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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界 关 注

“这就是家乡的味道”

初春的瑞安市高楼镇，万物复苏，一片生机
盎然。“高楼有嘉木·寨寮品春早”2024 首届高楼
早茶节近日拉开帷幕，邀请温州、瑞安等地茶
企、侨领代表共叙茶缘、共话茶事。

瑞安市高楼镇栽种清明早茶，现有茶叶种植
面积 1.1万亩，占瑞安茶叶种植产区的 73%，年产
茶青70多吨、茶干超过15吨，年销售额5000多万
元，是浙江南部最大的茶叶产区之一。

“我们甘济茶山的茶树是第一代华侨种下的，
没到收获时节他们便出国打拼了。这是祖辈给我
们留下的产业。”瑞安市甘济茶叶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蔡武剑，是当地有名的茶人。他说，他们一
直守护着这片山林，为的就是有一天能让海外同
胞品尝到祖辈栽培的成果。如今，当地正在借助
侨力打通海外渠道，把家乡茶叶销往海外。“我们
寄给海外乡亲的不仅是茶叶，更是情感的寄托和
文化的传承。”

“以前因为销售渠道少，茶商对我们茶叶品牌
的认知度不高。”蔡武剑希望借助华侨华人的力
量，把“家乡味道”带给在海外打拼的家乡人。

“这次品尝到家乡的‘清明早’品牌茶叶，味
道很好，这就是家乡的味道。”意大利中国和平统
一促进会名誉会长郑耀庭参加完早茶节后，立刻
购买了一些茶叶要带出国。“国外人喜欢喝咖啡，
这次我要把家乡的茶叶带给生意伙伴和外国朋友
尝尝。”郑耀庭说。

瑞安市侨办相关负责人介绍，高楼镇华侨资
源丰富，下一步将继续搭建沟通交流平台，善用
华侨力量，让侨胞参与高楼茶叶种植、生产、销
售环节，让侨力量助力高楼茶叶“飘香”海外。

侨胞共建茶文化驿站

在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龙溪乡的“茶乡侨缘
驿站”侨胞之家里，欧洲浙江总商会会长、归国
华侨叶庆盛给来访客人冲泡茶叶。他说：“离开家
乡那么多年，我始终忘不了总有一缕茶香。”

丽水市庆元县，因为优美的生态环境和人文
景观为人所熟知。这里生产的茶叶具有独特口
感。但“酒香也怕巷子深”，受限于加工工艺、销
售渠道等因素，如何将茶农的优质茶叶转化为更
高的经济收益成了一大难题。

为破解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瓶颈，当地建
立“茶乡侨缘驿站”侨胞之家，搭建侨界资源和产
业资源链接、转化的纽带桥梁，围绕“茶文化
体验、茶产品研发、茶产业直播”等多个领域
下功夫。

庆元县侨联专职副主席王晓琼介绍，这是一
个由侨胞共同建设的茶文化驿站，不仅是茶文化
的交流平台，更是侨胞凝聚力量的中心。返乡侨

胞、侨眷可以在这里一起品茶、体验茶艺制作，
感受茶文化。这里还设立了茶产业实训基地，面
向公众开放，无论是村民还是茶产业从业人员，
都可以来此接受茶产业相关培训。

“很多侨界人士是茶文化的推广者，也是茶
产业的开拓者。很多侨胞走出国门后，依然保留
了喝茶的习惯，他们将家乡的茶带到海外，用茶
款待侨居国的友人。外国友人在喝茶的过程中开
始慢慢了解中国的茶文化，有一些人会渐渐喜欢
上中国的茶，为庆元带来了很大发展机遇。”王晓
琼说。

2023年7月，庆元县与福建松溪、政和、寿宁
三县共同成立“浙闽毗邻四县侨务联盟”。四县侨
联借助武夷山一带茶产业较为发达的优势，携手
将茶产业做大做强。2023 年年初以来，庆元坚持
每两个月举办一期基层侨联主席“同心共富”论
坛，县侨联委员、侨企和热心侨务人士等参与其
中，搭建为侨服务平台，加强海内外联络联谊。

