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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青田同乡会举办换届典礼

近日，德国青田同乡会第十一届理事会换届典礼在
北威州首府杜塞尔多夫举行，傅汉豪任第十一届理事会
会长。

傅汉豪表示，同乡会自成立以来，在使领馆的指导
和帮助下，在当地政府大力支持下，在历任会长和广大
青田同乡的无私奉献和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丰硕成果。
新一届同乡会将积极推动广大侨胞融入当地主流社会，
为侨居地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作出更大努力。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领侨处参赞李立蓓表示，青田
乡亲为中德友好作出了很大贡献。希望德国青田同乡
会继续推进中德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弘扬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促进侨胞融入当地社会，为中德两国友谊继
续贡献力量。

（据《欧洲时报》）

卢森堡侨界举办文化和义卖活动

近日，中欧文化艺术交流协会、卢森堡中国文化中
心、中国工商银行卢森堡分行在施特拉森市保罗·巴布雷
文化中心共同举办中华文艺联欢活动。中国驻卢森堡大
使华宁、施特拉森市市长潘戴尔、副市长维尔特、卢森
堡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张晶、中国工商银行卢森堡分行总
经理李莉、当地友好人士以及华侨华人等200余人参加。

华宁表示，施特拉森市历史悠久，交通位置重要，
国际化程度高，来自中国等 100 多个国家的民众在此安
居乐业。中国侨民自 20 世纪 70 年代陆续来卢工作生
活，逐步发展壮大，为丰富多元文化、促进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也得到卢森堡政府、施特拉森
市政府长期以来的支持帮助。

（据中国驻卢森堡使馆公众号）

秘鲁古冈州侨胞之家揭幕

近日，位于秘鲁华侨华人聚居区的古冈州侨胞之家
举行了隆重热闹的揭幕仪式。来自该区的区长、居住在
该区的华裔国会议员被邀请前往剪彩。舞狮舞龙，张灯
结彩，乡里乡亲聚集一堂喜庆热闹。

古冈州侨胞之家占地 300 平方米，共两层，内设乒
乓球室等娱乐设施，交通便利，为侨胞活动和聚会提供
了新场所。

由华侨先辈早年集资或独资创建的各大广东籍会
馆，因历史原因大都建在市中心老城区。随着历史变
迁，位于市中心的老会馆由于交通拥堵、治安、设施陈
旧等问题，已经不能满足侨胞的需求，寻找新的会馆或
活动场所是秘鲁各籍侨团的新目标。

（据秘鲁《公言报》）

加拿大华裔博物馆获华人家族捐款

近日，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的华裔博物馆获得来自加
拿大华人社区两个家族共 380 万加元的捐款。这两笔捐
款包括加拿大前参议员、亦是首位华人参议员利德蕙及
其家人通过利德蕙基金会捐赠的 280 万加元，以及林思
齐博士夫妇基金会捐赠的100万加元。

作为专门记述华人历史的博物馆，华裔博物馆位于
温哥华唐人街的永生号大楼。该博物馆计划于 2023 年 7
月1日正式开馆。华裔博物馆董事会主席黄丽珠表示，博
物馆致力于纪念加拿大华人过去和现在的历史、贡献和
文化遗产。

（据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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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发展 从无到有

近年来，中文教学“百校项目”作
为增进中国和阿联酋两国教育文化交
流的民心工程，推动了阿联酋华文教
育蓬勃发展。但在迪拜你好教育学校
刚刚起步的 2012 年，迪拜华文教育还
不是现在这番模样。

迪拜你好教育创始人叶奇回忆：“最
初，我在迪拜知识村的一家语言培训机
构担任汉语教师。当时，对中文感兴趣
的学生不多，学校校长也不太重视汉语
教育，培训主要针对英语、法语和阿拉伯
语等语种。2012 年，迪拜几乎没有一家
专门的华文教育机构。因此，我萌生了
自立门户的念头。”

创业之初，叶奇只身一人，所有事情
都得亲力亲为，包括管理、宣传、策划、
教学、卫生等大小事务。她说：“最开
始，我一个人负责四五个班级，每个班级
大约有6名学生。好在后来，我招到了一
批非常优秀的华文教师。他们敬业负责，
永远想学生之所想，急家长之所急。”

说起“你好教育”这个名字由来，叶奇
表示：“当时也想过，是不是一些具有中
国特色的名字更能打响招牌，比如长城
或者熊猫。但办学前丰富的招聘经验告
诉我，无论是哪个国家的语言教师，初
次讲课大多会用本国语言向学生教授打
招呼的见面语，比如‘你好’。我希望大
家看见中国人时，也能脱口而出‘你
好’，因此便给学校取名为‘你好教育’。”

