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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都盼着来学校”

“孩子们都盼着来学校呢！我们一宣布开
学，所有学生和老师全都第一时间返校！”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中意国际学校校长李雪梅
言语中满是欣慰和激动。

位于意大利北部威尼托大区帕多瓦市的
中意国际学校，设有全日制幼儿园、小学部、
初中部、高中部以及针对成人学习的培训部，
目前有 600 余名学生，其中 1/3 是外籍学生。
从去年 9 月开始，中意国际学校实行网络课
堂、实体课堂轮流制教学，幼儿园、小学和
初中学生全体返校上实体课，高中学生中
50%上实体课，50%上网课。尽管其间有几次
因 防 疫 暂 停上课，但每次学校公布返校消
息，师生都积极配合，热烈响应。与此同
时，中意国际学校紧抓防疫工作：每天 5 次量
体温，3 次消毒；召开线上讲座，邀请专家向
学生、家长宣传防疫知识。在疫情形势严峻的
意大利，中意国际学校是非常少有的至今没有
1例新冠肺炎感染病例的学校。

位于法国里昂的法国辛老师中文课堂，
也实现了新冠肺炎“零病例”。校长辛丽燕告
诉本报记者，从去年 9月开始，学校为了兼顾
教学质量和防疫安全两方面的需要，开启实体
课堂和网络课堂并用的教学模式。“虽然教学
和管理的任务加重了，但最大程度保证了教学
质量，教学活动一直在有序进行。”辛丽燕说。

“我们一天也没耽搁，20 多个中文班一直
在上网课，生源不但没有流失，甚至还有所增
加。”德国汉堡易北中文学校校长王燕蓉告诉
本报记者，疫情发生之初，旅德华侨华人就敏
感地预感到疫情形势的严峻。为适应防疫要
求，德国汉堡易北中文学校从2020年1月26日
就开始了线上教学。中文班、德语班、成人
中文班的文化课程一直通过网络课堂的形式
继续，武术、绘画、钢琴、古筝等兴趣班也
在网络课堂上有序进行，只有篮球、羽毛球
等体育类兴趣班因为无法进行实体课堂授课
而暂停。

“没落下一件该做的事”

从实体课堂转变成网络课堂，其中的艰辛
和努力，是所有转型华校人的共同经历。

“网络课堂对老师们的传统教学方式提出
新的要求。”王燕蓉说。学校的老师们不仅要快
速学习制作幻灯片和动画的技术，还要开发新
的课堂游戏，增加各类互动环节，不断吸引学
生注意力，增加课堂趣味性。“我们给老师提供
幻灯片制作、动画制作的培训，不断试验各类
直播软件，在不停地试验和磨合中探索出一种
最适合我们的网课方式。”

“我们没有落下一件该做的事！”李雪梅
说。疫情期间，尽管面临实体课堂停课、因疫
情反复而停课等情况，中意国际学校仍如期完
成了所有原定教学计划，同时创新开展了与中
国天津学校的“双师”活动，邀请中国专家传
递防疫经验，举办教学研讨会，整理出版论文

集，举行学校开放日、校庆、圣诞节、春节等线
上庆祝活动……在这些“正常运转”的背后，是
中意国际学校全体师生的“非常付出”。

在学校第一次因疫情停课时，李雪梅组
织全校老师学习使用线上教学软件，通过周
末两天的培训，保证了停课后线上课程与线
下课程无缝衔接。“很多老师那几天都是连夜
进行线上教学的备课，每天只睡两三个小
时。为了不耽误上课，全校老师克服了太多
困难。”李雪梅感叹。

辛丽燕也感受到华文教育行业内部改革和
外部竞争两方面的压力。华校一方面需要进行
教学理念和方法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要应对
当地教育机构、中国大型在线教育机构的竞争
压力。目前，法国辛老师中文课堂继续坚持针
对不同水平学生的口语、集中识字、写作课程
的创新和实践，注重自主性的课程与教材的研
发，同时进行师资培训，提高教师待遇，加强
家校合作，为本校和所在地区华裔儿童提供更
多优质课程和公益活动服务。“我们要做的就
是紧紧抓住优势，积极应对挑战。”

“紧抓优势迎接挑战”

