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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游县九鲤湖飞瀑前，记者找出《千里江山
图》的“双瀑”，用相机定格古今胜景“同框”的时
刻，实时分享到“闽山云”抖音号、微信视频号。
这一幕，发生在“同心福·媒体基层行”采风活动
现场。

1月18日—20日，由福建侨报社承办的“同
心福·媒体基层行”采风活动在仙游开展。40多
位媒体记者、文化学者、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
等受邀走进仙游采风调研，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
源，了解特色产业发展状况，记录乡村崭新面貌，
共同讲好仙游故事，同心共助乡村振兴。

寻美人文仙游

“很少有一座城市，初闻其名，便萌有沐春风
之感，好似隐隐有一股‘仙气’，使人心境笃静，

烦嚣全无。”文化学者陈强在参观九鲤湖后，写下
文章“有一种旅游叫‘仙游’”。

“无论是领略岁月斧刻、文化浸润的仙游文
庙，感受热闹烟火中藏有李耕画作的瑞云祠，还
是对话远峰侨厝现任主人体会游子乡愁，我都
仿佛在借着一个老人的眼睛，回望仙游历史文
化的灿烂。”福建支部生活杂志社记者翁筱冰对
采风之行意犹未尽，“这是我第一次走进仙游，
沉浸式感受这座从悠远历史中走来依旧鲜活的

‘博物馆’”。
此次活动安排了蔡襄文化公园、叶颙故居、

龙华寺等 14个采风点，大家对仙游文化遗存和
传承现状展开调研，就宣传推介仙游文化交流做
法。

《福建日报》屏山站记者林清智认为，讲好仙

游故事要守正内容、创新形式，紧扣“有
意义”和“有意思”做深度报道。

人民网福建频道记者林盈表示，将
做好记录和传播的工作，不仅关注文化
的家底，也关注文化的活态传承，以新
媒体方式来带动放大仙游文化的声量。

寻觅振兴“密码”

仙游的经济与仙游的文化密不可
分。在三福工艺产业园、中国香博园，
采风团用镜头和笔触记录下悠久产业
繁荣发展的文化因子。

工艺美术产业是仙游县最具基础
和特色优势的富民支柱产业和文化创
意产业，古典家具、木制工艺品、油画、
香、石雕、古玩等百花齐放。

三福工艺产业园内，一块木头在雕
刻师的巧手下，图案花纹细腻精微，显
现出别有韵味的“仙作”家具艺术风格。

“人们把一些吉利、吉祥、美好的愿
望寄托在家具器物之上，自然而然地诠
释着中华文化的独特韵味。”在中国国
学研究与交流中心特约研究员白撞雨
的笔下，“仙作”是亮丽的文化品牌。

莆田是全球最大的香料集散地之
一。位于仙游的中国香博园香气氤氲、沁人心
脾，园内陈列展示中国古代诗词中的香元素，以
及天然香传统制作技艺。据介绍，仙游县从事原
材料种植、香料交易、香制品加工和销售等香文
化产业企业 800多家，从业人员 2万人左右，年
产值60亿元人民币。

在蔡襄文化公园，蔡襄研制“小龙团”茶、编
撰《茶录》的历史徐徐展开。依托蔡襄与茶的故
事，仙游县积极培育仙茶品牌。目前，仙游县龙
华镇和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达成共建科教
基地的初步协议，通过“政府+高校+企业”合作
模式，推进仙茶文化产业园建设，加大对“小龙
团”等新产品研发推广力度。

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李昊泽关注到，仙游在
文化保护传承、文化产业振兴方面有不少经验成

效，为新闻媒体深度剖析和系统总结提供了样
本，是可复制推广的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成功模
式。

采风团成员表示，仙游县走出了一条以文化
传承带动产业兴旺的发展之路，特色产业的壮大
也有利于活态保护传统文化，让源远流长的仙游
文化顺应时代、永续发展。

寻迹美丽乡村

馨山书院、云山书院、远峰侨厝隐藏在一座
座村落之中，采风团深入济川村、兴山村、貂峰
村、天马村等地，找寻留存的文化明珠，了解乡村
业态发展新况。

在貂峰村，远峰侨厝的房主后代收到本报赠
予的《侨厝流芳——福建侨乡揽胜》一书，发现自
己的家被收录在内，直言感动。他回忆起祖辈跨
洋经商、反哺家乡的家族往事，向采风团介绍侨
厝建筑特色和其中蕴含的桑梓情怀。

中新社福建分社记者闫旭表示，远峰侨厝是
华侨文化、海丝文化的具体表现，作为面向海外
华侨华人传播的媒体，将以此次采风调研为契
机，继续挖掘讲述仙游的侨乡故事。

走进天马村，小桥流水、古厝亭台相互映衬，
当地将清末民初的连片古民居修旧如旧，室内改
造成民俗文化展示馆、竹工艺展品馆、民宿、餐
厅，依托村内石门峡谷自然景观，吸引不少周边
地区群众前来“打卡”。

