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华侨华人 责编：杨 宁 邮箱：guojihwb@126.com

2022年5月2日 星期一2022年5月2日 星期一

据联合国多家机构联合发布的 《2020 年世界
粮食安全和营养报告》，全球约有1/10的人口面临
食物不足的困境。近期，美西方对俄强硬制裁，
导致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更加突出。

食品银行，指秉持“不取分文”的理念，为经
济困难人士提供食物支援的慈善组织。目前，食品银
行已经遍及多个国家，帮助众多贫困人士渡过难关。
过去，华侨华人较少涉足食品银行，但这种状况即
将发生转变。北美华人援助中心（以下简称“华援
中心”）的华侨华人，即将在美国南加州创办一家
华人食品银行。

在合作中学习经验

华援中心成立于新冠疫情期间，为中国包括武
汉等多个城市的抗疫做出了贡献，也为北美华人群
体提供了很多帮助。

创办食品银行的想法，源于华援中心的一次
公益活动。奇诺市是洛杉矶市东部新兴城市，近
年来逐渐成为北美知名的华人聚集地。2020 年 5
月，美国处于疫情暴发期，华援中心的义工们发
现到奇诺食品银行领取食物的受助人大多没有合
格的口罩。

华援中心的负责人之一李怀国介绍：“在和奇
诺食品银行的负责人沟通后，双方一拍即合，华援
中心的义工们参与奇诺食品银行的工作，为人们提
供口罩、发放食物。”

正是这次接触，让华援中心逐渐有了运作食品
银行的经验。华援中心的义工们会在每周三前往奇
诺食品银行，学习食品的收集、包装和分发经验。

据介绍，奇诺食品银行提供的单份食品量比较
大，每份包括鸡蛋、肉类、蔬菜、水果和牛奶等。

“基本上，每一份大概有普通小轿车后备厢的一半
这么多。”李怀国说。

除了义工们，华援中心还带动了很多华人学生
参与奇诺食品银行的工作。“从2020年五六月份开
始，每周都有华人学生参加。”李怀国介绍，“华人学
生的热情非常高，都有很大的爱心去做这件事情。”

困难面前寻求对策

然而，筹建华人食品银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首先是受助人的身份识别问题：领取救济食物

的人真的需要帮助吗？有的食品银行通过填表的形
式对受助人进行背景调查，但这会占用大量的人力
资源，而且未必准确。李怀国说：“就像有人虽然
开着豪车，但可能是刚刚失业，或者家庭出现了困
难，甚至只是一个司机，你没办法判断。”华援中
心计划通过发放号码牌、记录车牌等方式，避免重
复领取的情况。

其次是资金的问题。由于疫情和经济下行，目
前美国的通货膨胀水平较高，供应链矛盾突出，物
价涨幅较大。在食品需求量较大的前提下，如何才
能筹集到更多资金呢？

华援中心的义工们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分拣经
销。李怀国表示：“我们注意到，美国有很多仓库
维护费很高，不要的货物会拉去销毁，但其实这些
货物中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义工们会将这些
货物分拣出来，再联系经销商进行出售，将这个过
程产生的利润放回食品银行。通过这种方式，华援

中心既筹集到了食品银行的经费，又让剩余产品获
得二次利用，避免了资源浪费。

为了更美好的社区

为什么要创办华人食品银行？李怀国表示：
“主要有两方面考虑。从短期看，它能帮助因疫情
而陷入困顿的人。我有一个餐馆生意做得很好的
朋友，因为疫情，客流量急剧下降，在尝试线上
拓展客源无果后，最后被迫关店。它不是一个简
单关店的问题，而是意味着很多负债。他可能也
会去找工作，但背负着债务，生活压力就会很
大。如果有食品银行，就能帮他解决燃眉之急。
从长期看，华人食品银行是为了建立华人群体的
良好社会形象。”

据调查，食品银行对美国少数族裔非常重要。
以拉美裔群体为例，他们大部分在美国社会承担服
务性体力劳动，贫困人口较多，一个家庭七八口人
都很正常。

帮助这些少数族裔群体，能够提升华人群体的
社会美誉度。“有一个平时帮别人除草、清理泳池
的少数族裔曾对我们说，自己好长时间没换过口
罩，很害怕自己会感染雇主，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的
帮助。”李怀国回忆。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华援中心义工们深知慈
善活动重在细水长流，他们相信华人食品银行的建
立一定能让社区更加和谐美好。

李怀国说：“我们想让其他种族认识到，我们
华侨华人除了做好自己的事情，还会尽可能帮助周
边更多居民。”

传播文化 一路生花

菲律宾侨中学院分校老师方东环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我在菲律宾
从事华文教育已经 18 年了。回想起
在中国，当听到旅菲华侨戴新民、戴
宏达爱国、爱乡的感人事迹时，我的
心久久不能平静。他们捐资建立了

