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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长乐朝阳中学历史老师郑巧蓬在
长乐航城街道洋屿村古刹云门寺附近发现4
处石刻，其中3处与《长乐六里志》记载相符，
另一处位于古渡口附近，含义待解，疑与郑
和、海丝文化有关。

据介绍，上述有史料记载的3处石刻，一
处在杂草丛中找到，写着三个大字“临江
台”；一处在坐禅处后面找到，石刻很像仙人
手掌，刻着两个大字“仙掌”；还有一处是在
大雄宝殿后面的高崖，石刻有两字“龙岗”。
这些石刻的年代为 1852 年左右，《长乐六里
志》有清楚记载。但这3处地点不好找，郑巧
蓬花了很多时间才找到，目前已清理乾净并
描红。

含义待解的大幅摩崖石刻，位于云门寺
山脚下，高约1.3米、宽约0.3米。长乐区政协
文史委原副主任陈彩满仔细辨认，认为刻字
为“古枕林界”。这块石刻史料无记载。因

洋屿村林姓为大姓，郑巧蓬认为“枕”为“挨
着”之意，可能意思为“古代林家边界”。

这块石刻周边还保存着结绳石、取水口、
石阶、木桩等古渡口历史遗迹。宋元明清时
期，这里是云门寺渡口，经常有船隻停泊于
此。

史料及云门寺现存石碑都明确记载，明
初的一场大火摧毁了云门寺的大部分建筑，
仅剩大雄宝殿、观音阁、文昌阁、门头厅等。
永乐十年左右，郑和四下西洋驻泊长乐时，
来到此处，捐资重修云门寺。

《长乐六里志》记载：“云门寺在洋屿乡云
门山，傍有朱子祠、文昌阁，宋绍兴初，大慧
宗杲禅师居山乐道处。嘉定间始建寺，明永
乐中太监郑和重建，有塑像观音堂、弥陀岩、
泗洲岩、狮子岩、坐禅处等十五奇。”据此，云
门寺至今已有八百年的历史。

另据寺内碑文记载，清咸丰元年（1851

年）再次重修。
目前，整座寺院保留明代的建筑风格，古

朴大方厚重。寺内仍供着郑和的长生牌位及
塑像。1986年 4月 29日，云门寺被列为长乐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那么，郑和登上云门寺，很大可能是要从
“古枕林界”石刻下的古渡口登岸。

高校教师、曾发现多处摩崖石刻填补史
料空白的长乐文史爱好者高展澍认为，石刻
上写的应该是“古杜林界”，因为如果是“枕”
字，没有实际意义。

高展澍认为，洋屿确实有古渡口，直至解
放后公社化时期，仍然是闽江航道上的重要
渡口。洋屿现在虽无杜姓，但可能曾经是杜
姓和林姓聚居，而杜姓已全部外迁，那么碑
刻意思就是“古时杜林两姓划界之处”。这
个石刻为我们呈现了古代洋屿渡口生动鲜活
的民生画卷。 （徐文宇）

长 乐 云 门 寺 附 近 发 现 大 幅 石 刻 或 与 郑 和 有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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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纪念长乐建县 1400 年主题雕塑

《航》正式揭幕，将永久矗立于长乐区人民会
堂广场西侧。当晚，“千年古邑 长安久乐”庆
祝长乐建县1400年大型主题文艺晚会、纪念
长乐建县1400年灯光秀等活动也陆续开展，
为广大市民带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
视觉盛宴。

据了解，雕塑《航》总长13米，船头高2.9
米、船尾高2米，重110多吨，采用整块产自泉
州的花岗石，综合运用浮雕、圆雕等手法雕刻
而成。整体造型犹如一艘福船破浪前行，寓
意长乐像一艘大船驶过1400年历史长河，又
将乘风破浪、扬帆向海航向新时代。同时语
意双关，与长乐别称吴航相契合。

雕塑正面立意为历史延绵、文脉赓续，将
深厚历史积淀和独特人文底蕴融为一体。雕
塑背面由三个板块构成，中间部分是由林庆辉先生以“大
爱千秋、长乐未央”为韵眼，创作的八韵八段律赋《长乐
赋》，用六百余字勾勒出长乐千年历史华章。左侧以时间
轴的形式，清晰展现了长乐从唐武德六年（公元623年）设
县至今的重大历史节点。右侧是长乐区行政区划图，与
正面的旧县治图相呼应，直观展示了千年长乐沧海桑
田。首尾两方印品“长安久乐”“一生长乐”，寄托了吴航
儿女对美好未来的期许。

