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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 11 月 27

日电 （刘 洋）“ 我 认 为 海
外 华 文 教 育 仍 面 临 本 土
化的问题，授课内容也需
要 与 时 俱 进 。”日 本 华 文
教 育 基 金 会 理 事 长 林 立
日 前 接 受 中 新 社 记 者 采
访时表示。

近年来，随着中文国
际 影 响 力 的 日 益 提 升 以
及 新 生 华 裔 数 量 的 不 断
增多，海外华文教育需求
日 渐 多 元 化 。 华 文 教 育
工作者正探索不同路径，
以适应新变化。

林立告诉记者，华文
教 育 在 日 本 的 发 展 已 有
百 年 历 史 。 除 去 五 所 全
日制华文学校外，周末中

文学校数量正不断增多，
以 满 足 新 生 华 裔 的 华 文
教 育 需 求 。 但 无 论 是 传
统 的 华 文 学 校 还 是 周 末
中文学校，都面临着教材
内容本土化程度不高、教
法针对性不强的问题。

“许多在日本出生的
华 裔 新 生 代 对 中 国 的 了
解较少，对课本中涉及的
中 国 古 迹 都 很 陌 生 。”林
立认为，为了激发华裔新
生代学习中文的兴趣，华
文 教 育 工 作 者 在 教 材 的
编 纂 和 授 课 内 容 上 可 以
从 住 在 国 与 中 国 的 文 化
联系上寻找素材，譬如日
本 的 孔 庙 与 中 国 的 孔 庙
间有何联系、汉字在日本

的 演 变 等 。 从 学 生 熟 悉
的 文 化 环 境 切 入 更 易 于
激发学生的兴趣。

林立同时表示，华文
教 育 的 授 课 模 式 不 应 仅
限于书本教育，还要在活
动 中 感 知 两 国 的 文 化 联
系。此前，华文教育基金
会联合华文书院举办“读
行 会 ”，带 领 华 裔 新 生 代
参 观 由 郭 沫 若 题 字 的 内
山书店，了解鲁迅与内山
书 店 的 渊 源 。 孩 子 们 还
去万福寺体验明朝文化，
了 解 中 国 文 化 东 传 日 本
的历史。

“一些华裔青少年会
问 我 为 什 么 要 学 习 汉
语 。 这 让 我 意 识 到 提 高

实 用 性 对 于 海 外 华 文 教
育的意义。”林立说，面向
华裔新生代的华文教育，
不 仅 要 展 示 中 华 文 化 的
魅力，还要让孩子意识到
学 习 中 文 为 个 人 未 来 发
展 提 供 的 机 会 。 教 育 工
作 者 可 将 翻 译 纳 入 授 课
之中，促进中日双语共同
提 高 。 华 侨 华 人 们 也 需
打造文化社区，为华裔新
生代提供汉语应用环境。

赞 比 亚 中 文 国 际 学
校校长孙杨同样认为，海
外 华 文 教 育 需 结 合 学 生
的实际需求，在强调基础
知 识 和 文 化 习 俗 传 承 基
础上，与多种素养技能培
养 相 结 合 ，丰 富 教 学 内

容。
孙杨举例道，她所在

的 学 校 引 入 编 程 等 计 算
机课程，让学生通过编程
学习汉字，并利用科技工
具 制 作 中 文 学 习 视 频
等。未来，学校还计划引
进其他科技相关课程，举
办科技创新比赛，同步培
养 学 生 的 科 学 素 养 和 文
化底蕴。

“ 我 认 为 ，为 汉 语 学
习 者 创 造 语 言 应 用 环 境
很 重 要 。”国 际 汉 语 教 师
金山表示。2019 年，中文
教 学“ 百 校 项 目 ”正 式 在
阿 联 酋 展 开 。 金 山 作 为
第 一 批 中 文 教 师 来 到 迪
拜，为当地学生授课。

金山表示，在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方面，他作了
不少尝试，比如为阿联酋
学生寻找中国朋友，鼓励
他 们 互 相 发 送 说 中 文 的
视 频 。 班 内 不 少 同 学 向
他 表 示 很 开 心 认 识 新 朋
友，希望提高自己的中文
水 平 ，和 中 国 朋 友 聊 天 ，
了解他们的生活。

