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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是著名侨乡，也是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近年
来，福建以“侨”为桥，与海外华
侨华人携手合作，推动职业教育合
作项目走进“一带一路”共建国
家。在海外华侨华人的积极参与
下，一批契合本地需求的人才培养

项目与职业培训课程在共建国家落
地开花，共同见证中国职业教育的
吸引力、影响力、竞争力稳步提升。

近期，记者采访多名海外华侨
华人与福建职业院校负责人，听他
们讲述职业教育“走出去”背后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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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校”合作探索“出海”

在印度尼西亚，印尼雅加达华文教育协
调机构 （以下简称“雅协”） 与福建黎明职
业大学是多年的合作伙伴。

雅协执行主席蔡昌杰祖籍中国海南，1947
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自幼接受华
文教育。2000 年，蔡昌杰与热心华文教育的
人士合作创立雅协。20 多年间，雅协一直致
力于推动印尼华文教育事业发展。目前，雅协
在印尼设有50多个中文水平考试分考点。

自2019年起，雅协与黎明职业大学多次
合作举办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汉语桥”线上团组交流项目、“汉语桥”印
尼教育工作者访华团等相关活动，并展开密
切人员交流互访。

“中国连续多年位列印尼第一大旅游来源
国。近年来，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将旅游产业
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希望拓展与
中国的旅游合作，共同培养更多懂中文的旅
游管理人才，为当地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人员
支撑。在此背景下，雅协、黎明职业大学与巴
布亚省政府展开了一系列合作。”蔡昌杰说。

2019 年，“黎明 （印尼） 学院”在雅协
正式挂牌成立，蔡昌杰担任外方院长。同
期，印尼巴布亚省政府、雅协、黎明职业大
学就联合举办“中文+旅游管理”人才培养
项目达成合作意向。

2020 年 10 月，三方共同签订合作协议，
“黎明 （印尼） 海丝学院”正式启动并运营联
合培养项目。该项目采用“1 年中文教育+3
年专业教育”的模式。学生由印尼巴布亚省
教育厅选拔，在“黎明 （印尼） 海丝学院”
完成 1 年中文预科并考核合格后，再到黎明
职业大学接受 3 年的旅游管理学历教育。除

“中文+旅游管理”联合培养项目外，“黎明

（印尼） 海丝学院”还与巴布亚省达成了华文
教师培训、人文交流等合作，并从中国引进
了“中文+旅游管理”“中文+广告设计与制
作”等专业的教学课程。

福建不断探索特色职业教育“走出去”
办学模式。2021 年，支持职业院校在“一带
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打造“海丝学院”品牌
写入《福建省“十四五”教育发展专项规划》。

“海外华侨华人一直是学校开展对外教
育交流合作的纽带。”黎明职业大学对外交
流中心科长林洋表示，“在合作过程中，华
侨华人发挥在当地的资源优势，校方发挥
师资和办学优势，共同助力职业教育的出
海实践。”

牵线搭桥，扩大国际化办学

马来西亚晋江社团联合会 （以下简称
“马晋联”） 原总会长黄东海与职业教育结
缘，始于一次“中国寻根之旅”活动。

2015年，黄东海带领52名马来西亚华裔
青少年来到福建晋江参加“中国寻根之旅”
冬令营，冬令营的主办地点是泉州轻工职业
学院。参观了解学校的过程中，黄东海对该
校丰富的职业技能课程留下了深刻印象。

“木工加工技术、电子电工技术、建筑工
程技术、物流管理……这些课程非常实用，
如果能让更多马来西亚学子参与课程、了解
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先进经验，会对学生的升
学、就业很有帮助。”抱着这一想法，黄东海
主动与校方进行接洽，而他的提议正与学校
的国际化办学规划不谋而合。以此为契机，
双方加强了联系互访，共同商讨海外职教项
目与留学生事宜。