活动现场，不少市民带着家人朋友前来拍照打卡。
“这个雕塑非常漂亮，展现了我们家乡深厚的历史文化，
以后长乐又多了一个文化标志性建筑。”市民王先生说。

“我们希望通过主题雕塑沉淀历史、传承文化，更好
地展示长乐悠久深厚的历史底蕴，彰显独具特色的人文
精神，展现独具魅力的城市品位，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
增强吴航儿女对家乡的认同感、自豪感、使命感。”长乐区
相关负责人说。

“千年古邑 长安久乐”庆祝长乐建县1400年大型主
题文艺晚会在大型歌舞《常来常乐》澎湃的音乐声中震撼
开场。武术表演时，男儿虎步生风，女子英姿飒爽，尽显
武术之乡的风采；情景对话中，长乐名人穿越千年时空谈
笑风生；现代舞表演，舞者舞出了长乐草根工业创造发展
奇迹的披荆斩棘。此外，与海外华人华侨视频连线，更是

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在阵阵笑声与掌声中，
千年长乐灿烂文化熠熠闪光。

与此同时，以塔山公园内的圣寿宝塔为
核，各大长乐地标建筑被陆续点亮，纪念长乐
建县1400年灯光秀活动正式开始。鲜艳的色
彩，璀璨的灯光，变幻的画面，形成了一幅幅
美景，吸引了众多市民打卡拍照，整个长乐城
区都沉浸在浓厚的喜庆氛围中。

千百年前，先民在长乐耕田牧海，繁衍生
息。春秋、三国时期，吴王夫差、东吴孙皓在
六平吴航头造船，长乐别称吴航因此而来。
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在此伺风开洋，开启了长
达28年的航海壮举。改革开放以来，长乐秉
持勇向潮头立、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特质，创造
了“无棉之乡筑千亿纺织之城，无矿之地铸千
亿钢铁之城”的奇迹。进入新时代，长乐坚持

“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立足五港齐聚、多区叠加的先
行优势，全方位推进滨海新城建设，全力打造生态创新宜
居的现代长乐、国际航城，争当全省数字经济第一区。

长乐自古就有“海滨邹鲁、文献名邦”的美誉，文风鼎
盛、人才辈出。历代共有11名状元、955名进士，孕育了

“大爱暖千秋”的文化品牌，还涌现出珠算鼻祖柯尚迁、甘
薯之父陈振龙、天文学家高鲁等名人大家。同时，长乐文
化和自然遗产星罗密布，圣寿宝塔、漳港显应宫、九头马、
和平街、首石凝云、金刚腿、闽江河口湿地等熠熠生辉，漳
港海蚌、青山龙眼等地理标志更享誉海内外。

（余少林 宋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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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乐自古“枕山襟水，交通便利”，通达的
交通促生了长乐的繁华，也孕育出“千年府第
街”——和平街。2023年，正值福州长乐建县
1400年，作为长乐的“千年府第街”，具有独特
建筑风格、浓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和平街得到了
完善的保护，留住了乡愁记忆。

千年历史积淀

历史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根与魂，是城市精
神的源头。

长乐和平街东起东门兜，西至下橹桥，长
约两华里，自古以来就是城关通往下长乐南北
乡片的必经之道，也是明清时期达官贵人和富
商集聚地，留下了近百座的古建筑。当时，街
道两旁商铺林立、商人如织，为那个时期长乐
最繁华的街市。

福建社科院历史所原所长刘传标研究表
明，长乐和平街自南朝成集市，唐末随王审知
入闽的望族选择在此定居生息。由此推算，和
平街迄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是长乐当之无
愧的最古老街市。

作为千载历史的见证者，古街老巷的存在
承载着曾经的种种过往，连接着几代人的记
忆。大片的明清古建筑、民国建筑、文保建筑

与周边的古民居一起，见证着世事变
迁，记录着独属于长乐的老城印记。

和平街内最负盛名的古建筑当属
司马第，建于明代，至今已有400多年
的历史。它是明朝万历年间兵部侍
郎、长乐人陈省的府第。陈省人尊之

“少司马”，其府第就称为“司马第”，司
马巷亦因司马第而得名。保存下来的
这座故居，如今部分几经修葺，较好地
还原了原始风貌。

浓浓乡愁记忆

“我怀念从故乡的后山流下来，流
过榕树旁的清澈的小溪……我怀念榕
树下洁白的石桥，桥头兀立的刻字的

石碑，桥栏杆上被人抚摸光滑了的小石狮子。”
这是长乐籍作家黄河浪在《故乡的榕树》中描
写的长乐和平街汾阳溪情景。这是他的乡愁，
也是无数长乐游子的乡愁。

黄河浪童年记忆中的石桥、古榕树、刻字
的石碑仍在。太平桥始建于唐上元元年（760
年），由长乐梅花坊人林巨卿捐资建造。目前
桥东北有明代碑刻“太平桥”，上款“皇明隆庆
四年庚午春月吉日”，下款“赐进士知县事苏州
蒋以忠立”，至今文字清晰可读。清雍正、乾隆
年间均有重修此桥。该桥长13米、宽3.8米，
桥栏柱雕琢石狮，两边各两尊。这就是黄河浪
所说的刻字石碑。