此 外 ，一 些 学 生 未 来
想 要 从 事 经 贸 工 作 。 金
山也会以此切入，在教学
中侧重汉语实际应用，以
此 提 高 学 生 学 习 兴 趣 。
金山表示，未来将为学生
设计多样化的模拟场景，
让 学 生 有 更 多 机 会 使 用
汉语交流。

中国侨商投资（河南）大会启幕
逾千名侨商共话新机遇

中新社郑州 11 月 28
日电 （记者 阚力）由中
国侨联、河南省政府主办的
中国侨商投资（河南）大会
28日在河南郑州开幕，逾千
名侨商与会共话投资新机
遇。

这是中国侨商投资大
会首次在中部地区举行，以

“汇聚侨界力量 共建出彩
中原”为主题。大会期间还
将举办专题推介、产业对
接、项目洽谈等招商活动，
组织侨商实地考察。

以 侨 为 桥 ，共 拓 新 商
机，成为与会侨商的共识。
30多年来，已在河南累计投
资超 400 亿元人民币的中
国侨商联合会会长、泰国正
大集团资深董事长谢国民
表示，在助力乡村振兴的同
时，还将与河南在文旅、商
业、新能源等领域加强深入
合作，树立河南与泰国乃至
东南亚国家经济和文化旅
游的合作典范。

英国中华总商会主席
张进隆在此次大会上表示，

将助力河南拓宽对外交流
渠道，深化两地在教育、文
游、人才等领域的交流合
作，促进数字经济、中欧班
列以及金融、物流等领域的
务实合作。

中国侨商联合会常务
副会长姚志胜在会上表示，
河南已成为海内外投资热
土、内陆开放的新高地，愿
意为河南牵线搭桥，加强与
东盟、中东的区域协作，共
同开拓新商机。

中国侨商联合会荣誉

会长、玖龙纸业（控股）有限
公司董事长张茵表示，愿意
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助力河
南企业“走出去”，打通中部
地区与国际市场特别是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联系
渠道。

经过前期洽谈对接，此
次大会初步达成合作项目
346 个，总金额 3127.8 亿元
人民币，涉及装备制造、电
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生
物医药、绿色食品、数字经
济等领域。

侨商走访内蒙古：这里有“点燃”我的小火苗
中新社呼和浩特 11

月 25 日 电 作 者 奥 蓝
“我是第一次来呼和浩特
进 行 产 业 考 察 。（这 次 的
见闻）不断‘点燃’着我的
小火苗，让我燃烧。”王琳
达是中国侨联常委、中国
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
怡海集团董事局主席，也
是 一 名 正 在 探 索 转 型 的
侨商。“我是老地产商了，
也做教育，现在想做一些
向 环 保 方 面 转 型 的 事
情。”

这几天，她以北京侨
商会成员的身份，应内蒙
古自治区侨联邀请，在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首 府 呼 和 浩
特市考察。此前，京蒙两

地侨商会签署《京蒙侨商
合 作 框 架 协 议》，旨 在 发
挥两地侨商会独特优势，
助 力 两 地 经 济 社 会 发
展。数月来，双方已多次
互动。

24 日晚，刚刚结束在
呼 和 浩 特 市 为 期 两 天 的
产业考察，王琳达接受中
国新闻社专访。

“（北京侨商会）之前
专程来内蒙古走访，说确
实 有 非 常 好 的 发 展 潜
力。这一次，我们不仅想
看 看 呼 和 浩 特 的 产 业 政
策，也看看这里的企业。”
王琳达介绍说。

在这里，考察团队看
到 了 在 沙 漠 里 养 牛 来 改

善生态的产业模式，将牛
粪 变 成 天 然 气 燃 料 的 当
地企业，像旅游公司又像
科 技 公 司 的 无 人 化 奶 业
工厂，还有吸引不少头部
科 企 入 驻 的 绿 色 算 力 小
镇……

“ 很 震 撼 ！”“ 很 振
奋 ！”行 程 安 排 得 满 满 当
当，王琳达带着团队白天
考察，晚上开会。“我希望
大 家 能 一 起 合 作 共 赢 。
我 要 看 看 有 没 有 参 与 的
机 会 ，做 这 样 对 企 业 好 、
对 国 家 和 社 会 都 好 的 事
情。”