侨界人士程龙利用中国香港、东南亚等地的商
业和文化平台资源推动茶叶“出海”，对庆元的茶叶
进行保护性采摘，开拓高端、精细化茶叶产品市场，
销路很好。

“庆元茶走出国门，携带着中国文化符号和基
因，带来一定经济效益。接下来，我们计划举办
几期宋韵文化推广活动，不断挖掘庆元茶专属的
文化属性，提高茶产品的附加值。”王晓琼说。

侨领担任“海外推介官”

“欧美国家的冰激凌销售与文化创意产业融
合，效果很好，建议挖掘惠明茶的文化内涵，从
卖产品向卖文化转变，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在每年春节等 重 要 节 点 ， 可 以 组 织 侨 二
代、侨三代走进畲乡，开展畲族文化、茶文化
交流体验活动。”

“景宁的惠明茶是历史文化名茶，青田的咖啡
文化氛围日渐浓厚，建议在‘惠明茶+咖啡’融合
创新上下功夫，串联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时尚元

素，创造独有的品牌形象。”
……
不久前，在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政协、县

侨联举办的“畲侨共商共富路”远程协商活动
中，来自意大利、西班牙、捷克等 7 个国家的侨
领 通 过 网 络 ， 为 惠 明 茶 等 景 宁 县 特 色 农 产 品

“出海”建言献策。
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坐落在群山环抱、云雾

缭绕的山峦之间。这里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和浓郁的
民族风情，更有独特的禅茶文化。惠明茶是以出家
人法号为名的茶。唐代僧人惠明云游到景宁，向当
地人传授如何种茶、制茶和饮用茶，惠明茶因此而
得名。近年来，当地茶企将畲族元素和禅茶文化融
入茶中，在销售茶叶的同时推广地区文化，“惠明禅
茶”成为传承和发扬畲乡特色茶文化的载体。

景宁畲族自治县所在的丽水市是著名侨乡，
共有 41.5 万华侨华人遍布世界 130 多个国家和地
区。为更好发挥侨资源优势，助力畲乡禅茶“出
海”，当地搭起“连心桥”，邀请侨界人士出谋划
策、热心推介。目前，10 名侨领受邀担任景宁首
批“海外推介官”。

“非常高兴成为家乡的海外文旅推荐官，我将
积极向西班牙各界传播景宁惠明禅茶文化，为惠
明禅茶‘出海’助力。”西班牙华人华侨社团联合
总会主席张晓荣是土生土长的景宁人。去年他回
到家乡，看着当地日新月异的变化，心里萌生了
一个想法：在景宁建设一个进口商品店，同时把
景宁的更多商品带到国外去。“景宁的惠明禅茶等
农产品非常好，可以把它们带到国外，销往国际
市场，让更多的人品尝景宁美味。”

一片茶叶聚侨心。浙籍侨胞正以实际行动，
为家乡茶叶开辟一条通向国际市场的新道路。对
于茶叶“出海”的下一步规划，浙江省侨联兼职
副主席季志海说：“目前，市面上茶叶的品类非
常多，但是外国友人可能并不熟悉中国各类茶的
区别。我们将在认真梳理和打造独特的茶文化品
牌上下功夫，帮助我们的家乡茶在海外市场提升
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在侨乡福建泉州，有一种被称为“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
的传统音乐，名为“南音”，也称“弦管”。南音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

作为中国古老的音乐之一，南音这种起源于唐、形成于宋的
曲艺形式，在漫长历史中传承着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不仅在中国
闽南地区广泛流传，也随着侨胞出海的脚步在菲律宾、印度尼西
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传播，成为维系海外侨胞乡情的精
神纽带。

泉州南安市南音协会会长黄燕红近日接受专访时介绍，南
音以声腔为主导，常以琵琶、三弦、洞箫和二弦伴奏，也有打
击乐伴奏，其表演形式包括独唱、对唱、小组唱以及南音曲艺
表演等。

“南音代表了中国南方地区独特的音乐文化，在百花齐放的
曲艺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具
有重要意义。”黄燕红说。

