号、Ⅲ
号的基因组。其研究结果显示，奇和洞Ⅱ号距今约8400年，Ⅲ号距
今约1.2万年。奇和洞个体与福建毗邻地区距今约4600年到4200
年的溪头村、昙石山个体，以及台湾海峡西侧距今约8300年到4800
年的马祖亮岛、澎湖锁港个体，均属于同一种人群，称为“东亚古南
方人群”。“东亚古南方人群”系东亚早期现代人群的另一个重要支
系，对现今生活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现代人群，尤其是操南岛语
的人群有深远影响。

可以说，奇和洞古人类遗骸对分析海峡两岸人群的迁徙、文化
交流以及对南岛语人群的起源与扩散等课题的研究都具有非常重
要的现实意义。

记者：奇和洞揭示了怎样的“闽台缘”？

范志泉：奇和洞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初早期
过渡的洞穴遗址。奇和洞第三期遗存距今约10000年至7000年，
即新石器时代中期；其陶片纹饰特别是口部锯齿状压印纹、贝齿压
印纹则与台湾地区的大坌坑以及平潭地区的壳丘头等遗址相似，
但时代却早于上述遗址。

台湾新石器时代距今6500年到4500年之间，局部地区可延伸
至距今4300年左右结束，以大坌坑遗址为代表。考古学研究表明，
大坌坑文化是台湾新石器时代最早期的土著文化，也是可辨认出
的现今操南岛语的台湾少数民族的祖先型文化。

古DNA在研究南岛语人群的起源及其年代测定方面取得了一
定成果。2014年，葛明轩（Ko Min-Shan）等人研究发现亮岛古人的
线粒体DNA序列与现今台湾少数民族的最为接近。马祖亮岛是地
处沿海岛屿，与大陆上的华南人群是否同源，关係着南岛语人群是
否可以追溯至包括东南沿海在内的华南地区。

2020年以来，付巧妹团队、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王传超

等相继披露了包括奇和洞在内的昙石山、溪头村、亮岛、锁港、汉本
和公馆等闽台地区众多考古遗址的古人全基因组。其研究结果不
仅表明了奇和洞人和亮岛人具有非常密切的遗传关係，而且进一
步显示了距今3000年至2000年前台湾古人与华南壮侗语（也称

“侗台语”）人群也有紧密的亲缘关係，为“操南岛语的台湾少数民
族起源于中国大陆华南地区”这一观点提供了直接证据。

来自福建强有力的古DNA证据，证实了南岛语人群起源于以
中国福建及其周边地区个体为代表的人群，时间大体可追溯至距
今约12000年到8400年前。这应该是割不断的“千年闽台缘”最真
实、最直接的历史印证。

福建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壳丘头遗址群，距今
6500年至5500年，可以说是以奇和洞个体为代表的东亚古南方人
群先民向海洋迁徙的第一块踏板，其时间点正好与奇和洞遗址的
时间点吻合。

此外，以厦门大学教授邓晓华等为代表的老一辈语言学者较
早便从词汇（同源词）角度提出闽、客、粤等汉语方言中存在着一批

“南岛语底层”观点，亦为“千年闽台缘”提供了更为直观的语言学
证据。

记者：当下，应如何加强对台对外交流合作，深化考古成果的

挖掘、研究和传播，促进奇和洞遗址的保护和开发利用？

范志泉：首先，准确把握和认真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
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立足
这一方针，製定科学的保护规划；完善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工作人
员；与科研机构、高校等合作，建立健全专业的考古研究机构，深入
整合相关科研机构的学术研究，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体系；通过考
古研究、文化挖掘、公众参与等方式，丰富奇和洞遗址的故事性和
文化内涵。

其次，建立数字博物馆和数字化展示。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
遗址进行全面的数字化采集，获取精确的三维模型和纹理信息，保
留原始形态和细节；建立完整的数字化档案，方便管理和查询；利
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建立数字化博物馆，对遗址进行数
字化展示，有利于向公众普及，通过网络虚拟体验和教育平台，让
民众突破时空限制，感受遗址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也可对台湾同胞
开放，方便台湾同胞深入了解“千年闽台缘”的历史脉络；需要加强
和完善数字化数据的保护和管理，防止数据泄露和被恶意利用。