“内蒙古以后会发展
得 很 快 。”王 琳 达 告 诉 记
者 ，过 去 ，大 家 总 认 为 内

蒙 古 这 样 的 民 族 地 区 经
济 发 展 会 比 其 他 地 区 慢
一些。但如今，依托清洁
能源、绿色算力等绿色产
业，独特地域优势和相关
配套政策，未来可期。“这
里仅仅 5 年就能新建起一
座比较完善的小城镇，服
务 大 数 据 企 业 。（这 个 效
率）我没有想到。”

“我就觉得是我们的缘
分啦。”这是连日的走访考
察中，王琳达常说的话。在
她看来，内蒙古企业家踏实
诚恳的沟通态度，淳朴忠厚
的民风，政府对招商引资的
迫切与重视，很容易让人产
生认同感。

“ 以 侨 引 侨 ，以 侨 架

桥 ，以 侨 引 智 ，以 侨 引
才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侨 联
主 席 王 宏 华 在 接 受 记 者
采访时表示，作为群团组
织，侨联向来是侨商侨企
的“娘家”。“我们也希望
在 内 蒙 古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过程中，充分发挥侨界力
量，让更多侨商侨企参与
其中。”

王琳达也告诉记者，
虽然她很少到北方、到内
蒙古来，但与内蒙古华侨
华 人 的 沟 通 却 并 不 少 。

“ 我 们 都 很 爱 自 己 的 祖
国，很爱自己的家乡。今
年 正 值‘ 一 带 一 路 ’倡 议
十 周 年 ，我 们 要 做 的 ，就
是 把 祖 国 和 家 乡 的 优 势

介绍出去，把国外的好朋
友带回来。”

“我们也希望通过自
己 的 努 力 吸 引 来 更 多 的
侨商，共同助力家乡的高
质 量 发 展 。”内 蒙 古 华 蒙
科 创 环 保 科 技 公 司 专 注
生态环保约 20 年，王佐是
总 经 理 ，也 是 一 名 侨 商 。
他 告 诉 记 者 ：“ 有 这 样 的
机会和平台，让北京侨商
与 内 蒙 古 侨 商 融 合 在 一
起，我们非常开心。”

“别说是尾声。”25 日，
王琳达计划返程。“内蒙古
还有很多资源待开发，我
们应该继续深入了解。我
会再来，也号召更多的侨
商来内蒙古看一看。”

中新社吉隆坡 11月 26
日电（记者 陈悦）马来西
亚海南会馆联合会 25 日晚
庆祝成立 90 周年。出席庆
典的中共海南省委书记冯
飞勉励海外琼籍侨领成为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推
动者”“回馈桑梓的参与者”

“推介海南的宣传者”。
冯飞在致辞中肯定马

来西亚琼籍乡亲为马来西
亚社会经济发展和家乡建

设所作贡献，表示海南一
直全力为海外侨胞来琼投
资兴业和人文交流创造良
好条件，搭设互动平台。

冯飞介绍了海南自由
贸易港的建设成果以及海
南为海外侨胞提供的发展
空间和发展机遇。他希望
海外琼籍侨领成为“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的推动者”，
促进海外资本、人才、技术
等要素嫁接海南独有的政

策资源优势，开辟更多新赛
道，实现互利共赢；成为“回
馈桑梓的参与者”，进一步
厚植家乡情怀，一如既往地
心系家乡，支持家乡，建设
家乡；成为“推介海南的宣
传者”，以促进琼马友好合
作为己任，为海南自贸港建
设鼓与呼。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
欧阳玉靖表示，明年中马
两国将迎来建交 50 周年，

希望海南会馆联合会和马
来西亚华社与广大华侨华
人携手合作，共同推动中
马友好关系再上新台阶。

海南会馆联合会创立
于 1933 年，由马来西亚各
州海南乡团联合发起。海
南会馆联合会总会长林秋
雅表示，马来西亚琼籍乡
亲看好海南发展前景，希
望加强与海南交流，增进
乡情、寻觅商机。

