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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大代表、枣庄市山亭区徐庄镇丝宝侨心小学副
校长徐二妹是一名越南归侨。26年前，她自愿回到中国，在
山乡的三尺讲台上，默默奉献自己的青春。多年来，在各级
侨联组织的关怀下，徐二妹让“知识改变命运”照进更多山
里孩子的心灵，也书写了新一代归侨回馈桑梓的精彩故事。

选择乡村 以爱为名

1997年，23岁的越南归侨徐二妹，带着对教育的热
爱和对爱情的坚守，毅然放弃南方优越的生活条件，选
择了山东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成为大山深处的徐庄
镇东七里河小学的一名教师。

“教师如同父母，一定要有爱心，爱能创造奇迹！”徐二妹
以此为教育工作的信条，在思想、学习和生活上对学生关怀
备至：课余时间与学生交流谈心、帮助学生打理个人卫生。
若得知哪个学生家里有困难，她一定第一时间伸手援助。

1998 年 9 月的一天，崔虎村学生陆花 （化名） 没有
到校上课。徐二妹前往陆花家了解到，陆花母亲早年离
家，留下生病的父亲与兄妹俩相依为命，几天前家里失
火，房子及财产全被烧光，上不起学了。徐二妹立即拿
出自己180元的月工资，给孩子买了书包和学习用品，把
余下的钱交给陆花的父亲。

这里的孩子家境贫寒，日常除学习外，还要帮父母
干农活。七里河村的学生张军 （化名） 上山摘花椒时崴
了脚，直到开学还不能下床。徐二妹每天到家为他补习
功课，并时常带些方便面和点心，就这样坚持两个多
月，直到张军能行走上学为止。

扎根乡村 呕心沥血

徐二妹扎根山乡、献身教育，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1999年，她当选为学校副校长。

“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寓教于乐、学以致用”是徐
二妹教学最真实的写照。在语文教学上，她充分调动学
生积极性，高质量完成教学工作，近5年教学成绩均居全
镇前3名，所辅导的学生作文多次在省市获奖。在她的带
动下，学校的教学成绩始终保持在全镇前3名。

徐二妹还结合山乡孩子的实际，创新班级管理模式，
让学生“自我管理、自主发展、自然成长”；通过开展“好习
惯伴我行”“知荣明耻我能行”等主题班会活动，对学生进
行品德教育；通过设立“守纪星”“文明星”等多种奖励，鼓
励学生不断提升自身素质。

心怀乡村 奔走疾呼

自2002年起，徐二妹被推选为枣庄市第七、八、九届侨
界政协委员和常委，2017年当选山东省人大代表。身份变
了，对山乡教育的热情与责任更强了。多年来，她积极为改
善学校办学条件奔波，为农村贫困孩子奉献爱心。

东七里河小学建于上世纪70年代，校舍破烂不堪、墙
皮脱落，被山亭区定为D级危房，学生学习生活很不安全。
徐二妹积极向山东省侨联和枣庄市侨联反映，向政协委员
求助。2003年筹得善款20万元，在东七里河村新建了徐庄镇
丝宝侨心小学，极大改变了学校的教学环境。近年来，为给
山里孩子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徐二妹在工作之余东奔西
跑、多方呼吁，筹得善款44万元，为学校建起了图书室、微机
室、实验室，并给每间教室安装了空调。因离家远，很多孩子
只能在学校用开水泡煎饼吃，徐二妹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又
多方呼吁、多次协调，筹得资金10万元建起学生食堂，让孩
子们吃上了热腾腾的饭菜。

此外，10余年来，徐二妹先后用自己微薄的收入资
助贫困学生和弱势群体2万余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徐
二妹心系坚守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又向滕州市东沙河镇
卫生院捐赠2000元，帮助医务人员购买医疗防护物资。

越南归侨徐二妹——

26年，守住乡村三尺讲台
张宗灿 杜 盈 段本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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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涉侨商协会建合作联盟

9月20日，海内外川渝涉侨商协会合作
联盟在四川省成都市成立。来自35个国家和
地区的128家海外川渝籍侨团以及在川在渝
涉侨商协会加入合作联盟，助力川渝地区与
世界各国开展经贸科技合作。当天的活动由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九三学社中央指导，四
川省委统战部(省侨办)、重庆市委统战部(市
侨办)、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九三学社重庆
市委主办。来自中央及国家部委、四川、
重庆以及海内外相关代表约600人参会。

