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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26 日，一场以

“侨青侨商助学”暨“凝聚侨心，

牵手未来”侨青爱心图书角捐赠

为主题的活动分别在厦门市同

安竹坝华侨农场和五显镇三秀

山村举行。

今年共有 39 位困难学生通

过“侨青侨商助学”活动获得帮

助。“侨青侨商助学”活动是厦门

市侨联精心打造的特色品牌，旨

在帮助侨界家境贫寒、品学兼优

的学生实现自己的求学梦。该活

动从 2011 年举办至今，累计捐

助 417 人次，发放助学金 23.73

万元。

据了解，虽然很多侨资企业

的经营状况受到了疫情影响，但

孩子们的助学金额并没有因此

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侨青侨

商助学’是厦门市侨联开展群众

工作的务实措施之一，我们将继

续搭好这个平台，牵线搭桥做好

服务工作。”厦门市侨联副主席

邓飚表示，希望孩子们铭记捐助

人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的精神，

并将其转化为学习的动力，长大

后传承助人为乐、扶贫济困的侨

界优良传统。

当天除了举行助学活动外，

厦门市侨联青委会、同安区侨联

等一行还前往五显镇三秀山村，

为该村少儿图书馆“侨爱心图书

角”挂牌捐赠图书 1179 册。

本报讯 6 月 22 日，南宁

广播电视台纪录片《赤子足

迹》摄制组来厦拍摄采访。

在厦期间，摄制组访问了华

侨博物院名誉院长陈毅明

以及陈嘉庚纪念馆馆长陈

呈，了解南侨机工的历史，

拍摄采访相关人物。

纪录片《赤子足迹》围

绕家与国，通过家庭相册切

入，讲述了风华正茂的华侨

毅然放弃安逸生活，回到祖

国抗日的故事。当年，在著

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的

号召和组织下，华侨青年踊

跃应募，组成 3200 多人的

“南洋华侨回国服务团”（简

称南侨机工）。他们毅然踏

上抗日救国征程，赤胆忠心

为全民族抗战胜利做出贡

献。此次纪录片将打开那段

尘封的记忆，为历史保存一

份珍贵的影像资料。

当天，85 岁的华侨博物

院名誉院长陈毅明面对南宁

广播电视台摄制组侃侃而

谈，陈毅明围绕南侨机工的

历史展开，用毕生对侨史的

研究将过往逐一铺开讲述，

“每当提起南侨机工的回忆，

总是让我热泪盈眶，在那个

山河破碎的年代，海外华侨

表现出的决不当亡国奴、共

赴国难的情怀何其壮烈，那

是中国人挺起了脊梁，扬起

了阳刚之气的社会风貌”。陈

毅明还表示，作为后人应当

时刻铭记历史、居安思危，学

习南侨机工英雄前辈们的爱

国主义精神，从而积蓄更多

的力量为新中国贡献自身的

力量，努力建设美好家园。

据了解，此次纪录片拍

摄采访成员都是南侨机工的

后人。1996 年，南侨机工后

人成立南侨机工眷属南宁联

谊会，整理资料填补南宁抗

战时期历史资料。南宁电视

台编导徐海彬表示，南侨机

工为抗战做了很大的贡献，

此次纪录片约十五分钟，信

息量大，摄制组也将一直坚

持创作初衷，更全面地展示

南侨机工的爱国情怀。

在厦期间，《赤子足迹》

剧组还采访了陈嘉庚纪念馆

馆长陈呈以及参观集美学

村、陈嘉庚故居、归来堂、龙

舟池畔、陈嘉庚先生陵墓等

地。 （林歆刚）

赛龙舟捉鸭子

登录小程序就能玩
微信小程序“我们的节日·

端午———集美云上龙舟文化节”

