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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批”纸短 家国情长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华人，有华
侨华人的地方就有福建人。福建是
名副其实的侨务大省，目前
生活在海外的闽籍侨胞
约有 1580 万。作为一
张 重 要 的 名 片 ，

“侨”的印迹在福
建随处可见。

正 逢 世 界 博
物馆日前夕，在
泉州，一座承载
着华侨异域创业、
回报家乡历程的博
物馆——泉州华侨
历史博物馆，给海外
华文媒体的记者们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那些远赴南洋的华侨不忘桑
梓、心系故土的往事，那些把民族兴衰
与侨胞命运紧紧维系在一起文物史料，
令大家感慨不已。

当看到展柜中陈列的 2004 年 《国
际日报》 报纸首页时，印尼 《国际日
报》 新媒体社长章维佳很是激动：“华
文媒体是中国与海外侨胞之间的重要纽
带。我们华文媒体人要继续心系祖

（籍） 国发展，为世界各地中华儿女同
圆共享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附近，有一
幢由“番仔楼”改造的泉州侨批馆，这
里收藏的大量与华侨相关的文物和资料
吸引了采访团一行。

“批”即为“信”，侨批是海外华侨
通过民间渠道以及后来的金融、邮政机
构寄回国内的家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
凭证，盛行于 19世纪中叶至 20世纪 70
年代。

一张张泛黄的纸张，不仅承载着侨
胞对家乡亲人深深的惦念，也深藏着侨
胞的爱国之情。“侨批，是华侨与家
乡、亲人联系的纽带，也是他们海外奋
斗历程的见证，更是我们后人了解华侨
历史的重要窗口。”罗马尼亚 《欧洲侨
报》 副社长孙雨梅说，“一封封充满思
乡之情的侨批，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华侨

们对家乡的眷恋和对祖国的热爱。”
侨批纸短，家国情长。侨批馆中，最

令人动容的是抗战时期的侨批：“如我国
决定与日本死战，我则决意返国从军，以
尽 一 国 民 之 职 也 ”“ 出 钱 出 力 各 尽 天
职”……采访团注意到，不少侨批信笺上
印着“抗日救国”“勿忘国耻”的红色字
样，所汇款项不仅为贴补家用，更注明

“请购救国公债”。一笔笔来自侨胞的汇
款，为抗日战争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

采访团成员表示，侨批虽已成为历
史，侨批文化却历久弥新，其中蕴含的宝
贵精神在海外侨胞中代代相传。

感悟海丝文化中的侨力量

“一部船政史，半部中国近代史”。在
福州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采访团一行感
受到了福建船政的历史厚度和文化深度。

“看着这些丰富的历史遗存，更能感

受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变迁。这些福船
曾经驰骋浩瀚海洋，带着福建人爱拼善赢
的气势，穿梭于各国之间，搭建起中国与
世界的文化贸易桥梁。”采访团成员、美
国华盛顿中文电视台副台长袁艳感慨道。

“马来西亚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
重要国家，也是最早响应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的国家之一，更在合作共建中收
获了丰硕的成果。福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支点，在此次采访活动中，我更
受到启发，作为华文媒体人，要用手中的
笔、相机的镜头记录好、宣传好中国故
事。”采访团成员、马来西亚海内外传媒
集团主席续炳义表示，每位华文媒体记者
都是新时期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见证
者和参与者，各国华文媒体朋友相聚在
此，了解、宣传好祖 （籍） 国文化，是非
常必要的。

在随后走访的泉州开元寺、泉州海外
交通史博物馆，无不展现了“海丝”的历

史遗存和“海丝”的文化内涵。在泉州，
一砖一瓦都有历史，一街一巷都有故事。
泉州丰厚的历史积淀，展现着海上丝绸之
路开放包容、和谐共生的特性，也展现出
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

从嘉庚精神到学村文化

在福建的采访行程中，闽籍侨胞慷慨
解囊救国家于危难、联通内外搭建起的交
流桥梁的往事深深打动着记者朋友们，大
家更为触动的是，侨胞捐资助学、心系家
乡教育的善举更是实实在在惠及着后人。
以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为代表的光辉事
迹，依然被传颂着。

