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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举办
国家宪法日集中宣传活动

本报海口12月 3日讯 （记者邓海宁）
12 月 4日是第十个“国家宪法日”。为弘
扬法治精神，12月 3日，以“大力弘扬宪法
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主题的
海口市 2023 年“12·4”国家宪法日暨《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集中宣传活动
在海口万绿园举办。

当天上午，现场不仅设有巨型宪法书
籍供广大市民打卡拍照，还有法治文艺表
演、法治琼剧等演出吸引市民驻足观看。
其中，法治琼剧《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将法治理念巧妙融入海南地方传统文化。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宪法知识展板区、
趣味法律知识游戏区等区域，让全年龄段
的群众都能在寓教于乐中感受法治魅力、
得到法治熏陶。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
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 30 余个普法成
员单位及 6家市直管律师事务所、3家公
证处、市法律援助中心在现场开设了法律

“集市”，不仅发放宪法知识资料和宣传
页，市民群众还可以根据需求现场“点单”
咨询法律问题，享受专业的法律服务。

据悉，除了本次“国家宪法日”集中普
法宣传活动，海口还举办了“宪法在你身
边”线上答题、大学生宪法知识竞赛等专
项活动。

关注2023年“宪法宣传周”

■ 见习记者 宋灵云
本报记者 范平昕

把吸管戳进去，大吸一口，椰子水
滑溜地进入口腔。“太甜了，这就是我
们海南的椰子！”美国南加州海南会馆
会长符敦远满足地说。

为了这一口久违的家乡味，62岁
的他飞行了1.2万公里。

从洛杉矶直飞第十七届世界海南
乡团联谊大会举办地——广州，行程总
时长16小时，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我出发时是傍晚，在飞机上睡了又醒、
醒了又睡，家乡还是没有到。”

归途很远，万里难阻回家路。
80多岁的蔡亲渊，与符敦远同一

趟航班，漫长的飞行旅程对他来说是

不小的挑战。走下飞机，机场地勤人
员推着轮椅送他登上大巴。

不顾风险，执意回家，是因为他有
必须要做的事——带着弟弟妹妹和家
族后辈回文昌祭祖寻根。

蔡亲渊告诉记者，祖父十几岁从
家乡文昌到柬埔寨谋生，后来全家从
柬埔寨辗转到美国，一晃几十年过去
了。如今家中小辈虽早已长大成人，
却从来没有回过家乡。

“我们虽然在海外，但回到家里都讲
文昌话，所以小辈也都会讲。”蔡亲渊叹
了口气，“不过，他们对家乡的认识太模
糊，还是要带回来看看……”

本次返乡，蔡亲渊的行程很满，只在
文昌待了一天。不过，他和家人拍了很
多照片。新建的祖祠、燃放的鞭炮、撒泼
的小狗、掉落地上的椰子……“有了这些
照片，故乡就具体了！”他说。

“感动，是我的最深感受。”本届大
会筹委会执行主任、广东省海南联谊
会执行会长罗罡说，不少乡亲的回家
路并不顺利，有的人航班中转好几次

才回来，还有的人满怀期待却因各种
原因没能成行。

不怕辛苦、一路奔波，花费时间、
精力和金钱，只为回家。

回家，寻根，也寻机遇。1988年8
月，20岁出头的符敦远陪父母回乡祭
祖，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那时，海
南刚建省，到处都很热闹。”35年前的
回乡经历，他依旧清晰记得。

热闹——说起这次回乡感受，符
敦远再次用了这个词。

大会开幕前，他带领美国海南乡
团70多人到三亚、文昌、琼海等多个
地方进行考察，“海南变化很大，我们
看到了很多发展机遇，当然不能错过
机遇。”

由于长期在美国公共卫生管理部
门工作，熟悉全球医疗资源和服务，符
敦远对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的考察印象深刻。他说：“全球创新
药械在乐城率先落地，流程也很快，真
是非常好的举措。”

（本报广州12月3日电）

跨越1.2万公里，只为一口家乡味

省乡村振兴电视夜校
今晚播出
将介绍基层普法宣传工作经验做法

本报海口12月 3日讯 （记者陈蔚林）
12月 4日是第十个国家宪法日，当晚播出
的第71期海南省乡村振兴电视夜校将邀
请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谭波，为大家介绍
宪法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之
间的密切关系。

节目中，临高县司法局多文司法所所
长杨文瑞、专职人民调解员王小亮，定安
县司法局副局长陈明昌，海南昌宇律师事
务所副主任关亚丽等嘉宾也将走上夜校
讲台，分享他们在基层开展普法宣传、调
解群众纠纷等工作的经验做法。

本期节目将于 12月 4日 20时在海南
自贸频道、20 时 30 分在三沙卫视、12 月
10日16时29分在海南卫视播出。

观众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城下载“电视
夜校”APP或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官
网下载“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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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广州12月3日电（见习记者
宋灵云 记者范平昕）12月3日，在第
十七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期间，
举办了世界海南青年论坛。来自世界
各地的琼籍青年侨领和海南本地青年
代表相聚一堂，以“凝聚海青力量 共
促港湾发展”为主题，同叙桑梓情，共
谋发展计。