2017年起，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与马晋联
达成合作，共同在马来西亚招收新生。为
此，黄东海多次与校方团队赴马来西亚各州

与联邦直辖区，拜访当地华文学校与侨团，
面向学生与家长举办了多场招生说明会。

“中国的职业教育吸引了马来西亚年轻
人。”黄东海说，与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的合作
启动以来，共有 107 名马来西亚学生来到该
校学习。2020 级马来西亚学生中有 5 人毕业
后入职马来西亚的中资企业，2021级学生中
有 6 人进入泉州企业实习，还有不少学生毕
业后继续在中国高校深造。

“海外华侨华人自发牵线搭桥、宣传推广，
为职业院校的国际化办学提供了有力帮助。”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国际学院院长何振鹏说。

将留学生引进来的同时，教育培训也在
“走出去”。2020年，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与马
晋联、泉州市网络外贸商会合作举办“马来
西亚跨境电商职业启航班”，为有志于从事跨
境电商的马来西亚青年提供实操指导。培训
涵 盖 TikTok 店 铺 运 营 、 视 频 带 货 指 导 、
MCN招募等内容，目前已举办2期，受到马
来西亚学员欢迎。

在既往合作基础上，近年来，泉州轻工
职业学院与马晋联、澳大利亚晋江同乡会、
加拿大泉州晋江联谊会、印尼晋江同乡会、
日本晋江同乡联谊会等海外侨团加强合作，
积极共建“海丝学院”办学品牌。

“2023年3月，学校与马来西亚安顺三民
独立中学等 4 所华文学校共建‘海丝学院’
数字能力课程班，为当地 255 名师生开展了

‘海丝学院’数字能力课程班培训。今年，
‘海丝学院’数字能力课程班还将继续举办
初、中、高级课程班。”何振鹏说。

以职业教育合作为起点，新的合作也在
萌发。黄东海说，随着越来越多马来西亚学
子进入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学习，该校目前已
成立一支“廿四节令鼓”队。“廿四节令鼓”
是马来西亚华人创作的鼓乐表演，在马来西
亚广受欢迎。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的这支鼓

队，成员包括马来西亚和中国学生，在晋江
当地时常受邀表演。

“马来西亚学生不只到职业院校深造，还
把文化和艺术带往晋江，充分体现了职教促
进民心相通。”黄东海说。

对接需求，惠及当地发展

在华侨华人的积极助推下，如今福建的
对外职业教育合作已拓展至陆上丝绸之路。

这几天，吉尔吉斯斯坦中亚福建总商会
会长林金电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为了筹
备近日举行的“黎明 （中亚） 海丝学院”跨
境电商教学班，林金电和吉尔吉斯国立技术
大学的校方代表就教学所需的教室和电脑设
施进行了多次会谈。

林金电的家乡在福建泉州。20 多年间，
他在吉尔吉斯斯坦创业打拼，从事进出口业
务。担任吉尔吉斯斯坦中亚福建总商会会长
后，他负责牵头联络当地100多家中资企业。

“这几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给吉尔
吉斯斯坦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成果，许多中资
企业在吉尔吉斯斯坦扎根兴业，积极参与当
地经济建设。这些企业多从事服装、能源、
旅游、电商等行业。业务的蓬勃发展，催生
了大量的本土人才需求。”林金电介绍，在吉
尔吉斯斯坦及周边国家，服装行业设计与生
产、缝纫设备维护、矿业企业生产管理、矿
山机械设备维护、新能源汽车销售与维护、
懂中文的旅游从业者等岗位尤其缺乏专业人
才。中资企业、当地企业及各商会都希望建
立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体系，满足发展需求
的同时，更好促进当地就业。