“在乡村旅游业的开发过程中，我们应当加
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以尊崇珍惜之心守
护好历史文脉、文化肌理。”《福建乡土》杂志执
行主编周而兴表示，《福建乡土》由民盟省委会主
管主办，去年初以来，民盟省委会在仙游开展了
8场帮扶活动，涉及农业、教育、医疗等领域。杂
志将聚焦文化领域，展现仙游风土人情、发展风
貌，助力仙游乡村振兴。

此次活动，各单位媒体记者、文化学者以及
自媒体人士在 22个平台已创作发布了新闻报
道、散文随笔、短视频等多种形式的30件宣传作
品，共同形成仙游文化传播合力。

（陈芝 林璐/文 陈川 马兴旭/图）

“ 同 心 福·媒 体 基 层 行 ”：

寻访仙游 文脉 赋能乡村振兴

1960年，76岁的画家李耕应邀为
新竣工的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作画。

如今，以李耕画作《松青鹤白东方
红》《松鹤遐龄》为底本塑成的巨幅漆器
屏风依然立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中，见
证东方大国的迎来送往。

从以卖画为生到被徐悲鸿赞誉

仙游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中部，是
传说中古时得道高人游历升仙的地
方。历朝历代，仙游地区民间精神文化
生活普遍丰富。寺庙、宗祠、道观都需
要画师绘制神像或壁画。国画大师李
耕便从这样的文化土壤中走出。

1885年，李耕出生在仙游中岳凤
池村一户清贫人家。李耕的农民祖父
在种地之余通过临募画帖和壁画掌握
了绘画技能。李耕的父亲继承家学，艺
术造诣有所提升，成为当地职业画师。

“画三代”李耕从小就有艺术天赋，
6岁时就能用炭笔把舞台上生旦净丑
的模样特征准确地勾勒出来。

8岁时，李耕入读私塾，10岁因家
贫辍学，14岁开始跟随父亲周游仙游
各地，替人画像或为寺院画壁画谋生。
26岁时，父亲去世，留给李耕的只有一
间破屋和两百大洋债务。从此，李耕走
上独立创作谋生的道路。

作为民间画师，李耕艺术风格朴素
自然，题材选择切合民间需要——仙佛
侠士、王侯将相、才子佳人、贫民百姓
等。李耕在塑造人物时，注重把握共性
与个性的平衡，共性譬如佛像慈祥、文
人风雅、英雄威凛，个性则指最能反映
人物性格的动作与表情的“一刹那”。
因此，他的画往往既宏伟又活泼，在当
地广受欢迎。

在行走卖画的过程中，李耕四处搜
集古画谱，临摹学习吴道子、唐寅、黄慎
等古代名家的作品，技艺不断精进。功
夫不负有心人，偏居仙游的李耕在两次

画展中接连拔得头筹，逐渐在国内画坛
崭露头角。

1926年，李耕作品《弥勒佛》参加
在南京举办的“东南五省画展”，荣获第
一。

1928年，李耕《东坡笠屐》等11幅
作品参加在福州举办的“中法绘画联展
赛会”，再得第一。画展上，参与评审的
徐悲鸿在李耕作品前停立良久，兴奋地
说：“要大张其声誉！”徐悲鸿随后在《申
报》上发文，称“有以奇拙胜者，首推李
君耕，挥毫恣肆，可以追踪瘿瓢（指清代
闽籍书画家、扬州画派代表人物之一黄
慎），其才则中原所无”。

从此徐悲鸿对李耕
念念不忘。1934年，时
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
主任的徐悲鸿向莆田籍
学生打听李耕近况，并
写推荐信，让该生拿着
信向李耕学习。

可与此同时，在那
个世道不太平、底层百
姓普遍吃不饱饭的年
代，“画贵米贱”是不争
的事实。纵使李耕画艺
有成、名声渐起，全家仍
在生存线上挣扎。白天
耕种砍柴，夜晚在竹篾
的幽光下埋头创作是李耕的日常。

据李耕之子李朴回忆，当时“一家
人时常衣衫褴褛，三餐不继；但倔强的
父亲，仍旧坚持作画，还写了一副对联

‘有画难换米，无薪犹焚琴’。”
正是这样的执着追求成就了一代

国画宗师。

战乱年代被军阀频繁索画

随着抗战烽火燃起，社会动荡加
剧，对于穷困却名声在外的李耕，日子
难上加难。远近军阀官僚常来向他索

画，李耕发下誓愿，凡阔人求画，概不应
允。

1938年秋，国民党驻军二三九旅
旅长钱东亮（有嗜杀之名，外号“钱阎
王”）向正在莆田卖画的李耕登门逼
画。胁迫之下，李耕给这个吸人脂膏、
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画了一副特殊
的弥勒图：画面中，六个小孩围在大腹
便便的弥勒佛周围玩弄着铜板。

