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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盛夏，虽然台风“烟

花”来势汹汹，热浪滚滚，但按捺

不住大家高涨的出游热情。7 月

25 日，恰逢周末，厦门印联青委

携手在厦留学生，到泉州进行了

一场夏趣之旅，体验侨乡风情，品

尝别样美食。

此次侨文化参访活动，得到

了厦门市侨联一如既往的关心和

支持，也得到了泉州市侨联的支

持，出行人数达百人，年龄跨度也

很大。有老当益壮的归侨，中流砥

柱的侨二代，年轻活泼的侨三代，

还有 29 位来自美国、印尼、缅甸、

老挝、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的在厦

华裔留学生。

所到之处，印尼留学生们发

出阵阵感叹，大家本以为他们说

的是“巴那斯”（panas，印尼语“热”

的意思)，仔细一听原来是说“巴

古斯”（bagus，印尼语“好棒”的意

思）。

参访的留学生中，大部分来

自印尼。印联青委成立三年来，继

承和发扬厦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

“爱国爱乡爱活动，以活动促联

谊”这一建会宗旨，筹办了规模

不一、形式各异的联欢联谊活

动，如和在厦印尼留学生共同创

办“中印相融·竹坝研学”的社会

实践研学项目，进行中印文化交

流活动等。侨友们在活动中和留

学生们经常接触，感情颇深。这

次有 8 位优秀留学生毕业，他们

当中有人留在厦门工作，有人将

回国执教中文，侨友们对此表示

祝贺。

百人参访团首先参观的是洛

阳桥，这座桥曾叫万安桥，是著名

的跨海梁式大石桥，是中国古代

“四大名桥”之一。“莎杜，杜阿，迪

卡！”（Satu，dua，tiga，印尼语“一

二三”的意思）大家在印尼留学

生的口号下，各自摆好优雅的姿

势，在“海内第一桥”合影留念。

侨友们个个是“拍照高手”，在

“台风蓝”的衬托下，从桥头到

桥尾，石塔、石亭、石狮，浮雕、

佛像、碑刻，尽收镜底，形成一

幅美丽画卷。

参观完洛阳桥，一行人来到

“双阳华侨农场”。印联青委成立

以来，参访华侨农场一直是“保留

节目”。一来，为了带领在城市里

长大的侨二代、侨三代们接触华

侨农场，了解老归侨们当年在农

场劳作的艰辛，学习他们不畏艰

难、辛苦创建家园的拓荒精神，以

及在历经磨难后仍然保持积极的

乐观心态；二来，也看看如今华侨

农场的不同风光，感受生活的惬

意；还有，大家都是“美食家”，只

有来农场，才最有可能品尝到地

道的印尼菜肴。

来到双阳华侨农场，现场景

象让人眼前一亮。这个华侨农场

充分发挥了归侨建设的特点，突

出南洋风情，成了泉州的一个特

色旅游地。

最初的双阳华侨农场只有两

座山。沧海桑田，如今山还在，荒不

在。农

场办公

大楼里

有个侨

史 馆 ，

里面展

现的是农场

五十周年的

历程。归侨们在

这里撒下了青春和汗水，把原始

的荒山野岭变成秀美景区。

看着墙上的老照片，侨友们

想到了自己的父母和归国的长辈

们，他们的经历何其相似。华侨农

场是中国外交史上被遗忘的支

流，随着时代的发展被历史封存，

但华侨的爱国爱乡、报效祖国的

情怀不会被遗忘。

具有年代特色的石拱门，60年

来矗立不倒，彰显着归侨的“拳拳

赤子心，殷殷梓桑情”仍旧不变。

大家再次摆好姿势，在石拱门前

留个光荣的合影。

中午，侨友们来到南山的印

尼巴厘村。这个社区里设有农场

侨史展览馆、南洋风情园、印尼美

食一条街，是体验南洋风情的好

地方。印尼归侨大厨们忙了好

几天，为当天到来的侨友们准备

了地道的印尼美食。咖喱肉

串、虾片、薯饼、糯米

团、煎鱼、千层糕、

娘惹糕……侨友们

对此赞不绝口。大

家还为 11 名本月生

日的寿星们送上了

生日祝福。

下午，侨友们

来到晋江五店市传

统街区参观。它位于

晋江青阳的核心区，是

晋江城区的发源地。该街

区独具闽南特色的“皇宫起”红

砖建筑、中西合璧的番仔楼等近

现代特色建筑至今保存完好，令

人赞叹。