和平街自古文风鼎盛。有人统计
过，在和平街，历史上曾经书斋、书院、书
楼林立，负有盛名的有10所，世称和平街

“十书斋”。这里除“东溪精舍”外，还有
司马里的“翰林院”和“陈氏书斋”、汾阳
溪东西两岸的“角山书屋”“苟有山房”

“枕潄山房”、六平山下的“鹿畹轩”“小有
洞天”“天地四方宇”等，都久负盛名。

“一师两状元”“一门三举子”，都是
出自这条街市的故事，代代相传足以傲

立科场，传千古美名。

迎来古韵新生

长乐区委、区政府始终重视对和平街古厝
的修复与保护。近年来，修复开放了长乐和平
街特色历史文化街区。修缮一新的和平街片
区主街道包括新民路、和平路、和平街及东关
街，街道两侧小巷密布、曲径通幽，形成“五街
十巷”的鱼骨状布局，较为完整地展示了唐宋
以来，尤其是明清时期福州乃至闽东地区街市
的格局。

曾经云集街道两侧的老字号，一度随着时
代变迁而式微。如今，鼎昌糕饼店、宝宜楼金
银店、妙如轩照相馆……这些陪伴了长乐几代
人衣食住行的老商铺正逐渐重现昔日繁华。

修复保护和活化利用并重，让古街重新焕
发生机。长乐区在和平街内打造了长乐士绅
文化馆、吴航老城博物馆等，进一步留存古建
筑的历史记忆。其中，吴航老城博物馆所在建
筑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历清代重修，此番修复，
是它的第三次“重生”。长乐士绅文化馆设立
5个展厅，以凝练的历史笔触绘制了一幅长乐
从古至今的历史图卷，展现深植于长乐的海耕
文化、笔耕文化、士绅文化，悠久绵长的文脉在
这里徐徐展开。

古街新生，以人文山水格局为依托；文脉
赓续，在这里生生不息。 （侯宗焜 徐文宇）

长乐和平街：东南舟航城 千年府第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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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晚会开场歌舞《常来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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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中国第七届戏剧节曹禺优秀剧
目奖闽剧《兰花赋》，近日在福州市长乐区
井门村献演，受到当地观众的热棒。

近日，福州闽剧艺术传承发展中心在
长乐区井门村开展戏曲进乡村文化惠民
演出活动。此次演出精选了闽剧《一文
钱》《杨门女将》和《兰花赋》三部经典剧
目，不仅有“第28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
者吴则文、国家一级演员谢巧星、林颖、黄
秀春、“第八届全国戏剧文化奖”表演金奖
获得者杨帅等名角，更有省赛金银奖获得
者谢婉萍、干晓滢等新生代力量联袂演
出，得到了当地观众的欢迎。

连日来，福州闽剧艺术传承发展中心
在长乐区井门村开展戏曲进乡村文化惠
民演出活动，吸引当地众多民众观看。

据介绍，此次戏曲进乡村文化惠民演
出由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福州闽剧
艺术传承发展中心承办，为广大村民送来
精神食粮，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福州闽剧艺术传承发展中心主任、国
家一级演员杨东表示，乡村振兴，文化先
行。今年中心开展数十场戏曲进乡村文
化惠民活动，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
乡音传递文明乡风，凝聚起乡村振兴的正
能量。“通过此次活动，可以让农村居民在
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高品质的艺术表演，
促进闽剧艺术在乡村的传播普及、传承发
展，让村民们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增强文化自信，活
跃乡村文化氛围。”

福州闽剧艺术传承发展中心原名福
州闽剧院，始建于1958年，系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闽剧保护单位。剧院秉
承“继承、保护、研究、发展”的原则，坚守
精品工程，创作了《天鹅宴》《丹青魂》《画
龙记》《兰花赋》《林则徐复出》等许多优秀
剧目。近年来，福州闽剧艺术传承发展中
心开展“闽剧进景区，文化惠民生”每年分
别在不同景区、社区演出近百场。

（刘可耕）

和平街特色历史文化街区 （池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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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