“网络课堂带来一次‘教学革命’，线上线下
教学相结合已经是大势所趋，时代的潮水已经
涌来，我们必须共同面对，做好准备。”李雪梅认
为，面对汹涌的互联网浪潮，华校受到很大冲击
和挑战，但也促使华校谋求转型发展之路。华
校应当做好长远的教学规划，在教学管理、教
学质量把控、课程本土化等方面提前做好准
备，坚持线上课程和线下课程相结合，“两条
腿走路”，这样才能抓住机遇，直面挑战。

疫情期间，王燕蓉深深感受到网络课堂带
来的新机遇。“网课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租用教室的租金降低了，学生上下学途中的时
间减少了，师生之间分享学习资料更便捷了。
老师们则借此机会丰富教学手段、学习新技
术。这些都是网络课堂带来的优势。”王燕蓉
说，面对中国在线教育机构在研发技术、营销
方式和低价竞争等方面的压力，海外华校有许
多无法比拟的优势。

“在本地化方面，我们更了解当地的孩
子，对孩子和家长的需求能够做到随时回应。
在语言方面，我们的老师懂当地语言，能更好
地帮助孩子理解学习课程。在趣味性方面，我
们有实体课堂的基础，在返校后能够开展丰富
的教学活动。有这些‘王牌’在手，我们对未
来是信心满满的。”王燕蓉说。

“海外华文教育的一个全新竞争格局已经
形成，家长和孩子有了更多的教育选择权，他
们将用行动投票。”辛丽燕认为，挑战中蕴含
着机遇，欧洲乃至全球华校管理者应当具有危
机意识，时时自省，一定要进行转型发展。转
型发展中的华校必须坚持“标准化、正规化、
专业化”，探索中文课程的本土化和独特性，
创新教法、教材，提升课程内在质量和效率，
针对不同程度、不同需求的学生开发不同的课
程。同时，海外华校必须强化华人社区纽带和
师生情感链接功能，注重家校合作，做好带领
家长共建共育孩子中文环境的引领者角色。

华侨华人华侨华人 责编：贾平凡 邮箱：guojihw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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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首届欧洲华文教育
大会暨校长论坛在线上召开，
来自欧洲17个国家的近200位
华文教育界代表齐聚云端，探
讨欧洲华文教育发展面临的机
遇与挑战。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欧
洲华文学校纷纷探索转型发展
新路，从招收华裔青少年到吸
引外籍成年人，从实体教室走
向云端课堂，从开发本土化课
程到加强与中国学校合作，越
来越多欧洲华文学校拥抱线上
教育带来的“云端”新机遇。

小平头、白衬衣、西装裤，个子不高但十
分精干，朴实简素且随和从容,这是南非侨商
朱仲辉给记者留下的第一印象。若是走在路
上，人们一定看不出，他就是享誉海内外的中
国最大家纺产业基地——中国叠石桥国际家
纺产业园区的缔造者、董事长。在他乡音浓郁
的生动讲述中，一个江苏南通新侨商领军人物
的人生轨迹和精神肖像逐渐清晰了起来。

从电影放映员到地产开发商

朱仲辉的第一份职业是电影放映员。从
小热爱电影和文艺的他，中学一毕业，就过
起走村串巷放电影的生活。从1983年至1992
年，他一干就是10年。

在放电影的同时，朱仲辉干起了第二职
业——猫匾推销员。那时，乘着改革开放的
东风，“下海”经商在中国蔚然成风。销售
经验丰富的朱仲辉也决心转战商界。

从试水服装厂到涉足家纺行业，再到办
起服装家纺外贸企业，朱仲辉只用了不到两
年时间：“当时，每年几百万元人民币的销
售额为我赚得人生第一桶金。”

上世纪 90 年代初，不少乡镇企业实行改
制。商业嗅觉敏锐的朱仲辉乘势而上，和几个
合伙人收购了家乡海门市三星镇的一家建筑
公司。

小试牛刀便尝到甜头，朱仲辉雄心勃发，
选择单飞。从 1996 年收购当地一家房地产开
发公司到陆续承建海门市各类大型房地产项
目，再到投资建设建材大市场，朱仲辉凭借果
敢决策和稳扎稳打大获成功。

