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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文学校在疫情下经受着挑战，但疫情也是
‘大浪淘沙’的过程，一批优秀的华校借此成长起来。”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特聘教授李明欢表示，后疫情时代，华文学校如何在挑
战中发挥所长、把握机遇，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近日，第一届欧洲华文教育学术研讨会举行。多位
与会专家学者、华文教育从业者就后疫情时代华文学校
如何谋求更好发展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与思考。

李明欢表示，疫情下催生的线上教育大力拓展海外市
场，对海外华校构成挑战。但华文学校本土化的资源、本地
化的教学特色无可取代，在此方面可认真思索、发挥所长。

“不管形势如何变化，双语人才、既懂当地文化又懂
中华文化的人才，是海内外都需要的。”她指出，后疫情
时代，华校师资如何将线上线下教学结合，如何让教材
适应海外社会需求，华校如何通过转型升级，培养出适
应国际形势发展需求的人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北京语言大学华文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吴应辉指
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
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为华文教
育未来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但海外许多华校仍面临师
资力量薄弱，优质适配教学资源缺乏，办学经费不足，
融入所在国国民教育体系程度较低等困难和问题。

他建议，培养专业化华文教育师资，编写高质量、

数字化的华文教育教材，争取华文教育学历为所在国政
府承认，提升华文教育行业协作和建设水平，以助推世
界华文教育快速健康发展。

“疫情对海外华校的生源、师资都造成影响，但也为
转型升级提供了最好时机。”中央统战部培训中心副主
任、教授赵健指出，在线上教学普及、课程内容注入中
华文化元素等教学背景下，华文学校应加强专业性建设。

结合疫情下海外华校发展实践，温州大学华侨学院
副院长包含丽指出，华文学校校长要增强胜任力建设，
尤其要着眼于华校规范化和信息化发展。在她看来，校
长胜任力包括对华文教育的情怀和使命感，教学专业能
力和创新意识，高视野和大格局，对学校管理的规范化
建设，以及二代校长的传承培养等。

结合从业 20年的经历，意大利佛罗伦萨中文学校校
长潘世立建议，海外华文学校要树立长期办校的目标和
信心，同时要发展融入当地，在同类或相似的华校间多
开展校际交流，共同提高教学质量。

“未来华文学校要提高线上课程的互动性、有效性，
也要扩大生源渠道，不仅面向侨胞子女，同时面向爱好
中华文化的国际友人。”意大利东方语言学院校长陈建勇
同时指出，因地制宜、因材施教也很重要，教材需更适
合学员实际情况，华校要多开展一些线下交流活动等。

（据中新社电）

陈旧的归侨老照
片、来自印尼的旧乐
器、有着浓厚时代气
息的大拱门……在侨
乡福建省泉州市洛江
区，新开放的双阳华
侨农场文化展示馆讲
述了当年安置归侨的
关怀史、双阳华侨农
场开发建设的奋斗史
和归侨职工锐意进取
的改革史，定格难忘
的归侨记忆。

“这座大拱门是双
阳华侨农场的‘标志
性建筑’。”一进入文
化展示馆，双阳华侨
农场场长庄燕燕便介
绍起映入眼帘的大拱
门。昔日的农田和山
地变成了朝气蓬勃的
现代化新城区，而这
个大拱门，总能帮这
些归侨侨眷们找到过
去的记忆。

今年是洛江双阳
归 国 华 侨 回 国 60 周
年，也是双阳华侨农
场成立 60 周年。一甲
子风风雨雨、艰苦奋
斗，通过展示馆里的

“ 旅 居 遭 难 祖 国 迎
归”“峥嵘岁月 栉风
沐雨”“时代正来 砥
砺前行”三大篇章展
现得淋漓尽致。

一张张老照片与
一份份证书，记录着
归 侨 们 在 印 尼 的 生
活 ： 他 们 有 的 是 工
人 ， 有 的 是 小 商 贩 ，
有的还在当地的华文
学校上学……

彼时，双阳华侨
农场犹如“祖国母亲
的臂膀”，将归侨们揽
入怀抱。面对从未接
触 过 农 业 的 归 侨 们 ，
侨务工作者与当地农
场职工通过“传帮带”，让归侨们学习新的生产
技能，用勤劳的双手齐心协力建设起自己的新
家园，逐渐适应了新生活。