第三，搭建交流平台，强化宣介和推广。加强对台对外交流，
通过举办和承办高级别的学术讲座、研讨会（论坛），开展南岛语人
群的起源研究和交流；紧紧围绕“千年闽台缘”“南岛语人群起源
地”等特色旅游资源，着力打造以“游山水、探遗址、闽台源流、民族
融合”为主题、富有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旅游产品，促进海峡两
岸融合发展。 （龙敏）

奇和洞揭示了怎样的“闽台缘”？

新桥镇，故称“和睦里”，位于漳平市北

部，距漳平市区约45公里，全程高速直达。这

里山清水秀、资源禀赋、人杰地灵、乡风淳朴、

文化底蕴丰厚，农民绘画、板凳花灯龙、“龙津

三清”、和睦溪一溪两岸、西埔醉美田园、文宾

山十里桃花、产盂“闽西油茶第一村”，还有那

醇厚甘美的新桥红酒……

新桥镇以田野为画布，水稻作彩笔，勾勒

出一幅生动形象的稻田画。稻田画是稻田景

观的艺术化，每年都会吸引游客慕名前来观

赏。

新桥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农民

绘画之风由来已久，起于宋元，数百年来，新

桥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作中，以勤劳和智慧

创造了绚丽多彩的乡土文化，这些画作以生

活为源泉，以原生态民间艺术为母体，融汇了

剪纸、刺绣、木雕、壁画等民间艺术技法，继承

和发扬了传统的民间文化。新桥农民绘画是

漳平的一支奇葩，引起人们的关注，进而得到

人们的发掘、传承和发展。出彩的农民画如

今已成为新桥镇、乃至漳平城区的别样景緻，

处处可见。

农民画易学宜体验，近年来许多业余爱

好者参与其中。漳平政府也十

分重视文化产业化发展，每年都

邀请一些知名专家学者来漳平

共同研究探讨，并开设农民画和

漆画培训班。漳平的文艺创作

者先行先试，把传统漆艺引入农

民画创作实验，创造出既有浮雕

的质感，又有油画厚重感的漳平

农民漆画，现在漳平农民画和农

民漆画已成为龙岩对外文化交

流的名片，也是福建美术界不可

多得的艺术瑰宝。

（杨丹丹 黄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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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有载：“有女同
车，颜如舜华”。舜华便是指
槿花，朝开暮落，周而复始，
从盛夏到初秋…日日不绝，
自顾美丽。

每年夏秋时节，是木槿
花盛开的时候。在阳光雨水
的“关照”下，漳平市灵地乡
盘螺岭大片的木槿花正在娇
艳绽放。时而娇嫩欲滴，时
而通透明亮，在白与粉之间
演绎不同色彩的跨度。放眼

望去，一簇簇色彩艳丽的木
槿花在葱茏的绿叶中绽放，
开得柔美而清新。微风吹
过，花朵的清香与和风缠绵，
芬芳馥郁，赏心悦目。木槿
花又名白槿花、榈树花、白饭
花、舜华等，在我国已有3000
多年的栽植历史。木槿花花
期较长，大约从每年的7月份
一直开到10月份。

盘螺岭果蔬合作社把采
取的鲜木槿花和乾花进行深

加工，製成木槿花茶、木槿花
果脯等产品。新鲜的木槿花
和酸菜，是最经典的搭配了，
木槿花的滑嫩多汁，配上酸
菜的酸，非常开胃，比酸菜炒
肉更清新，也不怕上火，一盘
菜能吃掉两碗饭！