广东台山“焖番鸭”：
游子牵挂的家乡味
中 新 社 江 门 11 月

27 日电 作者 李晓春 郭
军“周六回村探亲，发现
堂 哥 他 们 在 焖 老 番 鸭 ，
鹏 伯 亲 自 掌 勺 ，两 只 老
番 鸭 ，焖 熟 一 大 锅 。 看
那 出 品 ，令 人 垂 涎 三
尺 ！”近 日 ，从 美 国 旧 金
山市回广东台山参加第
十届世界台山宁阳会馆
（同乡会）联谊大会的乡
亲 李 女 士 介 绍 ，焖 番 鸭
是家乡台山一道特别适
合冬季进补的美食。

番鸭是雁形目鸭科
栖 鸭 属 的 一 种 ，与 家 鸭
同 科 异 属 ，有 白 羽 、黑
羽、花羽之分，在台山又
名“洋鸭”。番鸭嘴的基
部和眼圈周围有红色或
黑 色 的 肉 瘤 ，其 体 内 脂
肪 少 、瘦 肉 多 。 在 台 山
民 间 ，有“ 番 鸭 越 老（养
殖 时 间 越 长），越 滋 补 ”
的说法。

进 入 秋 冬 季 ，台 山
台城街道菜市场的番鸭
开 始 热 销 。“ 现 在 有 白
鸭 、花 毛 鸭 、番 鸭 ，若 用
来 焖 ，这 个 季 节 可 选 花
毛 鸭 或 番 鸭 ，相 对 而 言
番 鸭 肉 质 更 紧 实 ，焖 熟
后 肉 更 香 ，每 公 斤 36 元
（人民币）。”台山市台城
富城市场一摊位的老板
娘招揽客人时介绍。

“ 焖 番 鸭 ，要 先‘ 炒
白 锅 ’（把 锅 烧 热 ，不 放
油 ，直 接 放 入 鸭 肉 下 锅
翻炒），炒至皮色焦黄后
盛出备用。将切好的姜
块 下 油 爆 香 后 ，放 入 鸭
肉和配料加水焖熟。”台
山四九镇一食肆的厨师
伍 叔 透 露 ，“ 大 火 烧 开 、
小火焖煮”更能入味，焖
至 咬 起 略 带 嚼 劲 、皮 滑
肉香即可出锅。

“ 我 爸 特 别 喜 欢 吃
加 腐 竹 的 焖 番 鸭 ，炸 透
的 腐 竹 在 焖 煮 的 过 程
中 ，容 易 吸 收 水 分 和 酱
汁。”11 月 11 日，从美国
芝加哥回台山探亲的伍

女 士 称 ，亲 戚 朋 友 知 道
她父亲对焖番鸭情有独
钟 ，每 次 相 聚 都 特 意 安
排焖番鸭招待他们。

“ 我 已 跟 村 里 几 个
好 兄 弟 约 好 ，下 周 六 回
村 里 聚 餐 ，他 们 负 责 提
供几只老番鸭和一些瓜
菜 ，我 负 责 买 些 鱼 、虾 、
蟹 等 海 鲜 ，到 时 洪 叔 负
责 煮 ，酒 水 已 备 好 。”近
日 ，从 美 国 纽 约 回 台 山
探 亲 的 甄 先 生 说 ，每 次
回台山最开心的就是与
村 中 的 兄 弟 推 杯 换 盏 、
共 话 当 年 ，一 同 品 尝 叔
伯婶婶齐齐动手烹煮的
菜肴。

在 台 山 ，焖 番 鸭 这
道菜的背后藏着不少故
事 。“ 记 得 我 年 少 时 ，父
亲 在 吃 焖 番 鸭 之 前 ，总
是把肉多的鸭块先夹给
我 ，留 出 头 、爪 、脖 等 肉
少 的 部 分 ，说 他 自 己 喜
欢吃。”已为人父的台山
美 食 爱 好 者 赵 先 生 说 ，
他 如 今 终 于 理 解 ，那 是
父爱的表现，肉多、肉嫩
的部分都会优先留给孩
子。

