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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侨华人新生代走进侨乡青田——

“我要把青田的故事带到国外，讲给世界”
本报记者 林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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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把青田的故事带到国外，讲给世界”
本报记者 林子涵

海外侨领共话成都大运会：

争做连接成都与世界的桥梁
韩金雨

“香都”制香忙
侨 乡

新 貌
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是中国香料生产基地之一。近年来，永春县大力扶持制香产业聚集发展，积

极落实一系列税费优惠政策，加大人才引进、保障用电等支持力度，提升自主品牌竞争力，助力制香企
业高质量发展。图为日前，工人在永春县达埔镇的一家制香公司晒香。 王旺旺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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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 3年，浙江青田再次
迎来一批特殊的“归乡人”。这
几天，来自意大利、西班牙等
40多个国家的500多名青田籍
海外华侨华人新生代齐聚家
乡，参与“中国寻根之旅”“情
系家乡”夏令营，在10天的营
期里，游览青田名胜，学习人
文历史，领略家乡风采。

活动按年龄段划分：7至
1 1 岁儿童参加华文教育主题

夏令营，12至1 8岁青少年参
与寻根之旅主题夏令营，18
至 30岁的学员可参加“培育
培根 铸魂筑梦”新侨伙伴家
乡行活动，参观走访城区及
产业基地。

夏令营期间，多名受访
学员表示，这次“回家”收获
满满，以后不仅要常回来看
看，还要把青田的故事带到
国外，讲给世界。

了解家乡历史

今年的青田夏令营格外热闹，许多华
侨华人新生代是自新冠疫情以来首次回
到家乡，还有不少人是第一次来到青田。
开营当天，学员们轮番上台，努力用中文
进行自我介绍。

夏令营开营第一课，老师为学员们介
绍青田的历史。讲台下，邱启轩听得十分
认真。这位在意大利出生、长大的准小学
五年级学生，课后复述起青田的历史故
事，头头是道。

“青田县有座太鹤山，山下有田地，
古时候种了许多青芝，因此这个地方取
名叫‘青田’，别名‘芝田’。”邱启轩说，“在
课上，我学习用毛笔写青田的‘田’字。知
道县名的由来后，我觉得青田的名字真的
很形象！”

一片青山，处处“宝藏”。得益于多山
地形，青田自古就有许多风景名胜。此次
夏令营专门安排学员进行户外研学，沿青
山而行，探访奇峰秀岭。

瓯江南岸，旗、鼓两峰对峙如门，故名
“石门”。一行人来到位于青田西北部的
石门洞景区时，眼前的壮阔景象让 16 岁
的曾晨嘉赞叹不已。

“石门飞瀑倾泻直下，令人震撼。许
多诗人名家曾在这里留下章句，称赞石门
洞的美景。例如，汤显祖曾写过‘独洗苍
苔注云壑，悬飞白鹤绕青田’的诗句。我
还了解到，石门洞是明朝政治家刘伯温的
修身之所，他曾在这里读书悟道。”这位来
自意大利帕多瓦的少年说，“站在美景中，
得知这些故事，让人由衷感慨，青田是个
好地方。”

石雕是青田另一项来自大山的馈
赠。夏令营期间，学员们来到青田石雕博
物馆，参观精美的石雕作品，了解青田石
雕的镂雕技艺。在青田石文化产业共富
学堂，华侨华人新生代还观摩了青田石的
加工过程，体验了印章篆刻。

“石雕是我们青田的一张代表性‘名
片’。历史上，青田石雕就曾由华侨华人
带出国门，走向世界。”来自法国的“华二
代”陈皝是一名 00 后。提起家乡的石雕
艺术，他满是自豪。在体验环节，他制作
了“世界”“青田”“同心”3种字样的印章。

“雕刻一枚小小的印章需要十分的耐心和
专注，可想而知，精美的青田石雕需要投
入多少工匠心血。”陈皝说，“我要把制作
的3枚印章带到国外，让身边的华裔朋友
和外国友人也关注青田石雕，了解青田的
人文历史。”

感受发展变化

“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貌孕育了青
田的农耕智慧和特色产业。夏令营期
间，学员们到访青田“田鱼乡”方山，参
观稻鱼共生系统博物馆，了解青田的特
色农业文化遗产。

“在山坡上开垦梯田，种水稻的同时养
鱼，水稻和田鱼都能获得充足养料。这种独
特的稻鱼共生模式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来

自西班牙哈恩的胡舒婷今年刚刚初中毕
业，趁着高中入学前的暑假，她报名了此次
夏令营。“此前虽然也回过家乡，但没想到
路边看似普通的田地，还藏着这么多神奇
的知识。夏令营结束后，我还要再问问家里
长辈有关田鱼的故事。”胡舒婷说。