木槿有清热解毒，利湿，
消肿之功效，主治咳嗽，肺
痈，肠痈等疾症；树叶可以用
来洗头髪，能止痒去屑，这些
在《本草纲目》中有记载。

盛夏的热爱永不落幕，
恰似木槿朝开暮落，即使凋
谢，也在绚烂地盛开，春去秋
来，四季轮回，却也生生不
息。如今，灵地村优化木槿
花产品结构、开发木槿花产
品组合定製品，赏花采摘体
验、精製木槿花茶、木槿花果
脯……木槿花成为了灵地村
人共享发展红利、聚力绽放
的“致富花”。 （杨丹丹）

漳平风物——

灵地木槿花

奇和洞航拍图。
（龙岩漳平市融媒体中心供图）

（巫秋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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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为在2004年独自来到
一个叫厄瓜多尔的国家，林其不知道
这个国家在地球的哪里，不知道这个
国家是什么模样。

时间转眼过去15年，他对这个国
家不仅十分熟悉，而且有了深厚的感
情。他喜欢厄瓜多尔的天空，喜欢厄
瓜多尔的海洋，喜欢厄瓜多尔的风土
人情……

一

1978年，林其出生在福清市江阴
镇浔头村，父母都是农民，看到村里很
多人都到外地去寻找更好的机会，林
其的父母也带着林其和妹妹到了河南
讨生活。

他们在河南林州市投资了加油
站。那时中国的交通大多是以普通公
路为主，因此加油站的生意很好，他们
投资的加油站数量逐步增加达到了4
家。当时高中刚毕业的林其时常能看
到他们家的加油站前排着很长的车
队，父母经常是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

2003年，他们家的加油站被收购
了，全家人又回到了福清老家生活。

这时一个念头在林其脑海里萌发了，
他想去更远的地方走走，到国外去看
看，于是他选中了一个非常陌生的国
家——厄瓜多尔。

2004年，林其来到厄瓜多尔，刚到
首都基多时，就遇上了厄瓜多尔因经
济危机而引发的全国大罢工，大街上
到处是抗议游行的人群。从来没有见
过这种“大场面”的林其格外害怕，他
紧张地躲在旅社里不敢出门。

虽然紧张又害怕，但林其没有选
择逃避和离开，反而觉得越是危险的
地方，越有挑战性；越是不被人看好的
地方，也许越有商业机会。

厄瓜多尔是一个经济较为落后的
国家，由于各种因素，社会一直比较动
荡，以至于国家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甚
至到了取消本国货币、使用美元作为
流通货币的程度。

林其初入厄瓜多尔时，那里的中
国人不多。躲过了大罢工之后，他就
去考察了当地的商品市场，他发现这
里大多数的货物都来自美国和墨西
哥，中国商品只有很少一部分，仅是凭
着这条信息，林其就觉得“可以在这里
投资”。于是他马上到当地政府部门
注册了公司，并开了一家商店，卖起了
中国制造的包和饰品。

二

一年多后，林其离开了首都基多，
来到了海港城市瓜亚基尔。瓜亚基尔
市是厄瓜多尔第一大城市，太平洋沿
岸的主要港口，位于国境西南部瓜亚
基尔湾内瓜亚斯河右岸，被称为“太平

洋的滨海明珠”。
很 快 林 其 在 商 业 街 奥 美 多

（OLMEDO）开了两家店，面积分别是
240平方米和150平方米，店铺前半部
分做零售，后半部分搞批发。从那以
后，林其每年都要从广州和宁波进口
中国商品，最多时一年有30-40个货
柜 ，每 个 货 柜 的 货 物 价 值 基 本 在
150-200万人民币左右，一年算下来，
进口额近4500万人民币，在当地算得
上是大进口商了。

15年过去了，如今在厄瓜多尔市
场上的商品70-80%都是中国制造，而
且这个势头还在进一步的扩大。林其
说，且不论厄瓜多尔别的城市，仅是他
所在的瓜亚基尔奥美多大街，现在就
被当地人称作了“唐人街”，因为在这
条仅长1.2公里，宽20米，通向大海的
街道上，就有中国商铺300多家。

三

所谓的“唐人街”，表面上看是有
中国商铺、中国商品，以及来自中国的
面孔，其背后集结的是中国特有的理
念和文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开放的脚
步一步步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进
入了这个南美洲国家。

