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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两会两会“““侨声侨声侨声”””传递期盼彰显信心传递期盼彰显信心传递期盼彰显信心
中新社北京 3 月 10 日

电中新社记者 吴侃
今 年 全 国 两 会 期 间

“侨声”频传，回应侨界热
点和难点问题，传递侨界
人士心声。

立法护侨呼声高
全 国 两 会 期 间 ，代 表

委员就华侨权益保护持续
发声，呼吁推进国家层面
的华侨权益保护立法 ，完
善涉侨法律法规体系 ，为
侨解除后顾之忧。

去 年 ，华 侨 权 益 保 护
法纳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立法规划的第二类项
目，华侨权益保护立法取
得重要突破。

“期待国家层面的立法

填补‘空白’，与归侨侨眷权
益保护法形成合力维护侨
益。”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
侨联副主席于集华说。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五 邑
大学创新创业学院副院长
崔岩认为，随着侨情变化
发展，华侨对自身权益诉
求更加多元，其权益需要
专门性法律支撑。

“ 归 侨 侨 眷 权 益 保 护
法中的一些条款已不能适
应形势发展，也需要及时
修 改 完 善 。”全 国 政 协 委
员、四川省侨联主席刘以
勤建议，修改完善归侨侨
眷权益保护法，进一步增
强法律的可操作性。

出入境再释利好

“很多华二代、华三代
在 国 内 都 遇 到 过 支 付 难
题，他们习惯了现金和刷
卡支付，对移动支付不适
应，生活中有诸多不便。”
受邀列席全国政协十四届
二次会议的法国法华工商
联合会会长戴安友说。

今年两会期间，这个戴
安友关心的议题传来好消
息。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
升外籍人员来华工作、学
习、旅游便利度。国务院办
公厅就优化支付服务提升
支付便利性发文，满足外籍
来华人员多样化支付服务
需求是其中重要内容。

中国免签“朋友圈”也
将进一步扩容。3 月 14 日

起，中国将进一步对瑞士、
爱尔兰、匈牙利、奥地利、
比 利 时 、卢 森 堡 6 国 试 行
免签政策。

“ 支 付 服 务 的 优 化 和
免签国家范围的扩大将为
华人在国内探亲访友、考
察市场和项目洽谈等提供
实实在在的便利。”受邀列
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欧洲华
商会会长傅旭敏说。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香 港
侨界社团联会会长黄楚基
表示，各项举措精准发力，
适应快节奏、高频次的国
际交流交往需要 ，大大促
进了中外人员往来。

“侨”见发展新机遇
全国两会释放出中国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信号 ，
继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
单等举措，为侨商侨企带
来广阔发展机遇。

“ 这 给 各 国 华 商 吃 了
‘定心丸’，坚定了大家深
耕中国市场的信心 ，将在
更加开放的中国市场拥抱
新机遇。”全国政协委员、
德迈国际产业集团董事长
施乾平表示。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香 港
合兴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洪
明基说，中国持续扩大高
水平开放，为侨界人士寻
求深入合作与事业发展提
供了机遇。期待有关部门
为侨界人士创新创业提供
更多政策扶持，量身定制

综合性服务。
“ 如 今 越 来 越 多 海 外

侨胞回来参观考察、寻找
商机，我们也会进一步创
新为侨服务方式 ，拓展为
侨服务途径，打造便利侨
商投资和合作的平台 ，为
侨胞回乡创业提供全方位
服务。”全国政协委员、北
京市侨联主席荣洋说。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山 东
省侨联主席李兴钰说 ，改
革开放后侨商率先进入中
国投资兴业，是改革开放
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也是
中国发展的宝贵资源。“未
来我们还会推出更多新平
台、新举措，为侨胞在国内
投资创业保驾护航。”

“我们记得，他们便永远活着”
——纪念滇西大反攻80周年

中新社昆明 3 月 2 日
电中新社记者 胡远航

为纪念滇西大反攻 80
周 年 ，“ 重 返 滇 缅 战 场 讲
好云南故事”大型公益讲
座 2 日在昆明抗战胜利纪
念堂举行。80 多年前，为
保家卫国，10 万中国远征
军从昆明出发；今天，众多
老兵后代、学者、公益人士
回到这里，回望历史，致上
敬意。

亲历滇西大反攻的抗
战老兵和回国抗日的南侨
机工，大多已远去。但以
华侨大学教授林少川、二
战田野调查学者戈叔亚、

“ 老 兵 回 家 ”发 起 人 孙 春
龙，以及关爱老兵志愿者
王海燕等为代表的无数后
来者，用不同的讲述表达
了一个共同的信念——历
史不会被忘记。

在著名侨乡福建泉州
双阳华侨农场长大的林少
川，花了半生时光抢救整
理大量一手资料、采访百
余位南侨机工及遗属，出
版了《陈嘉庚与南侨机工》
《烽火赤子心：滇缅公路上
的南侨机工》等著作，“重

