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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植新绿 共筑桑梓林
思明侨青开展植树活动

近日，在第 46 个植树节到来

之前，思明区侨联青委会组织侨

青、侨属和侨界新生代共 30 人开

展植树活动。大家走进厦门华侨

亚热带植物引种园，在种树育林

中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了

解老一辈华侨为祖国引种育种的

光辉历程。

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

侨青们热情高涨、干劲十足，相

互配合，植苗扶树、挥锹铲土、培

土浇水，种下象征坚韧顽强、繁

荣与奉献的无花果树和励志奋

发、健康好运的牛油果树。一株

株“同心树”在春风中昂然挺立，

为绘就“同心圆”增添一笔生态

绿。

今年是陈嘉庚先生诞辰 150

周年。大家纷纷表示，植树造林是

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

事业，希望以此次植树活动为契

机，在体悟爱国爱乡的华侨精神，

厚植家国情怀的同时，营造侨界

爱绿、护绿、植绿的浓厚氛围，为

思明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侨界力

量。

坐落于鼓浪屿西南面的厦门

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创办于

1959 年，是中国唯一通过民间华

侨渠道，进行国外植物引种的专

门科研机构。据不完全统计，在海

内外爱国华侨华人和侨务工作者

的帮助下，引种园在历史上成功

引种保存超过 4000 多种境外植

物，向社会成功推广数百种经济

植物。

侨青们走进华侨亚热带植

物引种园，观看宣传片、参观展

厅，了解老一辈华侨将大量珍贵

种苗、技术、设施带回祖国的感

人历史事迹。在园内专家何丽娟

博士的带领和讲解下，大家深入

园区参观学习各种珍贵苗木，了

解侨界前辈为祖国引种育种的

感人历史。

侨青们被华侨先辈心系家国

的情怀所打动，重温他们引种报

国的峥嵘岁月，大家表示，要赓续

华侨精神，传承爱国情怀，以满腔

热情参与祖国建设，续写新时代

“侨”的文章。（来源：思明侨联）

厦门印联会思明二组
长泰踏青一日游

为活跃组员生活，增进侨友之间的

相互了解，厦门印联会思明二组近日举

办了踏青一日游活动。活动安排参考了

侨友们的意见，制定了适合年纪较大侨

友们身体情况的“长泰丽田园一日游”行

程，共有近40人参与活动。

一大早，侨友们坐上旅游大巴出

发。在组长连立康的带领下，大家在车

上唱起了熟悉的印尼歌曲。在歌声飘

扬的热闹气氛中，侨友们来到了长泰

坂里乡。在坂里丽田园，望得见山、看

得见水，大家被眼前的美景吸引，共同

合照留念。

进入知青缘博物馆，犹如进入时

光隧道。青石板、旧蓑衣、犁耙、打谷

机、鼓风柜、旧式房、老瓷碗、票据袖章

等老物件一一呈现，满满都是过去年

代的回忆。

接着参观红曲酒展览馆。长泰瑰

宝———坂里红曲酒，采用传统古法工

艺，选用特制坂里红曲，采用糯米和梁

冈山山泉水酿造，蕴含着传统农业文

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可以从

长泰“四大桶”、布袋木偶戏、竹编、豆签

等2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板块中，感

受长泰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

品种丰富的农家菜、清爽可口的

酒水饮料……侨友们频频举杯，共享

欢乐时光。在享用完美味的午餐后，大

家来到休息站喝茶拍照，美丽的风光

也尽收眼底。

乘坐振兴号田园观光小火车，列

车缓缓行驶，穿梭于田野间，青山相

绕、绿水相依，风吹韭浪、鸟语虫鸣，侨

友们沉醉其中，尽享惬意的田园时光。

行程结束后，侨友们恋恋不舍地

坐上返程大巴，大家共同期待着下次

相聚，共度欢乐时光，共话侨情侨谊。

□张昕

厦门印联会迎“三八节”泉州一日游

近日，为庆祝“三八”国际

妇女节，厦门印联会组织女性

顾问、理事、小组长、青委常委

等，沿着“通淮关岳庙 -南少林

-蟳埔民俗文化渔村 -梧林古

村落”路线，到泉州一日游。

是日清晨，飘雨少许，侨友

们乘坐大巴车出发。车辆行驶

至演武大桥时，鼓浪屿近在咫

尺。导游当场献唱《鼓浪屿之

波》，接着从包里掏出福建省交

通地图，把福建 9 个地级市的

地形、特点、特产都介绍了一

遍，其间还引经据典、吟诗颂

词，引来大家啧啧称赞。

历经 1 个多小时的车程，

侨友们正好上完满满两节“福

建地理课”，到达目的地泉州。

这个被马可波罗唤为“刺桐城”

