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 地方之窗 责编：潘旭涛 邮箱：hwbjzb@126.com

2024年6月20日 星期四

提供便捷服务——
“这里有我想要的便利生活，

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用快乐你会组什么句子？”轻松愉快的
氛围里，来自伊朗的瑞恩和不同肤色的外国
人围坐，讨论着中文词语“快乐”的用法。

这是官任社区开设的国际学堂。瑞恩每
周到这里学习汉语，已经坚持了一年半。

3 年前，瑞恩第一次来到官任社区时，
就是因为这里有浓厚的国际氛围。走在街
上，随处可见西餐厅、咖啡馆和不同肤色的
外国人。

“就像去国外你总会找唐人街一样，官任
社区就是这样的存在。”CBD 西餐厅老板白
志荣是个“外国通”，也是社区商圈协会的会
长。“住在厦门的外籍人士，几乎都听说过我
们这个‘洋社区’。”白志荣说。

瑞恩到中国多年，此前从未系统学过汉
语。在官任社区的一次活动中，他从国际志
愿者口中了解到社区为外籍人士免费开设的
汉语班。

如何到市医院体验就诊，如何到八市海
鲜市场买菜……瑞恩说，汉语课教给他们的
都是最实用的内容。为了帮助他们更好掌握
不同场景下的汉语用法，老师还常常带他
们走出社区，实地教学。教室外，贴着一
张国际学堂的课表。除了教汉语，国际学
堂每周还开设中医、双语美食、中国书画
等课程。

“每个课程都是针对外籍人士需求制定
的。”官任社区党委副书记黄种东介绍，自去
年起，国际学堂已开办两期。

学堂师资力量从哪来？“中医课程联系医
院，美食课程找商家。”黄种东介绍，依托社
区内的商家、医院等资源，社区通过支部共
建的方式，丰富国际学堂课程内容，满足外
籍人士多元化的学习需求。

第一次走进官任社区时，瑞恩就有一种
“回家”的感觉。志愿者亲切地询问他的需
求，还为他准备了一份“初见大礼包”。“大
礼包”内，一本 《外籍人才来厦工作生活指
导手册》 详细介绍了外籍人士在厦门可能遇
到的各种问题。400 页、11 个章节、中英文
对照，瑞恩有问题就会翻一翻。

“护照丢了怎么办、去哪儿看病、怎么租
房、子女在哪儿就学，手册里都有。”瑞恩
说，有不清楚的，官任社区双语志愿者随时
提 供 服 务 ，“ 这 里 有 我 想 要 的 便 利 生 活 ，
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瑞恩与社区之间的联
系，就这样在一次次解决日常需求与参与活
动的过程中越拉越近。

得益于国际学堂的汉语课，瑞恩的中文
说得越来越溜。社区照片墙上的一张照片
里，瑞恩身穿汉服，拿着中式折扇，笑容灿
烂。指着照片，瑞恩用中文说：“这个就是
我，旁边这些都是我的朋友。如果让我用

‘快乐’造句，我要说‘这里就是我的家，在
这里我很快乐’。”

建设共同家园——
“享受服务的同时，我也想为

社区出一份力”

和瑞恩一样，菲律宾人米切尔也是官任
社区的“常客”。

他是厦门岷厦国际学校的一名科学与体
育老师。为了让国际学校的外籍学生们更好
融入当地，米切尔常常领着他们到官任社区
参加中外文化交流活动。

“在官任社区，大家不分中外，都是一
家人。”米切尔介绍，学生们很喜欢这里。
每次社区活动，都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
志愿者。久而久之，米切尔也成了官任社
区慈善教育志愿服务队一员。这支志愿队
伍主导成员是外籍人士，服务对象是社区
中外人员。

工作之余，米切尔有空就往社区跑。他
将志愿服务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事业，把科
学和体育知识带给更多的孩子。讲授环保知
识，介绍菲律宾美食，教孩子们体育课程……
米切尔成了孩子们口中的“明星老师”。米切

尔还在官任社区的支持下，招募志愿者，他
们共同把课程开到了官任社区外，开到了厦
门之外的更多城市。

在官任社区，像米切尔一样的外籍志愿
者还有很多。“社区为我们提供了便利服务，
享受服务的同时，我也想为社区出一份力，
帮助更多的人。”米切尔说。

近年来，为更好发挥外籍人士参与社区
共建的优势，官任社区设立境外人士之家，
整合外籍人士力量，组建国际志愿者队伍，
目前已有41名外籍志愿者参与其中，占社区
志愿者总数的近一半。

如今，慈善教育志愿服务队还拓展出更
多的志愿服务项目——为困境儿童家庭传递
温暖与爱心的洋妈妈巾帼志愿服务队；致力
于提供优质英语交流平台的洋姐姐英语角志
愿服务队；积极推动跨国文化交流与合作，
参与近邻活动开展的国际青年志愿服务队；
为中外家庭搭建交流平台的阳台菜园……目
前，官任社区已有中外志愿服务队 5 支，
2023年度志愿者服务时长达666.5小时。

官任社区居委会办公室的墙上，贴满了
中外志愿者们共同参加活动的照片，很多照
片有史黛拉的身影。她来自亚美尼亚。除了
是社区的一名志愿者，史黛拉还有另一个身
份，官任社区境外主任助理。

