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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做好新时代“侨”的大文章——

汇聚侨力 服务侨乡
本报记者 王崟欣

照片中，许淞证浓眉大眼，笑容灿
烂。从三坊七巷到武夷山，从陶瓷制作
到上山采茶……一张张照片背后，定格
了第一次来到中国的马来西亚学生许淞
证的难忘回忆。

照片是许淞证参加 2023 年“中国寻
根之旅”冬令营——福建·福州外语外贸
学院营时拍摄的。冬令营为期 10 天，由
中国侨联主办，福建省侨联、福州外语外
贸学院承办，包括许淞证在内的 30 名马
来西亚华裔青少年从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出发，先后奔赴福州、泉州、武夷山等地，
学习汉语、民俗、历史等课程，体验陶艺、
刺绣、武术和茶艺等活动，看中华名山大
川，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这是我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我从
小就常听家人谈起中国，说那是老祖宗
的家乡，一直有种亲切感。真正踏上中
国的土地后，这种亲切感更加强烈。我
发现这里的风景比家人讲述的还要美，
这里的文化丰富而充满魅力，在这里的
每一天都让我感到充实而难忘。”返回马

来西亚前，许淞证写下了他的临别感言。
福建省是著名的侨乡。作为福建省

第五批海外华文教育基地，2023 年“中
国寻根之旅”冬令营，已经不是福州外
语外贸学院第一次举办的此类活动。每
年 定 期 开 展 的 “ 中 国 寻 根 之 旅 ” 夏

（冬） 令营、针对海外华裔青少年开设汉
语短训班、连续多年资助并举办侨界寻
根助学工程、与地方侨联联动开展“校
地携手共建侨乡”活动……目前，学校
已累计邀请来自美国、德国、阿根廷、
马来西亚、日本等近20个国家的1000多

名华裔青少年来到中国，开展了一系列
丰富多彩的活动。

侨元素的汇聚，也进一步传播了中
华文化。“每逢中华传统节日，我们组织
留学生们包饺子、做粽子、搓汤圆等，
感受不同节日的味道。来自不同国家的
老师和学生兴奋地围坐在一起，将一张
张照片发到社交媒体上，也把中国故事
传播出去。”学校外籍教师本杰明说。截
至目前，学校已累计引进外籍教师 70余
人，学校教师中有海外经历的占比41%。

引侨力、汇侨智，也服务了地方侨务

工作发展。今年初，一部展现长乐侨乡文
化的著作英文版即将完成，担任书籍翻译
的正是来自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的师生。

组建全球媒体报道团、为省市级侨
务活动组织志愿者、参与地方侨乡文化
项目……“我们努力融入地方发展需
要，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助力侨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自身贡
献。”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国际教育中心主
任林锋介绍，学校积极响应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
家招收留学生，累计招收“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留学生160余名。

“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是我们的初心与使命。走过 20年办
学历程的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将始终坚持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任务，推动国际化办学目标，面向世
界、勇于进取、做强特色，倾心倾情倾
力为做好新时代‘侨’的大文章作贡
献，不断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福州外
语外贸学院董事长吴新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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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广西妇女联谊总会副主席朱宁：

“把公益助学长长久久做下去”
高 乔 汪 莹

“为广西玉林容县的
中学捐款 100 万元”“为
柳 州 的 学 校 捐 款 100
万”……旅澳华侨、世界
广西妇女联谊总会副主
席朱宁的手机里，存着很
多为学校捐赠的证书照

片和参与捐赠活动的合
影。多年来，坚持公益助
学已成为朱宁的习惯。
她说，爱心助学，她参与
得越多，感动越多，她想
把公益助学长长久久做
下去。

“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
桃花源，对桃花源也都有着自己的
理解。”近日，在浙江宁波美术馆举
行的“再寻桃花源·乡情篇——任
建国中国画作品展”开幕式上，
华人水墨人物画家、山水画家任
建国这样说。

继去年在中国美术馆展览之
后，任建国个人国画展在2024年再
次巡展，宁波是此次巡展第一站。
此次展览的主题为“乡情”。

“我夫人是宁波人，宁波是我
的第二故乡。能把个人作品带回
故乡，我感到非常荣幸。”任建国

说，将展览的主题设定为“乡
情”有两层含义：一是此次展览
的参展画作系统记录了他对故乡
风土人情与乡间民俗的艺术理
解；二是表达他对第二故乡宁波
的情感寄托。

据悉，此次展览分为“记忆
重启”“乘物游心”“云海听风”