的地方，满城红砖古厝，三步一

堂，五步一庙，遍地是古迹，随

处可见充满年代感的建筑群。

古厝与洋楼共存，散发着热气

腾腾的人间烟火味和浓厚的闽

南风情。

第一个景点通淮关岳庙，

位于泉州市鲤城区涂门街，俗

称“涂门关帝庙”，是祭祀关羽

和岳飞的庙宇。关帝庙坐北朝

南，由武成殿、崇先殿、三义庙

三座并排的庙宇组成，均为三

进。殿宇里，装饰精美的木雕、

石雕和泥塑，屋脊剪瓷龙雕，造

型各异，其间配有花鸟走兽，体

现了闽南古建筑的艺术风格。

来关帝庙祭祀添油的人络绎不

绝，即便是工作日，也是香火缭

绕，人满为患。

参观完关帝庙，侨友们到

了镇国东禅寺，俗称南少林，

位于泉州清源山东麓，相传是

中国南方武术之发源地。历史

上的泉州南少林寺是一个庞

大建筑群，共有十三进落，东

至东岳山麓，西至东门护城

河，南至东湖，北至伊斯兰墓

地。现存的东禅少林寺仅是泉

州少林寺的一小部分，盛于两

宋，几经兴废。南少林的武术

拳派远播海内外，以它为代表

的武术文化是泉州文化积淀

的重要组成部分。

午

饭过后，

侨友们

来到位

于泉州

丰泽区的

一个神秘

小渔村———蟳埔

民俗文化村。村中

的妇女人人戴花，被称为“蟳

埔女”，是中国三大渔女之一，

至今仍保留着头戴簪花围的

风俗。“今生戴花，来世漂亮”，

蟳埔女自孩提时期，便将头发

留长，系上红绳、穿上骨髻、插

上发钗，另用鲜花串成花环圈

戴在脑后，如花园般鲜艳芬

芳。

走进蟳埔村，放眼望去是

一堵堵像鱼鳞似的独特墙面，

这就是蟳埔村的特色建筑———

蚵壳厝。蚵壳厝主要是用蚵壳、

砖石组合砌成的，利用所处位

置独特的资源优势，就地取

材，用蚵壳墙体取代普通的红

砖墙体，是中国唯一的贝式古

民居。

村里的每条小巷都挤满

了来簪花拍照的游客。来簪花

的，除了女生，不乏男生，盘着

漂亮的簪花围，戴着丁香耳

坠，有穿传统的大裾衫宽脚

裤，也有穿新潮的马面裙。侨

友们见缝插针地拍照，震撼于

这拥挤的人流，也感叹民俗文

化对当地经济发展能起到促

进的作用。

参观完蟳埔村，侨友们前

往晋江市新塘街道的梧林古村

落，感受不同于城市喧嚣的传

统村落之静美。梧林起源于明

洪武年间，发展于清

代，兴盛于清末民初，

北倚石鼓山，

梧垵溪穿村

而过，地形

西北高东

南低，古称

“三脚筐”。

古 村

落口的朝

东楼是村

中最早的

洋楼，外部

为半罗马式的

建筑，内部却是闽南

大厝的建筑构造，中西结

合的建筑风格充满了古典与

浪漫。红墙古厝花成片，小桥

流水有人家，村里现存有闽南

官式大厝、南洋风味番仔楼，

以及罗马式、哥特式洋楼，充

分展现了闽南地区自清末至

民国、新中国的建筑风格的演

变，堪称南洋华侨博物馆和闽

南文化后花园。

看到了“半城烟火半城

仙”，也收获“半山半水半边

天”，此次泉州行，侨友们纷纷

感叹，泉州是一生至少要去一

次的城市。活动增进了侨友们

的情谊，也让大家对中华传统

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洪志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