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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关注
香江新风

家国大事 侨心与共

侨基会前身是中国华侨文化福利
基金会。改革开放后，大批华侨华人
纷纷回国开展公益活动，兴办公益事
业。为了服务和引导华侨华人的公益
慈善事业，1992年，该基金会正式
成立，2011年3月更名为此。

自成立以来，侨基会见证了“国
有大事，侨有行动”的爱心历程：
2008年第29届夏季奥运会，侨胞们
捐建了水立方；2022年北京冬奥会
即将来临之际，来自53个国家和地
区的近 3 万名侨胞以及诸多侨企、
250多个海外侨社积极出力，1.6亿
元的善款、6000余件的藏品，让华
侨冰雪博物馆成了国内规模最大、展
品最为丰富的冰雪主题博物馆；新冠
疫情三年以来，华侨华人仅通过侨基
会捐赠的抗疫款及物资累计达到了
3.64亿元，通过其他的渠道捐款捐物
合计超过20多亿元……

育才兴教 桃李芬芳

一直以来，华侨华人热衷公益，
更有以陈嘉庚先生为代表的侨界人士
大力兴办教育，为祖（籍）国培养人
才。侨基会成立以来，成为这项爱心
事业的见证者。

侨基会工作人员回忆，基金会成
立之初，新加坡籍华人陈江和便捐款
1000万元设立“陈金荣文教基金”；
到2000年，“侨爱心工程”推出后，
更是有无数感人事迹写在中华大地教
育篇章里。

据介绍，“侨爱心工程”也被称

为“百千万”侨心工程，“百”即建
100所侨（爱）心小学，“千”即资助
千项科教项目，“万”是指资助万名以
上贫困的孩子上学。此项工程刚推出不
久，日本华侨教师张慧琴便亲自携500
万日元善款前来捐赠，以她母亲的名字
捐建一所侨 （爱） 心小学；落成典礼
上，70多岁的老人热泪盈眶。著名侨
领邱维廉为侨（爱）心小学提供了巨大
的支持，他说“我的心在中国，我的根
在中国”。新加坡的郑添文夫妇已有80
多岁的高龄，他们仅靠微小的生意生
活，却捐建了3所侨（爱）心学校，那
几乎是他们所有的收入……此外，包括
林加者、程超辉和陈荣华等人在内的法
国华侨华人会捐了上千万元，建了几十
所的侨（爱）心学校。

为了让困难家庭的孩子们接受更高
学历的教育，2008年，侨基会与台湾
爱基会（现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合作

“捡回珍珠计划”，与国内多个地区初高
中学校合作开设“珍珠班”，招收优秀
的贫困学生，资助他们三年的高中学
费。截至目前，每年仍有约 6000 名

“珍珠生”在受益。2009 年，“树人
班”项目推出，在全国累计共资助85
个班级4000余名学生。2013年起，侨
界爱心人士林正佳与侨基会共同成立

“正佳侨心班”，截至目前受益学生达
766人。

悬壶济世 扶贫助残

2004 年，侨基会发起了“侨爱
心·光明行”项目，得到了海内外侨界
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大量贫困眼疾
患者重获光明，减少了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的发生。

仅去年以来，侨基会联合安徽省侨
联启动的合肥站活动已实施公益手术
1200余次，开展公益筛查活动880余
场，受益人群达到2.6万余人。而整个

“侨爱心·光明行”活动迄今为止，更
是帮助近20万名困难群众复明，总计
支出超6000万元。

此外，侨基会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实
施“乡村学生眼视光工程”，关心关爱
边疆地区偏远山区和欠发达地区的青少
年视力健康，累计为7万余名学生提供
眼健康检查，免费配置近视镜1.4万余
副。2017年 9月，侨基会推出了“一
带一路·光明行”项目，以公益之力，
促“民心相通”。

和衷共济 共克时艰

2008年5月12日，汶川等地发生
特大地震灾害后，海外侨胞痛彻心扉，
他们迫切希望把对受灾同胞的深深牵挂
转为实际的行动，这也与中国侨联的想
法不谋而合。同年9月，中国侨联援建
北川中学项目正式启动，港澳台同胞、
归侨侨眷和爱心人士积极行动，陈有
庆、余国春、林广兆、邱维廉、林龙
安、颜宝铃等著名侨界人士带头慷慨解
囊，动辄成百万上千万的善款纷沓而
来。2010年8月17日，废墟上建起了
的新北川中学正式竣工，崭新的校舍，
凝聚了73个国家和地区80多万人次共
2亿元人民币的善款，全球华夏儿女筑
起了一面感人肺腑的爱心丰碑。