“ 我 妈 前 天 在 台 城
富城市场看到有卖焖番
鸭 的 ，就 买 了 些 回 来 给
我 们 解 馋 。”台 山 市“90
后”市民陈小姐说，母亲
有时还会用老番鸭搭配
冬 瓜 、薏 米 或 药 材 等 煲
汤，让家人们适时进补。

季节的魅力在于各
有 不 同 ，美 食 的 魅 力 在
于可解乡愁。“近期天气
比 较 凉 爽 ，想 吃 焖 番 鸭
的 食 客 ，最 好 提 前 一 日
预订，可放腐竹焖，也可
用药材焖。”

台山端芬镇华雪饭店
负责人伍确权介绍，有些
回国探亲的老华侨，特别
喜欢焖番鸭熟悉的家乡
味，甚至用其酱汁拌饭都
能吃上一两碗，言语中不
乏“才下舌尖，又上心头”
般的感慨。

中新社北京 11 月 27
日 电 （记 者 徐 文 欣）

“ 从‘ 杂 碎 时 代 ’到‘ 美 式
中餐’，再到‘家庭中餐’，
中餐在美国已走过三个阶
段。当下，美国中餐业正
迎 来‘ 品 质 中 餐 ’新 阶
段。”美中餐饮业联合会主
席胡晓军近日接受中新社
记者采访时表示，“品质中
餐”是美国中餐业发展的
未来趋势。

1998 年，胡晓军在芝加
哥唐人街开起“老四川”中
餐馆。25 年间，他将旗下的
中餐品牌拓展至 20 多个，
成 立“ 老 北 京 ”“ 老 上 海 ”

“老湖南”等人气高、口碑佳
的中餐厅，让中餐受到美国
主流社会的更多关注。回
顾美国中餐的发展，胡晓军

说，“杂碎时代”的中餐没有
多样的调料，只有酱油和豆
芽，却满足了早期中国移民
的思乡胃，让中餐在美国扎
根；“美式中餐”是适应美国
人口味改良中餐，它将传统
的鱼香八块鸡改良成左宗
棠鸡，将咕咾肉演变为酸甜
肉，打开了美国人的“中国
胃”；“家庭中餐”倾向于正
宗中国味道，将越来越多的
中国菜搬到异国的餐桌；

“品质中餐”则是文化、味
道、环境、服务的结合。

日 前 ，胡 晓 军 发 起 一
场“美食寻根之旅”，他和
几十名美国中餐业者走进
中国的烹饪学校、餐饮企
业寻求美国中餐发展的新
机遇。胡晓军表示，寻找
并培养有能力的烹饪人才

和经营人才是美国中餐发
展的挑战所在，在寻根之
旅中，他们在川菜大师课
程中学习宫保鸡丁和麻婆
豆 腐 新 的 烹 制 和 呈 现 方
式，在众多的餐饮品牌中
寻求经营之道。

胡晓军在美国经营多
家“TE'AMO 享茶”奶茶店，
他将中国奶茶开设在美国
景区之中，以其独特的味
道和体验感吸引了不少食
客。他说，海外中餐是传
统中餐与当地风味的互相
成就，是以食为媒传播中
国文化的好方式，中国味
道则是最好的切入点。

“ 我 将 美 国 中 餐 的 菜
式 分 为 四 部 分 。”胡 晓 军
说，一是正宗的传统中餐，
比如回锅肉、水煮肉、麻婆

豆腐，这些菜口味正宗，中
国移民往往从中找到记忆
中的味道；二是流行菜式，
比如烤鱼、麻辣香锅、奶茶
等，其主要受众为年轻人，
他 们 具 有 很 强 的 消 费 能
力，是不可忽视的食客；三
是因地制宜的美式中餐，
其主要受众为美国人；四
是 不 同 餐 馆 独 有 的 特 色
菜、自创菜，这是餐馆长久
立足的根本所在。

美中餐饮业联合会名
厨 委 员 会 委 员 霍 志 民 是

“ 美 食 寻 根 之 旅 ”的 参 与
者，也是海外中餐馆的主
厨。他表示，在中国的学
习让他对川菜的发展历史
和技艺有了更深的认识和
提高，对川菜文化的传播
有了更多的责任感。

海外中餐业者“美食寻根”觅中国味道推“品质中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