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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我出生在印尼

一个偏远的小岛，岛上人口

以华人居多，有 3 所中文小

学。该地毗邻新加坡，来往

密切，信息灵通。因此我从

小就对新中国有些了解。

1955 年亚非会议在印尼万

隆召开，报纸上有关中国代

表团和周总理的新闻，使侨

胞们感到兴奋和自豪，我也

对新生的中国产生了向往。

小学毕业后，我和几位志同

道合的同学结伴去万隆求

学。这在我人生路上迈出了

决定性的一步。

在万隆我就读于华侨

中学。这是一所进步学校，

承担了许多接待来自祖国

代表团的任务。曾经使万

隆市万人空巷的天津杂技

团，演出场所就设在侨中

球场。继亚非会议后召开

的亚非学生会议的中国代

表团来到侨中参观，受到

师生热烈欢迎。更值得一

提的是，宋庆龄访问印尼

时，侨界的欢迎会场也设

在侨中。我作为学生工作

人员，都参与了欢迎和服

务工作，亲临现场，深受空

前盛况感染。新中国的形

象逐渐在我的心中扎根，

回国升学，建设祖国，成为

我的不易志向。

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

高中没毕业就提前回国了。

1961 年 2 月，我终于回到祖

国，起初就读于厦门集美侨

校。1962 年考上华侨大学中

文系。1967 年毕业（实际离

校时间是 1968 年）后，先后

分派到福清渔溪军垦农场、

武平国营良种场，最后分派

到福建省交通工程团码头

建筑工地当工人。从 1968

到 1970 这三年里，我工农

兵都经历过，并且都以比较

优良的表现经受了考验。

1971 年，组织上把我调

到湖北武钢大冶铁矿子弟

中学。这是我第一个名副其

实的工作单位。武钢是一个

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国营

企业，从领导到工人对知识

分子都很重视，对我们归侨

不但不歧视，还处处给予关

心和照顾。我和爱人李若兰

当时都在该中学就职，专业

上受到重视，工作上受到

肯定。我先后当过教研组

长和教导主任，李若兰多次被评

为先进工作者，还被选为区政协

委员和市侨联委员。

1983 年，我们夫妇调入厦门集

美侨校，我们始终牢记为侨服务的

办学宗旨，努力做好教学和学生教

育工作。1997 年集美侨校全建制并

入华侨大学，成立华文学院，我担任

了教学办主任一职。1998 年学院接

收了大批来华学习和避难的华人学

生，我负责他们的学习和接待工作。

我的工作得到领导和老师的肯定，

先后获得国务院侨办教育系统先进

工作者，厦门市、学校和学院先进工

作者，陈嘉庚奖教金获得者等荣誉。

当时有一个十来岁的低龄班，李若

兰当班主任，工作认真细致，被学

生称为“奶奶老师”。华文学院在

印尼举办自学考试本科班，为印

尼的华文教师解决学历问题，受

到印尼华文教师欢迎。在学院的

领导下，我负责的教学办承担调

研，策划，制定招生和课程设置方

案，并组织实施。我曾带领老师到

印尼面授和组织考试。

在华文教育研究方面，我潜心

求索，曾参与编辑出版《华文教育

研究与探索》，为主要撰稿者之

一。在《华侨大学学报》《暨南大学

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有

关华文教学方法研究和印尼华文

教育状况的论文，曾在印尼华文

报纸《国际日报》和《千岛日报》上

发表探讨当地华文教育存在问题

的文章。退休后，曾三次应聘到万

隆融华学校作教学指导和培训教

师。2000 年，返聘任华侨大学华文

教育研究所所长三年，积极推动

华文教育研究。

1986 年致公党成立集美支部，

我任支部委员，1988 年成立集美侨

校支部，我任支部主委。后来集美致

公党党员不断增加，市委会决定成

立集美总支部，我参与了总支部的

筹备工作。集美总支成立后，我担任

了总支副主委。期间，积极组织支部

学习和调研活动，还曾到晋江、漳州

等地与当地致公党组织开展学习交

流和联谊活动。

我曾担任两届集美区政协委

员，李若兰也曾任集美区政协委员