2000年，三星镇政府要将叠石桥绣品城
改造为大型家纺城，向社会公开招标。朱仲
辉一举中标，从此开启了“十年建一城”的
创业历程。

2011年10月，当三期工程竣工后，中国叠
石桥国际家纺城成为总建筑面积达 120 万平
方米的中国最大家纺市场。因辐射广阔的海
外市场，叠石桥国际家纺城也成为全球家纺
产品的主要供应商、市场交易中心和展示中
心之一，被誉为“中国的法兰克福”。

从昔日“泥腿子”到侨商“领头雁”

由于常年扎根家乡投资创业，朱仲辉笑
称像自己一样的企业家都是“泥腿子”。但
谁也没想到，有一天，“泥腿子”们集体变
成了“洋老板”。

故事要从2001年说起。当时，响应南通
市政府“跨出国门搞建设”的号召，朱仲辉
将目标锚定在南非。在基本熟悉当地的投资
政策和风土人情后，他在南非投资了喷棉胶
厂和房产公司，丰厚的回报让他喜出望外。

“一人富，富一家；大家富，富一片。”

朱仲辉没有独自闷声发大财，而是很快把南
非经商的利好消息告诉了乡亲们。

与此同时，朱仲辉又把开发叠石桥国际
家纺城的成功经验移植到南非，在墨西拿市
建起了总面积达13万平方米的工业园和中国

（商）城，为数以千计的侨胞和当地人提供集
中经营的场所。

筑巢引凤。在朱仲辉的鼓励带动下，一
大批做生意的南通人纷纷前往南非发展。而
以南非为根据地，朱仲辉和一些头脑灵活的
南通侨商，迅速把商业触角延伸到整个非洲
大陆的各行各业。

对很多侨胞而言，出国后更爱祖国，离
乡后更重乡情。朱仲辉也不例外。

因有感于很多南通同胞在海外各自为战
辛苦打拼的不易，朱仲辉于2009年发起成立
南通世界通商总会，并被推选为会长。为凝
聚侨心，他担负起服务海外南通同胞的工
作，成为大家心中的“领头雁”。

随着南通世界通商总会的影响力不断扩
大，南通籍侨胞陆续在罗马尼亚、智利、安
哥拉、加拿大等国开设30余个海外分会。10
余年来，在南通世界通商总会的团结带领
下，南通籍侨商在海外抱团打拼、互帮互

助，良好口碑也在海内外声名远扬。

从创业成功者到反哺社会者

作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多年来，朱仲
辉坚持尽其所能回报家乡和社会。

因受客观条件限制而没机会上大学，一
直是朱仲辉引以为憾的事。为此，他特别钟
情教育公益事业。2002 年前后，相继投资
2600万元在海门创办两所南通市“一类幼儿
园”；2007 年以后，先后向“徐有庠教育基
金会”、南通大学“张謇园”、海门中学校长
基金会和海门市慈善总会等机构捐赠共计数
百万元；每年投入上百万元，通过各种方式
资助特困家庭和贫困学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2005 年，朱仲辉投资 5000 万元，将海
门福利院改建为融养老、医疗、康复、休息
和学习为一体的综合性、福利型老年服务中
心。除此之外，每年他还拿出数十万元慰问
福利院老人和儿童。

在海外经商，朱仲辉也将公益爱心的种
子播撒到当地。2011 年，在朱仲辉的主持
下，世界通商总会举办了“通商情怀大爱无
疆——爱心暖百家”慈善募捐晚宴，来自全
球 10 多个国家的 40 余名南通籍侨商义捐共
计1400余万元人民币，资助纳米比亚贫困民
众和到南通大学留学的纳米比亚学生。

树高千尺根深在沃土，朱仲辉一直铭记
这个朴素的道理：“没有国家的好政策，没有
改革开放，哪有我的今天？没有乡亲和全社会
的帮助，凭我一个人怎能建成大厦千万间？”

南非侨商朱仲辉——

把叠石桥打造成中国
最大家纺产业基地

本报记者 贾平凡

图为美术班部分学生在网络课堂上展示自己的绘画作品。 王燕蓉供图

图为中国叠石桥家纺城一角。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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