遍访南强风华，读百年厦大。在历经
沧桑的厦门大学校园中，一花一草、一砖
一瓦都蕴藏着“嘉庚基因”和“诚毅编
码”。“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
嘉庚先生倾资创办厦门大学的故事让采访
团成员、澳门《国际贸易导报》总编辑殷
杉十分感慨。“厦门大学1963年就被列为
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可见其建校办学质量
之高！‘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
强’，嘉庚先生的苦心和远见让人钦佩！
厦大这么大，被称为‘校主’的嘉庚先生
却只在小小一块奠基石上留下自己的名
字。他的无私和胸怀让人感动，他的精神
值得广泛传扬。”

加拿大《世界旅游报》副总编倪霞一
边参观一边颇有感触地说：“1925年，陈
嘉庚的资产已达到 1200 万，是名副其实
的东南亚橡胶大王。他富甲一方，却始终
保持俭朴的生活习惯，对教育和慈善事业
的投资，又是那么慷慨。我们要用好自己
的平台宣传嘉庚精神，让更多的人来了解
他、学习他，将嘉庚精神代代传承。”

在陈嘉庚纪念馆，集美大学校董会原
常务副校董、副秘书长任静波老先生更是
激动讲起一段往事——2014 年，陈嘉庚
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任静波以集美校
友总会和个人的名义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
一封信，没想到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回
信。“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提到了陈嘉
庚先生‘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以
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的品格，关心祖国
建设、倾心教育事业的诚心’，说到了大
家心坎里，我们都很感动。”

“爱国，是贯穿陈嘉庚一生的主线。
更可贵的是，嘉庚先生的爱国精神随着时
代的发展，在传承中不断得到丰富、提
升。”意大利侨网副总编李俏红感慨地
说，通过几天的走访，她认识到，继承和
发扬陈嘉庚的爱国精神，不仅是对嘉庚先
生的纪念，更是对整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承和发展。

“在当今时代，我们更应铭记陈嘉庚
先生的事迹，将他的爱国精神代代相
传，激励包括海外侨胞在内的所有中华
儿女，为中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
量。”马达加斯加 《中非日报》社副总编
许海媚说。

传承先贤精神 感受侨乡韵律
——“追梦中华·弘扬新时代嘉庚精神”2024海外华文媒体采访团走进福建

本报融媒体记者 陈姝延

今年5月8日到10日，在香港特
区政府教育局局长带领下，香港高教
界组团开展了一次历史之旅。可以
说，这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首次全港
高校负责人赴京研习团，创造了三个

“最”，即规模最大、类别最全、规格
最高。

规模最大。香港全部 22所本科
高校，包括 9家公立院校和 13家非
公立院校的负责人都参加了此次活
动，并在北京与北大、清华、人大等
10家著名院校的校长、书记进行了
京港高校交流座谈会。

类别最全。参加人士来自香港公
立院校中的8所大学、1所学院，非
公立院校中的 4 所大学、9 所学院，
还有特区政府教育局的官员，公务员
体系中分别负责公校和民校管理工作
的官员等。

规格最高。22 所高校的校长或
署理校长、3个委员会的主席、教育
局局长和常任秘书长，即全部一把手

“倾巢出动”。
期间，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

见研习团时“聊天式”的讲话，传递
了中央对香港高校的关爱和重视，更
有中央对香港教育的关注和期待。与
会者们彼此分享，聆听夏宝龙主任讲
话，感到亲切温暖的同时，又感到肩
上的重任。

