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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洲广东总商会会长黄宝烮：

祖国繁荣是海外游子共同心愿

本报记者 闫韫明

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永久荣誉会长尹楚平：

期待与当地朋友共享“带货”成果

本报记者 林子涵

“祖国越来越强大，海外华侨华人
的腰板越来越直。”南非洲广东总商会
会长黄宝烮一边说着，一边用茶具斟上
一杯茶水，清香四溢。

1996 年，27 岁的黄宝烮只身踏上
南非的土地，在华侨华人较少的德班做
起外贸生意。“那时中南还没建交，很多
当地人对中国没什么概念。”黄宝烮回
忆，最开始与南非人打交道时，总会遇
上好奇的提问——“你是韩国人还是日
本人？”

20 多年来，黄宝烮的生意越做越
大。随着中国发展，华侨华人在南非人
眼中的形象也与从前大不相同。“现在
在加油站、餐厅，甚至走在路上，当地人
看到我们是亚洲面孔，都常用中文说

‘你好’。”黄宝烮品了口茶，“越来越多
人开始了解和学习我们的文化了。”

中餐、高铁、电商……中国元素逐
渐成为不少南非人的谈资。“有客户访
问中国时坐了一趟高铁，有感于高铁
的方便快捷，回来直呼‘不可思议’。”
黄宝烮说。“还有很多人开始使用中国
电商平台。”他介绍，以前总是需要主
动去向当地厂家寻求合作，现在则有
越来越多当地厂商找过来，“一些当地
人来找我们的时候，会直接打开中国
电商网站，指着某一样商品向我们询
价，请我们帮忙进口过来。”

对于这些变化，黄宝烮感到欣喜，
“祖国繁荣是海外游子共同心愿，身后

有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我们特别自
豪，也特别有底气”。

黄宝烮的家乡在广东揭阳。即便
时常回国，他仍然惊讶于家乡的发展
速度。“每次回去都有新变化。”他笑着
说，只有在从小长大的那一小片区域
才能认得清路，“其他地方都得看导航
才能找到”。

2020 年初，新冠疫情在国内暴发
时，黄宝烮带领商会成员筹措了900万
只口罩，并与各方合作，在最短时间内
将物资装上3架包机，运抵国内。“那时
盯着这批物资的运输，40多个小时没合
眼。”说起这段经历，黄宝烮记忆犹新，

“做了些力所能及的贡献，特别开心。
只要国家需要，我义不容辞。”

黄宝烮的 3 个孩子虽然在南非长
大，但中文非常流利。孩子们小时
候，每年清明节黄宝烮都带他们回家
乡祭祖。“他们必须得记得自己的根在
哪里。”黄宝烮说。

每年春节，和大多数家庭一样，
吃着年夜饭看春晚是黄宝烮一家人的
传统。“春晚能反映出国家每年的科技
发展、社会民生热点等。”他说，“不仅
可以充分了解国家发展，也是我们思
乡情怀的寄托。”此外，黄宝烮家也保
持着许多年俗——吃年糕、包红包、拜
财神……“在海外过年也要红红火火。”
他说，“龙年即将到来，祝愿祖国繁荣
昌盛！”

龙年春节将至，印尼首都雅加达的
年味儿渐浓。高档超市里，熙熙攘攘的
顾客听着欢快喜庆的《春节序曲》悠闲
购物；大型商场内，人们纷纷驻足观
看精彩的传统舞狮节目；饭店大堂中，
红色灯笼和鲜花组装的大花篮非常抢
眼。最热闹的地方当属位于老城区的
唐人街，卖红色饰品年货的摊位连成
了片。就在离唐人街几公里的印尼百
家适集团总部，记者采访了刚从中国
回到雅加达的印尼中华总商会总主
席、百家适集团董事长张锦雄。

“春节，是所有海外华侨华人最重
要的传统节日，在印尼同样如此。每
年春节来临前，大家都会为了‘过年’
忙碌起来。各大购物中心、唐人街、很
多办公大楼里，都会换上喜庆的‘中国
红’年饰。”张锦雄表示，“我们中华儿女
是‘龙的传人’，今年恰逢农历龙年，因
此又增加了很多龙的吉祥装饰。”