海内外川渝涉侨商协会合作联盟以“汇
聚侨智侨力 助力川渝发展”为宗旨，围绕
川渝高质量发展，团结联合海内外川渝涉侨
商协会，助力川渝地区与世界各国开展经贸
科技合作，推动引智引资融合互动；承接参
与川渝两地侨务品牌活动，向世界讲好中国
故事、川渝故事，积极宣介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倡议川渝侨界主动发扬回馈桑
梓、服务社会的精神，同心参与社会公益事
业，推动脱贫攻坚。

图为参观者在摄影展现场参观。
吴绿珍摄

“游子情”摄影展丽水开幕

日前，“侨行天下·四海一家 情系祖国·
共同抗疫”第三届“游子情”摄影展在浙江
省丽水市美术馆隆重开幕。展览由丽水市
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丽水市人民
政府侨务办公室主办，丽水市摄影家协
会、丽水市华侨华人摄影协会、丽水市文
化馆、丽水市美术馆承办。

据悉，展览地点位于丽水市美术馆3号
厅，展期为 9 月 16 日至 9 月 26 日。此次展
览遴选出138件优秀摄影作品，展现了丽水
深厚的摄影文化和华侨文化，特设的抗疫
板块更是体现了海内外中华儿女风雨同
舟、守望相助的人间真情。

（丽水市华侨华人摄影协会供稿）

华侨华人创业大赛决赛举行

9 月 19 日，第六届“海科杯”全球华
侨华人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四川省成都市
举行。亚太赛区项目“基于热流建模和材料
的液态散热”拔得大赛头筹。

本届“海科杯”全球华侨华人创新创业
大赛首次通过线上模式开展，自2020年上半
年启动以来，共征集了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
的705个高新科技项目，涉及生物医药、电子
信息与互联网、先进制造、新材料与节能环
保等行业领域。大赛分为北美、欧洲、亚太三
个海外分赛场，经过初赛、半决赛层层选拔，
最终决出9个项目进入19日的决赛。

上世纪 20年代初，旅美华侨李殷宏、邓仙石和李元平，
联合几位旅居墨西哥、加拿大的爱国华侨，以洪门致公堂的名
义，发起振兴中华运动，在美国旧金山成立华兴农业股份有限
公司。在华兴公司的号召下，各国华侨踊跃认股，集资7万多
美元回国兴业，置地建村。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华兴村已成为
多国归侨和侨眷聚居的华侨村，也成为以养蚕养蜂为特色的农
业重镇，在南京名噪一时。因当时居住在华兴村的归侨和侨眷
多为广东台山人，华兴村也被当地人称为“广东村”。

十多年前，因建设发展需要，华兴村拆迁。部分华兴村村民
搬至古雄新居居住。如今，古雄新居仍居住着40余户100多位
归侨侨眷。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兴人仍心系故土，不时回乡
探看。传承华兴精神已成为海内外华兴后人共同的自觉行为。

一个侨史馆——

反映侨界心声

9 月 9 日下午，从南京市区驱车 40 分钟左右，记者到达
华兴村侨史陈列馆外。紧锁的黑色铁栅栏门外，一块黄底黑
字的牌子竖挂在门口，上书几个大字——“华兴农业有限公
司旧址”。黑色铁栅栏门里是一方宁静雅致的院落：树木葱茏
但不饰雕琢，草地青浅而自然成趣；犁、耙、锨、锄、石磨
和一些叫不上名字的木制农具散落在草地上，难掩岁月斑驳
的痕迹；一条石子铺成的曲径从门口蜿蜒向一栋红顶灰墙的
欧式小楼。那就是华兴村侨史陈列馆了！

“走，进去看看！”在记者发愣的片刻间，南京市雨花台
区古雄街道古雄社区党总支副书记童海剑已麻利打开院门。

陈列馆不大，共两层。边走边看，不足20分钟就参观完
毕。“华兴由来”“华兴盛世”“华兴抗战”“华兴新生”4个
章节，按时间顺序将华兴村史娓娓道来，简明清晰又不失细
致详实。一张张泛黄古旧的老照片、一份份影印装裱的珍贵
史料、一件件穿越时空的稀有实物，一段段标注准确的文字
介绍……每一个细节无不在为岁月留声，向先辈致敬。

