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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侨联公布侨界贡献奖名单

中国侨联官网日前公布了第八届“中国侨
界贡献奖”获奖名单，共有125名杰出侨界人士
上榜。其中，“中国侨界贡献奖”一等奖获得者
59 人，“中国侨界贡献奖”二等奖获得者 66
人。他们当中，有的奋斗在科研一线，切实推
动了中国科研实力提升和高科技产业发展；有
的活跃在产业前沿，代表了中国最具创新力和
增长性的力量；还有的在疫情中争做“最美逆
行者”，在科研攻关和诊疗救治等领域作出了杰
出贡献。

据悉，为确保奖项评审的权威公正，中国
侨联委托专家评审委员会对“中国侨界贡献
奖”候选人进行匿名评审。“中国侨界贡献奖”
由中国侨联于 2003年设立，是面向中国侨界创
新创业的重大奖项。

2020年华创会收到千个项目报名

湖北省政府新闻办近日召开的 2020 年华侨
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 （简称“华创会”） 新闻
发布会透露，截至11月10日，本届华创会已收
到 46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 余名海外代表报名参
会；收到海内外报名项目近 1000个，主要集中
在生物医药、文化传媒和 IT光电子等专业；收
到“华创杯”创业大赛报名项目140个，全部为
海外报名项目，且聚焦高科技领域。

受疫情影响，今年是华创会创办 20年来最
特殊的一年。据介绍，本届华创会将呈现五大
亮点：一是采取“线上+线下”形式办会。二是
压缩会议规模。三是围绕疫后重振共赢，采取
微信群点对点对接洽谈、设立网上项目路演直
播间、设立市州产业园区优惠政策线上超市等
措施，促进项目精准对接。四是丰富活动内
容，在华创会网站上举办湖北民族地区脱贫攻
坚特色产品展、湖北优质农产品展、荆楚名品
推介展。五是在华创会网站上举办致敬华创会
20周年成果展暨海外侨胞同心抗疫网上展览。

2020 年华创会由湖北省政府、国务院侨务
办公室、武汉市政府共同主办，将于11月18日
至20日在武汉举办。

（以上据中新社电）

广东中山侨界群众文化节闭幕

近日，2020 中山侨界群众文化节闭幕。闭
幕晚会以“共同见证·走在全面建成小康路上”
为主题，分为“医疗教育”“农业”“农村”三
大内容，6位侨界嘉宾现场分享了侨界群众奋力
奔小康的感人故事，如澳大利亚侨眷、中山市
中医院副院长李乐愚勇赴一线参与抗疫；香港
乡亲、中港英文学校董事长蔡国赞 20多年在家
乡投资建校；圭亚那共和国归侨、黄圃镇种养
专业户谭添文带领蕉民共同致富；归国留学
生、中山市民众镇渔业协会会长刘颖艰苦创
业、创立渔业发展新模式等。

本次活动由广东省侨联和中山市侨联共同
主办。

（据中国侨网）

“你见过开在村里的西餐厅吗？在丽岙梓上村，不仅有
欧式咖啡，还有艺术涂鸦。”最近，摄影发烧友朱先生在朋
友圈晒出了梓上村的几张照片，引来了近百条留言点赞。

随风飘扬的 16国旗帜、色彩斑斓的民居、浪漫时尚
的西餐厅……国庆中秋假期，不少人携家带口到浙江省
温州市丽岙街道梓上村“打卡”，度过悠闲的假期时光。

从昔日无人问津的“侨村”到如今的3A景区，梓上
村发展背后有哪些故事？

“没有绿水青山，就没有发展底气”

梓上村，位于丽岙街道南部，三面环山，依山傍
水，是一个典型的“侨村”。10 年前，这里还属于落后
村，“脏乱差”的环境让人“望而却步”。曾有国外的乡
贤想回乡投资，但是“脏乱差”让他们收回了计划。环
境成了制约村民致富的瓶颈。

时间指针回拨到 2011年。刚刚上任的梓上村党支部
书记金永勇和村干部们认识到，没有绿水青山，就没有
发展底气。痛定思痛后，一场整治行动打响了。村里废
弃地上堆满垃圾，村干部就拿起扫帚，带头打扫；村里
私搭乱建多，村干部就从自家拆起；村民对拆违不理
解，村干部就不厌其烦做通思想工作……

2018 年，梓上村开展了综合管线“上改下”项目，
彻底消灭了空中“蜘蛛网”。村干部还带头清理村民房前
屋后的乱堆乱放，拆除村内工厂、田间乱搭乱建等 8000
平方米。村里还先后投资建设了休闲公园以及街头绿
地，新增绿化面积 2000 平方米，完成中心路拓宽工程，
建成一批健身点、公共停车场、篮球场等基础设施。