“桃花依旧”和“自有我在”五个
主题，分别通过对“人”“游”

“势”“居”和“我”的视角，展
现“古意今趣”的新写意风格。

任建国旅居澳大利亚已有 30
多年，他每年都会回到家乡进行

创作采风。第二故乡的风土人情
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喜欢宁波的小海鲜，尤其
喜欢带鱼、黄花鱼、鲳鱼。”任建
国分享了他对宁波的“舌尖印
象”。任建国也会前往宁波象山、
余姚、宁海前童等地进行采风写
生，寻觅创作灵感。

从古至今，从中至西，从记
忆到现实，从游物到游心，任建
国的艺术创作深植传统的同时也
容纳着多元文化。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美术评
论家于洋表示，桃花源的梦境世
界，是任建国艺术之路上长久而
重要的母题。这一意向与他早年
研习中国画时的笔墨因缘有关，
与他远渡重洋在澳大利亚工作与
生活的人生经历有关，与他心底
积淀多年的艺术理想有关。

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
家协会副主席吴为山表示，任建
国从中国画笔意墨韵的“写意精
神”出发，有机融入抽象和表现
性的语言元素，形成抽象和写意
融合的新笔墨风格。

据了解，本次展览时间为 3月
29日至4月21日，展出百余幅任建
国多年来创作的代表作品，展示了
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工笔重
彩到新写意风格的创作成果。

（来源：中新网）

华人画家任建国在宁波举办中国画作品展——

“再寻桃花源”
林 波

柳江河畔柳江河畔 墨韵悠长墨韵悠长
清晨，朝阳照射下，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江河畔云雾缭

绕，层层叠叠的青山与若隐若现的城市建筑相互映衬，一幅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水墨画卷映入眼帘，美不胜收。

黎寒池（人民视觉）

侨 乡

新 貌

任建国中国画作品展开幕式现场。 林 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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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南郑州新郑甲辰年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美国同拜活动
——第九届旧金山海外炎黄子孙
拜祖大典，在美国旧金山市政府
广场隆重举行。

加利福尼亚州财务长马世云，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领侨处主任
王一鸣、领事杨博，旧金山市参事
陈诗敏，加州索诺玛市首位华人市
长、市议员丁骏辉等政界人士、侨
团领袖、商会代表出席活动。

第四届“我是炎黄子孙”青
少年中文演讲比赛获奖的华裔青
少年代表，以及各界社会团体、
民间组织、友好人士、海内外媒
体等千余人齐聚旧金山，共同拜
祖，祈福中华。

美国南加州著名爱国侨领、
张治中将军之女张素久致辞时表
示：“拜祖大典非常有意义。要讲
好中国的故事，就要先传承好祖
先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陈诗敏在致辞中表示：“海外
华侨华人在旧金山市、在加州乃
至在全世界各地都作出了重要贡
献。我希望这种敬拜祖先的传统
能够在旧金山持续下去，并且延
伸到世界各个角落。”

丁骏辉在致辞中表示：“一代
又一代在美华侨华人为保护同胞
权益奔走呼吁。这些故事激励着
我们，要更加团结，让世界变得
更美好。”

加州都柏林市副市长 Sherry
Hu，美国国会众议院硅谷资深顾
问、美国加州经济发展委员会委
员尹集宪等嘉宾分别致辞，共同
为美国同拜活动的举行送上衷心
祝福。

此次同拜活动延续“同根同
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主题，
设立“锣鼓喧天、敬献花篮、净
手上香、恭拜始祖、恭读拜文、
高唱颂歌、乐舞敬拜、祈福中
华、盛世传承”九项仪程。

庄严肃穆的氛围下，各界代
表分别向人文始祖敬献花篮与鲜
花，深深地三鞠躬，表达对先祖
的深沉情感与敬意。

随后，嘉宾依次登台盥手，为
黄帝画像上香并三鞠躬。参与仪
式的千余名嘉宾，面向人文始祖虔
诚行施拜礼。美国同拜活动组委
会秘书长张雪玲向主拜人呈交拜
祖文。主拜人丁骏辉诵读拜祖文。

“高唱颂歌”“乐舞敬拜”环
节，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马春霞和
著名男中音赵夏阳领唱，拜祖大
典成人合唱团和儿童合唱团团员
合唱一首《黄帝颂》。美国同拜活动组委会舞蹈团团
长李一冰率领演员们身着华美汉服献上了一支中国
舞。