‘心谷幼儿园’，支持家乡南安市第二
实验小学、南安市成功中学、闽南科
技学院的建设。我在‘心谷’任教
时，所有学生都是免费上学的。正是
在爱国华侨的影响下，我开启了从事
华文教育的生涯。”

菲律宾红烛华文教育基金会咨
询委员张杰说：“我是从2013年开始
接触华文教育的。起初没有想过会
坚持到现在，但看到许多华侨华人
不计代价，为华文教育无私奉献，
他们的情怀深深触动了我。我曾经
遇到过一个华校校长，他的学校仅
有二三十个学生。尽管学校一直是
在赔钱办学，但他们从来没想过放
弃，坚持聘请老师，给学生开设华
语和英文课。因为他们知道，作为
当地仅有的一所华校，如果他们停
止办学，那座城市就没有传播中华
文化的场所了。”

“华文教育是海外传播中华文化
最重要的场所之一，这也是我一路坚
持下来的原因。”张杰说。

作为方东环老师的学生，孟浩讯
说：“我从小接受华文教育。印象最
深的是以前读书时，我学的是简体
字，但有一次在另外一所学校，我看

到那里的学生写的字和我们不同，复
杂了许多，也比简体字多了很多笔
画。我感到十分惊奇，后来知道那是
繁体字。从那时起，我意识到中华文
化内涵丰富，值得我一直探索下去。”

“我不仅教授华语知识，提高学
生听、说、读、写的能力，而且传
播中华传统美德，教做人做事的道
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方东环说，“我
现在任教于中学，会结合课本内容
和现实例子来教学，比如，教学生

‘百善孝为先’，要懂得尊敬长辈，
孝敬父母。”

学思践悟 有的放矢

海外华文教育一直以来都面临
一些难题，比如人才匮乏流失、资
金困难、管理不善等。新冠肺炎疫
情给华文教育带来了更加严峻的挑
战，许多课程被迫转为线上，但华
校网络教学技术尚不成熟，而且海
外华侨华人经济上遭遇困难，大量
生源流失，学校运营入不敷出。

方东环表示：“菲律宾华文教育
存在师资严重缺乏问题。因此许多
社团和华教机构纷纷组织师资培训
班，比如，菲律宾晋江同乡总会坚
持数十年开办培训班、校联机构组
织线上研习班等，课程丰富多彩，
包括教学理论学习、教学方法传
授、游戏在华语教学中的运用、教
材选择和使用等专题，这些都能从
不同方面提升老师的专业知识水平
和能力。我最近参加了菲律宾华文

学校联合会举办的第一届、第二届
线上优秀华语教师分享会，学习如
何用电脑上网课，提高线上教学能
力。这让我意识到，要活到老学到
老，要学有所思、学以致用。”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们已
经上了两年的网课。由于家庭负担
不起学费等原因，学生流失很多，
但好在许多华人社团、侨领慷慨捐
资，帮助家境贫寒的学生申请补助
金，重回华校学习。”方东环说。

张杰表示：“针对师资问题，我
们开展了许多培训，分为学历培训
和非学历培训，有短期培训和长期
培训多种。一方面，我们请中国的
侨办和汉办派老师来菲律宾支援教
学，另一方面，菲律宾华校联合会
与菲律宾华教中心会派当地愿意从
事华文教育的学生，到中国接受学
历教育。他们毕业后，会回到菲律
宾任华教老师。迄今为止，我们已
经培养了将近200名这样的学生。”

功在当代 利在长远

从第一所华侨学校创办算起，菲
律宾华文教育迄今已有上百年的历
史，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

提到自己的学生时，张杰十分
自豪：“蔡佳楠参加第三届华文创想
曲作文大赛，荣获特等奖。柯颖哲
经过推荐参加菲律宾华教中心的本
土教师‘造血计划’，赴中国学习，
学成后回到母校亚虞山培青中学成
为了华文教学骨干。还有很多学生
从华校毕业后，逐渐成长为企业高

管，作为华社的新鲜血液，活跃于
中菲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各个领域。”

方东环说：“当地接受华文教育
的群体主要是土生土长的菲律宾华
裔，也有一些菲裔。学习中文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他们加深对
中国各方面的了解，更好地继承、
弘扬中华文化，将来成为中菲文化
交流的使者。从现实意义来说，这
也有利于他们个人发展，比如为今
后从事贸易创造条件。”