2012年，林其等一批早期来到厄
瓜多尔的福建人成立了厄瓜多尔福建
同乡会，林其担任副会长。据统计，厄
瓜多尔人口有1700多万人，中国人约
有12万。林其表示，大家发起成立这
个同乡会的首要目的，是要将远道而
来的福建人团结起来，组建成一个共

同的“家”。因为无论是从福建什么地
方到异国打拼的商人，都有着共同的
家国情怀。在林其这些福建商人眼
中，“同乡会是聚合起他们这些‘正能
量’的地方”。

到了2016年，为了进一步扩展社
团的功能性，原有的“厄瓜多尔福建同
乡会”改名为“厄瓜多尔福建总商会”
（下简称“总商会”），林其担任了第二
届总商会的会长。

总商会成立后，很快得到了当地
华人社会的肯定，因为其所开展的各
项工作有效地解决了很多当地华侨华
人的问题和矛盾。林其很自豪地说：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总商会真正做
到了‘零纠纷’，这也让总商会得到了
中国驻瓜亚基尔总领事馆的表扬和肯
定。”

作为一个由福建籍乡亲组成的商
会，大家都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情感，所
以在开展商业活动时，总是会优先考
虑与家乡福建进行“关联”。2019年，
以福建省贸促会会长陈震为团长的福
建省贸处会代表团访问厄瓜多尔时，
就与总商会签订了合作意向。

2019年，总商会举办了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中国驻
瓜亚基尔总领事张滔应邀出席。庆祝
活动的地点设在了瓜亚基尔最大的中
国餐馆里，近500人参加了当天的活
动。

如今在总商会的会议室里，挂着
两面旗帜，一面是厄瓜多尔国旗，另一
面则是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就是这两面旗，时刻提醒着和林其一

样侨居在外的海外乡亲，自己身居何
处，心爱何物。

四

如今，林其和妹妹两家人都在厄
瓜多尔生活，老家福清只留下了母亲
孤身一人。兄妹俩曾劝母亲到厄瓜多
尔和他们一起生活，但母亲舍不得自
己熟悉的环境和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于是林其与妹妹就轮流回家乡陪伴母
亲，并兼顾组织货源。

2019年比较特别，林其在老家呆
了几乎一整年的时间，原因是林其为
老家浔头村捐资新建了一条村道，200
米长、4米宽，林其不仅是捐款者，同时
也是施工监理者，每天都在为此奔波。

林其说他之所以在意这条村道，
是因为这里是自己出生和生活过的地
方，他对这里充满感情，想为这个村庄
献上一份自己的礼物。

从福清老家到厄瓜多尔有1万多
公里远。往返两地，要转机两次，从上
海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要乘坐11个小
时的飞机，从阿姆斯特丹再飞到厄瓜
多尔的首都基多又要12个小时，所以
每次林其从福清老家到厄瓜多尔，就
感觉是前往了天涯海角。

如今路途还是那么遥远，但生活
在厄瓜多尔的华侨华人却觉得祖（籍）
国和家乡与自己的距离很近。林其
说，几乎所有生活在厄瓜多尔的华侨
华人家里都有中国产的机顶盒，可以
收看所有上卫星的中国各地电视台节
目。林其还说，他母亲现在微信视频
聊天用得很熟练，与他们视频通话时，
就感觉远在天边的亲人，近在眼前。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情感，生
活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更是如此，这些
剪不断、离不开的亲情、友情、乡情维
系他们与家乡、与亲人的情感，传承着
文化、延续着情谊。（林小宇 兰楚文）

天涯海角别样情
——访厄瓜多尔福建总商会会长林其

本报讯 莆田市日前出台10条措施，从
信贷支持、费用减免、复工补助等方面加大
对中小微企业扶持力度，助其渡过难关。据
莆田市政府负责人介绍，这10项措施旨在
积极发挥中小微企业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
作用，支持中小微企业稳定生产经营、共渡
难关。

