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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红豆侨屋”举行“侨大姐带你学侨法”活动。
图②：“红豆侨屋”志愿服务队队员协助社区开展核

酸检测工作。
图③：“红豆侨屋”志愿者服务队队员为居家隔离的

居民购买蔬菜等生活物资。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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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学静 （1916—2016 年），
其父潘自浚旅居日本9年，在日
本早稻田大学法律专科学习，
与李大钊是同学，因有着共同
志向而成为挚友。潘自浚回国
后，在天津法律专科学校任
教，为当时被当局逮捕的民主
运动学生做辩护律师，营救过
许多进步学生。

后来，潘自浚和邓颖超成
为挚友，经常在一起讨论支持
进步学生的问题。潘学静所读
的小学达仁女校，是一所中国
共产党开展地下活动的进步学
校。潘学静的班主任就是邓
颖超。

1936 年末，潘学静随丈夫
徐天从漂洋过海，赴南洋从事
华文教育。在新加坡，潘学静
夫妇积极参加支援祖国抗日义
卖活动，捐款由陈嘉庚组织的
抗日救国会汇回祖国。

1941 年，潘学静夫妇任教
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中华中学，该校创办人之一张国基是中
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毛泽东的同学与战友。张国基经常对师
生员工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推翻旧中
国。”这些话深深打动了潘学静。

1942年8月，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印尼首都雅加达。中华
中学的办学物资被日军抢走，学校被迫停课。中华中学师生
经过长途跋涉，转移到山城芝巴德。就在此时，日军通知徐
天从去做《共荣报》的主编。

华侨们听闻这一消息，非常着急。《共荣报》是侵略者的
报纸，做主编就是做汉奸。当时，已经有近400名爱国华侨被
关进集中营，日军之所以不关徐天从，就是想利用他在华侨
中的威望，让其为日军服务。

华侨们连夜商量对策。徐天从坚决抵制去当 《共荣报》
主编，但若其直接拒绝，他必定要被日军关进集中营；如果
全家躲进深山老林，日军会追杀更多无辜侨民。

就在大家商讨之时，身怀六甲的潘学静挺身而出：“我去
雅加达日军军政部，替天从回绝这门差事！”

当时所有人都非常吃惊，作为一个文弱温良的女子，潘
学静竟敢做出这样的决定。大家更担心潘学静的安危。但潘
学静说：“目前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侵略者把我们逼到死角
上，我们不挺身而出，就会沦为‘汉奸、奴隶’，这是奇耻大
辱！国内抗日志士在前线，我们海外华侨也要抗日！不做亡
国奴！”

在日军军政部，汉奸张某接待了潘学静。面对物质诱
惑，潘学静不为所动。面对日军头目，潘学静更是毫不畏
惧，意志坚定，始终坚持自己的说辞。最终，日军头目挥手
让她走了。

回到芝巴德，华侨教师和学生前来迎接潘学静。潘学静
和丈夫带着孩子和几名流亡学生，步行几十公里山路，住进
深山，开始了华侨学校的流亡教学生活，一直到抗日战争
胜利。

潘学静只身前往日军军政部，替丈夫拒绝汉奸报纸主编
职务，保护了家庭，也保护了一群华侨。这段佳话在印尼华
侨界广为流传，人们至今依然盛赞这位美丽而勇敢的爱国
女子。

（南通赤子情华侨图书馆供稿）

抗疫“老兵”护家园

“@姚志英@黄莺@宝宝@兰兰，明天早上5点
半到社区做核酸检测志愿者。”

“@徐燕珍@潘晓明@白慧芳@胡惠芳，明天上
午8点半到社区做核酸检测志愿者。”

“新庄卡口值班12点到14点，张扣妹；14点到
16点，张莉……”

5月11日下午，潘晓明在社区网格员微信群发
出第二天的值班安排。看到大家迅速回复的一条条

“收到”，她心里既踏实又温暖。
“今年元宵节过后，我们就参与到了社区的疫情

防控工作中。最近几个月，大家都是早出晚归，忙
碌又充实。”潘晓明说，“疫情发生以来，社区工作
者、党员、青年志愿者们奔波在抗疫一线，都顾不
上休息。我们能帮一点是一点。”

根据年龄、身体状况及居住地，“侨大姐”们分
成了4个小组——经常参与网格巡查、熟悉街坊四
邻的组成“口罩巡查队”，主要播发核酸检测通知，
督促居民遵守疫情防控要求；腿脚灵便、熟悉周边
采购市场的组成“菜篮子队”，负责为居家隔离居民
配送生活物资；年纪比较轻、耳聪目明的组成“疫
线突击队”，配合社区核酸检测、测温查码、信息录
入等工作；善于与人沟通的组成“抗疫宣传队”，负
责为居民答疑解惑，宣传防疫最新要求，关心子女
在海外的空巢侨眷等。