2016 年，你好教育荣获国务院侨办
评选的“世界华文教育示范学校”称号。
2022 年，你好教育迎来成立十周年。学
校现有教师 40余名，超过 1500名学生步
入你好教育的课堂，在华文教育及不同
技能领域获得了发展。

叶奇说：“你好教育 60%的学生都是
华裔子女，也有不少外国人来学中文。我
教的第一批学生当时只有6、7岁。如今有
学生找到我，表示他已经被名牌大学录
取，希望可以回到你好教育担任兼职教
师，为华文教育贡献力量。”

寓教于乐 深学笃行

在你好教育学校宋美娜老师的 《汉
语启蒙》 课堂上，孩子们朝气蓬勃。见
面时孩子们伸出的软乎乎的双手，下课
分别时的紧紧拥抱，课间不经意的一句

“老师，你真棒！”，还有委托家长给老师
写的书信，都让宋美娜对华文教育充满
热情。

她说：“我的每一点付出，孩子们
都会以十几倍的成果反馈。前半节课教
的一个生字，如果在后半节课的古诗词
中 遇 到 ， 没 等 我 指 出 ， 他 们 就 会 说 ，

‘老师，这有刚学的那个字！’这种正向
反馈给我带来了无穷的价值感、成就
感。人们常把教师比作红烛，我觉得学
生像是点燃红烛的火种，他们用天然的
热情和对知识的渴求带动着我、感染着
我，让我也跟着燃烧起来。”

对于年龄尚小的孩子来说，识字颇

有难度，特别是笔画较多的汉字。对
此，宋美娜总结了两个好方法。“一是动
画解析法，用生动有趣的动画视频表达
汉字。比如‘吹’字，左边为一张口，右
边想象成一个喇叭，联想为一张嘴在吹
喇叭，孩子们在看动画的过程中就记住
了这个汉字。二是身体写字法，按笔画
顺序用身体部位写汉字。期间，孩子们
手脚并用、互相模仿，不断发掘新的书
写方法。看似在玩其实在‘写’的过程
中，加深了孩子们对汉字的印象。”

担任你好教育美术老师的侯继红坦
言，他最大的希望就是看到孩子们把构
思展现笔端，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在自己
的辅导下，学生的绘画技法有所提高，
创意思维越来越活跃。

他说：“第一次户外写生时，孩子们
细心观察，将参差不齐的各类建筑画在
了纸上。课程的最后 5 分钟成了他们的
故事会，小葱介绍自己的作品，‘这个高
楼就像爸爸，这个矮楼是妈妈，那个胖胖
的楼房就是我，这个建筑群是一个完整
的家庭。’另一名女孩指着画上五彩斑斓
的颜色说，‘这些建筑是时装模特，他们穿
着不同颜色的漂亮衣服。’孩子们丰富的
想象力和纯真的笑容，让我十分感动。”

赓续传承 精益求精

你好教育杰克老师从事华文教育7年
有余，刚入职时的紧张授课场景，如今
还历历在目。他说：“最初，我在美国教
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说汉语。双手朝向

自己代表‘我’，比出爱心代表‘爱’，‘你’
则把双手朝向对方，这样的感官教学让
学生们快速学会了一系列表达。课间休
息时，就有孩子跑过来朝我比划‘我爱
你’的动作。”

2021 年，你好教育携手暨南大学华
文学院在迪拜开设“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
业（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课程。作为第
一期学员，叶奇表示：“通过专业系统的
学习，我深入了解了汉语习得、汉语分
技能教学法、汉语趣味教学和教学测试
与评估等内容。教授们对待华文教育的
一片赤忱之心，无形之中影响着我。我
希望，海外侨胞们将华文传承、推广开
来，不仅要会写中国汉字，也要了解中
国文化。”

你好教育向玉老师自成为对外汉语教
师的那天起，便觉得身上多了一份责任、
一种信念。她说：“中国传统节日蕴含着
深厚的民族情感和文化内涵。为了让海外
的中文学子享受学习中文的乐趣，我将中
国节日融入课堂。端午节，我与学生一起
包粽子、品粽子、观赛龙舟视频，一起感
悟屈原的爱国情怀；中秋节，我教学生做
月饼，与他们共话团圆；春节时，我们一
起抢红包、剪窗花、吃饺子，参加由驻迪
拜中国总领馆举办的春节游行活动，共享
年的味道。”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
丰富。“节日体验”让课堂生动起来，学
生们得以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的文化魅
力。向玉自豪地说：“促进中外交流，是
每一个对外汉语教师神圣的使命。为
此，我深感荣幸。”

“你好”，致力迪拜华文教育
本报记者 杨 宁

“你好”，致力迪拜华文教育
本报记者 杨 宁

“ 十 年 树 木 ， 百 年 树
人。”迪拜你好教育学校成立
十余年来，始终致力于华侨
华人特别是华裔青少年的中
文教育，成为海外侨胞传承中
华文化、弘扬中华传统的重要
平台。

