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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埠 资 讯

日本福州十邑社团联合总会
举行新届理监事会就职典礼

本报讯 3月24日，日本福州十邑社
团联合总会成立 5周年暨第三届理监事
会就职典礼、世界福州同乡总会第十五届
第二次理事会、首届中日民间海上丝绸之
路高端论坛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国驻日
本大使馆参赞赵钢，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
夫，中国侨联副主席、世界福州十邑同乡
总会总会长吴换炎等以及来自世界各地
的福州十邑乡亲，旅日闽籍同乡、华侨华
人社团等近 600人出席庆典。旅日福清
籍侨领郭联辉就任日本福州十邑社团联
合总会第三届会长。 （郑松波 郑训焓）

费城福建同乡联合会
举办成立25周年庆典

据美国《侨报》电 近日，美国费城福
建同乡联合会（下简称“联合会”）举办成立
25周年庆典暨第 12届新届职员就职典
礼。中国驻纽约总领馆领侨处主任潘焱，
领事向裕韬、崔心仪出席，宾州费城政府政
界代表、侨团侨领等600多人出席庆典。

上届主席张天晨致辞表示，25年来联
合会为侨胞争取合法权益，造福广大旅美
乡亲，积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就。冀望在新一届领导团队的带
领下，开启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任主席郑麟为能够服务乡亲而深感
荣幸，他表示，将不忘初心，逐梦前行，在新
的起点上扬帆起航。

多伦多华侨华人
庆祝新中国75周年华诞活动拉开序幕

据中新网电 由当地华人文艺团体举
办的“歌韵中华——经典咏流传”音乐会近
日在加拿大多伦多登场，也由此拉开多伦
多华侨华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系列
活动的序幕。

出席音乐会的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参
赞衔领事王彦军表示，本次音乐会唱出中
国古典诗词之美，唱响海外华侨华人对祖
(籍)国的热爱与祝福。借助当代音乐更加
鲜活地呈现中国古诗词魅力，丰富了当地
华侨华人的文化生活，传承和弘扬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据《湄洲日报》讯 为期 6天的新加
坡首届“兴化美食文化节”日前落下帷
幕。美食、禅武、戏曲、木雕等莆仙文化
元素受到新加坡民众的热捧。近距离的
乡味、乡音、乡愁、乡谊、乡情，令当地侨
胞难忘。

“各方反映超好，盛会举办得空前成
功。作为莆田人，看到如此热闹的场面，
满心欢喜，无比兴奋。”在新加坡35年的
周家萍是仙游人，从小听着家对面的鲤
声剧团戏曲长大。她说，看到家乡的莆
仙戏，听着熟悉的十音八乐，勾起她对家
乡的无限回忆。

此次“兴化美食文化节”是在世界著
名的商业大街之一的新加坡乌节路中心

义安城广场举办。活动中，新加坡莆田十
音八乐队特邀湄洲岛3岁十音八乐“小神
童”蔡昱程及其家人同台演奏莆仙戏曲牌

《集贤宾》，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莆仙
戏剧院副院长黄艳艳在旁倾情演唱。这
个特殊的临时组合，配合默契，完美演绎，
赢得满堂彩。这是蔡昱程第一次出国演
出。舞台上，他身着红色中式童装，稳坐

“C”位，精准敲打小鼓槌，动作娴熟，惊艳
全场。由于十音八乐的鼓手是把控节奏
最重要的一环，也被尊称为“鼓头”，因此
他被团员们称为“蔡团长”。

新加坡莆仙同乡联合会会长方志忠
说，“蔡团长”一来就成全场焦点，大家都
很喜欢这个可爱的小宝宝。为让全场观

众更清晰地看到他的表演，舞台大屏幕
左右两旁还各设一个小视屏，聚焦蔡昱
程表演特写。

莆仙戏剧院院长吴清华介绍，莆仙
戏剧院组织13名演员赴新加坡，演出莆
仙戏精品剧目《踏伞行》选段和经典折子
戏《春草闯堂·抬轿》《海神妈祖·梳发立
志》。现场座无虚席，反响热烈。

踏步，蹀步，双跳步……莆仙戏剧院
的演员们邀请新加坡戏迷登台体验莆仙
戏表演，让戏迷们过足了戏瘾。新加坡
中文教师方素娴在参与互动后表示，莆
仙戏《春草闯堂》片段从小看到大，但真
正学起来实属不易，一个手势、一个步
伐，都是功夫。

演出结束后，不少观众争相来到后
台同演员们合影。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
系主任丁荷生教授说，他一直在关注莆
仙文化，现场看到莆仙戏，更觉得惊艳。