除了村容村貌的改善，梓上村不断挖掘村庄文化内
涵，结对温州商学院，以绘图涂鸦之法，点亮乡村文旅
建设，打造靓丽的乡村风景线。

眼见环境越来越好，村民从最初不理解慢慢变成了主
动支持。“以前是村干部带头扫地，现在是村民主动扫地；
以前村民比谁赚钱多，现在比谁家屋前漂亮。”村干部说。

“现在，在外乡亲逢年过节都会举家回国住上一段时
间，有的乡亲还准备回来养老。”金永勇说。

以“侨”为特色，打造时尚慢生活区

光有好的风景还不够，金永勇和村干部明白，想带
领村民致富，就得发展新业态。

毫无疑问，“侨”是梓上村最大优势。2017年，梓上

村绘制了一幅发展蓝图，提出以“欧瓯融合”的时尚慢
生活空间，建设“吃喝玩乐游娱购”一体村。

梓上村不少村民都出国了，村里有很多空置房和山
水资源，村里就筹划将村民闲置的田地、旧屋、山林和
河道等资源统一流转，交由旅游公司投资开发，同时发
挥本村“侨”资源优势，以进口商品为特色，开办与传
统农家乐不同的西餐厅、咖啡馆，让闲散资源产生集聚
效益。

梓上村的发展离不开乡亲们的支持。为此，村里组
织侨胞、有经济头脑的村民和知名人士，成立了一个 24
人的“共建理事会”，加强村务沟通与互动，共同投入到
美丽乡村建设。

搞设计、跑规划、找部门、引侨资……靠着四处奔
走争取来的各方支持，村里的乡村客厅、田园迷宫、花
海等项目相继落地。借助“侨力量”，村里还引入欧洲特
色咖啡美食吧、进口商品店等，打造了“欧洲风情”一
条街，让梓上村更具时尚气息。

“村里还引导在外乡亲把这些空置房打造成特色民
宿、工作室，在美国的乡亲引导打造美国风格的民宿，
在法国的乡亲引导打造法国风格的民宿，游客在村里住
一个月，相当于周游了一趟世界。”金永勇笑着说。

五村合一，勾勒村民致富“高速路”

如今的梓上村，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美丽乡村示范
村。2019 年，丽岙街道后东村、梓河村、上胜村、路溪
村和梓上村等5个行政村合并成立五社村，迎来了发展新
机遇。接下来，丽岙街道将以梓上村为中心，进一步培
育休闲度假、创意农业、生态康养、进口商贸、欧洲美
食等产业，实现资源共建共享，将五社村打造成为一个
美丽、旅游、休闲的好去处。

“村社合并后，我们将通过田园综合体，带动 5个村
土地、空置房屋、山林、水资源流转和开发，让村民致
富驶上‘高速路’。”丽岙街道五社村书记董小东介绍说。

随着旅村项目的推进，村民增收致富之路也逐渐清
晰：通过土地流转，发展旅村项目，带动土地的附加
值。随着游客日益增多，村里的“侨家乐”项目也正在
谋划中，每年将为村民带来2万—5万元的收入。

“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我们摸到了路
子也尝到了甜头，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展现一个口袋鼓、
精神富、环境美的多彩侨村。”金永勇对于梓上村的未来
充满了信心。 （据温州网）

“对母校和祖国的爱更浓了”

2015 年，高中毕业的常彩莲收到了华
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第一次回到了熟悉又
陌生的中国。“中国比我想象中的更好！”常
彩莲说。第一次系统性地学习汉语，第一次
在学校组织的夏令营中感受中国传统民俗，
第一次在故乡广西度过农历春节……5 年
来，常彩莲的汉语越说越好，对母校和祖籍
国的爱也越来越浓。今年，她在华侨大学经
济与金融学院开启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在华侨大学，常能听到师生们这样介
绍学校：华大有20万名校友，大约1/4分布
在海外。

1960 年，应海外华侨青年回国升学深
造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在周恩来
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华侨大学在侨乡泉州
创办。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一所华侨
高等学府，华侨大学已成为中国招收和培
养港澳台侨学生最多的大学之一。海内外

的华大学子都亲切地称呼母校为“华园”。

正值深秋时节，美丽的“华园”依旧
绿意盎然。老校友们漫步园中，兴致盎然
地盘点母校点点滴滴的变化；各色面孔的
年轻学子三五成群，在各大校庆网红打卡
点拍照留念；还有不少校友拖家带口而
来，共同见证母校甲子华诞……

对就读于工商管理学院研究生一年级
的巴西侨生陈政勋来说，母校的 60 岁生日
更是弥足珍贵。今年8月，陈政勋克服海外
疫情严峻带来的诸多困难，从南半球的巴

西返回中国，经过隔离后顺利入学。“能够
见证华大60岁生日，我很高兴！”他说。

陈政勋告诉记者，初到华大学习时，由
于自己的中文应用能力，尤其是写作能力较
差，在学习上不太适应。“老师们非常包容，
耐心帮助指导我们。研究生阶段，我选修了
中文课程，继续加强自己的中文能力。”

“针对侨生的学习特点和要求，学校注
重因材施教，如针对境外生相对较弱的学
科开设境外生班。”华侨大学学生处处长陈
捷向记者介绍，“同时，学校实行境内外学
生融合居住，鼓励学生互相学习、相伴成
长，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