侨 乡 新 貌

近日，第四届广东省江门市“乐业五邑”创业创新大赛
之华侨华人创业创新赛成功落幕，来自海内外的华侨华人同
聚赛场，为汇聚侨心侨力、共圆中国梦贡献力量。

记录侨乡风韵

来自香港的叶昌源是一名资深影视制作人，出于扩大
项目知名度的考虑，他决定参与本次华侨华人创业创新
赛。在他看来，如果能通过影视文化和媒体平台将华侨文
化宣扬海外，对家乡发展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在江门打拼将近 4 年，充分领略侨乡独特的人文风采
后，叶昌源萌生出拍摄一部江门本土电影的想法。为促
进文化传承，他以近年来江门政府大力宣传的陈皮产业
为主题，结合当今青年创新创业的潮流，选择用年轻人
的视角和口吻去讲述这个故事。“我想借此部电影体现
港澳、海归人士到江门创业的热情，表达江、港融合陈皮
文化、弘扬侨乡精神的决心。”叶昌源说。

他的“江门故事”项目获得了企业组铜奖，并收到了
政府的资金支持，其创办的天艺数码文化娱乐科技（江
门）有限公司，也成功入驻江门市硕士研究生创业孵化基
地。对于项目的未来，叶昌源充满信心。他表示，十分
愿意继续参加类似比赛，不断完善项目，通过电影展示
侨乡风韵和五邑文化。

唤醒沉睡村落

80 后党员谢沃根退伍后，致力于家乡休闲旅游业的
发 展 ，成 立 了 江 门 市 领 航 旅 游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并 成 功
入 选 2020 年度“全国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支持项目。
虽然其负责的“凤仪里”旅游项目已小有名气，但为向
更多人展示凤仪里的魅力与潜力，他仍然选择参加本次
比赛。

20 世纪初，青壮年们为谋生存纷纷选择去海外发
展、创业，返乡后建造了众多中西合璧的碉楼、居庐。
但随着越来越多居民移居海外，江门出现了许多“无
人村”。这些碉楼逐渐无人问津，凤仪里就是其中的典型

代表。
谢沃根初见凤仪里，就遗憾这些千姿百态的碉楼被

人遗忘，因而决心要修葺碉楼，让它们焕发生机。“我
对家乡感情深厚，希望能够尽自己的能力为家乡作出一
些贡献。”谢沃根说。

在他看来，这份对家乡的热爱与思念萦绕在所有华
侨华人心间，“不管走到哪个地方，华侨华人的心始终与
祖（籍）国和家乡连在一起，这条情感纽带促使他们返回
家乡，投身到祖（籍）国的发展建设中。”“凤仪里”旅游项
目的初衷之一就是希望能够借助旅游业发展，吸引更多
侨胞回国共建江门。

凤仪里逐渐恢复了生机与活力，碉楼的风采也再次被
人们所知晓。但路漫漫其修远兮，他表示，下一步会继续
做精做优乡村休闲旅游业，为乡村振兴不断作出贡献。

传承古法工艺

获得企业组银奖的“水禾豆古法酱油”项目负责人
黄小凤虽随家人移居国外，但假期总会选择回国。在
她看来，国内的生活比国外更为便利。“当我从国内带
回的物品被外国人称赞时，我都会很骄傲地说，‘这是中
国制造！’”

在海外生活的时日里，黄小凤发现，加拿大居民往
往会选择“日本酱油”。由于家里传承了香港某酱园的技
艺，她经常思考一个问题——日本酿酱技术明明源自古
代中国，为何在国际上却更受欢迎？

久而久之，一个念头在黄小凤心里萌生，“我们这代
人应该重新诠释‘中国制造’。除了技术升级，我们也要讲
好中国故事，让大家知道，我们才是酱油文化的创始人，
中国也有自己的高端品牌酱油。”

抱着这样的想法，黄小凤选择回国参加比赛以完善
项目设计、扩大品牌影响。在比赛中，她深刻感受到了

“满堂青年，朝气蓬勃”的场景，也收获和成长了许多。
对于江门得天独厚的“侨”资源，她认为，“‘侨’为我们搭
了一座桥，让我们了解国外市场的需求与潜在商机。”关
于未来，她表示自己仍会坚持做好古法酱油工艺，弘扬
中国传统酿酱文化。

侨乡有约 共促发展
睿 加 张佳妮

大地春回，福建省漳平市永
福镇的数十万株樱花渐次绽放。
游客前来观赏游玩，好风景带来
乡村振兴“好钱景”。

图为永福镇樱花茶旅景区，
粉色的樱花与绿色的茶树交相辉
映、美不胜收。

朱海鹏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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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杏桃梨次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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