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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界 关 注

北京是一个新侨乡，目前有一百
多万京籍归侨侨眷、一百多万海外京
籍侨胞，还有几十万其他省籍海外侨
胞和归侨侨眷在北京生活和工作。近
年来，北京市在归侨侨眷聚集度较高
的街道、社区、楼宇、园区、校区等
设立 264 个“侨之家”为侨服务实体
化平台。经过精心建设和维护，“侨之
家”已成为一个服务广大在京侨胞的
品牌。我们走进北京 3 个“侨之家”，
了解其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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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节期间，6万余份“新
春暖心包”跨越山海，不远万里陆续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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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封特殊的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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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侨胞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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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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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即
使远隔山海，也割不断家乡亲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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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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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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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新社北京电 记者吴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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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深处响起印尼乐器声

3 月的一个上午，温暖的阳光洒向北京市东城区魏
家胡同，居民陆续走出院子，或上班，或和街坊闲聊。胡
同深处，北京市华侨服务中心有乐曲声响起，《我的祖
国》声音清脆、气势磅礴。

循着音乐声往北京市华侨服务中心里走，推开排
练厅的门，只见七八个人围成一圈，手里分别拿着一
两个竹制乐器，有节奏地摇晃，乐器发出和谐的乐声。

身着印尼传统服饰巴迪克、头戴印尼特色帽子的
老人李奎堂热情地介绍，他负责的这个乐队名叫群星
昂格隆乐队，隶属于北京印尼万隆校友会。乐队组建
于 10多年前，由来自印尼西爪哇省省会万隆市和周边
小城市的归侨、侨眷组成。

昂格隆是印尼传统竹筒乐器，被称为印尼的国乐
器。李奎堂说，它以印尼当地竹子为材料制作，需要
经过加工、烘烤，制作和演奏的难度很大。

昂格隆具体咋演奏？李奎堂左手拿着乐器左上
角，右手捏右下角，手腕灵活地摇晃竹筒，清脆的
乐声响起。他说，昂格隆通过摇动来演奏音符，每
个昂格隆只能制造一个音符，因此需要每个人手持
数个乐器，“我现在最多能拿 4 个，因为音符之间不
能离得太近”。

昂格隆演奏还有一个难点，就是需要成员之间默契
配合。“这是一个集体项目，谁跟不上节奏都不行，因此
需要大量练习。”李奎堂介绍，这些年，他带领乐队演奏
的歌曲有印尼风情浓厚的《鹦鹉》《椰岛之歌》《万隆颂》
等，还有中国歌曲《我的祖国》《万水千山总是情》等。

83 岁的李奎堂对昂格隆的喜欢，主要源于对印尼
的感情。20 世纪初，他的父母在印尼万隆开中药店，
他在万隆出生，19岁回到北京。“这些年我去过万隆三
四次，家人的药店生意不错，大家都对中国国力的提
升感到由衷欣慰。”

虽然昂格隆很难学，但群星昂格隆乐队成员每周
都会从北京各区赶来排练，最远的来自密云区。“大家
对情感交流的重视，其实大于音乐本身。”82岁的谢淮
美 1954年从万隆回到中国。她时常会带一些自己做的
印尼风味小吃分给大家，“我们可以聊天，说说印尼
语，像兄弟姊妹一样亲，觉得很温暖”。

在乐队排练过程中，北京市华侨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不时来到屋里，询问大家需要些什么。北京市华侨

服务中心主任孙济民说，中心为归侨、侨眷提供权益
维护、法律咨询、学习培训等保障服务，涉侨文艺团
体不仅可以在这里免费排练，中心还开办了京侨幸福
大学，针对老侨定期邀请老师教授书法课、美术课，
针对新侨组织读书会、沙龙，“这里就是归侨、侨眷在
北京的家”。

帮助侨胞解决法律难题

“侨胞在国外如何办理婚姻登记”“涉外婚姻要注
意什么”……3 月 8 日，东城区东直门街道在“侨之
家”举办妇女节主题活动，30多名归侨、侨眷、留学
归国人员参加活动。东直门街道公益律师服务团成员
单位——北京展达律师事务所的尹红志律师，为大家
讲解侨胞办理结婚、离婚登记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婚
恋家庭中的法律智慧。

