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丽梅说，报社发

展至今已经 15 个年头
了，在新闻事业的道路

上，她收获了很多感动
和鼓励。感动于读者的

肯定，感动于同事的付
出，也感动于日常生活

和工作中的一些人和一

些事。
2012年开始，马丽

梅作为海外华文媒体代
表，每年都受邀回中国

参加中央统战部组织的

活动，每年都去一次藏
区，每去一次都有不一

样的感动。2014年，她
第一次来到青海玉树，

那是玉树地震后的第四
年。“我听他们介绍，地

震把当地 90%的建筑

都摧毁了，但我从空中
俯瞰市容，眼下是一排

排白色的房子，中等城
市的规模已经恢复成形

了，而且很漂亮，完全看
不出来过去的磨难和沧

桑，心里颇有感触。下了
飞机，我们和这个城市
又有了零距离的接触，到最后离开

时，我们所有人都哭了！我真心感受
到中国的不容易，也真的被那些默

默付出辛劳的工作者感动了。”

回到葡萄牙，马丽梅做了一个
决定，在每周发行的《葡新报》里加

插葡文版，并定期将报纸送给葡萄
牙友人及各行各业的协会，她希望

将中国最新的面貌呈现给不了解中
国的外国人。

为了让更多外国人了解西藏和
新疆的真实历史和现状，马丽梅在

当地侨领支持下，编写印发大量宣
传资料，带着记者在里斯本人流最

多的商业地带进行派发、讲解。她还

频繁地参加一些葡萄牙人的交流协
会，向与会者介绍中国的最新变化

和两国之间的商业资讯。
马丽梅说，一直以来，西方人民

通常只能通过西方媒体去了解中
国，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

并不全面，也不客观真实。

现在的中国已经大

不一样了，但西方
媒体还是用老的

“有色眼镜”看中
国，所以，华文媒体

也应该主动出击，
争取更多的话语

权，去讲好中国故
事，“这也是时代赋

予我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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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媒体不赚钱，选择只因热爱和责任1111111111111111111马丽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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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 马丽梅孑然

一身从家乡广东远赴葡萄

牙，从此开始了异乡的生活。

选择葡萄牙的理由很简单，

她的姐姐在葡萄牙。 不甘于

平淡生活的马丽梅， 希望在

这里寻找人生的另一种可

能。 她在亲人的餐饮店里打

过工， 自己开过百货店。 最
终， 华文媒体成了她坚持至

今的事业。

在葡萄牙，做媒体并不赚

钱，但她说，自己是一个有新

闻理想的人，哪怕贴钱，她也

要坚持下去。 如今，她创立的

《葡新报》，正从单一的传统媒

体，逐渐发展到现在的全媒体

平台，包括了网站、报纸以及

微信公众号、微博、推特、脸书

等渠道，成为葡萄牙社会具有

影响力的华文媒体。

虽然身在海外， 拥有两

个女儿的马丽梅一直对中国

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 她坚

持教育自己的两个女儿，特

别是出生在葡萄牙的小女儿

学习中国文化， 时刻提醒她
们不能忘了自己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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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出国的决定，对于马丽梅来说极为

