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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政協海外僑胞列席代表

   林全南（日本）

三月的東瀛，乍暖還寒；

三月的北京，春意盎然。

肩負使命和囑托，帶著期許和夢想，我

作為今年全國政協的海外僑胞列席代表，於

3 月 1 日清晨從日本出發前往祖國首都北

京。由於工作關系，我經常往返於世界各

地，也經常回國，但此次與以往不同。今

年，我榮幸的成為受祖國邀請的39位海外

僑胞的一員，回國列席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

會議。作為來自日本的唯一僑胞代表，我深

感重任在肩，使命神聖。自2001年開始，

祖國已連續13年邀請了364位海外僑胞列席

全國政協會議。國家有關部門出於對僑胞們

的關懷，對被邀請回來參加大會的人，從接

機到送別，從住宿到伙食，從交通到會議座

位等各個方面都給與了無微不至的照顧，甚

至還特別安排從部長們的專用通道進出人民

大會堂，使我們深受感動。在出席此次政協

會議之前，我對政府僑務部門和多個僑團進

行了走訪調研，精心準備了的題為《民族復

興夢 海外赤子心》的意見和建議，並將把

這份匯聚了僑胞心聲的材料帶進祖國的最高

議事殿堂。

今年的大會意義重大深遠。在這次大

會之前，中國共產黨勝利召開了十八大並

順利完成中央領導班子的新老交替，產生

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所以這次

換屆大會備受內外矚目。 3 月 3 日下午 3

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二屆第一

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開幕，2200

余名委員和代表們聚精會神的聽取了賈慶

林主席所作的《工作報告》，海外僑胞代表

們坐在人民大會堂左邊區最前面的位置，

剛好斜對主席台，可以近距離一睹黨和國

家領導人的風採。3月5日9時，僑胞代表

們列席旁聽了全國人大十二屆一次會議，

又一次見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認真聽取

了溫家寶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每

當聽到看到兩會工作報告中關於黨的僑務

政策和國家決心建設強大海洋國家、維護

僑權僑益等事關海外僑胞話題時，參會僑

胞們都報以一次次熱烈掌聲。

會議期間，海外僑胞代表們列席了政協

十二屆一次會議各次全體會議，並分別列席

了中國僑聯和致公界委員小組討論會，接受

了外交部、國僑辦、統戰部等部門領導的接

見和座談交流。會議期間，海外列席組圍繞

全國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政府工作報告、

海外華文教育情況、僑務工作等進行了6場

小組討論。討論會上，代表們踴躍發言，從

各自所在的國家各自僑團各自崗位各自經歷

出發，為國家發展積極建言獻策。我提交的

意見和建議材料深受有關部門的歡迎，隨身

攜帶的200套材料被一分而光，在討論會上

的發言也受到高度評價。政協領導讚揚說：

“林先生是唯一有備而來的，所提意見和建

議很有代表性很有意義，我們會與有關部門

認真研究。”

我提交的建議和意見包括以下三部

分：一、《民族偉大復興視角下的釣魚島

問題》；二、《加強僑團建設 助力和平崛

起》；三、《關心海外僑胞權益 團結凝聚

各方力量》。

所及內容包括：擁護國家主權完整，

積極運用民間外交；支持海外僑團建設，

加快融入居住國主流；加強海外華文教

育，為華僑子弟回國學習給予方便和優

惠，協助僑胞二代在居住國參政議政，實

行一人一號的中國護照管理等等。總之，

我本著“在僑言僑”，為僑吶喊和代言的宗

旨，珍惜機會，履行義務，恪盡職守。

同時，僑胞代表們還親眼目睹並體驗

到了新一屆黨和國家新一代領導人的新政

新風。會議上，講真話，講短話，力戒空

話和套話；會場上，簡化綠植花草布置，

報告席、發言席不擺鮮花；駐地裡，花草

綠植沒了，歡迎標語沒了，迎賓地毯不舖

了；食堂裡不擺酒類和高級飲品，伙食儉

樸；節約紙張，嚴控非會議材料的發放，

不接受圖書報刊贈閱；節約財政開支，簡

化接待迎送，對會期和會議日程予以精簡

壓縮、科學安排，較以往換屆會議縮短會

期兩天。這一切可謂簡樸之美！讓與會者

更加看到了國家的進步和光明的未來。

會議期間，我們聽到最多、感受最深

的是“美麗中國”和“中國夢”。這些新詞

是多麼的扣人心弦，催人奮進！“空談誤

國，實幹興邦”。祖國960萬平方公裡的土

地和遼闊的海洋養育著13億人民，應該是

一個美麗的中國；而“中國夢”裡，有強國

也有富民，“中國夢”裡，有期盼更需要實

幹。中國夢，是強國的夢、是富民的的

夢，是激揚的夢、是美麗的夢，更是海內

外中華兒女為中華崛起而砥礪前行的不竭

動力。

會議結束後，海外僑胞代表們紛紛表

示將把“參會一次，一生榮耀，一身重任”