夏宝龙在讲话中谈及他与老师的
一段师生情，他说，自己的老师在认
不清眼前人的状态时，仍然惦挂着他
这个学生，令很多香港高校校长动
容。夏宝龙表示，香港高等教育具有
独特优势，教学质量高、基础研究
强、国际联系广、与内地合作实，可
谓实力雄厚、影响巨大。这是香港引
以为傲的“金字招牌”，是香港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夏宝龙的讲话，给香港高校校长们输入满满的正能量，我
在思考自己学校发展的同时，不禁想着如何对标国家规划和所
需，希望结合学校自身优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在3天时间里，研习团马不停蹄地参观了国家级实验室、
全球领先的科技企业、香港大学北京中心等地，聆听了世界著
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的演讲、举行了京港大学交流、拜访了
科技部、教育部和中央港澳办。丰富的行程，用心的安排，可
见中央对此次研习活动的重视。在国家实验室听到实验室主任
和科研人员作相关介绍，令我大为吃惊：领头人都很年轻，而
且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成就。多位杰出科学家不为国外一流大学
和科研机构的“招手”所动心，毅然放弃高薪厚职选择留在国
内效力，他们的报国情怀令人感动。我在他们身上看到国家的
希望，我也为亲眼目睹的国家科学水平之高和科研力量的迅猛
发展感到骄傲。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来自香港不同类型院校校长、不同角
色的委员会主席和特区政府教育局官员，历史性地三天两夜一
起生活、参观和交流，增进了彼此的认识和了解，开启了深入
互动，这种活动在香港本地也没有出现过。香港高等教育的

“全套班子”这次聚会北京，我深刻感受到新气象正在出现，
相信香港高校教育会形成全新局面。

作为亲历者，这次研习活动对我来说可谓感受深刻、收获
丰富、能量满载、友情增进、方向明晰。通过研习活动，我深
深感到香港教育是国家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高校要把多
培养人才、多出科研成果、多为国家发展作贡献记挂心中，作
为校长更要担起责任，坚守立德树人根本，厚植家国情怀，唱
响爱国爱港主旋律。

作为爱国爱港高校的校长和全国政协委员，我将与香港高
校同仁们一起在教育强国建设中贡献香港智慧，发挥好“一国
两制”的制度优势和香港的国际化优势，把国际教育枢纽建设
好，在香港由治及兴的新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期作
出贡献。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专业进修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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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惠兵） 一个是山海和鸣的“有福之
地”，一个是魅力无限的“东方之珠”，一个是文化交织的“海
上花园”。近日，福建省政协访问团 （以下简称访问团） 奔赴
千里之约，从闽江之滨，到香江之畔，再到濠江之畔，为闽港
澳三地“搭桥”，共话合作、共谋发展。

“你们一路辛苦了，先坐下来喝杯茶。”5月 6日至 11日，
省政协主席滕佳材率访问团分别深入香港、澳门访问，受到了
港澳各界关注和闽籍乡亲的热情欢迎。一路考察、一路交流。

在香港，访问团先后走访香港福建社团联会、福建省港区
政协委员联谊会、香港福州社团联会等闽籍社团，看望闽籍乡
亲，并召开座谈会，向闽籍乡亲宣讲全国两会精神；在澳门，
访问团深入社团、社区和学校、企业，看望委员、慰问乡亲，
在同步宣传宣讲全国两会精神之余，与乡亲乡贤们共叙乡情。

滕佳材表示，希望大家按照国家所需、港澳所长，搭桥
梁、做纽带，推进“一国两制”不断向纵深发展，推动闽港澳
全方位、深层次合作，为省政协“为闽协商 为民服务”特色
品牌多出点子、多想实招、多办实事，为新福建建设汇聚更多
智慧、作出更大贡献，一起讲好福建故事、传播好家乡声音。

“我们将继续全力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增进同胞福祉，做
推动‘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的忠实维护者，团结凝聚香港
闽籍乡亲大力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主动参与香港社会事
务，更加关注支持家乡发展，积极宣传新福建，讲好闽港交流
合作新故事。”在港闽籍乡亲、港区政协委员们如是说。

在澳闽籍乡亲、澳区政协委员们则表示，持续坚定拥护
“一国两制”方针，大力支持澳门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积极参
与澳门社会事务，助力澳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弘扬传承福建
人敢为人先、爱拼会赢的开拓创新精神，当好闽澳交流交往的
使者，推动闽澳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多联系，情更深；多走动，商机就更多。此次福建省政协
访问团赴港澳之行历时6天，行程紧凑、务实交流，取得预期
效果。