2022年底，一次回家乡探亲时，林金电
听说福建省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打造

“海丝学院”的消息，便萌生了把“海丝学
院”引入吉尔吉斯斯坦的想法。

2023 年春节刚过，在泉州侨联推荐下，
林金电与黎明职业大学取得联系。双方一拍
即合，很快签订了合作协议。2023 年 7 月 8
日，“黎明 （中亚） 海丝学院”正式启动，当
天在线上还举行了中亚国家“中文+跨境电
商”职业技能培训开班仪式。期间，黎明职
业大学与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也签署
了相关合作文件。

“职业教育是中吉教育合作的重要方向，
有助于为两国务实合作培养各领域专业人
才，为中吉关系长远发展和两国务实合作深
入推进提供人才保障。”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
大使馆公参李保杰表示，希望“黎明 （中
亚） 海丝学院”与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
学及其他在吉机构加强合作，根据两国合作
需求举办更多的职业技能培训班，为当地民
众创造更多学习提升的培训机会。

林金电介绍，“黎明 （中亚） 海丝学院”
开设了新能源汽车维修与保养专业、跨境电
商专业、服装设计专业及旅游汉语专业。除
了长期人才培养计划，项目还开设技能培训
短期班，解决企业用人的燃眉之急。

“对员工来说，培训后有技能在手，工资
高出当地同等职位平均水平；对企业来说，
员工工作上手更快、人员流动率降低。因
此，企业和员工的满意度都很高。”林金电表
示，目前为止，已有数十家中资企业和吉尔
吉斯本地企业委托“黎明 （中亚） 海丝学
院”进行人才定向培养，已培训各类技术学
员近千名。还有学员在培训结束后，到黎明
职业大学进行进一步学习提升。

4 月 13 日的跨境电商教学班结束后，林
金电又开始了新一轮忙碌。

“希望在‘黎明 （中亚） 海丝学院’基础
上进行深耕细作，助力职业教育‘走出去’，
为吉尔吉斯斯坦与中亚国家及当地企业发展
提供技术人才支撑。”林金电说。

本报电（徐林、彭训文） 最美人间四月天。春日时节一个周末，福建省
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竹坝华侨农场游客集散中心里，车辆井然有序地停放在
中心广场周围，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到这里踏青游玩。

厦门同安是著名侨乡，海外华侨华人有20多万人，分布于五大洲50多个
国家和地区，全区归侨、侨眷达5万多人。竹坝华侨农场创办于20世纪60年
代，从印尼、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 8
个国家归来的5000多名归侨侨眷定居于此。

在竹坝归侨史迹馆内，一张张发黄的老照片、一个个旧影像片段，反映
了归侨在同安竹坝落地生根、融合发展的故事。讲解员曾巧梅说，当年的农
场树木稀少，只有一片红土坡。归侨来到这里后，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种
下了1100亩果树，开垦并耕种了2700多亩农田。

经过数十年建设，农场面积达7.84平方公里，如今是厦门市乡村振兴战
略市级试点村。“这里已是集研学实践、南洋风情、颐养度假、休闲农业及生
态康养等为一体的特色文旅体验区。”侨安社区党总支书记许春梅说。

在归侨史迹馆，许多游客争相观赏、拍照，一些家长还带着孩子用笔记录下
来。“没想到竹坝风情园内还有个归侨史迹馆，让我了解到归侨的生动历史。”广
东游客陈振田说。

为了更好地讲述“侨”故事，当地还举办文化节。此前，由厦门市侨联
主办的“侨家乐·福建省华侨美食风情文化节”在竹坝启动。活动中，既有服
装体验、迎宾花环祝福等元素组成的南洋风情演出，又有同安传统民俗文化
车鼓弄、拍胸舞等非遗文化展演，还有锡雕、漆线雕、珠光青瓷等同安非遗
项目展示。同安区侨联主席林一亭说，通过举办文化节，来竹坝游玩的游客
大幅增加，侨乡居民得到实惠，凝聚了侨心侨力。