在信贷支持方面，各银行机构对有发展
前景、但受疫情影响较大而暂时受困的中小
微企业，予以展期或采取无还本续贷等方式
提供信贷支持，不得抽贷、压贷、断贷，确保
2020年对中小微企业信贷余额不低于2019
年同期余额。

各银行机构对资金困难的中小微企业

通过下调贷款利率、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
贷款等方式，支持相关企业战胜疫情影响。
对生产“三必须一重要”重点生产领域资金困
难的中小微企业，新增贷款利息予以贴息
50%。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纳入国家重点医
用物品和重点生活物资企业名单，争取优惠
利率专项再贷款。

在扶持中小微企业复工生产方面，莆田
市政府规定，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中小
微企业，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
的50%。对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
复有望、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
返还标准按6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
金和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确定，政策执行

期限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疫情期间，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

的中小微工业企业，房租给予免收，其他行
业房租减半。对租用其他经营用房的，鼓励
业主（房东）为租户减免租金，减免部分计入
业主个税抵扣。

“中小微企业在生产疫情防控物资中起
了重要作用。”莆田市政府负责人表示，对转
型生产疫情防控物资的中小企业购置的设
备予以加大补助力度，对生产的物资予以兜
底采购，对采购原辅材料予以协调周转资金
支持。对困难企业复工生产的，予以电费优
惠和招工补贴。

（郑良）

莆田出台10项措施助中小微企业渡难关

崛起的连江定海湾山海运动小镇
在 连 江 定 海 湾

畔，一座山海运动小

镇运动小镇正在建设

中，其中项目一期已

投资约22亿元，建设

面积45万平方米，正

在打造以山地运动和

海上体验为核心，汇

聚众多精品健康运动

项目的海上福州健身

休闲产业示范基地和

宜业宜游宜居美丽特

色小镇。

据悉，位于连江

县黄岐半岛的筱埕镇

蛤沙村，面朝大海、背

枕青山的定海湾山海

运动小镇，曾是福建

省重点项目，福州首

批市级特色小镇，以

及连江县落实“对接

国家战略建设海上福

州”的重点项目。

（林潞 图/文）

据中新社消息 中国防控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受到海
外统促会组织密切关注。西班牙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发出《抗击

“新冠病毒”避免歧视倡议书》指
出，疫情是人类共同的灾难，应共
同抗击，避免歧视。

倡议书指出，1月30日，世界
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美国、加拿大、日本
等国陆续从中国撤侨，多家航空
公司取消飞中国航班。与此同
时，到中国探亲的侨胞陆续回到
各侨居国，在意大利等个别国家
发现了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侨
胞，并出现歧视华人、辱骂华人的
严重情况。

倡议书呼吁，广大华侨华人
严格自我要求、从我做起，按相关
防疫要求去做，特别是从中国返
回侨居国的侨胞，要自觉隔离14
天。要主动与主流社会、主流媒
体交流，阐明观点和愿望，介绍疫
情概况，正确看待中国政府采取
措施抗击疫情的成效与决心，指
出这次疫情是人类共同的灾难。

倡议书还表示，海外华侨华
人感谢侨居国提供良好生存发展
环境，愿为侨居国作出应有奉
献。“结合各国实际情况，赞扬融
合，抨击歧视，合情合理合法阐明
我们的观点。”

葡萄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会长周一平与 Vila do Conde 市
政府举行联席会议，介绍中国政

府防控疫情的部分措施，并重点说明了疫情出现以来，在
葡华人社区不仅积极募捐物资支援祖(籍)国人民抗击疫
情，同时在里斯本等地设立隔离点，帮助从中国返回葡萄
牙的侨民进行自我隔离，争取将风险降到最低。

周一平希望大家正确认识疫情，不要恐慌，也希望能
够获得葡萄牙政府支持，给华人社区及商业活动予以保
障。

疫情发生以来，海外统促会组织持续密切关注中国防
控疫情情况。比利时、孟加拉国、墨西哥、摩洛哥、埃及、美
国、关岛、奥地利、哥斯达黎加、莫桑比克等地统促会组织
发起捐款捐物，购买口罩、护目镜等医用物资，支援中国防
控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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