“我的求学和创业之路，始于海南，
跨越太平洋，最终又回到了海南——这
个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一年多前，美
国华盛顿州海南商会会长冼慧娜回到家
乡，投身海南自贸港建设。

谈及回到海南的原因，冼慧娜表
示，除了对家乡的热爱和眷恋，还离不
开自贸港政策的吸引。“现在的海南，比

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开放。这里
有全方位的政策支持，还有独特的地理
位置，这些优势使得它成为吸引国际资
本、人才和技术的理想之地。”

“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港是我
们这代人千载难逢的时代机遇。”海南
省政协委员杨荃荃认为，海南自贸港为
天下英才提供了独特的舞台，这里有得
天独厚的气候和生活环境，特别在高等
教育、医疗、航空等领域优势独特。

当前，海南成为青年创新创业“磁
石”。面对逐梦的青年，海南能为青年
创新创业提供什么？

德国海南总商会暨同乡会副会长
海元平十分关注海南医疗健康领域的
发展。他说，海南正擦亮大健康产业

“名片”，将旅游和医疗充分结合，为“看
病就医”带来更多可能，海外侨胞可以
在海南医疗康养领域找到发展机遇。

广东民营企业商会常务副会长陈
松辉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同海南自由
贸易港有许多优势互补，青年企业家
要在发展大潮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寻梦、创业、专业、敢承担责任的
青年都可以来海南看看。在自贸港建
设中，遍地是机遇。”香港海南青年联
合会常务副会长张运年认为。

“全球海南青年的力量不容小觑。
作为连接传统和未来的桥梁，他们具备
将创新和传统融合的能力，我们要凝聚
这股力量，更要引导它，使之成为推动
港湾发展的强大动力。”冼慧娜说。

世界海南青年论坛举办

青年共话港湾融合发展

本报广州12月3日电（记者范平
昕 见习记者宋灵云）作为第十七届世
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的重要活动之
一，12月3日下午，海南自贸港全球招
商推介会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
行。会议向参会嘉宾全面宣介海南自
贸港最新的开放举措、产业政策和营
商环境，邀请海内外企业来琼投资兴
业，共享机遇、共促发展。

大会以“开放”“活力”“共赢”三个
关键词同与会嘉宾分享海南自贸港的
政策与商机。会议指出，五年来，海南
自贸港建设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
开”，从“进展明显”到“蓬勃兴起”，在
经济、人才、环境上活力十足。

推介会上，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
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海南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海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以及
海口市、三亚市、儋州市政府的相关负
责人分别开展专题推介。

“此次推介会让大家更深入地了
解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最新进展，为接
下来的交流合作提供了平台。”加拿大
海南总商会会长龙雄说，海南自贸港
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制度保障让企业
在此投资发展很有信心，推介会结束
后，他计划到海南进一步了解关于教
育、医疗以及热带农业等产业的发展，
希望促成项目落地。

丹麦海南同乡会会长符福全表
示，海南自贸港建设日新月异，海外
乡亲尤为关注自贸港的建设进展，

“本月内，我还要赴琼参加侨商招商
推介会，了解招商项目和发展机遇。”
符福全说，他将向丹麦华人总会带去
海南自贸港的产业支持政策和投资
商机，为丹麦华人朋友牵线搭桥，发
掘商机。

本次招商推介会由海南省商务
厅、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广东省海南
联谊会承办，来自海内外侨商侨企和
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家代表以及海南
省相关厅局、市县、园区、企业等负责
人超500人参会。

海南自贸港全球招商推介会在广州举行

邀请海内外企业来琼投资兴业

自1989年
以来，世界海南
乡团联谊大会
已 分 别 在 中
国、新加坡、泰
国 、美 国 、文
莱、印尼、澳大

利亚等 10 个国

家和地区召开
17届大会

■ 本报记者 范平昕 见习记者 宋灵云

初冬时节的广州，虽已吹起丝丝凉风，但广
大琼籍乡亲热烈的乡情却不减分毫——12月3
日，第十七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在广州开
幕，来自全世界32个国家和地区的2300多名琼
籍乡亲共襄盛举、共话桑梓。

从耄耋老者到朝气新侨，从事业有成的侨
领到筚路蓝缕的青年企业家，走出海南、首次在
国内其他省份举办的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既
盼来了老面孔，也迎来了新朋友。在这场经济、
文化、情感的盛会当中，处处能听见乡音叙说着
乡情的主题、讨论着家乡发展的前景。

“久久不见久久见，久久相见才有味……”
会场外，乡亲们娓娓唱起熟悉的曲调，也唱出了
大家共叙乡情、共寻机遇、同谋发展的心声。

乡音再叙故乡情

暌违四年，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又等到
了它的老友们——

“几乎每届大会我都参加！”现年83岁、祖
籍海南文昌的马来西亚华侨李洪伍带着两个女
儿一起参加新一届的乡团联谊大会。“无论在哪
里举办，大会都能让我们琼籍乡亲共聚一堂，这
是我始终坚持参会的理由。”