此次“兴化美食文化节”期间，中新
艺术家同台献艺，展现和平友谊。曾在

《中国达人秀》等多个节目中亮相的莆田
绘画表演艺术家黄凤荣现场演画，资深
书法家朱文洪、俞映红和黄加芳等展示
深厚书法造诣。曾参加《中国好声音》的
新加坡莆籍艺人董姿彦和向洋献唱热门
歌曲。短短6天的活动，在新加坡反响热
烈，深化中新两国文化交流，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纵深发展，扩大“妈祖故里
灵秀莆田”文旅品牌影响力。

新加坡举办首届新加坡举办首届““兴化美食文化节兴化美食文化节””
莆仙文化元素受热捧莆仙文化元素受热捧

几年前，我有幸随莆田市涵江区政
府经贸考察团远赴南美巴西、阿根廷
考察。我们一行从厦门出发乘机飞往
香港，经法国巴黎转机飞往巴西圣保
罗，在空中整整飞了25个小时。

我们抵达首站巴西圣保罗时，已是
精疲力尽，但当我们一行拖着疲惫的
身体走出机场，看到乡亲们从老远的
地方赶来接机时，一股暖流顿时涌上
心头，两天的疲劳早已飞到九霄云外。

圣保罗，这座历史古城曾经是葡萄
牙的殖民地，城市的建筑是地道的欧
洲风格；巴西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
里约热内卢，规划科学的城市布局、举
世闻名的瓜纳巴拉海湾，还有世界最
宽的伊瓜苏瀑布群等给我们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阿根廷是个物产丰富的国家，牛
肉、马黛茶、葡萄酒，号称阿根廷“三
宝”。当同乡会老会长黄敏带我们来
到唐人街时，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
睛，这条300米长的街道，各种各样的
商店，琳琅满目的商品，随处可听到熟

悉的莆田方言，不时可以看到门口挂
着“莆田卤面”的店铺，使我怀疑自己
身处国内的某一条街道。

短短的几天时间里，浓郁的南美风
情吸引着我们，热情奔放的当地民众
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与巴西、阿根廷
间的友好关系，更让我们感动的是两
地的侨胞们，他们敢拼会赢，彼此团结
互助，积极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为促进
家乡与巴西、阿根廷的交流交往发挥
作用。

据巴西闽南同乡联谊总会会长杨
志芳介绍，他是第一批来到这个桑巴
舞之国的 39位莆田人中的一个，如今
巴西已有 1万多莆田籍侨胞。初来乍
到，人地生疏，又有语言障碍，乡亲们
只能靠摆摊、做点小生意维生，生活十
分艰难。为了维护同胞的合法权益，
增强乡亲的凝聚力，团结互助，共谋发
展，2002年成立了巴西闽南同乡联谊
总会，主要由莆田、漳州、龙岩等地乡
亲组成。乡亲们主要从事首饰品、针
织品、日常杂货等小商品生意，现在开

办各类贸易公司有800多家。
据阿根廷华侨华人超市公会副主

席陈荣华介绍，目前旅居阿根廷的莆
籍乡亲有 4万多人，他们主要从事超
市、餐馆和贸易，开办的超市达 2000
多家，仅涵江区江口镇大东村，旅居阿
根廷就有550多人，经营的超市达110
多家。在广大乡亲的倡议和支持下，
于1998年成立了阿根廷兴化同乡会。

从亚洲启程，途经欧洲，再飞往目
的地南美洲，整个行程跨越三大洲，来
回差不多绕地球一大圈。时间紧、旅
途远，有时还来不及调整时差就必须
赶往下一站，但此行让我们收获了许
多。在侨胞们的热心牵线下，考察团
与阿根廷亚美粮油工贸有限公司签订
了一项农产品出口协议，总投资额达
8000多万元；促成涵江区侨联与阿根
廷兴化同乡会结成兄弟友好单位，为
莆阿开展文化经贸往来牵线搭桥；促
成阿根廷华裔青少年返乡参加夏令营
活动，与侨校锦江中学学生联谊互动，
增进华裔新生代的乡情。 （郑伯祥）

3月24日，缅甸福建总商会监事长林运信购买了6
吨大米、面包、麦片、洗衣粉等食品和日用品，到缅甸仰
光老人院、孤儿院看望困难群体，向 3000多位当地居
民表示来自华侨华人的关爱，受到当地社会的肯定和
赞赏，并为他颁发牌匾。

自1998年移居缅甸以来，林运信每年除了参加总
商会的慈善捐赠外，已连续17年自掏腰包购买食品和
生活用品等物资，赴缅甸多地的老人院、孤儿院等单位
慰问困难人群，累计受惠超5万人次，就是在疫情期间，
林运信都坚持慈善慰问不间断。“缅甸是我的第二故
乡，帮助困难群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我
们总商会始终秉持的信念。”林运信表示。

（陆秋明/文 受访者供图）

南美之行有感南美之行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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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17年为当地献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