和印尼归侨联谊会集美区负责人。

我们参政议政，参加社会调研，提交

提案和建议。我还就开发集美旅游

产品的课题，代表致公党集美总支

在集美区政协会议上做了专题报

告，为当地的教育事业和新旅游产

品的开发提出了许多意见。

如今我已退休 24年，但每年元

旦春节都会收到国内外学生的问候

和节日祝贺。这让我感到无比欣慰和

自豪，因为我深知这是对我报效祖

国、致力华文教育事业的最好回报。

阴 陈功李美娣 1941 年出生于

印尼泗水，自小便沐浴在父

母经商的繁忙与家庭的爱

护之中。在印尼成长的岁月

里，李美娣深受家中长辈爱

国教育的影响。她所就读的

泗水新华中学，不仅贯彻新

中国教育方针，采用中国版

教科书，更在每星期固定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课，组织爱

国主义联欢会。在这些活动

中，李美娣不仅学会了唱中

文歌、跳中国舞，更在心中

埋下了报国的种子。

1957 年，李美娣的姐

姐在母亲的陪同下，率先回

国。1960 年，虽然面对回国

之路的未知与挑战，但李美

娣和家人积极响应祖国号

召，经过十个日夜的航行，

终于踏上了心心念念的故

土。随着他们乘坐的船只缓

缓驶入祖国的怀抱，李美娣

内心充满了幸福的喜悦，她

的成长也与祖国更加紧密

相连。

回国后，李美娣和妹

妹被分配到集美侨校补

习，开始了在祖国的学习

生活。从集美中学到厦门

师范学院，再到后溪珩山

小学，李美娣逐渐完成了

从学生到教师的蜕变。她

以满腔的热情投身于教育

事业，不仅担任过语文、数

学、英语和音乐老师，更在

李美娣

热爱祖国、

热爱家乡。

她 热 爱 祖

国，毅然决

然随家人从印尼归国，在艰苦的条

件下为祖国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汗

水。她热爱家庭，曾因为家庭的责任

感，为了更好照顾陪伴亲人而拒绝

了在香港定居和更好的岗位机会。

每当提起她的事业和家庭时，她总

是满脸笑容地表示：“如果用四个字

形容我，那就是‘爱国、爱家’。”

李美娣的一生如同一朵盛开的

金花，在祖国的土地上绽放出最美

的光彩。她的美好人生不仅彰显了

个人价值的实现，更展现了老一辈

归侨浓浓的爱国情和报国精神。

李美娣，

祖籍广东梅

县，印尼华侨，1960 年

归国，先后就读于集美侨校、

集美中学和厦门师范学院，曾

先后任教于后溪珩山小学、西

郭小学和厦门三中。致公党思

明区第七支部党员，曾任集美

区人大常委。

繁忙时期一人负责数百名学生。

她的敬业精神和卓越的教学能力

赢得了学生和家长的广泛赞誉，

每年都被评为“优秀教师”和“先

进工作者”。

除了教学工作外，李美娣还

积极参与集美区的教育体系建设

和其他工作。她曾在 1986-1987 年

间担任集美人大常委，为集美区

的教育事业出谋献策。1994 年，她

加入中国致公党，一方面在工作

中继续为祖国的繁荣贡献自己的

力量，另一方面，在支部内，她长

期积极参与活动，每一年的中秋，

都少不了她的演出，一次次的表

演给支部党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活跃气氛的同时，也加强了支

部的凝聚力。

心生归国向往坚定不易志向

深耕教育事业频受肯定赞誉

热心服务党派积极参政议政

爱国教育熏陶埋下报国种子

从学生到教师充满敬业精神

坚持爱国爱家 谱写美好人生

陈桂德，

祖籍广东普

宁，1960 年归国，印尼归

侨，曾任厦门华侨补习学校（后

改名华侨大学华文学院）教务处

主任，先后荣获国务院侨办教育

系统先进工作者、厦门市优秀教

师、华侨大学先进工作者、陈嘉

庚奖教金获得者等荣誉。致公党

集美侨校支部原主委、致公党集

美区总支部原副主委，集美区第

二、第三届政协委员。

陈桂德（后排右）与集美侨

校理工班学生合影

印尼华裔学生从印尼来厦看望陈桂德、李若兰夫妇

李美娣（第二排居中）全家福

（摄于 20世纪 40年代）

李美娣（第一排右五）参加印尼泗水新华中学毕业合影

李美娣演奏《歌唱祖

国》（摄于2024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