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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翁舒昕）8 月

22 日上午，受厦门市委统战部领

导委托，侨政综合处有关人员一

行前往同安区和翔安区，走访慰

问 2019 年度升读高校的困难归

侨侨眷学生，以实际行动关爱贫

困归侨子女。

侨政综合处有关人员走访慰

问马来西亚侨眷洪玲、越南侨眷

蒋倩雯、新加坡侨眷陈柔韵等三

位准大学生，与家长、学生亲切交

流，询问了他们的身体和生活状

况，以及家庭困难情况。鼓励归侨

侨眷困难家庭树立信心，克服暂

时困难，尽量给孩子营造良好的

学习环境，并分别为他们送上了

3000元助学金。

侨政综合处有关人员说，帮

助归侨侨眷解决困难是厦门市委

统战部的职责之一，今后有困难

可以寻求侨务部门的帮助，并鼓

励归侨子女努力学习，用优异的

成绩回报社会。三位同学及家长

均表由衷感谢，并表示将会在大

学里勤奋学习、回馈社会。

中国侨联

赴闽调研华侨农场
本报讯 据福州福清市侨联消息，近日，

中国侨联基层建设部副部长刘景春一行 3

人，在福建省侨联副主席林俊德和福州市

侨联副主席李清华等人陪同下，来到福清

调研“华侨事务预算专项经费的使用、管理

及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等相关情况。

福清市领导胡万源、市侨联副主席林

群陪同调研。

当天，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江镜华侨

农场、东阁华侨农场开展调研，重点了解华

侨农场的华侨事务专项经费发放、使用和

管理的情况以及存在的实际问题，并听取

华侨农场在专项经费的使用、管理中好的

经验做法。

刘景春表示，华侨事务专项经费发放

工作，是当前侨联工作的一项新任务，是为

侨服务的一个重要体现，务必要上下同心

抓实抓牢这项工作。

他表示，希望通过本次调研，收集华侨

农场在华侨事务专项经费发放、使用和管

理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补齐不足、修改

完善、满足需要，以落实好华侨事务预算专

项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更好地发挥这项经

费的作用。 （高晶晶）

南靖获赠

爱国华侨张君武侨史资料
本报讯（通讯员 张梦帆 游雪慧）“塔

下村是生养我父亲的地方，他对家乡满怀

深情。但是‘忠孝难两全’，自从离开家乡，

他再也没有回过家，一生精忠报国。到他想

回家的时候，却已经身染重病，只能抱憾终

生。我要秉承父亲的遗愿，把他的爱国精神

带回来。”日前，在南靖县书洋镇塔下村举

行的爱国抗日华侨张君武侨史资料捐赠仪

式上，张君武的二儿子张旭明说。

当天，他把与父亲有关的侨史资料捐

赠给家乡侨史馆，以勉励后人继承先辈的

爱国传统。

张旭明是四川省自贡市侨联处级退休

干部。多年来，他带着对父亲和家乡的深厚

感情，致力于侨史文物的征集与收藏。每件

珍贵的侨史资料都凝聚了他的心血汗水，

花费了他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在捐赠仪式

上，张旭明郑重地向家乡捐赠了《荣县志》

《新马华人抗日史料》、张君武归国抗日前

夕照片、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授予张

君武的荣誉证书等 20 余件珍贵的侨史资

料。

“他无偿地将这些珍贵文物捐献给正

在建设的南靖县侨史馆，这将极大地丰富

南靖县侨史馆的展陈内容，提供生动的历

史见证。南靖侨史实物资料捐赠工作自去

年底正式启动以来，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

这些侨史资料对于推动南靖侨史馆建设具

有重要意义。”南靖县侨联主席庄亮声说，

南靖将认真把这些侨史实物资料妥善保

护、收藏、展示，铭侨功于馆阁、树侨风于后

世、系侨情于来者。

据四川荣县《荣县志》记载，张君武为

1917年生人，读大学时开始参加抗日救亡

运动，是新加坡归侨和抗日英雄，一生充满

传奇色彩。

本报讯（通讯员柯雯靖）