当地还邀请艺术家入驻，将“闽韵”与“侨味”结合。“我们希望打造国
际艺术驻留空间，把艺术、美食与生活融合起来。”同安竹坝国际艺术生活社
区负责人、图南美术馆馆长方惠红介绍，目前已引入首批16位艺术家，并完
成包括驻地艺术家空间、图南美术馆在内的第一期修缮项目。

布艺布偶设计师潘小娟作为入驻艺术家之一，在竹坝已生活两个多月，
这里的东南亚风情文化为她带来不少灵感。“今年是龙年，我以闽南的文化符
号风狮爷和中国的传统文化龙的形象，做了一个系列创作。”她说。

临近晌午，不少市民和游客穿行在美食市集，品尝黄姜饭、咖喱鸡、肉
骨茶、芭蕉粽等南洋特色美食。

竹坝华侨农场侨安社区还自发组织起老人舞蹈队、青少年节令鼓队、少儿
舞蹈队，不仅为游客献艺，还多次代表竹坝到各地华侨农场演出交流。

从昔 日 人 烟 稀 少 ，
到如今的南洋风情旅游
度假区，竹坝的新面貌
凝聚着归侨的奋斗史、
创业史。林一亭说，同
安区侨联将继续依托侨
特色文化和资源优势，
打 造 汇 集 南 洋 风 情 美
食、异域民俗文化的休
闲度假旅游区，助力乡
村全面振兴。

图为游客参观竹坝
归侨史迹馆。徐 林摄

本报石家庄电（记者史自强） 近日，以
“创业中华·创新河北”为主题的 2024 首届
河北（沧州）新侨创新创业大赛启动，旨在构
建京津冀华侨华人新生代开放式创新创业
生态平台，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吸引华侨
华人及海归高层次人才到河北创新创业，赋
能河北经济高质量发展。

沧州地处渤海湾穹顶，沿海优势突
出，是国务院确定的沿海开放城市，也是
环渤海经济区和京津冀都市圈重要组成部
分，沧州黄骅港是雄安新区、冀中南及纵
深腹地的便捷出海口，具有广阔发展空
间。此次新侨创新创业大赛是中国侨联、
河北省侨联支持沧州利用侨界资源、助力

沧州引资引智的重要活动。
大赛主要面向新华侨华人和华裔新生

代，留学生、归国留学人员及海外高层次
留学人才，团队、企业均可参赛。大赛聚
焦河北省重点特色产业，创新成果要有较
高的成熟度，初步具备产业化条件，有落
地产业化潜力。

据了解，大赛主要分为两个赛道，其
中，科创赛道以新兴领域为主，包含数字
经济、人工智能、装备制造、健康医疗、
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服务赛道包含信
息、物流、文旅、生活服务、新消费、现
代服务等领域。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和团
队 可 登 录 大 赛 官 方 网 站 （www.hbxqds.

com） 进行统一注册报名。报名时间自4月
20日起截至6月30日。

此次大赛由河北省侨联，沧州市委、
市政府主办，沧州市侨联、沧州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沧州市科学技术局承
办。届时，大赛将作为河北省侨联创新创
业的品牌赛事，吸引京津冀乃至全国、全
球的新侨优秀项目报名参与，鼓励和引导
新侨项目关注河北、关注沧州，促进科技
成果落地转化，加快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沧州市侨联主席元革表示，今年是京
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10周年，未
来还将以协同创新持续推进京津冀发展，
不断优化科技创新环境，吸引和培养更多
优秀创新企业和科技人才，为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侨联将充分发挥桥
梁纽带作用，凝聚侨心、侨力、侨智，在
新征程中更好发挥侨界作用。

职业教育“走出去”
广大侨胞来助力

本报记者 林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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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云南省澜沧县在民族团结进步广场举办
葫芦彩绘大赛。选手将传统与艺术相结合，通过各
种绘画手段和材料在葫芦上作画，以新颖、有趣的
形式彰显澜沧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图为参赛选手
正在进行葫芦彩绘。 梁志强摄 （人民视觉）

首届河北新侨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侨 乡 新 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