“愿美好的春节年俗代代相传。”张
锦雄已过古稀之年，回忆往昔，他表
示，“我的家庭非常重视中华文化传
承，包括春节民俗。小的时候，每逢春
节，我们兄弟姊妹都会紧跟着父母，
看他们准备年夜饭，然后一家人高高
兴兴地坐在一起吃团圆饭。如今，我的
几个孩子已经成家立业，平时都忙于自
己的家庭和事业。但是，不管各自多忙，
我们一大家人春节都要聚在一起，贴福
字，挂灯笼，祭奠祖先，吃年夜饭，给晚

辈发压岁钱。我相信，我的后辈也会在
这样的仪式里耳濡目染，传承对中华
传统文化和‘中华儿女’的身份认同。”

“春节期间，印尼华社一般都会举
办盛大的新春团拜活动，大家齐聚一
堂，一边欣赏文艺表演，一边享用一
些具有春节特色的美味佳肴。我们还
会有一些敬老、公益捐助活动，探望
年长、贫困的华裔同胞，为他们送去
春节慰问礼包。这是我们印尼华社这
么多年来一直保持的良好传统，也是
印尼华人‘守望相助’‘不忘手足’的一
种体现。”张锦雄说。

祖 籍 福 建 福 州 闽 侯 的 张 锦 雄 ，
1949 年出生在印尼北苏门答腊的丁宜
市。他白手起家，凭借着勤劳、聪明、
诚信，经过多年努力，在商界打拼出
一片天地。这些年，他始终热心公益、
关注中印尼关系发展，并为此投入了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面对赞誉，张锦
雄却谦虚地表示：“我只是做了一些力
所能及的工作。”

“近年来，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印尼与中国的合作日益紧密和深
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中国朋友
来到印尼旅游、创业。与此同时，越来
越多印尼年轻人将中文作为自己的第
二外语，将中国作为自己留学、旅游的
目的地。我坚持让我的 5 个子女和 11
个孙辈学习中文，鼓励他们多到祖籍
国走走看看。”张锦雄说。

印尼中华总商会总主席张锦雄：

愿美好的春节年俗代代相传

本报记者 李培松

美国韦博咨询创始人兼总裁周玮：

让中美更多文化交流项目双向奔赴

本报记者 贾平凡

《收藏！纽约2024春节庆祝活动合
集》，这是美籍华人、韦博咨询创始人兼
总裁周玮近日发给记者的一个链接。链
接梳理了1月27日至2月25日美国纽约
举办的12场庆祝农历春节的文化活动。

陈乃霓舞蹈团新年舞蹈专场、大都
会美术馆庆祝农历新年活动、亚洲协会
新年活动、新泽西交响乐团新年特别音
乐会、林肯中心春节家庭活动日、曼哈顿
唐人街庆祝龙年新春炮竹文化节、“春之
声”中国新年音乐会、启扬文化中心春节
游行及庆祝活动、纽约爱乐乐团中国新
年音乐会、皇后区博物馆庆祝龙年春节
文化活动、曼哈顿下城南街海港农历新
年庆祝活动、新春爱心花车大游行……
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春节活动令人期待。

“春节期间，活动多，年味浓，纽
约的华侨华人特别幸福。”周玮表示，
一些春节庆典活动因为连续举办多年
而成为纽约乃至全美知名的品牌文化
活动。纽约很多博物馆、剧院、音乐
厅等场馆都会提前预约春节演出。

“纽约春节庆典活动中国元素琳琅
满目。”周玮介绍，纽约是一个非常尊
重和包容多族裔文化的城市。除了曼
哈顿、皇后区、长岛和布鲁克林等华
人聚集的地方，大部分春节庆典活动
都不局限在华埠，而是融入主流社会
中。春节庆典活动已成为展示中国文

化艺术、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和多族裔
文化互鉴的重要媒介。

自 2000 年起，周玮开始研究并从
事文化演艺及非营利组织如何鼓励少
数族裔参与文化活动的项目。20 多年
间，她带领团队负责文化演艺及博物
馆的市场推广，策划百老汇演出、林
肯中心艺术节、纽约爱乐中国新年音
乐会等文化活动的市场推广，助推中
国文化走进美国、走向世界。