日本归侨仵女士听得十分认真。她在日本东京生
活了十多年，在东京曾取得长期居住许可，回国已有
近 20 年。谈起这些年在北京生活的感受，她十分感
慨：“我们回国以后，感到国家对侨务工作十分重视，
办理相关手续非常方便。街道、侨联平时主动宣传惠
侨政策，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切身问题，让我们真正
感受到祖国的温暖。”

一些海外侨胞、归侨、侨眷有法律诉求，尹红志
经常来到东直门街道的“侨之家”为他们解决困
惑。“海外侨胞、归侨、侨眷的法律需求有一些特殊
性。”尹红志说，有些侨胞的法律诉求涉及国外，中
国律师需要先对接国外律师，帮助侨胞一起跟国外
律师交流。

让尹红志印象较深的是一名华人的遗产继承案

例。这名华人此前是中国学生，到国外上学，毕业后
在国外就业，并加入了外国籍，他的父母、家人在中
国。后来，他的父母相继在国内去世，这名华人要回
国办理遗产继承手续。当时正处于新冠疫情防控期
间，他没法回国，只能委托律师帮助办理。尹红志协
助他准备了整套法律材料，并经过公证、认证手续后
邮寄回中国。随后，尹红志和同事在中国帮助这名
华人走完相关流程，这名华人最终顺利地继承遗
产。尹红志说，整个过程虽然不太容易，但总体还算
圆满。

由于发现很多归侨、侨眷有跨境案件的需求，尹
红志和同事合计，何不组建一个跨境实务交流平台，
邀请各国律师就所在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司法实
践、专业感悟进行交流。2022年7月，平台开始线上运
营，如今已举办16期讲座。中国、美国、加拿大等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律师进行了分享，很多还成为合作
伙伴。“现在遇到侨胞的跨境案件，我们心里更有底
了。”尹红志说。

归侨老人乐享社区服务

中午时分，西城区广安门内街道长椿街社区感化
胡同3号院内的“智能方”长者餐厅里十分热闹，家住
附近的薛大爷已经习惯了来这里就餐。

感化胡同 3 号院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住户 540 余
户，多为退休职工和一些归侨、侨眷。随着很多老年
人岁数增长，儿女又不在身边，用餐需求逐渐增长。
2022年，“智能方”长者餐厅开业，解决了很多老人的
用餐难题。

今年 76岁的薛大爷年轻时在加拿大等国打拼，回

国已有 31 年。老伴去世后，他独自在社区生活。他
说，餐厅就开在社区里，方便又卫生，解决了自己买
菜、做饭的麻烦。

薛大爷这顿饭选了米饭、狮子头、清蒸巴沙鱼等
菜品，走到结算台，托盘一放，总价立马显现。这顿
饭的卡路里、蛋白质、脂肪等数据也同时显示。随
后，他用微信进行了支付。这个智能菜品识别结算台
考虑到老年人的消费习惯，除了可选择现金或电子支
付方式完成结算外，还可通过人脸识别、现金充值刷
卡方式进行支付。

“这里的菜都是小碗菜，结算时还能知道蛋白质、
脂肪等营养成分的含量，有时一看菜的热量比较高，
我就换一个，很贴心。”薛大爷说。

“智能方”长者餐厅的投资方是一个侨资企业。餐
厅负责人刘林说，希望让更多侨胞、社区老人感受到
爱心和温馨。她举例说，老人饮食以清淡为主，需要
少油少盐。餐厅工作人员会咨询老人平时喜欢的口
味，定制一些他们需要的菜品。针对社区一些失能老
人的用餐需求，餐厅还免费提供上门送餐服务。

除了餐饮服务，广安门内街道还和刘林所在的企
业合作，对社区地下空间进行改造，提供社区便民仓
储、免费阅读、超市、理发、家政等综合服务。

广安门内街道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白杨介绍，街道
通过整合“侨之家”平台，
满足了辖区侨界群众各类基
本需求，很多侨胞积极参与
社 区 事 务 ， 归 属 感 大 为 增
强，“‘侨之家’已经成为归
侨、侨眷、海外侨胞可信赖
的团结之家、奋斗之家、温
暖之家”。

打造首都侨胞的“温暖之家”
——北京为侨服务平台“侨之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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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西城区广安门内街道长椿街社区归侨老人（右）在“智能方”长者餐厅结算菜品。
图②：东城区东直门街道在“侨之家”举办妇女节主题活动。
图③：在北京市华侨服务中心，群星昂格隆乐队使用印尼乐器昂格隆排练歌曲《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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