同时，归侨们也将许多印尼风味融入了新
生活中，印尼服饰“巴蒂克”“纱笼”，印尼乐
器“昂格隆”，印尼美食“九层糕”……

“在印尼，许多女孩子都有一样手艺，有的
是做菜，有的缝纫，我母亲就很擅长绣花、做
衣服。”身为侨眷的庄燕燕指着自己捐出的绣花
绷套笑道。

在文化展示馆的一面墙上，写满了双阳华
侨农场里归侨侨眷们的回忆录，一字一句，无
不透露着对祖国的热爱与感恩，又满怀着建设
美好家园的热情与信心。

“我认为，我们应该多讲讲这些历史给我们
的后人听，让他们永远铭记。”印尼归侨、双阳
华侨农场原副场长洪木龙这样写道。

庄燕燕表示，60 年来，双阳华侨农场的变
化日新月异，我们不会忘记昔日归侨们的拓荒
精神。建设文化展示馆，正是为了铭记与传承
这样的精神，打造出“传家宝”，弘扬丰富多彩
的华侨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距离双阳华侨农场文化展
示馆不远处，新建成的巴厘民俗文化园已成为
当地一个知名景点。每当夜幕降临，伴随着欢
乐的印尼民歌《哎哟，妈妈》，居住在附近的印
尼归侨们穿着“巴蒂克”（印尼传统服饰），跟
着音乐翩翩起舞，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来源：中国侨网）

扬长避短 把握机遇

疫情挑战疫情挑战，，华校如何应对华校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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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浙南山区的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
是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近年来，该县持续加大
对新能源公交车投入力度。目前，全县 41辆城市公
交车和34辆“观光巴士”，除7辆开往山区的公交车
外，纯电动新能源车占比达 90.67%。据了解，该县

近期将再添 13辆新能源公交车，届时纯电动新能源
车占比将达 100%。绿色交通在为畲乡生态文明带来
福利的同时又助力碳达峰和碳中和。图为 6 月 1 日，
一辆青蓝色的纯电动公交车从景宁畲族自治县畲乡
古城前经过。 李肃人摄 （人民视觉）

广场舞跳出“印尼风”

傍晚的大帽山城市文化休闲广场 （下
文简称大帽山广场），被温暖的路灯镀上
了一层暖橘色。女人们身上穿着缀满亮片
的纱裙，头上戴着闪亮的异域头饰，男人
们也穿上繁复花纹的上衣，广场上“印尼
风”的“舞者”和欢乐的印尼歌曲相映成
趣，熙熙攘攘的人群把宽敞的广场占得满
满当当。

在东盟经开区，大帽山广场的广场舞
有点名气——不仅有着浓郁的印尼异域风
味，还有些舞会的特色。广场上的人们，
或是三五成群地围成一圈，随着印尼舞曲
的鼓点旋转起舞；或是两两成对，面对着
面，有韵律地靠近又退远；还有的人自顾
自地“独舞”，随着节奏摆动身体，一副
怡然自得的样子。

广场中心，离广场音箱最近、被围在
人群中间的一群女“舞者”，穿着最为鲜
艳华丽，动作也最为整齐漂亮。金黄的流
苏披肩，鲜红的蕾丝纱裙，天蓝的长裙在
夜里显得尤其亮眼……她们是华侨城文艺
队的队员，大部分都是印尼归侨侨眷，最
年长的队员已经 76 岁。60 岁的队长杨美
玉是文艺队中的“年轻”骨干。

“文艺队里大多数是印尼归侨侨眷，
我这个当地人，从小的玩伴好多都是印尼
归侨，会说几句印尼话，也学会了这个印尼
舞！”杨美玉笑着说，现在文艺队的队员们
经常在广场上排练，每年都有新人加入。“要
加入文艺队，也得看跳得好不好喔！每年来
新人，我们就一起练新舞，一起买新衣！”

对于许多居住在华侨城的居民来说，
每晚到大帽山广场跳上两小时的印尼舞，
已成为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每晚7点半
到9点半，欢腾的印尼舞曲和居民的欢声
笑语在大帽山广场翻腾。直到夜里 10
点，广场的路灯悉数熄灭，尽兴的居民才
三三两两地步行回家。

“从广场走回家不用 10分钟，我们每
天都要跳到收场才回家！”穿着华丽印尼
纹饰上衣的印尼归侨邓民祥和妻子林美兰
都是广场上的忠实“舞者”。

电话里都说“好羡慕”

“过去农场没有跳舞的地方，前些年
农场有了文化室，大家干完活儿就聚在文
化室跳舞，跳起舞来一点都不觉得累。”
说起原来在团结农场的生活，70岁的邓民
祥笑得欢实。

1960年，9岁的邓民祥随父母回到祖
国，被安置在武鸣华侨农场团结农场，是
第一批回国进入武鸣华侨农场的印尼归
侨。邓民祥一家在印尼的日子曾经过得不
错。回国后，一家人在农场种植柑橘，留在
印尼没能回国的叔叔常常寄来侨汇，贴补
家用。如今，叔叔寄给父亲的信件夹在邓民
祥的全家相册里，泛黄的信纸里全是故事。