6 月 23 日上线，共分为“集美印

象”“端午印象”“龙舟印象”三大

板块，集合短视频、云博物馆、线

上课堂、线上小游戏等，内容丰

富、互动性强。

点击“集美印象”板块，可以

跟着主播“云游”集美，感受集美

学村、灌口老街、集美新城的魅

力。该板块还链接“陈嘉庚先生

与龙舟”系列采访，带您“寻迹嘉

庚”，探访嘉庚故里、聆听陈嘉庚

先生的故事，市民游客还可以

“云游”陈嘉庚纪念馆数字展厅。

在“端午印象”板块的“竞技

龙舟”部分，“端午赛龙舟”“集美

捉鸭子”“粽子连连看”等精彩线

上小游戏陆续登场。“龙舟印象”

板块则是一部关于集美龙舟赛

前世今生的“备忘录”，精心梳理

历史脉络，整理集美龙舟赛重要

事件，追忆嘉庚先生推动集美龙

舟赛发展的点点滴滴，展现集美

龙舟赛逐步升格为海峡两岸龙

舟赛、海峡两岸龙舟文化节的过

程。

书香诗意端午

来听听诗人的原创佳作
端午节不仅有龙舟，还有书

香和诗意。第十五届集美诗歌节

云展播活动 6 月 25 日推出，集

结全国各地诗人的原创佳作。

集美诗歌节作为海峡两岸

(集美) 龙舟文化节活动项目之

一，已连续举办十四届，成为一

项品牌活动。今年，集美诗歌节

全新策划，推出云展播活动，继

续打造“诗意集美”，为集美建设

高素质高颜值跨岛发展最美新

市区贡献文化力量。

本次诗歌节先后收到现代

诗、散文诗、旧体诗词(赋)稿件

221 首，云展播从中精选 11 首，

邀请本地朗读者，以集美辖区人

文胜地、知名景区为背景，录制

诗朗诵视频，端午节在线上推

出。

华商侨领福州畅谈

疫情下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讯 近日，福州市举办

华商侨领创业分享会·复工复产

专场，来自美国、加拿大以及留

学归国创业人员等 20 多位代表

参加活动。

本次活动在带来“复工复产”的

独到见解的同时，宣传福州市推

出的复工复产一系列利好政策。

加拿大福建华联总会主席

郑棋飞对比了国内外企业在疫

情下的发展之后，他赞赏中国交

出了一份底气十足的答卷。他表

示，经过这次疫情世界格局势必

有所改变，“地球村”的经济也将

重新定位，侨企华商们也要看到

这点，适时调整自己的方向；但

疫情还未完全结束，要有个打持

久战的心理准备。

福建海外归国人员互助发

展协会执行会长邢星表示，在与

协会会员们定期沟通的过程中

发现，在这个特殊阶段，不同企

业都获得了政府、银行或其他金

融机构的诸多帮助，尤其是那些

用心经营、独具匠心的企业，反

而在疫情期间整顿资源促进了

自身的发展。

在北欧留学五年，现已回国

创办范氏汉堡的范龙佳表示，他

对福州市政府在疫情中应对危机

的理念印象深刻。在其他同行还

在犹豫和观望的时候，他抓住可

以经营外卖的契机，迅速转型，带

领团队开发线上渠道，同时提供

易加工食品的新业务。

范龙佳认为，虽然现在业绩

还是不如疫情前，但是伴随着危

难，反而看到了一片新的天地。

“所谓危机，即危中寻机”，他认

为，从长远来看，经历过考验之

后，反而是一个更好的扩展时机。

此外，福州市商务局还专程

派员到现场介绍了福州市推出

的一系列利好政策。美国福州十

邑同乡会主席林天欢针对此次

疫情，结合自身经历分享了个人

的思考。福建海外归国人员互助

发展协会秘书长黄锋结合自身

抗疫经验，分享了华侨华人凝聚

成绳的抗疫故事。

永春华侨抗战展示馆揭牌
本报讯为更好地铭记永春华

侨抗战爱国历史，泉州市永春县石

鼓镇侨联根据县侨联工作部署，在

永春抗战支部旧址创建“永春华

侨抗战展示馆”。6月 28日，该馆

举行揭牌仪式。

据悉，“永春华侨抗战展示

馆”设有华侨文化历史展览、文

体活动、报纸阅览等项目功能

区。展示馆通过实物还原、图片

文字记载和多媒体影像展示等

方式，生动再现了华侨华人积极

投身抗战的爱国史。

接下来，石鼓镇侨联将以展

示馆为平台，通过开展形式多样