新的北川中学荣获2013年中国建
筑设计奖，来自侨基会各项“软件”的
帮扶更是源源不断。在基金会的联动
下，北京怡海集团连续多年联合北京市
西城区重点高中，累计派出了6批 73

人次的支教团队。
北川中学毕业生刘祉涵说：“哪怕

如今同北川中学相隔千里，我也难以忘
记所看见的那堵密密麻麻刻着捐赠人士
名字的爱心墙时的震撼，我也难以忘记
那无数次流下的泪水和心底重于千斤的
感恩。”

慈予天下 根系华夏

为记录华侨历史，传承华侨文化，
曾任中国侨联首届主席的陈嘉庚于
1960年捐款50万元人民币，并倡议兴
建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消息传出后，
海内外侨胞主动捐款达4000多万人民
币，其中近2000万人民币通过侨基会
捐赠。2014年，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正式落成开馆。诸多珍贵的一手史料，
融汇了海外华侨的殷殷情怀。

根脉所系，侨心永恒。为团结热
爱中华传统文化的海内外侨胞和友好
人士，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中国侨联
多次举办各类文化交流活动，推动中
华文化在国际交流中发挥独特作用。
从2012年起，以“祖国惦念你”“远
方的惦念”为主题的多届中国侨联春
节晚会，通过讲故事、诉真情、送祝
福的方式，传达祖 （籍） 国与海外侨
胞之间的血脉亲情。此外，“侨爱心”
进社区、进侨企、进侨胞之家系列活
动把安全教育、健康教育带入千家万
户，更好团结凝聚广大归侨侨眷和海
外侨胞。

“我们要以侨联公益30年为新的起
点，总结经验、守正创新，一步一个脚
印、一年一个台阶，为谱写中国侨联公
益事业新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中
国华侨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易超说。

侨爱无疆侨爱无疆 共创美好共创美好
——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成立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成立3030周年侧记周年侧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寅峰李寅峰

“香港具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
独特优势，既是中外文化的交汇中心，
也是中华文化传播与创新的窗口。而
从文化着手，故宫是最响亮的品牌，我
们能够参与支持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文化传承工作项目，意义非凡。”日前，
在故宫博物院敬胜斋，香港旭日集团
有限公司与故宫博物院、香港故宫文
化博物馆正式签署《故宫博物院、旭日
慈善基金共同支持香港故宫文化博物
馆文化传承工作的合作备忘录》。在活
动现场，作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香港旭日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
经理、真维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
事长杨勋如此解读此事的意义。

杨勋介绍，此项合作为期五年，
由旭日慈善基金资助一系列项目，包
括发起“香港故宫旭日学人计划”、

“香港与内地青年故宫实习计划”、
“香港学生中华文化体验计划”、筹办
大型专题展览和制作中华文化类英文
教育资源等内容，旨在进一步加强香
港与内地的文化交流，发挥香港内外
联通优势，讲好中国故事、香港故
事，提升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影
响力。

“我们与故宫博物院的缘分由来
已久。”在活动现场，杨勋娓娓讲述
起旭日集团资助故宫博物院雨花阁研
究性保护项目的缘起，“2016年，在
时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引荐下，旭
日集团捐资支持故宫博物院的‘雨花
阁研究性保护项目’，该保护项目对
于保护和传承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意
义深远，我们为能参与其中深感荣

幸。一直以来，我们都将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作为企业的社会责任。”

如今，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
确提出，支持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
流中心。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作为香
港文化新地标，已成为推动中华文化走
向世界、培育传承文化人才的重要平台。

“作为港资企业，我们立足香港，
紧跟国家发展步伐，此次能与故宫博物
院合作，共同资助香港故宫文化博物
馆，就是希望深化两者之间的交流与合
作，进一步落实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并为推动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杨勋说。