艰难———那时候，她的大女儿才五六岁。好
在父母都健在，她把女儿托付给父母暂时照

顾，相信很快就能在外站稳脚跟。
到了葡萄牙，她先是在亲人的餐饮店打

工，后来自己出来开过百货店。马丽梅毕业
于中文专业，平时也喜欢舞文弄墨。因此，那

几年她白天看店，有空就写写文章，晚上上

网逛逛论坛，有时候，一腔热血的她会在论
坛上跟别人“唇枪舌剑”战到天亮。马丽梅

说，她看不惯网络上崇洋媚外的风气，忍不
住就跟那些网友辩驳。

马丽梅还尝试着把自己写的文章投给
西班牙一家比较有影响的华文报纸《华新

报》，没想到很受青睐。熟悉了之后，2005年，
马丽梅和《华新报》合作在葡萄牙开设了分

社。2006年，分社独立了出来，后来更名为
《葡新报》，成为葡萄牙华人华侨一周一期的

精神食粮。
那时候，葡萄牙华人社会各方面发展尚

未成熟，而葡萄牙的移民立法也未完善，很多
刚从中国过来的移民遇到很多问题，靠个人

的力量去解决很是艰难。那时候的网络不像
现在这样发达，华人同胞也大多不通葡语，他

们获取的信息来源主要靠当地的华文媒体，
马丽梅说，华文媒体要肩负起这份责任，让同

胞掌握时事，了解海内外社会的变化。

创业之初，马丽梅经常带着记者到一线
采访报道。2011年底发生的一件事情，可以
说是旅葡华人社会的一个转折点。那年临近

圣诞节的一天深夜，在葡萄牙北部的一个华
人商业区，两个中国侨胞在回家路上遇上了

两个当地人抢劫。警察赶到后，怀疑被抢劫

的华人开了枪，就把他们一并带到警察局。
案件很快开庭。因为担心华人可能遭遇不公

正的审判，当地侨胞纷纷关闭商店，赶到

法院门口声援同胞。马丽梅和记者也

守在现场等待结果。到下午 5点多，法院门

口已聚集了三四百位侨胞。当地主流媒体的
记者也来了不少。晚上 7点 30分，两位侨胞

终于获释，现场掌声响彻整个市中心。“这是
旅葡华人的第一次正面维权，也让我对自己

的工作充满了信心和期待。”马丽梅说。
报社刚开始发展的时候还是挺乐观的，

但随着网络媒体的兴起，传统媒体受到很大

的冲击，生存艰难，《葡新报》也遭遇进退两
难的处境。2014年，经过短暂的停刊休整，

《葡新报》注入了全新的血液，重新出发。除
了一些技术人员，报社聘请的记者和法律顾

问都是研究生，甚至博士生。他们来自不同
的专业，在各自的领域都有独到的见解，他

们的文章给读者带去了不一样的视野。
很多人问马丽梅，做媒体并不赚钱，为

什么还要坚持下去。马丽梅回答说：“这是我

的兴趣爱好所在。我大学读是中文专业，我
热爱新闻事业，可以说是做一行爱一行。”

在马丽梅看来，时代在改变，华文媒体

也要寻找出路，跟上时代的步伐，转型发展。
她的葡新国际文化传媒也从单一的传统媒

体，逐渐发展到现在的全媒体平台。除了网

站和报纸，他们还开设了微信公众号和微
博、推特、脸书等平台账

号，并与数十个国

家的华文媒体

和中国主流

媒体合作。
马丽梅

说，虽然坚守
很艰难，但她

不会轻言放
弃。身边的很

多媒体同仁

也是这样的
想法。

    以葡新传媒为媒介，多年来，马丽梅

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国门，承办过中国书画
展、摄影展等活动；曾促成葡萄牙和中国

在艺术、足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为葡
萄牙企业开拓中国市场提供帮助。

在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馆的支持下，里
斯本华人侨胞每年都会举办“欢乐春节”大

型庙会等活动。马丽梅每年都带着记者参

与报道，向葡萄牙民众展示中国的传统文
化和华人的友善。有一年，为了让春节活动

更吸引葡萄牙友人，马丽梅还发动一些中

资企业提供奖品，组织现场的葡萄牙人用
毛笔书写中文。结果，从一般民众到警察，

从学生到现场维护人员，两天时间写满了
10张大宣纸，有些人还写得像模像样。

马丽梅说，虽然她身在国外，但对祖
国一直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不能割舍。

她说，无论自己身在何处，都不能忘了自

己的祖国。她也经常这样教育自己的两个
女儿，特别是在葡萄牙出生的小女儿。马

丽梅坚持对女儿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

育，并时刻提醒她们不能忘了作为华人的
根本。她说，虽然自己不能带给她们很丰

富的物质生活，但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不
能或缺的精神生活。

谈及自己的事业，马丽梅说：“理想和
情怀也许不能带来荣华富贵，但可以让我

在新闻事业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过去，她
不后悔走上新闻媒体的道路，未来，她还

将继续走下去。最后，她引用沈复在《浮生
六记》中的一句话来表达自己的心态：“人

生碌碌，竟短论长，却不道荣枯有数，得失

难量”。“有此一事，为之坚持，此生足矣。”
马丽梅说。

■ 马丽梅（右一）在葡萄牙里斯本街头向民众宣讲西藏、新疆的真实面貌

■ 马丽梅在中国藏区采访时与藏族企业家交流

■ 马丽梅采访 G20杭州峰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