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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活跃在共建“一带
一路”和对外友好交
往 的 前 沿 ， 是 见 证
者、参与者，也是受
益者。

目前海外有6000
多万华侨华人，其中
4000多万居住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
他 们 长 期 居 住 在 国
外，精通当地语言，
活跃在当地经济、政
治、社会、文化等各
个领域。此外，超过
70%的华侨华人从事
商业经营工作，经过
多年打拼，为住在国
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民心相通是“一
带一路”倡议的主要
内容之一，也是“一
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必不可少的社会和人
文基础。华侨华人身
处中外两个社会，既
了解中国，也熟悉海
外的语言文化、风土
人情，在促进中外文
明交流互鉴等方面，
有 着 独 特 优 势 。 未
来，更应该重点关注
华侨华人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过程中面
临的新挑战，回应他
们的诉求，动员更多
侨胞共享发展机遇，
在国际合作交往中助
推共建“一带一路”
走深走实。

中新社记者：新
时代如何发挥侨资侨
智优势，聚英才而用
之？未来相关涉侨政
策的着力点在哪里？

李其荣：人才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 化 国 家 的 关 键 要
素，新侨是中国高层
次人才队伍的重要来
源，他们大多具备高
水 平 的 国 外 教 育 背
景，兼具国际视野、
通晓国际规则和跨文
化 沟 通 能 力 。 近 年
来，国内创新创业环
境不断优化，各地侨
乡出台了许多引侨资
引侨智政策。全国15
个省(市)共设立了17
家“侨梦苑”，一批
示范性侨商产业聚集
区和华侨华人创新创
业基地应运而生。

华 侨 华 人 与 祖 (
籍 ) 国 的 联 系 越 来 越
密切和广泛，他们以
各种方式投身祖(籍)
国建设、支持家乡发
展。为积极适应侨情
变化，需要进一步完
善、细化引才引智引
资等涉侨政策法规，

不断推进华侨权益保
护，促进华侨华人事
业发展与国家重大战
略紧密结合。

中新社记者：加
强华裔新生代的文化
认同感对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有何重要
意义？

李其荣：华侨华
人与祖(籍)国的关系
可概括为“根、魂、
梦”。华侨华人分布
在世界各地，其本身
的言语行为、风俗礼
仪、服饰文化、商业
活动等，都对外国民
众了解中华文化产生
直接影响。尽管面临
代 际 差 异 和 地 域 差
异，华侨华人仍积极
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的动力，正是源于
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和自豪感。

为了帮助更多华
裔 青 少 年 加 深 对 祖 (
籍 ) 国 和 中 华 文 化 的

了解，“中国寻根之
旅”夏(冬)令营、中
华文化大乐园等文化
体验活动需要不断创
新、探索各类主题课
程；“欢乐春节”“
文化中国”“亲情中
华”等系列品牌活动
需要继续积极推动中
华文化“走出去”，
让华裔青年在感知中
华文化的同时，不断
拉近与祖(籍)国和家
乡的距离。

“祖籍记忆”是
新 生 代 华 人 认 同 祖 (
籍 ) 国 的 基 础 。 它 是
传统的亲缘、血缘、
地缘的社会结构与人
际网络的客观存在，
并潜移默化为家国情
怀的黏合剂。如今，
越来越多的华裔新生
代通过社团组织热情
支持祖(籍)国发展建
设，坚持维护祖(籍)
国和平统一，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

献力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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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
旅”夏令营营员在江苏南通伶工学社

体验京剧文化。翟慧勇 摄

“侨梦苑”华侨华人创新创业聚集区
位于长沙高新区，侨企三诺生物的工

人在车间内工作。杨华峰 摄

  李其荣：“侨力量”(下)
如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