2023 年 11 月底，周玮带领林肯中
心的巡演团队到中国，开展为期 10 多
天的艺术巡演活动，相继到访香港、深
圳、上海、南京、北京和天津等城市。“这
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周玮说，“我
很珍惜每一次回中国的机会。中国各
方面的发展变化都很快，令人惊喜。”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上海出生长
大，周玮对幼时家乡的很多春节习俗
念念不忘：“团圆饭、穿新衣、贴对
联、闹元宵，国内的春节氛围独一无
二。”出国后，周玮觉得最幸运的事情
是：“上世纪 90 年代，上海赴美发展的
朋友很多。大家一起传承过大年的习
俗，吃团圆饭，送新年祝福。这大大
缓解了在异国他乡打拼的孤独感。”

2024 年，周玮的工作计划中有一
项重要安排：让中美更多文化交流项
目双向奔赴！

尹楚平 （左二） 与女儿 （左一）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当地社区捐赠足
球、食品等物资。

春节将至，年味渐浓。张灯结
彩、筹备演出、期盼家人团聚……
海内外中华儿女欢欣雀跃、奔忙迎
春。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时，不
少海外华侨华人心头总会泛起乡
愁。身在异国他乡，他们会怎么过
春节？对祖 （籍） 国和家乡有哪些
牵挂和祝福？近日，本报记者采访
了几位华侨华人代表，听他们讲述
自己的春节故事。

——编者

扫码观看视频扫码观看视频

今年过年，身在巴西的尹楚平定
下一项“带货”计划。

除夕当天，他要带着家人做一顿
年夜饭，把家乡的年糕、田鱼干、炒粉
干等“土特产”搬上餐桌，让在巴西长
大的子女尝尝家乡味，也给当地雇员
送上春节祝福。

待年后春来、回国探亲时，他还要
把巴西的咖啡、糖果等带回家乡，送给
老家的亲人和朋友，让亲友都抱回一
个巴西产的“伴手礼”。

这些年，尹楚平在巴西深耕进出
口贸易，把中国的产品介绍给巴西市
场，并把巴西的产品带到国内。打拼
闯荡间，见证了中巴贸易的紧密连接。

尹楚平来自浙江青田。1985 年，22
岁的他只身前往巴西，从小商品零售做
起，一步步在当地扎下根。上世纪90年
代，尹楚平在里约热内卢创办巴西福星进
出口有限公司，生意的体量也逐渐从上
门推销的“提包”，变成了海运集装箱。

尹楚平介绍，“中国制造”在巴西很
有市场。从足球、玩具车，到小家电、
日用品，巴西的商超货架上，总能见
到许多产自中国浙江、广东、福建的商
品。质量过硬、款式新颖的“中国制
造”，得到越来越多巴西消费者认可。

尹楚平和记者分享了一组他最近
关注到的数据。“巴西发展、工业与贸

易部发布的信息显示，2023 年巴西对
华 贸 易 出 口 额 已 经 达 到 1057.5 亿 美
元。这意味中国成了巴西第一个出口
额超千亿美元的贸易伙伴。中巴两国
贸易往来密切，让我们从事中巴贸易
的华商很有收获。”尹楚平说。

“今年对我们在巴华商来说是一个
好机会。”尹楚平说，“2023 年是中巴建
立战略伙伴关系30周年，2024年又迎来
中巴建交50周年。相信今年的中巴贸易
会有广阔的空间，也期待与巴西当地朋
友共享‘带货’成果。”

如今，尹楚平的几个孩子逐渐开
始在公司“挑大梁”。

“中巴进出口贸易与时俱进，许多
贸易工作都开始通过互联网进行。这方
面，孩子们做得更出色。他们在巴西出
生、长大，有语言优势，能和当地客户
流畅沟通，如今许多事务都放手让他
们去做。”尹楚平说，经商过程中，他
还常和孩子们强调重信守诺，“中国商
品的口碑也要靠这些‘华二代’传承”。

忙到年末，尹楚平计划给孩子们包
几个红包。“以往每年春节，我都会带他
们回青田过年。今年虽然身在海外，但
年味不能少。除夕包几个红包，让孩子
们感受过年的气氛。”尹楚平说，“希望孩
子们把中华文化传承下去，成为中巴友
好的新纽带。”

张锦雄 （左四） 代表印度尼西亚中华总商会向丹格朗水灾受灾者分
发爱心礼包。

黄宝烮（后排中）向当地儿童捐赠物资。
本版配图均由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