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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印联会青委会举办成立五周年庆祝活动
□文 洪志嫱 图 罗艺坚吴育刚金秋十月，硕果累累。近日，

厦门市印联会青委会（简称印联

青委会）举办成立五周年庆祝活

动，相关侨界人士等参加活动。

印联青委会成立于 2018 年 9

月 22 日，是由现任厦门市印联会

名誉会长梁国民提议，多位印联

会前辈共同讨论并支持成立的，

旨在更好地发挥印尼侨胞凝聚

力，搭建侨胞交流平台。第一

届印联青委会在现任印联会

会长陈晓鹭的带领下，积极吸

纳侨二代、侨三代走进印联

会，围绕“侨”元素开

展活动，展现印联会

的活力与生命力。

庆祝活动以

播放“印联青委

会五周年回顾”

视频开场，回顾

了印联青委会五年

的成长历程。五年间，

印联青委会举办各种活

动，传承了侨文化、侨

精神，也展示了印联会

侨二代们积极组织活动

的热情与源源不断

的创意。

活动现场，印联

青委会会长陈雪芬致

辞。她表示青委会

成立至今，历经五

载春秋。尽管

经历了种种

曲折困难，青委会还是举办了多

场形式丰富的活动，包括侨文化

系列之旅、与留学生中印（尼）文

化交流等等，线上线下活动相结

合，从尝试摸索到收获大家认

可，硕果累累。陈雪芬还介绍了

印联青委会新一届班子成员和

组织分工等，同时聘请印联会两

位前辈作为青委会顾问，相信在

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印联青委会

将越来越好。

陈晓鹭阐述了印联青委会成

立的目的和意义，盛赞青委会成

立五年来的探索与成长，表示印

联会是归侨组织，将不忘为侨服

务的初心，持续为归侨侨眷谋福

利。印联会会务需要侨后代们积

极参与，希望印联青委会发挥各

自资源优势，吸引更多优秀的侨

二代、三代走进印联会，开拓与各

层面侨团组织的联系，凝侨力、聚

侨心，做好印联会的接力传承工

作。

梁国民表示，五年来，印联青

委会从无到有、茁壮成长，克服重

重困难，开展各种活动，成功完成

换届交接任务，成为印联会的中

坚力量，是印联会的未来和希望。

希望印联青委会继续努力，吸收

更多的青年会员壮大队伍，发挥

自身特点，团结协作，融入到印联

会和谐大家庭中。

庆祝会的文艺演出在大家

的期待中开始。开场曲是印联

青委颜梅的电子琴独奏，弹奏的

是奥地利著名作曲家老约翰·施

特劳斯的《拉德斯基进行曲》，当

欢快的旋律响起时，全场情不自

禁地应和着节拍鼓掌；青年舞蹈

队带来了舞蹈《千岛之舞》，婀娜

妩媚的舞姿，细微美妙的手势，明

亮鲜艳的服装，让人沉浸于千岛

风情；最惊艳的节目当属印联青

委陈蕾领队的印尼服装秀，在会

前十几分钟紧急“拼凑”了十人

模特队，几位印联青委和印尼留

学生们仅排练了三个来回就上

场，模特们的临场应变能力和自

然朴素的表演，引来了响亮的喝

彩声。

歌唱节目也十分精彩。青委陈

昊男声独唱的印尼歌曲《MAD-

EKDEKMANGANBIRI》，优美的

旋律、徐缓的节奏和独特的曲风，

大家仿佛被带进了梦幻般美丽的

千岛之国；印尼留学生演唱了两

首印尼歌曲《Indonesia Pusaka》和

《Ampar-Ampar Pisang》，唱出了留

学生们对祖国印尼的思念；主持

人大林自弹自唱，用闽南语声情

并茂地唱起《黄昏的故乡》和《我

是一片云》，令人思绪万千。

歌舞节目中穿插着互动环

节，与青委会五周年相关的问答

题、游戏“言行不一”、抽取环保主

题的神秘大奖等。在音乐的伴奏

下，大家同唱生日快乐歌，切蛋

糕、放礼花，见证了印联青委会

成立五周年的喜庆与热闹。

现场气氛热烈，侨友们入场

翩翩起舞，庆祝会气氛到达高

潮，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缓缓落

幕。

“我要把这本书带回新加坡，

这里面有我父母亲和长辈们的许

多相片和文章，我很喜欢！”