“一日不读书，胸臆无佳想。一
月不读书，耳目失精爽。在我看来，
华文教育是非常伟大的，对我们大有
裨益。一方面现在中文的使用范围广
泛，我们不仅可以在中国使用中文，
甚至在菲律宾、泰国、新加坡、马来
西亚等国家都可以使用，十分方便。
另一方面，华文教育能让我们更了解
中国。我们学习过古诗、散文、小
说、文言文，不论是古代中国著名的
诗人、词人，还是现代文学作家，当
我们读起他们的文字时，横跨千载，
如见其人。” 孟浩讯说。

华文教育不仅促进个体发展，
也为中菲两国各领域交流提供了一
个更为广阔的平台，有利于增进两
国友谊互信、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
交，使两国和平、进步和繁荣的伙
伴关系更上一层楼。

华文教育是海外华侨华人的留根
工程。发展华文教育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张杰表示：“华文教育不仅能
够让菲律宾民众更了解中国这些年的
变化，而且能展现新时代的中国形
象。我们的华校已经在菲律宾当地深
深扎根、枝繁叶茂，为‘一带一路’
和传播中华文化起到重要作用。”

近日，由国务院侨
务办公室主办，福建省
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泉州师范学院、菲律宾
晋江同乡总会、菲律宾
华文学校联合会共同承
办的 2022 年菲律宾华
文教育线上研习班圆满
落幕。

华文教育对菲律宾
华人社会而言，既是传
承中华文化、留住中华
之“根”的重要平台，
也是生存发展基础。多
年来，菲律宾华文教育
培养了一大批杰出华侨
华人，成为中菲两国友
好往来的桥梁纽带。

菲律宾华文教育薪火相传
杨 宁 赵 潇

美国侨胞筹建华人食品银行
睿 加 魏景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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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消
息很快传到菲律宾，在华侨中引起震动，
许多华侨爱国青年纷纷归国参加抗战。
1937年，黄登保参加了菲律宾龙马疙地抗
敌后援会，随后与 7 名华侨青年结伴回
国。他们先到香港，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
处接洽后，持廖承志写的介绍信，辗转武
汉、西安，历经艰辛，终于在 1938 年 6 月
抵达延安。

在延安陕北公学，黄登保和来自泰
国、缅甸、马来西亚的归侨青年一起，如
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
史、《论持久战》等著作。黄登保的思想认
识实现了飞跃，从一名爱国主义者转变为
共产主义者，坚定了抗日救亡的信念。
1938年10月，黄登保加入中国共产党。

黄登保从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
（简称“抗大”）毕业后，急切地想要上前
线打击日寇，但组织出于照顾华侨的考
虑，把他分配到了后勤部门。后来，抗大
负责人何长工见他上前线的态度坚决，便
介绍他去了八路军总部刚刚建立的炮兵
团，黄登保得偿所愿，开启了在炮火中成
长的军旅生涯。1940年初，八路军总部炮
兵团在太行山成立炮兵团教导队，黄登保
担任班长。因作战英勇，他被授予“模范
党员”称号。

解放战争时期，黄登保随延安炮校进
入东北，先后任炮兵团团长、炮兵师参谋
长等职，直接指挥多次炮战。1947年，配
合一纵二师攻打四平，在团政委等多人牺
牲的情况下，他带领战士们坚守阵地，为
后来的总攻创造了条件。1948年，他指挥

所部炮兵配合二纵作战，此战全歼国民党新五军，并活捉军长陈林达。
1949年，他参加天津攻坚战，率部支援一纵二师从西部实施主攻，为我
军步兵进入市区聚歼守敌铺平道路。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第八师奉命入朝作战。黄登
保先后任该师副师长、代师长，参加过第一、二、三次战役和夏、秋季
防御战役等。从朝鲜战场回国后，黄登保被刘伯承点名调任南京军事学
院炮兵系副主任，之后又参与创建炮兵学院。1955年9月，黄登保被授
予炮兵大校军衔。1958年，他被调至中央军委炮兵技术部任副部长，参
与第二炮兵部队的筹建工作。第二炮兵独立成军后，他先后任司令部副
参谋长、副司令员等职。

20世纪80年代初，黄登保从军中退出第一线，投身国内侨务工作。
1985年，黄登保率团慰问广西归侨，并对那里的6个华侨农场进行深入
调查。后来党中央和国务院根据其反映及相关部门的报告，做出了《关
于国营华侨农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迈出了华侨农场脱贫的第一步。

黄登保曾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以及独立功勋荣誉
章。1988年，黄登保因病去世。从爱国华侨青年到炮兵将领，从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到全身心为侨服务，黄登保以忠诚与热血
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供稿）

4 月 24 日清晨，
雨过天晴的浙江省湖
州市德清县莫干山，
出现日出云海的壮美
景观，连绵峰林间云
蒸 霞 蔚 ， 美 不 胜
收。

上图：日出。
左图：云海

谢尚国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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