拾”南侨机工抗战史。
“新婚之夜，12 点的钟

声响起，刘瑞齐把手表、结
婚戒指、钥匙等都留了下
来，一步一回头，告别熟睡
中的妻子；身高一米七的
李 月 美 女 扮 男 装 回 国 抗
日，直到翻车受重伤才被
人知道是女郎，被誉为‘当
代花木兰’……”林少川的
分享，勾勒出了一个个鲜
活的南侨机工形象。

这些海外赤子放弃原
本平静的生活，在滇缅公
路上大规模运输抗战军需
物资、抢修运输车辆，人人
都要闯险路关、雨季关、瘴
疟 关 、空 袭 关 四 个“ 生 死
关”。他们中有 1000 多人
将生命奉献给了这条“抗
战生命线”。

“2022 年 10 月 29 日，最
后一位南侨机工蒋印生与
世长辞。如今，世上已无
南侨机工，但我们永远不
会忘记他们。”林少川说。

40 余 年 来 ，戈 叔 亚 走
遍了松山、野人山等所有
滇缅战场，寻找历史的真
相。其间，促成中日老兵
昆明会面、老兵遗骸回家

等活动。
戈 叔 亚 分 享 称 ，在 中

日老兵昆明会面中，看到
昔日厮杀的双方坐在一起
交谈，甚至拥抱在一起，他
感慨万千。当遗留在缅甸
的老兵接过他带过去的黄
河泥土，直接塞进了嘴里
哭笑着说“好吃”，他理解
了何为“家国情怀”。

戈 叔 亚 说 ，“ 最 初 ，我
无意中走进正在修缮的腾
冲国殇墓园，被密密麻麻
的烈士墓碑所震惊，从而
走上寻找远征军的路。借
由调查这段历史，我走进
了历史，也改变了自我。”

2008 年 ，还 是 记 者 的
孙春龙也走进过腾冲国殇
墓园，站在墓碑簇拥的小
团坡下，泪流满面，从此发
起“老兵回家”公益活动。
至今，在全国各地志愿者
的参与下，他们找到上万
名抗战老兵和 1400 多具抗
战阵亡将士遗骸，帮助 300
多个家庭找到了在战争中
失散的亲人。

“ 改 变 看 得 见 。”孙 春
龙称，在社会各界的共同
努力下，历史被更多人铭

记，大家也开始反思战争，
明白了为爱止戈，“这是最
好的纪念”。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全国有上万名志愿者加入
到 关 爱 抗 战 老 兵 的 队 伍
中。他们用实际行动为幸
存老兵送上关爱，或捐赠
财物，或亲身照护，或帮助
修缮房屋……让老兵们的
生活有了改善，精神上得
到了满足。

来 自 长 沙 的 王 海 燕 ，
就是上万名志愿者中的一
员 ，她 照 顾 过 20 余 位 老
兵。和老兵的互动，让她
深刻感受到“历史回到每
一个人身上”。

“ 当 我 问 爷 爷 们 为 什
么要去打仗的时候，几乎
每位老兵都回答我：‘为了
你 们 和 子 孙 后 代 不 用 打
仗 ’。”王 海 燕 说 ，这 也 是
铭记历史的真正意义。

讲 座 现 场 只 能 容 纳
700 人，一票难求，不少人
从外地赶来却未能入场。

“我们记得，他们便永远活
着；我们继承的不是功勋，
而是精神。”南侨机工后代
汤晓梅说。

6万余份“新春暖心包”
跨越山海温暖侨心

中新社北京 3 月 8 日
电（记者 吴侃）一封新春
家书，一份暖心礼包，来自
家乡的惦念和祝福在海外
侨胞间传递。2024 年农历
春节期间，6 万余份“新春
暖心包”跨越山海，不远万
里送抵五大洲60多个国家
的侨胞手中。

这些新春暖心包由中
国国务院侨办、中国侨联
会同部分省（区、市）侨办、
侨联以及驻外使领馆联合
寄赠。2024 年暖心包里除
了“年味儿”十足、凸显地
方特色的小礼物外，还承
载了一封特殊的信——由
国务院侨办主任陈旭和中
国侨联主席万立骏联名写
给全球侨胞的新春家书，
为各国侨胞送上来自“娘
家人”的诚挚问候和新春
祝福。

各驻外使领馆联合当
地侨团，于农历春节期间
将暖心包一一发放到海外
侨胞手中。收到暖心包的
侨胞们纷纷表示：“每逢佳
节倍思亲，暖心包里装满
的是家乡的牵挂。”

