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讲好中国好故事，我有三个建议：首先要“写好中国故

事书”。我们要讲好浙江版、温州版的中国好故事，要与时空相

关联。比如明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旗之父”曾联松就是

最好的中国故事之一，也是温州和浙江最有资格讲的好故事。

其次要“办好中国故事汇”。建议可在许鹏怀委员工作室

创办一个中国好故事的“故事汇”，邀请会讲故事的侨胞做客，

也可以建立政协委员讲故事机制。

最后要“抓住中国故事魂”。要讲好中国好故事，既要

“低、小、散”，也要“高、大、上”。要明白讲故事是为了什么，重

点是在于揭示故事背后的为什么。

温都记者 朱斌/文 王诚/摄

温州大学教授张小燕：

写好故事书
办好故事汇
抓住故事魂

传播中国好声音，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主要依靠华媒、华

校、华社这三个载体。在互联网时代，温州大学致力于办成世

界温州人的精神家园。近年来，我们先后在意大利佛罗伦萨、

那不勒斯、米兰、都灵等地做了多场讲座。

在海外的每一所华人学校都是外国语学校。我们用中国

高等教育资源整合国外社团、国外媒体、国外华人学校，以华

侨牵线，与国外政府和高校达成诸多合作协议，既培养意大利

学生也培养中国学生，让更多意大利学生了解中国文化。

在对外传播上，我们应将心比心，大胆地将自己的理念和

想法通过合适的方式传播出去，就一定能得到认同。因此我

们要有充分的民族自信。温州大学意大利分校通过与意大利

合作建立研究所来讲述中国故事，特别是通过在当地有知识

能力的侨二代，让他们传播中国故事。

温大意大利研究中心主任严晓鹏：

致力打造
世界温州人
精神家园

省政协委员、温州市文化馆副

馆长施丽君：

组织对外文化
交流“轻骑兵”
传播温州文化

为了让温州文化能经常走出去，让海外温州侨胞听到乡

音，感受乡情，传播温州文化、唱好温州好声音，我有三个方面

的建议：

一是创立温州本土对外交流演出品牌。如“情系温州”

“传奇温州”“美丽温州”等主题文化交流活动。

二是组织对外文化交流“轻骑兵”。从具有温州本土地域

特色的民间文艺、民俗活动、民间艺人、民间达人、非遗传承人

中精心挑选优秀文化人才队伍，建立节目库和人才库，通过演

出、培训等方式来传播温州文化，与世界温州人进行交流学

习，增进凝聚力。

三是财政部门要加大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支持。把对外

文化交流活动专项经费纳入年度财政计划。外事部门对于出

国文化交流的程序要更加人性化，优先审批。

我曾长期旅居纽约，我的孩子在美国出生。我曾在迈阿

密和一个温州老乡聊起孩子教育问题，他直言“非常头疼”。

原来，这位老乡夫妇在迈阿密做小商品贸易，平时非常

忙，就把孩子全托在学校，接受美国的教育。孩子长大后，不

会说普通话，只会讲温州话和英语，也不太愿说温州话。这

时，他才发现和孩子的沟通非常差，于是他建议孩子多学中

文，孩子也听从了他的意见去学。结果过了段时间，他发现孩

子学的根本不是中文，而是日文。他的孩子还不以为然地说：

“这不是一样的吗？”

这是真实的故事。后来我就把自己的孩子接回国内上

学，让他们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成长。我今年的提案就是建

议市政府开办一所专门为华侨子女服务的华侨国际学校，把

侨的品牌做响，增强侨二代、侨三代对祖国和家乡的认同感。

市政协委员、温州市侨界青年

联合会会长金健：

建议开办
国际学校
服务华侨子女

法国华侨华人会中文学校，是国侨办挂牌的首批海外华

文教育基地，我们的任务是为海外华侨子女营造良好的汉语

学习环境，提高孩子们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学习

汉语过程中，创造机会让孩子们常回家看看，了解中国民情和

悠久历史。希望通过在海外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

激发孩子们对学习中国文化的兴趣和热情。

法国华侨华人会自1986年起开办中文班，从最初的30个

学生发展到现在1300多人，34个班级的规模，成为欧洲最大的

华文学校。数十年以来，中文学校培养了三代旅法华侨华裔，

对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和传承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法国华侨华人会：

为华侨子女
营造良好
汉语学习环境

中国品牌、中国制造如何走出去？首先要解决涉外法律

保障体系的提升和优化问题。从法律服务层面上讲，我们需

要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被动式服务的初始阶段。中国企业将中国品牌

带到海外去时，应深入了解当地的政策文化、法律环境，提升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规避相应的法律风险。