回程的路上，正好传来泉州

申遗成功的喜讯，也为这次“侨文

化之旅”增添色彩。

泉州，Bagus! 我们的归侨父母

们，Bagus!厦门印联青委，Bagus!

（厦门印联会供稿）

近日，“中国文化之旅”夏令

营落下帷幕。7天时间里，华侨大

学 223 名境内外师生赴八闽大

地、黔西南、甘宁青、鲁豫陕等地

探寻红色记忆，学习中国脱贫攻

坚成果，参观自然和文化遗产，参

访博物馆、高校和企业，开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等国情教育研习活

动。

中原文化研习营先后来到河

南郑州、登封、洛阳和陕西西安开

展文化研习。在黄河花园口水文

站，同学们了解黄河花园口沿线

的历史故事、水文知识及水文精

神。来自中国澳门的新闻与传播

学院学生易健明感叹：“保护母亲

河，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看到水文

站的一条条刻度线，深刻感受到

作为新青年必须更有担当，身为

传媒人更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中华文化”。

贵州黔西南州脱贫攻坚成果

研习营赴贵州黔西南地区参观

“脱贫攻坚战”胜利硕果，感受西

南地区自然文化遗产、民俗风情

以及中国天文科技成果。在“中国

天眼”，营员们了解天眼相关知

识，探访南仁东事迹馆，学习南仁

东先生科技强国的理念和奉献精

神。来自中国台湾的旅游学院学

生余晋兆说：“以中国天眼为典型

的高科技产物让我们国家更多新

一代的科学家能够利用‘大国重

器’不断摸索，使社会不断进步，

给人类带来了便利的生活。我们

应该心存感激，感谢科技工作者

的奉献”。

齐鲁文化研习营赴山东曲

阜、青岛等地，研习儒家文化，感

受今日山东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体验中华文化之美。在山东大学，

营员们探访中华文化体验馆，体

验中华传统文化。来自越南的华

文学院学生阮氏清微有感：“在文

化体馆，所有的知识都变得那么

生动有趣。回国后我会把所学所

见所闻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中华文化的魅力”。

“同心筑梦·闽甘宁”研习营

由华侨大学港澳台侨学生与积石

山县师生共同组成，研习营前往

甘肃、宁夏，参观自然与人文景

观，感悟沧桑巨变；研习脱贫攻坚

成果，共叙山海情缘。在中山桥黄

河水车旁，营员们点赞劳动人民

的智慧成果，感叹黄河母亲塑像

艺术的魅力。来自积石山中学的

董家驹表示，“我感受到黄河母亲

的心胸宽广，认识到黄河给我们

带来的福祉，我们要节约爱护水

资源。”

丝路文化研习营行走于敦

煌、嘉峪关、张掖、兰州、西宁等

地，寻访丝路史迹，体悟和合之

义。在塔尔寺，营员们聆听实践

导师对塔尔寺历史及文化内涵

的介绍，欣赏被誉为“塔尔寺艺

术三绝”的酥油花、壁画和堆绣，

感受藏传佛教在建筑、绘画与民

俗等方面融入中华文化的历史

脉络。

据悉，本次夏令营是华侨大

学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

举措，以“弘扬中华文化，培育家

国情怀”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认

真开展“学·游”结合，以学为主

的文化研习活动，旨在让营员在

文化研习中体验、内化和践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营员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亲近感和认

同感，培养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情

怀和使命担当。

（来源：华侨大学）

营员们参观天文体验馆

参观双阳华侨农场侨史馆 洛阳桥 五店市

印尼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