自1989年新加坡海南会馆发起举办以来，
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已分别在中国、新加坡、
泰国、美国、文莱、印尼、澳大利亚等10个国家
和地区召开17届大会。30多年来，世界海南乡
团联谊大会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扩大，已成为世
界海南乡团和琼籍乡亲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
更是我省团结、联络世界各地海南乡团和乡亲
的重要渠道。

在世界海南乡团风采展现场，李洪伍说着
一口正宗的文昌话，同新加坡、泰国、文莱等地的
琼籍乡亲交流。与李洪伍同行的女儿同样说着
一口流利的海南话，同乡亲们交谈自如。李洪伍
说，许多华侨都十分重视向下一代传授海南方
言，“这是我们的根，我们不能做无根之木。”

同行的苏国华也是联谊大会的常客。谈到
大会的新内容、新变化，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立
刻神采奕奕：“大会每次都能给我不一样的感
受。”苏国华说，乡亲们通过乡团风采展示、青年
论坛、招商论坛等一系列活动，更好地了解了家
乡的发展状况以及各地琼籍乡亲的最新成就。

歌声婉转，琴声悠扬。回荡在会场中的《万
泉河水清又清》，用音律将参会乡亲联结在一
起，共享这份深厚的故乡情。

新机遇带来新面孔

“我是第一次来参会，大会‘港湾大融合’的
主题深深吸引了我。”大会开幕前一天，加拿大
蒙特利尔海南同乡会副会长许仁宇早早到达广
州，在各个分会场里转了起来。蒙特利尔海南
同乡会成为最早抵达广州的乡团，许仁宇说，团
里的乡亲们对大会的热情十分高涨——

“这次的主题不只是单纯的交流，更包括了
对海南发展前景的研讨，这是大家都十分关切的
事情。”赴粤前，许仁宇还专程回到海南，见到家
乡的种种变化，她感到既惊喜又期待。“向全世界
推荐海南自贸港，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大会既是联络乡情的纽带，更是多样交流
的平台。四年时间里，大会不断成长、发展，以
苟日新、日日新的姿态，拥抱更多新面孔。

泰国海南会馆理事、第三代泰国琼籍华人
李海坤将本届乡团联谊大会作为自己首次中国
行的第一站。“我对这里的一切充满新鲜感。”李
海坤从随身行李里翻出厚厚的手册，向海南日
报记者展示关于自家产业的宣介物料。物料上
密密麻麻写满了注音汉字。李海坤说，自己正
在努力学好普通话，想借大会平台向琼籍乡亲
推荐自家产业、寻求合作机会。“我既是为联络
乡情而来，更是为寻找机遇而来。”

近现代历史中，一代又一代的海南人漂洋
过海，以敢闯、敢拼、敢为人先的毅力和韧劲，在
侨居国和地区开创了辉煌的事业，赢得了广泛赞
誉和尊重；而今，这种勤恳务实的创业精神一脉
相承，在新一代华侨华人身上生动地体现出来。

“海南有政策、有资源、有地缘优势，我们青
年侨胞非常想要借此机会，了解海南的投资机
会！”李海坤对记者说。

“侨声音”讲述海南故事

“从考察到投产，短短5个月，产品就顺利上
市，并且供不应求。”在世界海南青年论坛会场
外，美国华盛顿州海南商会会长、美国普罗美生
物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冼慧娜欣喜地对记者
说。“在海南的创业经历就是最好的例证，让我
更有信心向更多华人华侨分享自贸港机遇。”

琼籍华侨华人是海南通联世界的桥梁、汇
聚资源的管道、展示海南的窗口。在本届乡团
联谊大会上，同样少不了侨领侨胞积极发出“侨
声音”，以小见大地讲述海南机遇的鲜活故事。

“海南是一片创新创业的热土。”冼慧娜说，
希望更多琼籍乡亲回乡发展、为家乡建设出
力。“我会好好利用在世界海南青年论坛作主旨
发言的机会，向广大青年和企业推介家乡广阔
的创业舞台。”

以老带新、以“存量”引“增量”，是乡团联谊
大会和广大心系家乡的琼籍乡亲的共同目标。
在这场盛会中，这一目标正在逐渐实现——

“嘉宾们的创业故事分享，让我对海南自贸
港的了解与信心又增进了不少。”旅居香港、现
从事IT行业的海南青年符真瑞听完了整场分
享后感慨道，“有这么多心怀家乡且创业成功
的前辈示范，我相信，个人与海南的未来都会
充满希望。”

（本报广州12月3日电）

第十七届

世界海南乡团

联谊大会共有

来自全世界 32
个国家和地区

的 2300 多 名

琼籍乡亲参加

制图/孙发强

12月3日上午，第十七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在广州开幕。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周达延 摄

在海南自贸港全球招商推介会现场，嘉宾拿出手机拍照记录。 各乡团代表在会场外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