如今，系列合作项目的设计和规划
也已提上日程，例如：“香港与内地青
年故宫实习计划”，主要面向在香港或
内地的大学生或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青
年，帮助他们通过在故宫的实习经验，
增强对中华文化及博物馆事业的认识；

“香港学生中华文化体验计划”是每年
为1000名香港中小学生安排校外体验
活动，将以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及国家
文化遗产为主题，加强学生对中国传统
文化艺术及历史的认识，坚定他们的文
化自信，提升他们的国家民族意识和培
养爱国情怀。

杨勋说：“相信系列合作项目的推
动和落实，将进一步促进内地与香港
之间的文化交流，增强青年文化自
信，助力香港做好连接祖国内地与世
界各地文化艺术交流的桥梁，全方位
打造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推动中
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传承中华文化薪火
讲好中国香港故事

——旭日集团携手故宫博物院支持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文化传承
本报记者 徐金玉

汤振威，一名“80 后”香
港青年，香港中文大学本科，清
华大学硕士，毕业后在香港创
业。但在2021年的一天，事业
有成的他突然告诉家人，自己想
要报考宁夏的选调生。

于是，自小就是“别人家孩
子”的汤振威，将至“不惑之
年”时，只因一腔热血，毅然从
东方之珠到塞上江南，开始了他
的宁夏之旅。

“西北之行不是一时的心血
来潮，而是筹划多年的‘逐梦’
之旅。我在香港经商多年，想以
自己的经验和资源，帮助西北发
展。”面对起初并不支持的家
人，汤振威满腔热忱。

终于，他打动了妻子——为
支持他的理想，妻子辞掉工作，
带着3个孩子一起随他落户到祖
国的大西北。

“现在不仅是我，全家人也
投入到建设大西北的行列中。我
的出发点很简单，就想为国家做
点事，不敢说建功立业，只求出
一份力。”汤振威说。

作为“选调生”，汤振威被
派驻到银川市西夏区兴泾镇兴盛
村担任村主任助理，需承担从写
工作简报到帮助村民申请社会保
险在内的各种工作。

“虽然生活、工作环境比想
象中好，但语言等‘硬伤’，还
是让我措手不及。”汤振威坦
言，面临的最大的障碍是语言。
兴盛村村民多是宁夏南部山区的
移民，讲普通话的人并不多，常
年生活在南方的他普通话也不
好，往往连说带比划，沟通起来
还是困难重重。

为了更好地融入这片土地，

汤振威出牛圈入温棚，挨家挨户
与村民唠家常、聊产业，拉着热
心的村干部给他当“翻译”。一
年多来，汤振威的“听力水平”
大大提高，在田间地头与村民碰
面，还能拿方言开几句玩笑。

在走访入户中，汤振威很快
发现了制约兴盛村产业的症结所
在。

“乡村振兴要依托高质量的
产业发展。兴盛村的产业以低端
农业为主，结构相对简单。种植的
西红柿、芹菜、小西瓜等蔬果附加
值不高。”汤振威分析，要大力开
发新产品种植、创办农产品深加
工企业，延长现有产业链，让有限
的土地创造更高的价值。

2022年4月，汤振威利用创
业期间积累的商业关系，对接到
江苏省的草莓种植大户。“投资
一个温棚种植草莓要花不少钱，
村民没技术、没销路，风险太
大。而这些种植大户有十多年的
高端品种草莓种植经验，销售渠
道稳定，技术成熟，由他们牵头
干，村民才有信心。”在汤振威
的积极联系下，草莓种植大户走
进兴盛村，租用16座温棚作为
试点，建立草莓种植基地，每亩
年利润超4万元。

“看到真金白银，不少人都
找上门询问能否参与草莓种
植。”汤振威笑言，在这一年
中，草莓怎么种、怎么卖、效益
怎么样，村民们看得真真切切。
而自己也没闲着，和专家学种
植、与企业家谈销售，只要村民
想种，从技术支持到销售渠道，
都能一站式解决。

