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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门的福建移民史上，

不能不提到望厦山与望厦村。

那里是福建人最早移居的地

方，1386 年有一批厦门人在此

定居建村。厦门侨界和澳门侨

界也在这历史长河中结识与交

往……

当时光回到 1999 年 9 月

24 日，厦门人民会堂洋溢着节

日的气氛，1000 多位归侨侨眷

和来自印尼、缅甸、菲律宾、泰

国等国家的华侨、华裔留学生

观看了由厦门市侨办、厦门市

侨联、致公党厦门市委会和澳

门归侨总会举办的大型歌舞晚

会。整台晚会异彩纷呈，充满异

国情调，表达了归侨侨眷及海

外侨胞“爱国、爱乡、爱澳门”的

赤子之情。两地归侨联袂表演

了《祝福澳门》《欢乐的节日》

《故乡的云》《赤子情怀》等四个

篇章的节目。

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东

南亚有关国家疯狂排华，不少

华侨纷纷迁移到澳门。共同的

遭遇和语言，促进了共识，引起

了共鸣。为了加强团结互助，维

护归侨的正当权益，发扬爱国

爱乡的传统精神，卒以梁披云

（又名梁雪予，马来西亚归侨、

全国政协委员）等为首的一批

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

缅甸等国家和地区的热心归

侨，积极筹建了归侨组织，1968

年 3 月“澳门归侨总会”就在弹

丸之地的澳门诞生。

澳门归侨总会成立后便旗

帜鲜明地为维护归侨的正当权

益而努力工作，多次推派代表

前往澳督府向总督面陈抗议书

或与澳葡当局进行交涉，据理

力争，要求撤消苛例，并争取到

海外华侨申请来澳与家人团聚

和谋生及归侨在澳门的居留

权，解决了不少归侨无处安身

的困境。缅甸华侨因保证金的

减轻，入境居留者不断增加，目

前仍有 4万余人在澳门。

1993 年全国人大通过的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

“归侨”界别获得承认，并列入

在《基本法》有关条款之中，这

是澳门归侨不断努力争取的成

果，也充分体现了祖国对归侨

的关怀、照顾和重视。

澳门回归祖国 20 年，澳门

侨界以自身优势和特色，坚决

拥护“一国两制”“澳人治澳”和

高度自治方针，支持特区政府依

法施政，关注社会事务，积极参

政议政，发挥自身优势，配合特

区政府“请进来，走出去”，加强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联系。

印尼文化走进竹坝学校

经过 2 个多月共 11 次的

教学实践，由厦门市印尼学生

协会、厦门市竹坝学校、厦门

市印尼归侨联谊会共同推行

的“中印相融·竹坝研学”印尼

文化走进竹坝学校实践活动

于 2019 年 12 月 28 日闭幕。

满怀收获与期待，在厦印

尼留学生老师和志愿者、实践

活动班的同学及家长等 70 多

人参加闭幕式。更可喜的是，

来华学习汉语的印尼官员代

表 10 人也出席了闭幕式。

厦门市印联会青委会秘

书长蔡伟霖致辞，他表示市侨

联和印联会都很重视这项活

动，它可以加强中国 - 印尼之

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希

望在志愿者老师辛勤努力和

竹坝学校的配合下，“中印相

融·竹坝研学”实践活动越办

越好。

华侨大学印尼留学生邓

雯雯是其中的志愿者，她说，

在两个月学习交流过程中，看

到同学们学习积极，好奇心

强，学习速度快。希望学生们

不仅开心学习，也对印尼文化

产生兴趣。

竹坝学校副校长吴志荣

在致辞中说，中国的“一带一

路”倡议看似遥远，其实同学

们和印尼的哥哥姐姐们正在

践行。听说印尼驻华使馆非常

关心“中印相融·竹坝研学”实

践活动，竹坝学校的名声已传

到印尼。这十来次的活动对孩

子的成长很有帮助，感谢不远

千里来竹坝的印尼学生们。他

还表示，竹坝学校一贯的品牌

是“排球”和“节令鼓”，学校将

力求把“中印相融·竹坝研学”

活动做成一个新品牌。

五年级（2）班的王亦爽代

表同学们发言，她说，感谢印

尼的各位老师，是你们带着我

们体验了丰富多彩的印尼文

化，感受到了令人向往的异域

风情。第一次参加“中印相融·

竹坝研学”实践活动的时候，

心里充满了好奇：“我会学到

什么呢？”后来每周一次的活

动解答了疑惑。从印尼的语

言到歌曲，从服饰到美食，每

一次活动都带来知识与惊

喜。原来，印尼的文化是这样

的有趣！原来我们身边就有

这么多又特别又新奇的东

西！

(厦门市印联会青委会)

追梦中华挥春送福
鹭风报社再办迎新春写春联活动

本报讯 （记者 林硕）“金

猪献福欣辞旧，锦鼠接财喜迎

新。”年关已近，新春将临，1 月

9 日下午，“追梦中华，挥春送

福”鹭风报社迎新春写春联活

动在团结大厦举行，为侨胞、

市 民 送 上 了 一 道 “ 新 春 盛

宴”。

同往年一样，今年有陈力

杰、陈进加、陈和杰、林振喜等

多位厦门知名书法家为市民

挥毫书春。现场读者们一边手

拿《鹭风报》挑选喜欢的春联，

一边井然有序地排起了“长

龙”。数位著名书法家精神饱

满，凝神挥毫，书写了一副副

春联和一个个“福”字，为侨胞

和市民朋友们送上鼠年新春

的祝福。

写春联是中华传统文化习

俗，从下午 2 点半开始，持续两

个半小时的活动共送出 200 余

副对联及众多的斗方作品。拿

到对联的人们有的忙着晾干，

借助现场的桌椅、地板，将春

联“铺满大地”；有的品读本报

之前刊载的厦门市楹联学会

会员撰写的对联，慢慢揣摩、

细细挑选……火热的活动背

后是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可，

冬日里浓浓的年味中更增添

了一丝文化的气息。

年 月 日晚，厦门侨界与澳门侨界在人民会堂举行“我爱你中国”歌舞晚会，

庆祝国庆五十周年、迎澳门回归祖国。图为缅甸归侨联谊会演出缅甸舞

年 月 日上午，厦门侨界举办了《澳门形势报告会》，澳门归侨

总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特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梁仲

虬先生为 多位各界侨胞做报告

昂格隆表演

孩子们送给印尼老师的纪念贺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