华兴村侨史陈列馆建馆始于一次社区大走访活动，凝结
着海内外老华兴村人多年的心愿和心血。

童海剑介绍，2007年，因为雨花台区板桥新城开发建设需
要，当地政府对华兴村实施了整体搬迁，仅对华兴农业有限公
司大楼进行了原址复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代归侨已不在
人世，“侨二代”和“侨三代”也年事已高，绝大多数年轻侨眷
和“新市民”对华兴村历史知之甚少。2017年3月，古雄社区
开展大走访活动。原华兴村村民纷纷反映，华兴村百年侨乡的
历史不应被遗忘，建议社区在原华兴楼建设展馆。

在当地统战部门的帮助下，古雄社区利用华兴归侨以及部分

侨眷的侨情资料，多方联动，在海内外寻找华兴线索、征集华兴史料。
功夫不负有心人。童海剑说：“一个月时间，我们召开座谈

会8场，参加的侨眷60余人次，收集整理到华兴老物件20余件、
老照片近百张、华兴故事8篇、有效线索100余条。”

征集活动得到海内外老华兴人的积极响应。现居澳大利亚
的李美龄女士发动全家族搜集资料，将爷爷、华兴村第一发起
人李殷宏相关的资料和老照片通过电子邮件发回中国；侨眷
梁寿胜将爷爷、墨西哥归侨梁鸣稳遗物捐出来；侨眷黄卓
宁将父亲、古巴归侨黄信洪曾使用的护照和登记注册证书原
件交到社区；华兴村旅美归侨、抗日风云人物铃井先生的后
人，将铃井先生生前所获的多枚军功章、在战争中缴获的战利
品等悉数捐出……

2017年12月底，陈列馆正式开馆。当天，近百位散居海
内外的华兴人到场参观。“老华兴人多年的心愿终于了了！”
老华兴人在一幅幅老照片前驻足良久的画面，让童海剑至今
唏嘘不已。

一次联谊会——

唤起无限乡情

2017年，就在华兴村侨史陈列馆正式开馆当天，第一次
华兴村侨眷联谊会也在馆内隆重举行。

居住在南京市区的老华兴人赶过来了，定居在广西的老华
兴人“飞”过来了，旅居美国费城的侨胞跨海越洋回来了……当
天，近百名归侨和侨眷在社区文化志愿者的引导下，参观、座
谈、畅聊、留言、聚餐。

为了解联谊会的更多细节和华兴村的更多历史，在古雄社
区居民委员会的图书室，本报记者采访了墨西哥归侨侨眷曾永
田、墨西哥归侨侨眷黄彬和古巴归侨侨眷黄卓宁。作为老华兴
村的“侨二代”和“侨三代”，3位老人平均年龄已超过70岁。

“一谈起过去老华兴村的人和事，大家就亲近了！”在3位
老人互相补充的讲述中，第一次华兴村侨眷联谊会的盛况如
在眼前：很多人久别重逢，百感交集。现场犹如一个热闹的
家庭大聚会。重温旧时光，畅谈新变化，那次联谊会给大家
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意犹未尽的老华兴人相约来年再聚。于是，2018年和2019
年，华兴村侨眷联谊会又连办了两次，场面一次比一次热闹。

“好耐无间，好挂住雷啊！屋企人点啊？”（“好久不见，好想
念你啊！家里人都好？”）在联谊会现场，有人用广东话打招呼，
有人也马上用熟练度不一的广东话回应。

“年纪更大的老华兴人不会说南京话，只会说广东话。”
3 位老人回忆：“长大离家前，我们在家都说广东话。这些

年，广东话早撂下了，但听说还基本不成问题。”
除了近几年的联谊会，散居在海内外的华兴人也不时自行

回乡探亲访友。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变化太大了！东南西北都不认识了！”2019年 9月，旅