草莓大棚的引进，为村集体
增加了收入，为村民提供了就业

岗位，从“小家”到“大家”都尝
到了甜头。

今年，汤振威又因地制宜，尝
试引进燕窝果、水果芹菜等高端农
产品，还邀请专业讲师给村民做

“直播”培训，大力培养“带货达
人”，进一步打通销售渠道，让特
色农产品走得更远、叫得更响。

教育是汤振威关注的另一个领
域。他发现，村里的孩子们求知若
渴，可学习资源有限。于是趁着暑
假，他又在村子里办起了清华小学
堂，义务为小学生教授中国文化、
逻辑数学、趣味英语等。

“清华的高才生免费课外辅导
啦！”听闻汤振威招学生，周边村
子的家长纷纷带着孩子前来报名。
本 计 划 招 收 36 名 学 生 的 清 华

“小”学堂，最终成了超过80名学
生的清华“大”学堂。

“在各项事业中，教育是我最
看重的。”汤振威说，虽然个人能
力有限，无法为每名学生授业解
惑，但希望把梦想的种子埋在学生
心里，帮助他们确定奋斗的方向。

今年4月，汤振威邀请清华大
学师生28人组团来到兴盛村开展
社会实践。师生们与250多名乡村
小学生面对面谈梦想、聊生活：清
华大学的校园什么样？大学生活有
哪些趣事？学成之后能在哪些领域
报效祖国？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一
段段精彩的对话，成了帮助孩子们
筑梦的“种子”。

如今，驻村近两年，汤振威已
从白皙丰润的青年变成精瘦黝黑的
汉子。在他看来，在宁夏开启截然
不同的人生，虽然辛苦，目标却无
比清晰，就是要为这片土地、为村
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西部的
广袤大地上不断贡献自己的力量。

香港青年汤振威驻村记
张海峰 本报记者 范文杰

日前，西中经贸文化促
进会在西班牙马德里举办新
一届理事会就职典礼，被昵
称为“‘一带一路’搬运
工”的西班牙侨领毛燕伟连
任会长。毛燕伟坦言，带领
社团走过成立以来的五年，
实在是“不容易”——“可
以说，刚成立，就经历疫情
的严峻考验。”

让毛燕伟自豪的是，社
团成员非常积极，特别是核
心成员，毅然放下个人事业
和工作，迅速投身到抗击疫
情的公益事业中。采购物资
支持国内的抗击疫情、服务
旅居西班牙的侨胞以及当地
社会，那段时间，他们冒着
被感染的风险忙得昏天黑
地。

“但我们毕竟是‘经贸
文化’特色侨团，协会理事
们大多数为企业家，他们曾
经在中西经贸往来中发挥了
关键作用。”毛燕伟深知，
疫情是暂时的，带领大家积
极拓展渠道，开展经贸文化
交流工作更是长久的使命。

“特别今年是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10周年，第三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的成功举办带来更多
的好消息。趁此东风，我们
侨界社团更应该发挥桥梁纽
带作用，为祖 （籍） 国和住

在国之间的经贸文化交往牵线搭桥，也找到自己事
业发展的新机遇。”

毛燕伟介绍，不久前，协会与西班牙华夏中文学
校签署了战略协议，并与西班牙多个文化部门展开了
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大家也积极筹划各类活动，发挥
理事成员的长处，为中西两国的进出口贸易搭建平
台。

更让毛燕伟欣慰的是，此次新一届理事会就职典
礼上，西中经贸文化促进会青年委员会正式成立，新
一代侨领刘建巧出任会长。

“这股新生力量不仅代表着传承，更为协会的未
来注入勃勃生机。”毛燕伟说，侨界社团呼唤新生力
军，也需要新生力军。“希望他们为祖籍国和住在国
的交流交往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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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在新闻中看到第十批在韩中国人
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
陵园；而今，我能够亲手为他们敬献一枝鲜花，我
的心情十分激动。”

“没想到海城的直播带货产业链已经如此完
善，听完了产业园的介绍，我想介绍朋友到这里来
创业。”

“浑河岸边的K11购物艺术中心光彩夺目、‘大
钻石’熠熠生辉，划破老北市夜空的‘金凤凰’飘
逸灵动……沈阳之夜真是太惊艳了。”

日前，“追梦中华·开放与创新的辽沈大地
——2023海外华文媒体辽宁采访行”活动走进辽
宁沈阳、鞍山等地，来自马来西亚、澳大利亚、俄
罗斯、美国、德国、加拿大、法国、埃及等国以及
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的15家海外华文媒体和5家
涉侨中央媒体的记者用笔和镜头记录，将辽宁振兴
的故事讲给世界听。