8月 21 日上午，由致公党福

建省委主办，省委教育文化

体育工作委员会、福建致公

书画院共同承办的“礼赞新

中国 致力新时代”———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书

画展在省政协书画院开幕，

省政协副主席、致公党福建

省委主委薛卫民出席开幕式

并致辞，省委副主委刘珂，省

委副主委、厦门市委主委徐

平东，省委副主委兰万安、叶

敏、吴棉国，厦门市委副主委

郑幸红、关琰珠等参加开幕

式。省政协秘书长陆开锦、中

共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冯志农

等领导应邀出席开幕式。由

厦门市委推荐参加省委“一

周课堂”的学员一同参观书

画展。

此次书画展是致公党

福建省委为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 12 项主题活动

之一，展出闽籍书画名家

的百幅作品，致公党厦门

市委一共选送庄德义等 10

位书画家的 17 幅美术、书

法作品参加，也借此表达

了厦门致公党员对伟大祖

国的深厚感情，并通过书

画作品展览形式，积极展

现中国致公党始终与中国

共产党同心同德、同向同

行的政治品质，展示广大

致公党员凝心聚力、持续

奋斗的精神面貌，表达致

公党人对祖国繁荣富强、

人民幸福 安康的美好祝

愿。

本报讯（通讯员 杨靖）近日，第

三十七届“柯朝阳奖学金”颁奖仪式

在同安会堂举行，区侨界代表及受奖

学生参加了颁奖仪式。同安区委常

委、统战部长樊荣兵等应邀出席，柯

氏家族代表柯定方、叶美丽、柯嘉禾

专程从香港回乡颁奖，区侨联主席林

一亭主持了颁奖仪式。

柯氏家族第二代柯定方表示，设

立“柯朝阳奖学金”目的是弘扬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他同时也对获奖学生

提出了殷切希望。柯氏家族第三代柯

嘉禾发言表示，创办“柯朝阳奖学金”

的初衷在于鼓励先进、奖优助困促

学，从祖辈到父辈，再到他这一代，三

十七年的传承从未间断过，这其中的

坚持源于他的祖辈父辈爱国爱乡热

心公益无私奉献精神的激励，做为柯

朝阳的第三代传人，他将继承家族优

良传统，继续做好“柯朝阳奖学金”颁

发工作。

2019 年度同安文科第二名吕思

妤代表所有获奖同学对柯朝阳先生

及柯氏家族为教育所做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的感谢，并表示在未来求学的

路途上，他们将按照习近平主席“时

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

青年”的期望，不忘初心，不忘使命，

努力为祖国存一分热，发一分光。

区委常委、统战部长樊荣兵对柯

氏家族几十年坚持颁发“柯朝阳奖学

金”，激励无数同安优秀莘莘学子表

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高敬意，向今年

获得奖学金的 7 位同学表示祝贺，同

时也向获奖同学提出三点希望。一是

放眼未来，立志成才，以努力实现自

己的人生价值。二是刻苦钻研、全面

发展，把自己培养成为有道德、有知

识、有理想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

三是珍惜荣誉，心存感恩，常怀感恩

之心，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

“柯朝阳奖学金”是同安解放以

来第一个由个人创办的奖学金，自设

立以来己连续走过了 37 年历程，奖

励了同安区（翔安区）每年高考文理

科前三名数以百计的优秀学子和贫

困生。迄今已有 469 名学生受奖受

助，发放奖金 150多万元。在同安（翔

安）影响深远，鼓励着一届届的同安

（翔安）学子。

本报讯 8月 24日，2019海峡两岸

暨港澳地区群众体育系列赛———“集

美嘉庚杯”羽毛球赛在嘉庚体育馆开

赛，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 20支

队伍、264 名羽毛球爱好者齐聚集美，

挥拍竞技。据悉，这是集美首次举办国

家级羽毛球赛事。

本届比赛以“情牵中华羽连两岸”