美国同拜活动组委会总指挥胡长桥、张福明共
同递交拜祖大典祈福画卷。参与仪式的侨领代表及
华侨华人代表在精美的祈福画卷上郑重签名，祈福
国泰民安。美国少林文化中心奉上了一场“功夫大
片”，少林功夫的独特魅力与现场的精彩表演，赢得
了现场观众的喝彩。

最后，主司仪陈诗敏宣布大典九项仪程圆满完成。
“三月三，拜轩辕”。自 2015年起，旧金山海外

炎黄子孙拜祖大典已连续成功举办九届，成为海外
华人社区中极具影响力和标志性的文化盛事。

（来源：中新网）

全身心投入公益事业

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的朱
宁，自 1983年赴澳大利亚工作生活，旅居
海外多年。多年来，她对家人的思念和对
家乡的深厚感情从未减退。说起参与公
益助学的“缘分”，朱宁讲了许多故事。

“我对教育领域的关注，始于我的父
亲。”朱宁说，她的父亲曾经担任柳州高级
中学校长。在朱宁的记忆里，父亲一直兢
兢业业，专注于学校的教育管理工作。受
父亲言传身教的影响，她一直想为柳州的
教育事业做些有益的事情，为家乡贫困家
庭的学生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旅居海外后，朱宁开始为华商回国助
学搭建桥梁。因为曾在香港正大集团工
作，朱宁认识了许多华商朋友。朱宁在柳
州成长，熟悉当地情况。当华商朋友想要
回国捐资助学时，朱宁热情“揽活”，在柳
州侨联、学校和企业之间穿针引线，为家
乡学校和华商相关基金会之间搭建桥梁，
为家乡贫困学生吸引助学资金。从 2017
年开始助学到如今，朱宁一直全身心投入
公益事业。

“最开始，我到许多偏远农村学校调
研，总会感叹当地学生求学不易。每当
我看到学生们求知若渴的眼神，我就觉
得，助学路上遇到的困难都不算什么，
我想尽己所能，为他们铺就一条更加宽
阔的成长道路。”朱宁说，“目前，我参

与资助的对象包括中学生和大学生，希
望这些贫困学生在各个求学阶段都不会
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学。”

爱心传递不会停下

“读书能改变命运”“将来做一个对
社会有用的人，回报祖国”。这是朱宁对
受捐助孩子说得最多的话。“这些话可能
有些老套，但我的愿望就是这么简单，
希望学生读好书，做好人，成为对社
会、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朱宁笑着说。

新冠疫情期间，朱宁虽然人在海
外，但依然挂念着家乡的孩子们。疫情
初期，国内防疫物资紧缺时，朱宁所在
的香港志媚基金在海外紧急购置了 4 台
口罩生产专业设备，并在广东省东莞市
开始口罩生产。朱宁从中争取了 8 万支
医用防护口罩捐赠给柳州的学校。朱宁
在海外“远程遥控”订货、发货、物流
配送等全过程，直到物资运抵柳州发放
到学生手中。

朱宁说，每年最开心的时候，就是
高考后自己捐助的孩子给她“报喜”的
时候。每当听到孩子取得理想成绩、被
理想大学录取的消息，她的心里有说不
出来的满足。虽然已经过了退休年龄，
朱宁热心公益、捐资助学的脚步并不曾
停下，频繁往返于澳大利亚与中国、进
行公益助学活动，如今成了她的“主

业”。用她的话说：“我的助学事业才刚
刚起步，这份爱心传递不会停下。”

教育后代不忘“根在中国”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
黄河长江。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亲
爱的家乡……”给朱宁打电话，总能听
到熟悉的手机铃声——《歌唱祖国》。对
祖国家乡的牵挂，早已融入了朱宁生活
的点滴。

朱宁说：“20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参
加世界广西同乡联谊会时，我深刻感受
到了同乡之间的浓厚情谊。我非常希望
能更多地参与家乡建设，为家乡父老实
现共同富裕尽一份力。”

作为海外侨团主要负责人，她时常
组织侨界活动，逢年过节就与华侨朋友
一起吃中国传统美食，唱中文歌曲，跳
民族舞蹈。每次回到家乡柳州，朱宁还
是习惯用地道的柳州方言和老乡打招
呼、谈事情。对于在澳大利亚学习生活
的孩子，她也时不时“念叨”：“你是中
国人”“你的根在中国”。

“对于海外华二代、三代，我一直认
为应当重视他们的中文教育，引导他们
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帮助他们接
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我负责的侨团也在
探索更丰富、灵活的文娱活动，吸引更
多年轻人加入。”朱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