的喜悅帶回居住國與當地僑胞們分享，並

認真貫徹兩會精神，以實際行動回報祖

國……

祖國富強是我們的夢想，人民幸福是

我們的向往。海外同胞們，讓我們一起不

辱使命，揚帆起航，努力使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美麗中國夢早日夢想成真吧！

2013年3月21日於日本 愛媛

本報訊（記者 杜海玲）3月22日至

25日，在日華人花藝協會在東京池袋藝

術劇場舉辦了第三屆花藝展，題為《美

麗生活》，為賞櫻季節更添優雅春色，

也展示了華人熱愛生活，穩步發展的現

狀。

22日上午，會長楊玲宣布開幕式開

始。前會長劉瑛致開幕詞，提到之前令

她感動的情景，是日本客人在留言簿上

寫下“在年輕人遠離傳統文化的如今，

感動於外國人卻在傳承”。中國大使館

二等書記官賀怡蘭也致詞鼓勵，表示花

道源自中國隋朝，期待華人繼續投入，

讓花藝更成為中日交流的載體。應邀專

程前來為花展助威的中國花藝大師萬宏

也致詞預祝花展成功。

走入花展現場，迎面就是協會成員

的集體作品，玫瑰與櫻花輝映得春意盎

然。會場內每個成員的作品都各具匠

心。通常花店門口所能看到的大把鮮花

雖然也很美麗，充滿蓬勃的生命力，但

當鮮花成為藝術，當花藝師凝神屏息用

很多心神和時間來構思並安插，作品就

不僅有鮮花的生命力，更像是有了靈

魂，可以讓人久久佇立，靜心感受花藝

師所要表達的精神和個性。

協會成員張晨向記者介紹，在日華

人花藝協會成立於2005年 5月，是日本

唯一的華人民間花藝學術團體。其宗旨

是，在探究與借鑒日本花藝精髓的同

時，竭力傳承和弘揚中華文化，不僅為

在日華人花藝愛好者提供一個銜接交流

的平台，通過參觀花展及比賽，使會員

有機會與國際花藝高手一起砌磋研習花

藝技巧；同時傾情致力於為祖國同行提

供和交流最新的花藝動態及相關資訊，

並積極參與雲南省昆明中國花蕓論壇年

會、上海“花之韻”國際插花藝術展等國

內多方位的花藝活動。協會中擁有池

坊、小原、草月、龍生、古流等多種日

本插花流派，以及歐美式和與時俱進的

現代派花藝設計。目前，在日本各地區

以及中國國內，已經有許多會員活躍在

花藝界的各項領域中。

兩年一度的花展是協會最重要的活

動，會員中有職業女性也有專職主婦，

大都對花藝投入多年時間心力金錢，造

詣很深。全情投入，推出了一場專業水

平的花藝展，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展

會的一切費用都由會員們自己承擔。

花展作品流派林立，風格多姿，技

藝精湛，有的雅致，有的樸拙，但各有

深意，令人久看不厭。插花源起中國，

由去中國留學的僧侶帶回日本，並在禪

寺活動中逐漸發展成熟，而極為遺憾的

是，插花藝術在故鄉中國卻沒能發展成

熟，更沒能被廣泛地推廣到民間，甚至

逐漸被歷史埋沒，以至於在當今的國際

社會中，插花幾乎成了日本的代名詞。

而旅日華人女性投入花藝，融匯中國日

本兩種氣質，展示出特別的韻味和對美

麗生活的追求。受邀的國內花藝師萬宏

則為花展渲染一道中國的民族氣息。此

外為能與更多的國家和花藝師交流，還

邀請來日本和韓國花藝師參與，他們都

以各自的獨特風格演繹出花藝的無窮魅

力和彼此的文化風採。

會長楊玲並告訴記者，期待更多的

華人女性參加協會，以花會友，分享共

鳴，創造並享受美麗生活。

本報訊（記者 夏安）3月中下旬，由日

本北九州市立大學的學生組成的“2013年日

本‘五星獎’遊學團”來到中國，一路上參

觀和走近中國的風土人情，不僅提高了日本

學生的中文水平，也體驗了中國文化和美

食，是一次影響兩地年輕人思維的中日間草

根交流。

15日下午，遊學團來到宛平城開始參觀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在紀念館裡，日

本學生們看得非常認真。據隨團老師介紹，

日本學生在國內很難看到這樣的歷史資料，

也很少接受這方面的教育。由於中國人民抗

日戰爭紀念館的解說和圖片配有日文說明，

因此日本學生們逐字逐句看得非常仔細，就

像上課一樣。

參觀完紀念館後，學生們來到盧溝橋，

一睹這座近千年的古建築風採。日本學生們

一邊聽著導遊的解說，一邊饒有興致地漫步

在這座歷史悠久的古橋上，並不時停留在神

態各異的石獅子跟前細細觀賞。最後大家在

橋上合影留念。

15日當天，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學的葉言

材老師也參加了活動。葉老師多年前在日本

發起了一個中文教育推進會，並取中國古語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的吉祥之意，設立了

五星獎，在日本學生中間開展中文比賽。葉

老師還每年帶日本學生來中國學習交流，為

中日民間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

3月19日下午，遊學團一行25人（學生

23人，教師2人）參觀了位於西直門南小街

的北京市西城區殘疾人聯合會的“溫馨家

園”。在聆聽了西城區外事科長汪輝和西城

區殘疾人聯合會王浩的簡短介紹後，陸續參

觀了設施內的各種職業技能培訓與康復現

場，還品嘗了部分智障學員手工制作的著名

北京小吃“糖火燒”。

學員們以熱情的歌聲《溫馨家園之歌》

和樂器演奏歡迎了這些致力於中日民間友好

交流的日本青年，日本的大學生們也演唱了

中文歌曲《對面的姑娘看過來》和日文歌曲

《紅蜻蜓》以作答謝。最後，雙方還用中日雙

語共同演唱了日本的《四季歌》。

攝影 朱迎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