为主题，以羽毛球混合团体赛的形式

进行，为期两天。赛事通过海峡两岸及

港澳地区都十分普及的羽毛球运动，

搭建起相互沟通交流的平台，加强台

港澳同胞对中华文化同根同源、一脉

相承的认同，为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力

量。

本次赛事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联

络部、福建省体育总会主办，福建省社

会体育指导中心、福建省乒羽网运动

管理中心、福建省羽毛球协会、集美区

台港澳办、集美区体育出版广电局和

七个半裁缝(厦门)时尚服饰有限公司

承办。 （林桂桢）

本报讯 近日，台青高湘

泽和团队正忙着拍摄一档美

食栏目。他来厦门创业已有

两年，最初以做VR 旅游地

图打开厦门文旅市场，如今，

他计划拍摄厦门具有代表性

的闽菜及地标建筑故事，向

海内外传播闽南文化。

在高湘泽看来，厦门是

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为

他的创业项目提供了不少创

意。“最近，我们打造了‘闽菜

对话’专题栏目，主要讲述 5

个主厨的个人故事，从他们

的视角说出闽南文化和闽菜

的故事背景。该栏目既要有

创新过程，也围绕最重要核

心，讲述的是一个传承的故

事。”

为了丰富这一专题栏

目，高湘泽邀请了许多两岸

美食、旅游达人前来参与拍

摄，领略闽菜原始的味道。高

湘泽说：“大家对小时候的味

道有满满回忆，这就是我们

想表达的简单朴实的闽南佳

肴包含的怀旧情感。”

下一步，高湘泽还计划

走进鼓浪屿，拍摄地标故事。

高湘泽常年在海内外取景拍

摄，见过不少美景，但祖国的

山山水水依旧令他十分动

容。“厦门有不少精彩的文化

故事可以述说，我们计划从

厦门开始，拍摄大陆的好山

好水。”高湘泽说，“有不少台

青在厦门创业从事文创产

业，我们希望用自己所擅长

的专业，发展一些接地气的

项目，再加上相关惠台措施

的加持，我相信我们在大陆

从事的文旅拍摄会被越来越

多的人认可。”

（陈翠仙潘薇）

本报讯 8月 24 日，思明

区文旅局举办了一场周末·

文物游活动，邀请厦门的文

物宣导志愿者为青少年介绍

辖区内文物背后的故事。这

次活动中对于海峡两岸社区

营造工作坊办公室主任周芷

茹而言是一次成果展示，此

前，她参与培训了一批厦门

文物宣导志愿者。

2016年起，周芷茹的团队

就对中华街道的不可移动文

物进行梳理，曾是台南古迹导

览解说员的周芷茹，将台湾在

文物保护方面的经验带到大

陆来，在厦门、泉州等地从事

历史文化街区建设，她也因此

成为宣导当地文化的志愿者。

“厦门有许多不可移动

文物，它们散落在街头，对于

这些文化资产的保护，不仅

需要政府部门的力量，人人

都应当承担起守护者的责

任。”周芷茹告诉记者，在台

南，有两三百名志愿讲解员，

每周六都会在文物古迹保护

点，为市民游客进行解说。

周芷茹也把这一方式带

到厦门来，她前后花了近 1

年时间盘点街区内所有不可

移动文物和建筑，并按照时

间、历史脉络进行梳理，把点

上的文物串联成线，最终设

计出三条游览线路。

“除了不可移动文物，两

岸还拥有相同历史文脉，这也

应当由两岸同胞共同守护。”

周芷茹说，他们参与上月在台

湾美浓举行的海峡两岸郑成

功文化节，借助这一活动，促

进了两岸信众之间的联络，增

进台湾同胞的民族认同感。

周芷茹告诉记者，他们

计划设立“文物银行”，将一

些不可修复的文物保存在

“文物银行”内，对其进行创

新化应用，让它们延续应有

的价值。 （陈翠仙潘薇）

八闽侨声

“柯朝阳奖学金”奖励优秀学子“集美嘉庚杯”羽毛球赛
在嘉庚体育馆开赛

台青计划借美食栏目 向海内外传播闽南文化

台胞拟在厦设“文物银行”保存不可修复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