探访双“六地”共话辽沈情

来之前，采访团成员对于辽宁的红色历史较为
熟悉，此次前来，加深已有印象的同时，大家又了
解到，今年以来，辽宁省委提出努力将辽宁打造成
为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重大技术创新策源地、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新高地、现代化大农业
发展先行地、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示范地、东北
亚开放合作枢纽地的新时代“六地”目标。无论是
历史，还是新时代目标，都成为采访团成员感兴趣
的话题。

在中共满洲省委旧址、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纪念
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香港中外新闻常务
副总编辑胡树萌细细地观看、聆听。“站在这片烈
士们抛洒过热血的土地上，我们的心情很沉重。生
逢盛世，不能忘记历史，更要传承好红色精神，赓续英雄之志。”他说。

在中国工业博物馆、鞍钢集团博物馆，新中国的工业发展历程令大家感慨
不已。“这里被誉为‘共和国的装备部’，当之无愧。”“原来中国这么多钢铁厂
都与鞍钢有着血缘关系，鞍钢是‘新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名副其实。”他们
感叹道。

走进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团员们被企业从自主研发第一台中国CT
到全球最快螺旋CT再到5G+医疗物联网、云医院平台的不懈努力而感动；走进
新松集团，仿佛进入机器人的世界，当了解到这家企业自主完成国家重要科技攻
关800余项，大家竖起大拇指，赞叹着“中国速度”“中国水平”；走进沈鼓集
团，记者们惊叹于这里的设备之大、产品之强。团员们说这样的“国家砝码”

“大国重器”让人心安、令人振奋。
一路行来，多位海外华文媒体人表示，看得到辽沈大地的卓越风姿，更可以

预见这片热土的美好未来。

中华文明源远 辽沈文脉相承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沈阳梨园剧场里，一场音舞诗画的艺术盛宴正在上
演。这台名为《沈阳印记》的融合演出由沈阳演艺集团创排，观众们随着剧情展
开，从远古到现代，看到的是沈阳厚重的文化底蕴，是沈阳再次挺起钢铁脊梁的
风采。

看完演出，罗马尼亚欧洲侨报副社长孙雨梅忍不住连用“高雅、唯美、感
人，内涵丰富”等词，来表达这场演出在她心中的印记。

从剧场内的故事跌宕起伏，到省博物馆的珍贵文物；从世界文化遗产沈阳故
宫，再到26座城市书房、116间城市书屋……文化沈阳让中华民族跨越千年的
文化一览无余。加拿大华文融媒体副主编王丽丽感慨地说：“坐下，就不想走
了。”

吸引大家的还有那些可以参与其中的文化创意：中断了300多年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辽三彩烧造技艺，在“85后”青年艺术家孙天舒的手中得以复活；用传
承340余年的“老龙口”白酒传统酿造技艺酿造出的美酒，依然甘洌芬芳；鞍山
玉石艺术馆内，岫岩玉在与海派玉雕大师们的碰撞中，获得了新生。在1905文
化创意园，70岁的澳门中葡经贸导报总编辑王谷元还与牙膏插画铺的创办人高
雅结下了“忘年交”，不久前，这位学美术的“00后”女孩，与朋友一道开始自
主创业……

数天时间，记者们流连于辽宁的人文气息中，禁不住纷纷慨叹：辽沈大地
上，中华文脉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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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交流

同胞在线 情系内地

11月30日，大雪节气将至。合
肥开发区一个小广场上，却暖意融
融地排起了长队，一群裹着冬衣的
大爷大妈虽然模糊着双眼，却露出
期待的笑脸。是日，中国华侨公益
基金会（以下简称“侨基会”）的

“侨爱心·光明行”合肥站活动启
动，这些白内障困难患者将得到免
费的医疗救助服务。

看着这些患者，侨基会工作人
员感慨满满。他们说，侨基会成立
30年来，有太多饱含温暖与感动的
故事、太多令人难以忘怀的瞬间。

““美在婺源美在婺源””————““侨爱心侨爱心365365--乡村美育乡村美育””室内公益讲堂室内公益讲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