分工明确，责任到人，“侨大姐”们风风火火忙
了起来。作为社区退休主任，潘晓明深得居民信
任。她主动揽下了防疫物资发放工作，每日对各项
物资进行清点、分类存放，并在外箱上备注好名称
和数量。

“‘菜篮子队’精心挑选时令蔬菜送货上门，有时
要爬六七层楼梯；‘疫线突击队’经常身着防护服值
守卡口，‘雨天一身水、晴天一身汗’……”潘晓明
讲述着“侨大姐”们的抗疫故事，感慨道，“大家虽
然年纪都不小了，但都有志愿者的精气神！”

架起海内外“连心桥”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
最相思”。“红豆侨屋”的名字，寄托着“侨大姐”
们对海外亲人的思念之情。

“红豆侨屋”成立于2006年。“当时社区大约有
十多户人家的孩子在国外留学，我们这些家长年龄
相仿，就组织起来成立了留学生家属联谊活动小
组，互相陪伴，分享信息。”潘晓明介绍，“随着孩
子们在国外工作、定居，留学生家属逐渐成了侨
眷。‘红豆侨屋’的成员越来越多，大家的心也贴得
更近了！”

对观景社区的侨胞侨眷来说，“红豆侨屋”就是
他们另一个家，“侨大姐”潘晓明就是大家长。

为病中的空巢侨眷送上暖心照料，为身在海外
的侨胞侨眷提供最新防控信息咨询，帮助高龄侨眷
与海外亲人视频连线……“红豆侨屋”的贴心服
务，架起一座海内外“连心桥”，温暖着社区的每一
位侨胞侨眷。

“子女们在海外打拼，心里始终牵挂着家乡的父
母。”潘晓明说，“红豆侨屋”定期开展“冬送暖夏
送凉”活动，社区工作者和“侨大姐”们一起为侨

眷送上小礼物，这个传统已经延续了多年。
为了丰富侨眷们的精神生活，“红豆侨屋”还创

设“和侨大姐一起玩”的特色活动，设立书画、英
语、摄影、编织、手机微信、手作等十余个班。侨
眷们和社区居民欢聚在一起，学习新知识，结交新
朋友，不但排解子女长期不在身边的孤单，而且加
深了邻里情。

如今，“红豆侨屋”可谓人才济济。不少人成为
社区巾帼龙灯队、晨练队、合唱队、文艺队、时装
表演队的成员，活跃在社区举办的各种文化活动
中。不久前，“侨大姐书友会”还入选2021年度苏州
市优秀阅读推广组织名单。

“朋友圈”越来越大

“用爱打开一扇门，用心点亮一盏灯，走过春秋
冬夏，守望深情牵挂，关爱侨胞冷暖，传递邻里温
馨……”采访中，潘晓明特意提到这首名为《红豆

侨屋我的家》的歌曲。它由苏州市侨联主席沈晋华
作词，苏州侨界青年作曲家王振华作曲，唱出了

“侨大姐”们的奉献与担当。
“‘红豆侨屋’以女性侨眷为主，也有不少热心

的男士参与进来。”潘晓明说，“‘侨大姐’不单单是
一群人，更代表着一种积极向上、热心助人的精
神。这些年，退休侨眷们团结在‘红豆侨屋’，既丰
富了退休生活，又为社区发挥了余热。大家都越活
越年轻了！”

十多年来，“红豆侨屋”先后获得全国侨务示范
先进单位、省社区侨务工作示范单位、市侨办优秀
华侨华人服务点等多项荣誉。现在，“红豆侨屋”在
附近街道社区都小有名气。“不少其他社区的侨眷也
加入了我们的大家庭！”潘晓明笑着说。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潘晓明说，“这些年，
作为一名侨眷，我切身感受到各级侨联组织、街道
社区的关怀和帮助，‘红豆侨屋’也在各方的大力支
持下成长起来。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为侨胞侨
眷搭建暖心桥、安心桥、连心桥，守护好我们共同
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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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有群热心的“侨大姐”
本报记者 李嘉宝

送菜上门、卡口值守、抗疫宣传……

近几个月，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虎丘

街道观景社区内，活跃着一群特殊的

“大白”“小蓝”。她们是观景社区“红

豆侨屋”志愿服务队队员，主要由退

休侨眷组成，被当地居民亲切地称为

“侨大姐”。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助力社区

防疫，服务好居民，‘侨大姐’们决不

含糊。”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72岁

的“红豆侨屋”志愿服务队队长、侨

眷潘晓明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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