除南音广泛流传的闽南地区外，南音也在东南亚国家拥有广
泛受众。黄燕红介绍，一年一度的国际南音大会唱是海内外南音
爱好者的交流盛会，泉州籍南音表演者“走出去”，海外南音表
演者“走进来”，“不仅是艺术上的交流，也是海外华侨华人亲身
感受故乡亲情的契机”。

作为长久保持旺盛生命力的艺术形式，近年来，南音在曲目
内容等方面不断创新，在经典曲目外，还创作了《奉茶好家风》

《乡贤美谈说李贽》等一批新作品。
“以《乡贤美谈说李贽》为例，这是乡贤美谈系列作品的开

篇之作，围绕思想家李贽的思想展开。这一系列作品后续也将围
绕南安的文化历史名人故事创编，如郑成功、欧阳詹等，一些作
品已经进入前期创作阶段。”黄燕红说。

在表演形式、舞台呈现上，南音进行了现代化的探索和尝
试。如 2023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上的南音节目 《百鸟归
巢》，通过传统与流行的碰撞让全国观众感受到南音的魅力，还
使用了AR技术丰富舞台呈现，让人们眼前一新。

2023 年，泉州市成立黄燕红工作室，作为“海丝泉州推荐
官”之一，通过推广南音，更好地展示泉州的文化魅力，促进地
方传统文化繁荣发展。

“源远流长的南音滋养着一方人的精神，也承载着海外华侨
华人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寄托。希望未来能使越来越多的人听到
南音，了解这种跨越千年的古韵。”谈及未来发展，黄燕红期
待满满。 （来源：中国侨网）

浙江茶产业凝聚着千年文化积淀
和独特的地域特色。浙籍侨胞通过多
种渠道为家乡茶叶寻找更广阔的国际
市场，助推家乡茶叶“出海”。

浙籍侨胞助力家乡茶叶“出海”——

一 片 茶 叶 聚 侨 心
张 淇 彭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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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里约热内卢电（记者
陈一鸣、陈海琪、时元皓） 近
日，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第七个
正式注册的华人侨团组织——
巴西中国安徽商会在里约市举行成立大会暨第
一届理监事会就职典礼。中国驻里约总领事田
敏、里约州议员玛莎·洛克、里约华侨华人和各
界友好人士代表等200多人出席活动。

巴西中国安徽商会首届理监事会会长魏贵
德在就职演讲中表示，商会成立的初心是团结
旅居巴西的安徽籍侨胞，继续积极发扬徽商的

“吃苦精神”“开拓精神”“诚信精神”“崇文精
神”，在建设和谐侨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中国和巴西
民间友好等方面积极作出贡献。

田敏代表总领馆向魏贵德及巴西中国安徽
商会首届理监事就职表示祝贺。她表示，希望
商会在首届理监事会的带领下，传承发扬“徽

商精神”，坚守创会宗旨，开
好头、起好步。她强调，希望
里约各侨团把握机遇，不畏挑
战，精诚合作，齐心协力，为

促进中巴友好做出应有贡献。
中国驻里约总领馆领侨处处长齐冀宣读了安

徽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安徽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
事委员会、安徽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等机构
发来的贺电。贺电说，相信巴西中国安徽商会
有望成为中巴两国民心相通的重要窗口、友好交
流的桥梁纽带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精彩舞台。

巴西中国安徽商会在里约热内卢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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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侨益是中国侨联六大职能之一，是践
行为侨服务宗旨、凝聚侨心侨力侨智的基础性
工作。近年来，中国侨联秉承“以人为本、为侨
服务”理念，加强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等公检法司部门合作，不断提升涉侨矛盾
多元解纷法治化水平，合作成果显著。

法侨合作走深走实。自 2018 年 3 月中国
侨联与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联合开展涉
侨纠纷多元化解试点工作以来，法侨合作由
中央层面统筹推动，地方先行先试，已经实
现了从“无”到“有”，从“点”到“面”，
从机制建设到实质运行转变。在中国侨联和
最高人民法院的共同指导下，已有 28 个省

（区、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现法侨联合
发文。各级法院和侨联组织，根据本地区特
点，有效发挥“法院+侨联”联动优势，推进
涉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打造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格局。