“亲兄：别后，念甚。最近有不少侨眷来
印尼探亲旅游，我们也很希望你们能申请
前来团聚，重游印尼风光。你年纪大了，旅
途遥远必须有一个孩子陪伴，由你选择哪
一个。余无别事，顺祝大家平安。弟谨上。”

读起 1991 年叔叔写给父亲的信，邓
民祥满是感慨，“之前，叔叔回来，给我

们带彩电，买拖拉机，我们高兴得不得
了。现在，我们和叔叔通电话，叔叔一家
人都说好羡慕我们啊，我们的日子越过越
惬意啦。”

武鸣华侨农场成立之初，产业发展以
传统农业为主，只有芳香厂、造纸厂、淀
粉厂等 10 家企业，工业产值仅 14 万余
元。1990年，武鸣华侨农场进行改革，成
立南宁华侨投资区；2004年，成立南宁—
东盟经济开发区；2013年升级为国家级开
发区，更名为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
区。目前，东盟经开区已有食品加工、生
物医药、环保家具等产业的工业企业 400
多家，教育、旅游等产业快速发展。

64岁的印尼归侨林万妹也对东盟经开
区的发展有切身感受。1960年，3岁的林
万妹随父母来到武鸣华侨农场团结农场。

“小时候，农场里杂草多，我们小娃娃跑到
地里，人就看不见了。”林万妹说，她后来
外出做水果生意，“那时候天天就想着找
钱，养家糊口”。

如今，退休在家的林万妹每天都乐乐
呵呵的：“现在有退休工资，每天和朋友
一起跳跳舞，哪能不开心！你看广场上跳
舞的人，没有愁眉苦脸的。”

家门口就能“玩过瘾”

从大帽山广场到华侨城小区，只有
500 多米的距离。林万妹 130 多平方米的
回迁房就在华侨城小区。

“原来怕家里来客人，买菜都不方
便。现在巴不得家里来客人，菜市场就在
楼下。”林万妹热情洋溢地说，“现在接送

孙子读书也近，原来的邻居还是邻居，我
等不及要在家里开‘舞厅’喽！”

2011年起，南宁—东盟经济开发区通
过实施农场综合改革房屋搬迁工作，引导
分散在各偏远分场居住的职工群众搬到配
套设施完善的中心区集中居住，目前已完
成3批2000余户居民搬迁，其中归侨侨眷
1000余户。位于东盟经开区核心地段的华
侨城，就是安置归侨侨眷最多的小区。在华
侨城小区内，华侨城服务中心囊括了社区
服务的各类业务，从咨询办理各种手续，到
读书开会、运动休闲、归侨历史展览、球
类棋牌……居民不出小区就能玩得过瘾。

2012年，邓民祥也通过以房换房的方
式搬进华侨城。如今，每个月总共6000多
元的退休工资让他和老伴过得非常安逸。

“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个‘出国梦’，去印尼、
美国的人很多。现在国外的朋友都羡慕我们
的‘中国梦’，感谢国家对我们的关怀照
顾。”邓民祥说，现在他和老伴每天的“任
务”，就是吃饱饭，睡好觉，跳上舞——老
有所养，老有所乐。

一手带大的孙女考上了广西师范大
学，林万妹的生活更加轻松自在了。在全
民K歌上嗨唱，和朋友录抖音短视频，发
微信朋友圈……哪怕相隔千里，也能隔屏
听到林万妹爽朗的笑声和歌声。

“这个单车是我骑的！别人叫我出门
跳舞，我踩着这个单车窜出门，5分钟就
到啦！”林万妹拍了拍停在家门口红白花纹
的时髦“赛车”，爽朗的笑声在走廊里回荡。

上图：夜幕降临后，广西—东盟经济
技术开发区的归侨侨眷在大帽山城市文化
休闲广场上跳印尼舞。 潘志安摄

我的侨乡我的侨乡··我的家我的家

东南亚归侨：家门口跳起印尼舞
本报记者 高 乔

东南亚归侨：家门口跳起印尼舞
本报记者 高 乔

5 月的广西南宁，满眼绿意，生机勃
勃。在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 （下文
简称东盟经开区） 的核心区域——华侨城
小区，连片的高楼住宅鳞次栉比，7000多
名归侨侨眷在这里安居。自1960年广西国
营武鸣华侨农场成立以来，东盟经开区先
后安置了印尼、越南等9个东南亚国家的
1.2万名归侨侨眷。

夜幕悄然降临，在华侨城到大帽山城
市文化休闲广场的宽敞马路上漫步，常常
能看到穿着艳丽印尼服饰的男女结伴而
行。走近广场，隔着马路，欢乐的印尼舞
曲已阵阵入耳。瞧，每晚举行的“舞会”
又要开场了！

侨 乡

新 貌 浙江景宁：公交出行零排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