“推动多元文化交流互鉴”

写着各个节气名称的二十四面大鼓依
次排列，身着红衣的鼓手们神采飞扬，敲
打出韵律十足的雄浑鼓声——10 月 31 日
晚，在华侨大学建校 60 周年庆祝晚会上，
校廿四节令鼓队精彩亮相，引发一片叫
好。值得一提的是，这只鼓队已经有二十
余年的历史，成员不仅有国内学生，还有
不少华侨华人学生。

“让节令鼓回归中国并广为人知，华侨
大学功不可没。”廿四节令鼓创始人之一、
马来西亚华人陈再藩曾这样说。

在华侨大学，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
的校园活动丰富多彩。中秋晚会、国庆游
园、中华文化大观园等传统文化活动轮番
上演。廿四节令鼓、舞龙舞狮、武术等学
生艺术社团更是备受侨生的喜爱。

近年来，随着各类国情教育活动的有
序开展，越来越多的华侨学子深入中国各
地参观研习，加深了对祖 （籍） 国的认识
和了解。在华大就读的数年时光，识文
化、知国情成为陈政勋的一门必修课。“每
年寒暑假，我都会参加学校针对境外学生
举办的特色活动，如省内的侨乡行研习活
动、省外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旅等。”陈政勋
说，“在这些活动中，我第一次看到皮影
戏、变脸等非遗表演，还有机会与非遗传
承人面对面互动交流，逐渐对中华传统文
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每逢重大节庆日，华侨大学总是热闹
非凡。侨生积极展示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民
俗风情，让多元文化交融的“华园”更具
魅力。2019 年 11 月，在华侨大学庆祝澳门
回归 20 周年、澳门文化周启动仪式文艺晚
会上，美术学院 2016 级的澳门学生林莉莉
带领同学表演了葡式土风舞蹈。她说：“土
风舞是澳门的传统舞蹈，我们想通过这种
传统的、中西交融的舞蹈，让大家在华大
校园就能感受到多元文化。”

陈捷向记者介绍，通过多年发展，华
侨大学逐步形成了独具侨校特色的“一元
主导，多元融合，和而不同”的校园文化，在
向侨生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注
重不同文化间融合互动和交流互鉴。

“这是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

“这是我魂牵梦萦的声音啊，在东南那
一边拍打着我的心房，我们是第一批华大

人……”在华侨大学建校 60 周年庆祝晚会
上，师生们深情讲述学校自上世纪 60 年代
起结下的“侨缘”。

一甲子时光飞逝。2020 年，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海内外华大学子和母
校、祖 （籍） 国的心贴得更近。

疫情期间，常彩莲和陈政勋分别待在
泰国和巴西的家中。尽管远隔千里万里，
母校的关怀一直不曾远离。“我们每天都在
微信群中打卡报体温，老师们会分享一些防
疫小贴士，告诫我们居家隔离。”常彩莲说。

“我敬佩祖国抗击疫情的行动力和执行
力。在巴西，我亲眼见证感染新冠病毒的
亲友在中药的辅助治疗下痊愈。祖国给了
我满满的安全感。”陈政勋由衷感叹。

据陈捷介绍，疫情在中国发生后，境
外的华大学子和校友积极在当地购买口
罩、组织募捐，为母校抗疫尽心尽力；学
校还给留守中国的华侨学生送去口罩、水
果等物资。随着海外疫情趋紧，学校给境
外华侨学生寄去慰问信，并发放抗疫专项
补贴，方便网速低、网费高的国家和地区
的学生顺利参与线上教学。“这是血浓于水
的深厚情感。”陈捷说。

“华园”一方热土，连接骨肉亲情。
“60年前，我是祖国保送回国的华侨中的穷
孩子。感恩母校，感恩祖国！”华侨大学
1961 级校友、印尼归侨梁斯金激动地说。
今年校庆前夕，她用一首小诗为母校献上
祝福，并给华侨大学教育基金会汇来1万元
人民币捐款。诗中写道：“你是土壤我是
苗，我曾在你怀抱里成长。祖国洒满阳光
雨露，给我水分和营养。”

华侨大学建校60周年 培养5万海外学生

好个“华园”！给侨生的心安一个家
本报记者 杨子岩 李嘉宝

11月1日，华侨大学泉州校区内，经

济与金融学院的研一学生常彩莲正在忙

碌。作为建校60周年纪念活动的迎宾志愿

者，她负责引导嘉宾和校友们有序入场。

当看到白发苍苍的老校友们互相拥抱问

候，追忆求学时光，畅谈昔年情谊，常彩

莲深受感染。

常彩莲是在泰国出生的“华三代”，

2015 年完成高中学业后进入华侨大学学

习，那是她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华大

改变了我的人生。”常彩莲由衷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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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苏省江阴市积极
探索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聚
焦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规模化、
市场化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近日，江阴市红豆村花
农正在采摘、晾晒金丝皇菊。

沈思远摄 （人民视觉）

秋菊飘香

“侨村”里开起西餐厅
潘涌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