全国各级侨联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法侨
合作工作模式，涉侨多元解纷成效显著。广
东、广西、海南等地侨联发挥侨乡宗族纽带
优势，聘请在侨界有威望的侨领和乡贤担任
调解员或司法联络员，实现法治、德治、自
治相结合；安徽省侨联建立了“一带一路”
律师服务团，参与海外涉侨纠纷的调解工
作；云南省侨联发挥地缘相近的优势，在边
境设立民族特色诉讼服务中心，高效化解侨
胞、边民纠纷；浙江温州、青田侨联加强涉
侨多元解纷平台数字化建设，打造“解侨纷
一件事”应用，充实调解力量助力诉调解纷
工作。

四川省侨联主席刘以勤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介绍，过去一年，四川省侨联系统各级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积极
入驻人民法院在线调解平台，通过“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检侨
之家”等合作机制建设，在基层加强侨法宣传角、涉侨纠纷调解
室、为侨服务法律工作站等建设，大力推进涉侨纠纷多元化解，侨
联组织依法维护侨益工作系统性、专业性不断提升。

“总对总”在线诉调工作全面推进。2021年，中国侨联正式入驻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组织协调各省区市侨联分批入驻，开展全流程
在线调解和诉调对接工作。目前，已有来自30个省 （区、市） 及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253个侨联调解组织和2596名侨联调解员入驻人
民法院调解平台，实现了纠纷提交、委托调解、开展调解、达成协
议、申请司法确认等各个环节均可在线办理。数据显示，2023年全年，
全国侨联系统收案总数约为11.3万件，其中，案件结案数近10万件，调
解成功数约为8.6万件，调解成功率为86.35%，高于全国“总对总”调解
平均水平。

中国侨益保护研究基地建设蓬勃发展。2023 年 5 月，中国侨联
权益保障部与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在华东政法大学设立第一家由三
方共建的“中国侨益保护研究基地”；2022年7月，由中国侨联权益
保障部、温州大学合作共建，成立“中国侨益保护研究基地”。重
庆、河北等地人民法院、侨联组织、高等院校发挥各自优势、开展
合作，推进侨益保护研究工作。

检侨合作逐步铺开。检侨合作发端于浙江青田、温州，广东江
门、茂名等传统侨乡，经过多年实践探索，在中国侨联和最高人民
检察院共同指导推动下，检侨合作已在部分地区落地生根，15个省

（市） 实现检侨联合发文。检侨合作立足侨的特色，细化实化惠侨制
度安排和服务措施，实现了人民团体与司法机关协同推进法治中国
建设的制度创新。北京等地成立“检侨工作站”“检侨驿站”，将侨
益维护和基层治理紧密结合；重庆市依托检侨合作，落实涉侨文化
遗产、文物保护等公益诉讼保护工作；江苏连云港市开展检察开放
日活动，听取侨界意见建议，保障侨胞侨企合法权益；广东省江门
市出台服务“侨都赋能”工程“12条意见”，统筹建设 24个涉侨检
察服务实体平台，开通涉侨检察服务事项办理绿色通道。这些实践
畅通了侨界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为侨胞们提供了
更加精准化、精细化的司法服务。

山东省侨联主席李兴钰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在进行侨法、侨
检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建立长期合作机制，二是
点对点即时沟通。主要目标是将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有机结
合，从被动协调到建立预防机制，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

中国侨联权益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中国侨联将加
强侨情调研、完善机制建设、推动诉源治理、增强系统联动，提升
协同服务水平，更加扎实有效开展法侨合作、检侨合作工作；增强
涉侨多元解纷质效，将涉侨纠纷从源头化解，减轻了归侨侨眷和海
外侨胞的诉累；提升维护侨益能力和水平。

作为侨乡的海南省文昌市
翁田镇王堂南村曾有不少沙质
盐碱撂荒地。近年来，当地以

“农光互补”模式为乡村振兴
谋发展，在王堂南村沙质盐碱
撂荒地上建起占地约 1700 亩
的龙虎山光伏电站。同时改良
沙质盐碱地，在光伏板下搭大
棚，建起了光伏蔬菜基地。如
今，昔日的盐碱撂荒地不仅持
续产出绿电，还帮助不少当地
村民就业增收。图为航拍的龙
虎山光伏电站。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