第二个是一体化服务的提升阶段。中方企业逐步认识到

中国品牌亟需法律服务的迫切性、重要性。在商务谈判、投资

环境研判、项目落地、品牌保护方面，需要一体化服务的构建。

第三个阶段，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构建一个以法律、

金融、财务、咨询、保险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打造中国在

“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的中心地位，提升国际话语权。

鹿城区政协常委、北京德恒（温

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叶剑秋：

提升优化
涉外法律
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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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都讯 昨天，以“凝聚侨

心侨力 讲好中国故事”为主

题的“请你来协商”鹿城区政

协跨境协商会在许鹏怀委员

工作室举行。会议通过远程

视频连线方式，实现与海外华

人华侨的实时协商。省政协

委员工作委员会主任朱伟说，

这是我省政协系统首次举办

跨境协商会，对创新委员履职

和政协工作方式具有积极意

义。

鹿城区政协主席徐强说，

近年来鹿城区在凝聚侨心、发

挥侨力，传承中华文化、传播

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等方

面做了一些创新和实践，也收

到了一定的效果，得到社会的

关注和点赞。然而这项工作

如何进一步深化，存在的问题

如何进行改进，都需要不断进

行探讨和完善。

基于这一点，昨天的“请

你来协商”活动就将话题聚焦

“侨”，采用史无前例的跨境协

商方式，即除了到会嘉宾外，

还邀请法国和意大利的海外

嘉宾做视频连线，实现线上远

程协商。

协商会上，十多名政协委

员、专家学者、海外嘉宾围绕

“国际文化交流与海外传播的

体会”“侨二代中国传统文化

教育”“向外国人传播中国文

化的心得体会以及中国文化

走出去的建议”等方面集思广

益、各抒己见。会后，鹿城区

政协将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

吸纳这些意见建议并加以归

纳、梳理，形成书面材料，提供

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参考。

市政协主席余梅生说，要

注重选题的精度、对象的广

度、建言的深度、方式的新度、

成果的效度，坚持从履职实际

着眼，加大探索创新力度，将

“请你来协商”这一重要平台

抓实抓好抓深。

省政协副主席马光明说，

把“委员会客厅”和“请你来协

商”这两项举措与远程连线创

造性地有机融合，思路超前且

巧妙，能够进一步扩大政协工

作的影响力。这种远程式的

“请你来协商”，体现了全国政

协和省政协提出的“政协工作

要在基层中发展，在发展中创

新”的要求，值得点赞。

温都记者 朱斌

凝聚侨心侨力 讲好中国故事

全省首创！鹿城政协举行跨境协商会

政协委员、专家学者、海外侨领热议“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许鹏怀委员工作室同时运作温州市海外传播基地，构建

了三大中心功能，在全国树立了生动的“浙江侨乡样本”。

一是海外传播中心。成功打造一支由百余位侨领等组成

的海外传播官队伍，组建首批在海外的42个侨团成立联络站，

创建全媒体双语平台，成立由500位外籍人士组成的国际文化

交流志愿者群体，来传播温州好声音。

二是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启动“一带一路行”，让“洋市

长”成为温州的国际文化交流官，开辟“欧洲中华龙舟基地”，

以传统节日打造中外人士联谊互动平台，以一支国际拍客团

对外展示温州文化魅力。

三是涉外服务与跨境连线中心。联合鹿城公安开通我省

首条境外人士综合服务热线，并向海外推出“最多跑一次”便

民服务；编译首本《温州市外国人生活服务手册》。

鹿城区政协常委、许鹏怀委员

工作室负责人许鹏怀：

构建三大中心
在全国树立
“侨乡样本”

在昨天举行的“请你来协商”鹿城区政协跨境协商会上，参会的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结合各自专业优势，发表了不少好想法、好见地。以下是嘉宾发言摘录

我们电台有两套体系，一个是意大利语系统，一个是中文

系统，可以让三分之一的意大利人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

根据我们的工作经验，如果要把中国文化推向海外，就不

应仅局限于在海外的华人华侨，而应把中国声音放大，用本土

化方式传播让所在国的人们都听见。

自2011年启动以来，我们的电台每天24小时播出，向意大

利人宣传中国语言、美食、旅游、茶道等传统文化。同时，每小

时都会通过名为“东方快车”的栏目，及时传递来自中国的信

息，并通过网站、脸书、推特来宣传温州。

意大利米兰Radiowe电台总监

孙运之：

用本土化方式
让所在国人们
倾听中国声音

让中国在国际上树立良好形象，海外温州人也是责无旁

贷的。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需要输出，中国的礼仪、智慧、

勇敢同样也要输出。另外，在国际场合应提倡一种法治意识

和秩序引导，我们应尽快树立“用法治渠道解决问题”的对外

形象。

举个例子：2002年，温州人依照世贸组织规则，通过与欧

盟谈判交涉，迫使其改变贸易法案。这是有史以来，温州人乃

至中国人第一次在国际场合利用规则改变了欧盟的法规。在

当时国内、国际上都有很大影响。

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

长黄发静：

在国际场合
提倡法治意识
秩序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