美侨胞、原华兴村村民陈智荣夫妇回中国探亲。短短 3周时
间里，他们不放过家乡一丝一毫的发展变化：“到哪里交通都
方便，到处都有大量高档的住宅楼。各个小区里，道路宽
敞，超市、菜场等便民服务一应俱全。”

一代传承人——

赓续华兴精神

华兴村命名“华兴”，寄寓“中华兴盛”之意。这是一代
又一代华兴人的思想共识和使命担当。为此，华兴人通过严
格的家教和优良的家风村风将华兴精神代代相传。

“为儿孙者戒除旧好，须要节俭自爱，前途发展兴家立
业，吾人志愿也。”半个世纪前，李殷宏用毛笔手书的家训，
被李家后人珍藏至今。“成由勤俭败由奢”，是李殷宏生前告
诫家人最多的话。

华兴村的每一个归侨之家，都有朴素而饱含智慧的家风家
训，让后代受益无穷。

“记张爱，高张败，拧张猫了赖。”（大意为：猪多吃长得
快，狗多吃就不好；人多吃更没有意义，只要七分饱就行
了。） 华兴村侨眷梁寿胜多年来一直铭记祖父梁鸣稳对饮食习
惯身体力行的教诲，坚持规律生活，从不暴饮暴食。

“再穷也要让孩子读书”，谈起父亲黄荣念生前的教诲，
75岁的黄彬言语里充满感激和崇敬。为使子孙免于漂泊海外
的辛酸和吃尽没有文化的苦头，黄荣念极其重视子女教育。“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吃不饱肚子的年月，我父亲卖掉了家里
所有能变卖的东西，供我们姐弟 4人读书。”这种家风不断延
续和传承，黄彬自豪地说：“在‘教书育人强中华’家训的熏陶
下，这些年我们黄家一门出了15位教师。”

近年来，南京市日益重视家风建设。2019年成立的古雄社区
家风家训教育馆，成为南京首个社区家风家训主题场馆。而华兴
村侨史陈列馆也成为古雄社区开展家风教育的重要教学点。

“翻开华侨百年奋进史，满目家国情怀。华侨们多数家风优
良、家训严明，其中最值得学习的就是爱国。”童海剑说，目前，
古雄社区归侨侨眷有 100多人，各行各业英才辈出。这些华侨
家庭形成了“艰苦创业、实业兴邦”“师夷长技、拳拳报国”“勤劳
务实、重文载道”等一批闪光的家风家训，直到今天都有着极强
的感染力和教育意义。随着参观侨史陈列馆人数越来越多，华
侨家庭的优良家风家训也随之“飞入寻常百姓家”。

南京市雨花台区古雄街道古雄社区——

传承百年侨村良好家风村风
本报记者 贾平凡文/图

在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古雄街道古雄社
区，人们日常言谈中总提及一个村名——华兴村。
作为南京历史上唯一一个华侨村，华兴村曾承载
着百年前无数爱国华侨实业救国、振兴中华的光
荣梦想，也见证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
立、国家富强的光辉历程。

参观华兴村侨史陈列馆，漫步干净宽阔的华
兴大道，走访古雄社区的“侨二代”“侨三代”……
近日，本报记者实地探访华兴村旧址，远程连线
旅居海外的华兴村后人，对比百年侨村的古貌新
颜，感受华兴精神的时代传承。

在海南省琼海市博鰲
镇留客村，有“海南侨乡第
一宅”美誉的蔡家宅吸引游
客驻足欣赏。蔡家宅是爱国
华侨、印尼富商蔡家森与兄
弟于 1934 年共同建造的建
筑群落，是一座融汇南洋建
筑风格与海南民居特色的
大宅院。经历近百年历史风
雨，蔡家宅的青砖彩墙依旧
保留完好，蔡家森曾长房儿

媳蔡王普君精心守护老宅，
向游客讲述蔡家传奇故事。

9 月 19 日，“追梦中华·
走进自贸港”海外华文媒体
海南采风团探访留客村蔡家
宅，与蔡王普君交流采访，聆
听爱国华侨蔡家森的历史故
事，感受蔡家流传至今的醇
厚家风。图为充满南洋风情
和华侨特色的蔡家宅。

本报记者 高 乔摄

博鳌蔡家宅：“海南侨乡第一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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