10 月 24 日，来自新加坡陈文

确、陈六使家族后裔四代 14 岁

的陈瑞萱，在其父亲陈嘉涧、母

亲林诗莹陪同下，向前来参加

送别活动的《集美情———献给集

美侨联六十周年作品集》主编

请求签名时说。

陈瑞萱于 10 月 18 日随父母

前来参加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学

校 110 周年暨集美学村命名 100

周年、集美区三项侨捐基金颁奖

仪式等活动，在 10 月 22 日举办

的集美区第九次侨代会上获得此

书，爱不释手。

《集美情———献给集美侨联

六十周年作品集》于 10 月 21 日

在第三届嘉庚论坛期间举办了

首发仪式。该书由厦门市集美区

归国华侨联合会编著，选辑了

2014 年至今 10 年来集美区侨联

发表的新闻信息、征文获奖（选

登）作品共 228 篇，约 25 万多字，

图片近 560 张，生动反映了广大

侨胞和集美校友情系桑梓，热爱

乡土，热心公益，乐善好施，踊跃

返乡投资兴业的感人事迹，记录

了集美区侨联所取得的可喜成

绩，具有较大的纪念价值和宣传

意义。

陈文确、陈六使家族后裔三

代陈嘉禾指着《集美情———献给

集美侨联六十周年作品集》书

中图文，对时隔 21 年再次回到

故乡的胞弟陈嘉福说：“这个是

我！这篇是写我陪同母亲回来

时的文章，这篇是写我们回来

颁发奖教奖学基金的……”让陈

嘉福羡慕不已。事后，陈嘉福对

主编说：“以前我父亲也从集美

带回一些书，我都没有看完。这

本书图文并茂，有很强的视觉

冲击力，让我看到配图就情不

自禁想看写的是什么内容。”陈

嘉福还希望集美区侨联帮助提

供其祖辈、父辈在故乡所做的

事情，结合他在新加坡保留的

家族历史相片，也要出版一本

图文并茂的家族传略，代代传

承崇祖敬宗、爱国爱乡、乐善好

施的精神。

（来源：集美区侨联）

“医生，请你帮我看看，这个

药我还要不要继续吃？”“我的报

告显示有点缺钙，需要每天补充

钙片吗？”“医生，我血压有点高，

要怎么降血压？”近日，在厦门市

同安区竹坝华侨农场义诊现场，

当地群众纷纷前往咨询。

当天，由致公党福建省委会

医药卫生工作委员会、致公党福

建医科大学基层委员会、省直福

建中医药大学总支部委员会、省直

第四支部委员会携手同安区侨联、

致公党同安区第二支部委员会、祥

平街道侨联组织的义诊活动走进

竹坝华侨农场。

为了方便华侨农场的归侨就

诊，义诊活动提供了消化内科、心

血管内科、神经内科、中医内科、

老年科、康复科等专科的医疗诊

治服务，赠送了部分临床常用药

物，同时还为农场职工提供了医

用超声检查、血糖、血压检测，并

在医学影像咨询、心理健康、用

药、保健、饮食等方面给予细心指

导，让华侨农场的归侨们在家门

口就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今天测了血糖、血压，也了

解了一些保健知识，这样的义诊

活动很好，不仅帮助大家做了一

次很好的检查，而且提高了大家

的健康意识。”农场归侨王女士开

心地说，不用专门去医院，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优质的医疗资源，真

的很暖心。

本次活动接受义诊的归侨达

200 多人次。 （来源：侨号）

马来西亚苏氏宗亲返乡祭祖
近日，马来西亚柔佛州

峇株巴辖苏氏宗亲一行 18

人返同安寻根谒祖，走访同

安区侨联，并到同安苏颂故

居芦山堂祭祖。同安区侨联、

大同街道侨联、洪塘镇侨联、

同安芦山堂苏颂研究会，以

及部分苏氏宗亲会成员等共

同迎接了返乡的寻根队伍。

寻根队伍一行人参观了

苏颂故居，随后召开了座谈

会，细致了解芦山堂悠久的

历史与文化内涵，了解到苏

颂是北宋一代贤相，作为古

同安、今厦门的一张闪亮的

文化名片，其创制的“水运仪

象台”号称“时钟之祖”。寻根

队伍一行深刻感受祖辈苏颂

敢为人先的开拓创新精神，

为此深感骄傲和自豪。

苏氏宗亲代表苏钦赐先

生表示，今年 7 月份，同安区

华侨历史学会会长庄志鹏马

来西亚之行，向海外乡亲们介

绍了同安区侨联“心系桑梓”公

益寻根服务。通过联系协调，并

在同安区侨联的帮助下，了解

到苏氏宗亲的祖辈是同安洪

塘下刘里村人。今天，他终于第

一次踏上了故乡的土地，祭拜

了祖先，寻到了亲人，达成了心

愿，今后将与家乡的亲人保持

密切联系，多关注家乡的建设

和发展。

随后，一行人还在同安苏

颂故居芦山堂前合影留念，

并走访参观了苏颂公园。

（来源：同安统一战线）

同安竹坝华侨农场归侨：在“家门口”享医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