为了让侨胞们一解乡
愁，各地工作人员精挑细
选，将地方特色、非遗技艺
和 传 统 文 化 融 入 了 暖 心
包。

日本、瑞士、英国等国
的侨胞收到了具有中原文
化特色的暖心包，牡丹团
花剪纸簇拥着“老家河南”
字样，四周点缀着少林寺、
龙门石窟等古迹图案；河
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贾湖
骨笛、莲鹤方壶等也悉数
融入了瑰宝丝巾。收到暖
心 包 的 侨 胞 们 向 记 者 表
示：“河南历史文化底蕴深
厚，很想去亲眼看看这些
古迹和国宝。”

在伯利兹，很多华侨华
人收到了来自福建的暖心
包，其中不仅有“福”字、春
联等年货，还有将德化白
瓷与“福”文化相融合的百
福杯。伯利兹中国台山同
乡会的侨胞们表示：“暖心
包饱含着家乡人的牵挂，
为我们在异国他乡的生活
增添了一抹亮色。”

当来自四川的暖心包
送达印度、文莱、英国、卡
塔尔等国，当地的华裔小
朋友们抱起憨态可掬的大
熊 猫 公 仔 拍 照 合 影 。 法
国、卢森堡、科特迪瓦等国
侨胞收到了来自北京的暖

心包，大家对福满京城摆
件赞不绝口：“工艺精细、
设 计 巧 妙 ，具 有 收 藏 价
值。”

收到暖心包的海外侨
胞们花式“晒包”，通过拍
照打卡、直播开箱等方式，
如数家珍地讲解和展示着
每一件物品。

巴西华裔女孩宋盈前
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做了
一场开箱直播，绘声绘色
地讲解起天津杨柳青年画
和海河绘图册。一位巴拉
圭侨胞注意到年画主题是

“花开四季”，了解到是天
津市工作人员考虑此次寄
赠国多在热带而特意设计
的，他感念这样的用心，表
示“即使远隔山海，也隔不
断家乡亲人的浓浓情谊。”

“这条印有比翼鸟图案
的丝巾寓意着吉祥美好，
这把木梳则蕴含了思念和
顺利。”菲律宾重庆总商会
常务副会长黄新春在开箱
视频中如是介绍来自家乡
的暖心包，试戴上比翼鸟
丝巾，她表示：“真是披在
身上，暖在心里。”

无论离家多远，家乡的
味道总能唤起游子心中对
美好时光的回忆和眷恋。
黑龙江、安徽、上海和广东
准备的暖心包中有原汁原
味的特产美食，治愈了海
外侨胞“舌尖上的乡愁”。

旅居芬兰的黑龙江籍
侨胞丁磊说：“‘尔滨’的热
情抵达了遥远的北欧。虽
然芬兰的冬天非常寒冷，
但吃上了家乡的特产，我
们心里是暖暖的。”

“虽然今年春节没有回
家，但吃到家乡人千里迢
迢寄来的新会小青柑和杏
仁饼，就像回家了一样。”
巴拿马华助中心主任陈智
兴说。来自安徽的暖心包
中 有 芬 芳 馥 郁 的 祁 门 红
茶，很多挪威侨胞品尝了
祁门红茶，期待尽快回国
考察，实地感受厚重的徽
文化。

据了解，“新春暖心包”
是“暖侨行动”系列举措中
覆盖面最广、惠及面最大、
代表性最强的品牌活动之
一。自 2021 年春节起，已
陆续向近百个国家侨界寄
赠防疫物资、慰侨物品等，
旨在借新春佳节之际为海
外侨胞送上祝福，慰藉思
乡之情。今年参与寄赠的
省（区、市）首次增至16个。

华裔钢琴家周善祥：
以以““美术展览馆美术展览馆””的方式呈现乐曲的方式呈现乐曲

中新社北京 3 月 13 日
电中新社记者 高凯

谈及即将首次在北京
登台，以 70 余首钢琴曲上
演 3 天 5 场 的 音 乐“ 马 拉
松 ”，华 裔 钢 琴 家 周 善 祥
（Kit Armstrong）13 日 在 接
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不希
望以“考古博物馆”般的视
角对待乐曲，而是要以“美
术展览馆”的方式呈现。

周善祥年少成名，7 岁
学习作曲，11 岁在美国柯
蒂斯音乐学院学习钢琴，
13 岁成为钢琴大师布伦德
尔 关 门 弟 子 。 这 位“90
后”华裔音乐家在欧美地
区 极 受 欢 迎 。 作 为 钢 琴
家、作曲家和管风琴家的
他足迹遍及国际，曾与维
也纳爱乐乐团等众多优秀
乐团合作演出。