方山上，学员们还品尝了刚打捞上来
的田鱼。“方山风景优美，到处都是田和池，
和葡萄牙的山地丘陵风格很不一样。这样
的好山好水养出的田鱼，味道也非常鲜美，
我爱吃极了。”来自葡萄牙的叶迪毅说。

夏令营专门为 7 至 11 岁的小学员设
计了田鱼折纸等环节。“有小学员中文水
平有限，听不懂有关稻鱼共生的讲解，但
对手工非常感兴趣。通过做手工，不少同

学对青田的地理风情有了新的了解。”夏
令营课程教师陈水芬说。

在方山乡，12 至 18 岁的学员现场体
验了糍粑制作，品尝了特色山粉饺。

“打糍粑的环节让大家非常兴奋，每
个同学都围着石臼跃跃欲试，想要一展身
手。”夏令营班主任杜康玲说，“通过这些
体验课程，希望孩子们能加深对青田的认
识。将来对外讲起青田，能自信地列举家
乡特产，介绍青田风物。”

夏令营还为18至30岁的学员安排了
产业之旅。一行人走访了青田抖音电商直
播基地、侨乡进口商品城、世界红酒中心、

“西餐大师”全球人才培训中心等地，了解
侨乡特色商贸产业，感受青田发展变迁。

“高楼林立，产业集聚，家乡这座县城
已经有了大城市的风采！”陈皝说，“行程
中，我们到访了不少本地科技企业，其中
不少企业走在业内前沿，这让我对家乡的
发展速度刮目相看。”

“通过参观，我看到了家乡的发展前
景，体会到了家乡对华侨华人新生代的支
持。将来如有机会，我也希望为家乡发展
作出自己的贡献。”来自捷克的周宇茜说。

增强身份认同

趁着暑假，来自西班牙的家长陈丽丽
专程带 3 个孩子来青田“寻根”。这趟行
程，她有一个心愿。“我家3个孩子分别是
19岁、18岁、16岁，其中，老大和老二在西
班牙上大学，学习机械工程专业。我希望
经过这次夏令营，他们能更熟悉家乡，回
到西班牙后能多讲一讲青田故事。待到
将来学有所成，再把专业知识带回国内，
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陈丽丽说。

“孩子在参加夏令营前有些抗拒，没
想到开营后‘乐不思蜀’，和我聊了很多学
到的新内容。”定居西班牙马德里的徐佳
敏，家有一名青春期的“华二代”。“孩子出
生、成长在西班牙，中文说得不太好，对中
国人的身份认同也有些困惑。但通过夏
令营，我欣喜地感受到孩子的心态有了转
变，不仅对华人身份有了新思考，对青田
也越发亲近。希望孩子回西班牙后能向
他的同学介绍青田，展现真实立体的家
乡。”徐佳敏说。

活动期间，青田县委宣传部负责人表
示，华侨是青田的最大特色和资源之一。
青田始终重视新侨培育培根工程，自2007
年以来，持续开展“中国寻根之旅”“情系
家乡”夏令营，已累计培训海外华侨华人
新生代 7000 余人次，并编印了《家乡青
田》《我们一起来说青田话》等县级华文教
育教材，帮助新生代更好了解青田文化。

“通过学习青田文化、学做家乡美食、
游览家乡名胜，夏令营希望为学员认识青
田打开一扇窗，让大家亲近家乡，增强身
份认同，积极为老家青田代言。”青田县县
长潘伟说。

“返回意大利后，我一定要和学校同
学分享在青田的所见所闻，还要讲一讲我
体验到的中国民乐、书法等，朋友们一定
会很羡慕我的！”曾晨嘉说。

“夏令营充实有趣，我学到了很多有
关青田的知识，还认识了各国的伙伴。
以后如果有机会，我还要继续参加。”邱
启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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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海外论坛在京举办

本报电（记者林子涵）第五期京华海外
论坛近日在北京市房山区金融安全产业园
举办。本次论坛以“发展区·新作为——厚
积薄发看房山”为主题，解读房山招商引
资和经贸合作利好政策。在京华侨华人、
房山各领域人士等近 200人在主会场参加。
线上另设7个分会场，来自天津侨商会、河
北侨商会、美国达拉斯美中商会、加拿大
青年商业协会、新西兰北京同乡会、北京
侨商会海外友好商会的代表以及 3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3000余位华侨华人相聚云端。

论坛期间，主办方介绍，房山区近年
来探索推出“拿地即开工、交房即交证”
等创新举措，实施助企赋能行动，出台了
一系列人才扶持优惠政策，建立了区领导
与企业家“周末恳谈会”机制等，鼓励各
类企业深耕房山。会上，嘉宾围绕房山发
展定位、产业规划、营商环境、人才引
进、文化旅游、消费休闲等政策、做法展
开交流。