福建省政协访问团
赴港澳叙乡情话发展

近日，位于重庆市云阳县市民文化活动中
心内的“彩云阳光委员工作室”正式授牌成立。
作为云阳县首个市级特色委员工作室，这既是
云阳县政协委员特别是港澳台侨界别委员开展
学习交流、协商议政、团结联谊的重要阵地，也
是接待界别群众、了解民情民意的主要场所。

如果说委员工作室是一个“家”，那群众就
是“家里人”，委员就是“当家人”。“来到云阳，走
进彩云阳光委员工作室，我有一种回家的感
觉。”才挂牌，彩云阳光委员工作室就迎来一群
特殊的“家人”——粤港澳大湾区商业联合会代
表团。当天，在市政协港澳台侨外事委的牵线
组织下，渝港两地商会及企业家30余人围坐一
堂，深化交流合作，共谋融合发展。随后，代表
团为云阳县特殊教育学校、清水民族小学捐赠
共计35万元的善款和物资，部分企业代表还与
云阳签订了有关商贸项目和关爱留守儿童项
目，以实际行动携手助推云阳发展。

“界别群众在哪里，委员工作室就建在哪
里。要让群众触手可及、抬脚即到、坐下就谈。”
彩云阳光委员工作室牵头委员、重庆市政协港
澳台侨外事委副主任、云阳县政协主席赖建彬
如是说。

据了解，彩云阳光委员工作室由市政协港
澳台侨外事委指导打造，现有13名市县政协委
员，其中县政协侨联界别委员4名、涉外企业委
员 2 名。工作室以服务外向型经济为支点，统
筹布局协商议事堂、委员活动之家、社情民意收
集站、综合示范点等多个功能场所，发挥“一个

阵地、多种功能”作用，实现了场地共享、功能共
用，切实拓展了委员履职阵地。

建成不是终点，用好才是目的。在彩云阳
光委员工作室的墙上，悬挂着协商议事组织架
构、制度规则、协商流程、协商成果等，图文并
茂，一目了然。

赖建彬告诉记者，云阳县政协充分发挥彩
云阳光委员工作室示范带头作用，持续擦亮“渝
事好商量·云上来协商”“理响云阳·委员之声”

“梯城云阳·志愿有我”“服务民生·信息直通”四
大品牌，持续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推
进协商议事常态化、履职为民长效化。2023年
6 月筹建以来，坚持“月月有计划、周周有主
题”，做到“事事有反馈、件件有回应”，彩云阳光
委员工作室已组织界别委员专题学习 8 场次，
开展协商议事活动 12 场次，提出意见建议 37
条，协商解决企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热点难
点问题26个。

“我们组织开展政协委员进企业专题协商
活动，围绕外贸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聚焦
城市公园升级建设，协商推动龙脊岭公园山体
危岩整治和健身步道拓宽；成功推动下岩寺消
防通道建成，极大完善了消防应急保障功能，方
便了群众出行……”赖建彬如数家珍。

赖建彬表示，云阳县政协将持续深化彩云
阳光委员工作室的建设，切实把委员个体的点、
界别渠道的线、社会群体的面贯通起来，构建起

“点线面”汇智聚力多维格局，真正提高服务大
局的质量和成效，干出精品，干出亮点。

重庆市政协彩云阳光委员工作室服务港澳台侨界别——

让委员和群众有“回家”感觉
本报记者 凌云 通讯员 邹礼

Z 委员观察

近日，“侠现妈阁”金庸剧集服装展及兵器展在澳门海事工房开展，展
览重现八大金庸武侠剧集的多个经典场景。图为与会者在“侠现妈阁”金庸
剧集服装展及兵器展上参观。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 摄

在澳门“感受”金庸

三 山 苍 苍 ， 闽 水 泱
泱。近日，由中国侨联主
办、福建省侨联承办的

“追梦中华·弘扬新时代
嘉庚精神”2024海外华文
媒体福建采访行活动走进
福建省，在陈嘉庚先生诞
辰 150 周年之际，追寻福
建侨乡文化印记，感受并
传承嘉庚精神。

▲
侨
批

▲集美大学校董会原常务副校董、副秘书长任静波老先生
（右二） 讲起一段往事

陈嘉庚先生侄孙陈忠信 （右一） 讲述他耳濡目染的嘉庚教诲。

Z 地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