对于自己的首次北京
之行，周善祥表示，很多年
以来一直非常想来北京演
出，相信这次的经历将是
非常难忘的。

据 了 解 ，此 番 到 访 北
京，周善祥将全方位展现
他在音乐领域中的超人智
力、理解力与记忆力。音
乐 会 曲 目 将 从 16 世 纪 文
艺复兴开始，直至当下钢
琴家自己创作的作品，周
善祥遴选了 70 余首乐曲，
寄望呈演酣畅淋漓的钢琴
盛宴。

谈及即将于 15 日开启
的“马拉松”式演出，周善
祥说，自己很想为北京观
众 全 景 式 演 绎 键 盘 艺 术
500 年发展脉络，描绘出一
个自己理解中的立体、丰
满的钢琴音乐世界。周善

祥表示，此次系列演出不
仅仅是演奏和展示，更是
以大体量的选曲为观众呈
现出自己对于音乐、音乐
发展的看法和理解。

对于之所以将自己创
作的作品放在最后，周善
祥笑称，“那是因为我觉得
整个演出其实总和在一起
也是我的一个大的作品，
自 己 作 曲 的 作 品 放 在 最
后，可以看作是我这个作
者的签名。”

不 同 时 代 、不 同 风 格
的作品同台竞奏，对钢琴
家技巧表现和风格把握上
有着极大的挑战，对于音
乐会的呈现，周善祥自言
不希望以“考古博物馆”般
的视角对待乐曲，而是要
以“美术展览馆”的方式呈
现。对此，周善祥解释称，

希望令观众体验到深层的
欣赏。他表示，最表层的
是呈现不同时期不同风格
的演奏特点，但他希望通
过自己的演绎，能与观众
携手走进音乐，感受到作
品内里的美。

5 岁 完 成 高 中 数 学 、7
岁进入大学学习物理……
在自然科学、数学乃至游
戏开发，周善祥都曾有过
傲人成绩。对此，周善祥
表示，更多的是兴趣在指
引，而众多兴趣之中，音乐
肯定是“最喜爱”的。

周善祥表示自己近年
来非常喜欢欣赏国画，“整
个成长过程中其实我接触
到了丰富而多样的文化，
但是最终还是亚洲文化对
我的影响最大，尤其是东
方传统的文化。”

“追梦中华·侨光物证”图片展在厦门开展
中 新 社 厦 门 3 月 12

日 电（叶 晨 李 丽）反 映
旅 俄 华 侨 和 留 苏（俄）学
生 奋 斗 历 史 的“ 追 梦 中
华·侨 光 物 证 ”图 片 展 ，
3 月 12 日 在 位 于 厦 门 的
华 侨 博 物 院 开 展 ，并 将
持 续 至 4 月 14 日 。

该 图 片 展 由 华 侨 博
物 院 、黑 河 旅 俄 华 侨 纪
念 馆 联 合 举 办 。 此 次 馆

院 合 作 ，是 继 2023 年“ 华
侨 华 人 展 ”之 后 的 再 一
次 携 手 。

记 者 现 场 看 到 ，该 图
片 展 依 托 黑 河 旅 俄 华 侨
纪 念 馆 丰 富 的 馆 藏 资
源 ，以 旅 俄 华 侨 和 留 苏

（俄）学 生 文 物 为 主 要 特
色 ，分“ 旅 俄 华 侨 史 系
列 ”“ 留 苏 学 生 史 系 列 ”

“ 地 方 涉 侨 史 系 列 ”三 个
部 分 ，通 过 旅 俄 华 侨 和
留 苏 学 子 在 外 生 活 、学
习 的 相 关 实 物 等 大 量 展

品 及 图 片 ，深 入 反 映 旅
俄 华 侨 和 留 苏（俄）学 生
的 奋 斗 历 史 与 对 祖 国 的
贡 献 。

展 览 期 间 ，华 侨 博 物
院 还 与 黑 河 旅 俄 华 侨 纪
念 馆 共 同 开 展“ 家·家 风

家 教 家 训 ”专 题 实 践 教
育 活 动 、“‘ 侨 ’见 黑 河 ”
主 题 讲 座 以 及“ 追 梦 中
华·侨 光 物 证 ”图 片 展 直
播 活 动 ，传 达 中 俄 友 好
交 往 的 历 史 温 度 和 文 化
魅 力 。

黑 河 旅 俄 华 侨 纪 念
馆 副 馆 长 吕 白 玉 在

“‘ 侨 ’见 黑 河 ”专 题 讲
座 中 ，回 顾 了 黑 河 作 为
中 国 北 方 著 名 侨 乡“ 因
边 而 兴 、因 侨 而 旺 ”的 历
史 ，展 望 了 新 的 历 史 时
期 黑 河 在 中 俄 两 国 经 贸
合 作 以 及 多 元 化 交 流 、
互 鉴 融 合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中 的 美 好 前 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