论坛发出倡议，希望广大海外侨胞、
港澳台同胞们来房山兴业发展，共同助力
京津冀协同发展迈上新台阶。

海内外企业家赴桂寻商机

第三届世界桂商暨商会经贸文化交流
合作大会日前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召
开。来自海内外的千余名企业家齐聚南宁，
以“同心谋发展、携手创新局”为主题进行讨
论，探寻合作商机。

大会期间，海内外桂商到广西各地进
行了考察调研，到访螺蛳粉企业、柳州汽
车产业、上汽通用五菱宝骏基地、广西新
能源汽车实验室等，了解广西产业发展。
与会桂商表示，广西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
合作的前沿和窗口，海内外桂商有意愿继
续加大在广西的投资力度。未来，随着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深
入实施，将有越来越多企业从广西出发，
参与开拓东盟市场。

会上，20 个强优民营企业投资的重大
项目集中签约，合同金额超300亿元，将助
力广西重点产业链发展。

（来源：中新社）

厦门华侨博物院获赠百年文物

由陈嘉庚长孙陈立人先生代为捐赠的
一批百年文物日前从新加坡漂洋过海抵达
厦门港，这批别具南洋风情的文物后续将
在厦门华侨博物院面向市民展出。

厦门华侨博物院介绍，此批文物共 43
件，重达5吨，均为东南亚著名实业家唐裕
先生生前使用，包括 1 件 17 世纪的铜钟、
10幅历史超过百年的油画、31套红木家具
等百年古物，其中，年代最久远的是一对
史前猛犸象的象牙化石。

唐裕出生于印尼，祖籍为福建省安溪
县，是印尼著名社会活动家、实业家，生前曾
以其个人影响力，为印尼与中国邦交正常化
作出重要贡献，有“民间大使”的美誉。此次
新捐献的文物由唐裕后人委托陈立人先生
定向捐赠给厦门华侨博物院。

厦门华侨博物院由著名爱国华侨领袖
陈嘉庚先生倡办，于 1959年建成开放，是中
国第一座由华侨集资创办的博物馆。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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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来自全世界的青年将齐聚成都，
催人奋进的体育精神与城市文化的有机融合，必
将让成都成为全球焦点。”日前，谈及即将在四
川成都举行的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简
称成都大运会），中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薛
水和表示，自己将努力宣传和支持这场盛事，让
更多海外友人了解中国、认识成都。

成都大运会将于7月28日开幕。近日，来自
世界多个国家的华人、侨团侨领积极分享对成都
大运会的感想与祝福，希望为推广成都大运会贡
献力量。

成都侨商协会会长洪清鹏说：“成都大运会
即将开幕，作为一名在成都耕耘事业近30年的侨
商，我为这一刻的到来欣喜不已。我将携手成都
侨商协会全体会员，积极参与、广泛宣传这一盛
事，向世界讲好成都故事。同时，我将更加坚定
在成都发展的信心，为这座城市的美好未来作出
更多的贡献。”

“成都大运会是一场国际级体育赛事，也是一
场美好的文化盛宴，我们可以借此机会向海外展
现国宝大熊猫、古蜀文化、传统非遗技艺、川菜、川
剧等最具四川特色的文化名片。”阿根廷中国文化
艺术联合会主席汪永兴说。

老挝四川商会会长季虹对家乡成都即将举办

成都大运会感到无比自豪。他说：“成都大运会不
仅将增加国际交流与文化融合，还将进一步提升
成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吸引国际友人来投资、旅
游，这对推动城市建设有重要意义。”

卡塔尔华侨华人协会会长尤恒国表示，相信
成都大运会将成为全球年轻人实现体育梦想和让
全世界了解成都的大舞台。“在卡塔尔的华侨华
人一定会全力支持和宣传成都大运会，让更多国
际友人关注成都。在此真诚祝愿成都大运会取得
圆满成功。”

“希望在成都大运会的赛场上，运动健儿们
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同时传递友谊、交流文
化、增进了解。”秘鲁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
长阮景星表示，中国和秘鲁虽相隔万里，但却无
法阻隔海外侨胞对祖国的关爱之情，当成都大运
会开幕后，秘鲁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全体同仁将
一起为运动健儿们加油。

“成都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拥有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借举办大运会之机，成都将向全
世界展现它的风采。我相信全世界的大学生健儿
都将感受到成都的热情好客，也希望他们把自己
在成都的所见所闻传播到全世界。”德国巴伐利
亚华人华侨商业联合会会长裘建军说。

（来源：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