李耕还在落款处题诗一首：

皆大欢喜总是钱，莫将钱眼打秋千。
此心已解金钱劫，一笑婆娑自在天！

等钱东亮看懂此画的讽刺意味，回
来兴师问罪时，李耕早已逃往他处。

类似事情反复发生，李耕为不愿曲
意逢迎，只得东躲西藏，发出了“避乱欲
徙何处去，时难不禁泪涕涟”的苦涩感
慨。

纵使生活颠沛流离，李耕对祖国的
未来并不悲观。他创作《屈原》《苏武牧
羊》《岳母刺背》等一系列以古代爱国人
物为题材的画作。

1949年元月，李耕的作品在福州
展出。得到人民解放军在陕甘宁边区
政府的指挥下节节胜利的消息，李耕怀

着对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喜悦，在一幅山
水画上题诗“武陵深处谁觅见，待看陇
上舞秧歌”。意思是，像《桃花源记》里
的武陵人那样幻想在乱世中偶遇一方
净土是不切实际的，唯有团结起来抗争
才会有希望，我期待着陕、甘一带的百
姓跳起欢庆胜利的秧歌。

时代没有让李耕失望。

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

“仁英，你看这线条很美，可以学
习。”孙仁英记得，有一次，他拿画《毛主

席走遍全国》给李耕看，
先生边看边指着里面的
线条这么对他说。

解放后，李耕迎来了
艺 术 生 涯 的“ 高 光 时
刻”。他被聘为福建省文
史馆馆员、中国美术协会
福建分会副主席。国家
大量搜集他过去流散的
画稿。1959年，仙游李
耕国画研究室正式成立
——这是中国第一个冠
以在世艺术家名字的研
究机构，孙仁英是画室的
首批学生之一。

“由于当时县文化馆
经常要组织举办各种文娱活动，又吵又
闹。为此，李先生重要的创作大部分都
选择在凌晨……先生每次创作，我都要
提前到场，一般凌晨三四点，我就要起
床，先把墨磨好……创作时，先生通常
是……先用炭笔打草稿，再用淡墨画一
遍，然后，走走看看，画画停停，边画边
改……创作时出现得意之笔或画面，先
生会特意叫我靠近，告诉我得意所在，
让我共享。”2015年，孙仁英在回忆文
章中这么写道。

与此同时，李耕毕生人物最多、尺
寸最长、创作时间最久的《五百罗汉图》

创作渐入佳境。
在长 7.18米、高 27厘米的长卷

上，李耕毕生塑造的 500个佛教形象
（李耕去世前画完整的是480个）如音
符般错落有致排布，精妙绝伦，美不胜
收。

“此乃李耕一生破天荒之杰作，它
与唐贯休、宋李公麟、元赵孟頫、明曾鲸
的佛像相比，亦毫不逊色。”中国书画家
协会原顾问、15岁时拜李耕为师的周
秀廷评价这幅画时说。

20世纪初，国内画界倾向于用西
洋绘画来改造中国画。李耕在仙游待
了一辈子，未受一时之风侵扰，将国画
继承做到了极致，同时又有新的创造。

李耕在所著《菜根精舍画论》中将
“学古而不泥古”的过程概括为三个阶
段：“初学画，效先贤，严法度；基础既
奠，重观察，师造化；创新意，于有法处
变无法，不落前人窠臼。”

因长期从事寺院壁画，李耕习惯把
宣纸裱于壁上作画，练成了高难度、挥
洒自如的运腕方式。在画法方面，他以
硬挺的铁线描为基础，在工笔与意笔之
间变化自由，看似简单，其实不易。受
过李耕绘画影响、风格相近的创作队伍
被统称为“李耕画派”。

“一座园林集老成，满头如雪也争
鸣。元和佳话垂今日，甘雨和风颂政
声。”这首李耕创作于 1952年的诗恰
如其分地表达了他的晚年心境。出于
感激，大半辈子卖画谋生的他将500多
幅作品无偿献给国家。

1961年10月，李耕应邀抵京，为
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师生作示范创
作。从未上过一天美术学校的他，登上
了中国最高美术学府的讲台。

1964年5月14日，病榻上的李耕
让儿子为他张好画具，一口气画了《济
颠和尚》《弥勒》等5幅画，随后安然辞
世，享年80岁。

（黄东仪 来源：观八闽）

从仙游走向全国的国画大师——李耕
李耕，仙游人，国画大师。中国美术家

协会原主席蔡若虹曾评价他为“我国画坛首
屈一指的大师”。人民大会堂、故宫博物院
和中国美术馆收藏有他的画作。

李耕画作《松青鹤白东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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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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