的联谊活动，进一步汇聚侨力，

传承爱国爱乡、开拓进取、团结

互助的华侨文化精神，努力将展

示馆打造成为联系归侨侨眷的

新载体，展示华侨风貌的新窗

口，传播华侨文化的新平台。

（陈珊妹 黄顺锋）

包粽、听曲、赏戏

外国友人体验闽南端午民俗
本报讯 包粽子、听南音、看

木偶戏……6 月 25 日，来自美

国、俄罗斯、菲律宾、埃及、也门、

意大利、约旦等国家的近 20 名

外国友人在泉州走街串巷，体验

闽南文化与端午民俗。

在当天举办的“海丝泉州、

粽情古城”泉州古城文化旅游资

源宣传推介活动中，泉州古城英

文讲解学员带领外国友人免费

游览古城。

恰逢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

吃粽子是这天的一大食俗。肉粽

起源于泉州，是闽南、台湾乃至

东南亚的特色传统美食。为此，

主办方准备了粽叶、糯米、虾仁、

香菇、肉等各种食材，让外国友

人学习动手包肉粽。

卷粽叶、加食材、系扎带

……来自美国的珍妮特乐在其

中。在泉州从事外教工作已 25

年的她，第一次尝试制作粽子，

“以前吃过粽子，却不知道它是

这样做成的，真的很神奇。”

珍妮特告诉记者，她非常喜

欢泉州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

城，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充满了

魅力。即将于今年底回美国的她

感慨道，“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

机会，体验之前从未感受到闽南

风情，我会永远记住这座城市

的。”

泉州被誉为记载古丝绸之路

历史的“活化石”，“海丝”文化、闽

南文化给泉州留下了极其宝贵的

文化遗产。当地政府历来重视历

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泉州市文旅局负责人表示，

组织开展此次活动就是要进一步

推介泉州文化旅游资源，增强泉

州海外知名度，推广“海丝泉州”

品牌，展示古城文化旅游魅力。

2017 年至今，泉州已举办四

届古城讲解员培训班，培训学员

近千人，131 名古城讲解员已受

聘上岗。其中，第五届泉州古城

讲解员培训班特别成立英语讲

解学习小组，组织有英语特长的

学员约 40 人，共同学习探讨如

何使用英语讲解古城及古街巷

历史文化。目前，首支古城英文

讲解员队伍已初步建成。

穿行在泉州幽深静谧的古

巷中，仰望一座座古色古香闽韵

浓厚的红砖古厝，聆听一曲来自

千年前的清音南曲，欣赏一部妙

趣横生的提线木偶戏……来自

埃及的亨利已在泉州石狮市工

作 5 年，他说，从未想过，能够像

今天一样，用眼睛去看，用手去

触摸，如此近距离体验泉州人传

统的生活和端午文化。

“我会把自己在中国的经历

分享给朋友，让更多人喜欢中

国，多来走走看看。”亨利说。

（孙虹 吴冠标）

记录南侨机工爱国事迹

嘉庚精神是集美宝贵的

精神财富，是集美独具特色的

精神文化特质，也是集美经济社

会发展不竭的精神动力。立足

“人文集美”定位，集美不断

推进精神文明创建，通过丰

富多彩的活动让嘉庚精神走

进寻常百姓家。陈嘉庚系列广

播剧广受好评，其中，《再会

吧！南洋———陈嘉庚与南侨

机工》先后获中国广播剧专

家金奖、福建省百花文艺一

等奖。电影《侨女日记》、电视

动画系列片 《陈嘉庚的故

事》、原创音乐剧《生生不息》、

大型交响合唱《嘉庚组歌》等

深受观众喜爱。

（陈满意 王明瀚）

本报讯线上划龙舟、捉鸭子，足不出户“云游”集美。受疫情影响，今年海峡两岸

龙舟赛暂停举办，但龙舟文化节照常举办，市民游客可以“云游”集美，在线上体验集

美独具特色的文化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