国际学堂还有什么需要增加的课程？慈
善集市下一期什么主题？新搬来的外籍人士
有哪些新诉求？作为社区骨干圆桌会议的发
起人，这些议题中，不少都是史黛拉发起并
主持的。

骨干圆桌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平日
里，史黛拉需要与外籍人士充分交流，做好
服务，并收集他们最近阶段的集中诉求，在
骨干圆桌会议上提出。“官任社区的温暖氛围
感染了我，我也想尽自己所能为社区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史黛拉说。

官任社区居委会屋顶，有一片阳台菜
园。20 多个方形小菜圃依次标号、排列整
齐，对应20多个中外家庭。豆角、黄瓜、空
心菜……除了供自家食用，逢年过节，这些
菜还被端上社区中外美食交流活动的餐桌。

中外美食交流节上，来自各国的外籍人
士带上自己家乡的美食彼此分享。在这里，
大家都是朋友。小小屋顶，化为欢乐的海
洋。米切尔很喜欢这样的时刻：“在中外家庭
的共同照料下，菜园枝繁叶茂。正如我们的
友谊一般，茁壮成长、生生不息。”

实现自我价值——
“我在这里有奋斗的事业，这

就是我的理想生活”

暖橙色的灯光，五彩斑斓的餐盘，空间
里弥漫着食物的香气，伴随着热情洋溢的音
乐，浓郁的欧式风情扑面而来。

这是厦门当地一家小有名气的西班牙餐
厅，就位于官任社区的酒吧一条街。西班牙
海鲜饭、西班牙火腿、土豆饼等地道的西班
牙风味菜肴几乎桌桌必点。

老板马努是西班牙人，店内的每个细节
都是马努自己设计的。下午 5 点半，马努为
每桌点上蜡烛，仔细调整座椅位置。每当有
人走进店里，他便面带微笑地捧上菜单，热
情地向客人介绍菜品。

布置自己的店铺，做好吃的菜肴，用心
招待每一位客人，是他理想的生活方式。如
今，这一理想在厦门成为现实。

15年前，马努离开家乡，第一次来到中
国的时候，并未想过会在中国待这么多年。

在厦门，按部就班工作几年后，马努开
餐馆的愿望越发强烈。此后，他一直在寻找
合适的地址。

8年前，第一次来到官任社区的马努，一
下子就被这里优美的环境和浓厚的国际氛围
所吸引。在位于湖滨的西堤别墅，马努的西
班牙餐厅开业了。

创业并不容易。要装修、招揽生意、招
聘员工，人生地不熟的马努，常常向社区寻
求帮助。在一次次互动中，他与社区建立了
越来越深的联系。

开业一年多，一场台风让餐厅遭受破
坏，不得不休业调整。还要不要继续开下
去？令马努感动的是，停店的几个月里，走

在街上，他总能听到熟悉的朋友热情地问
他：“马努，什么时候再开新的餐厅？”“我们
一家都很喜欢你的菜。”

重振旗鼓后，马努来到咖啡一条街，盘
下一间新的店铺。新店铺比原先更大，租金
也更贵，马努的资金有些不够。在官任社区
的支持下，依托社区商圈协会，马努与协会
成员合作，完成了前期投入。白志荣也成了
西班牙餐厅的股东之一。

一个夏日的夜晚，小雨淅淅沥沥。晚上8
点，餐厅内座无虚席。有想尝试地道西班牙
风味的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还有经常到这
里用餐的外国人。昏黄的灯光下，小店透着
温馨。

在厦门，马努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
友，他们一同切磋厨艺，聊最近的新闻，分
享自己的生活。

“这里让我找到了自己。”采访中，马努
说着说着就蹦出几句中文，“在官任，我觉得
自己不是陌生人，而是厦门的一分子。我在
这里有奋斗的事业，这就是我的理想生活，
这里就是我的家。”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
示，今年一季度，外国人来
华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3 倍
多，免签入境外国人数大幅
增加。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到

中国旅游观光、探亲访友、
工作学习。即日起，地方之
窗版推出“遇见中国”系列
报道，讲述外国人在中国各
地的故事。 ——编者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官任社区——

到了这里，就像是回了家
本报记者 蒋升阳 王崟欣

行走在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官任
社区，记者随手推门进入一家名为
CBD的西餐厅。虽然不是饭点，里面
却很热闹。

临窗的一张方桌前，坐着不同年
龄、不同肤色的4位客人。一位穿蓝
白色连衣裙的墨西哥妇人，正悠闲地
享用着下午茶，对面是一位来自伊朗
的上班族，一旁的年轻女士和小女
孩，则分别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伴
随着店内舒缓的音乐，4人相谈甚欢。

漫步官任社区，随处可见类似的
场景。官任社区面积仅 1.29 平方公

里，却聚集了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
多名外籍人士，是厦门外籍人士聚居
最为集中的社区。小小社区，是个浓
缩版的“地球村”。

近年来，为了更好服务外籍人
士，官任社区开通“外籍热线”，开办
国际学堂，落地外国人才服务站分
站，设立国际调解站，举办中外文化
交流等，为外籍人士提供便利化服
务，帮助他们融入当地生活。在享受
便利服务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外籍人
士也参与到社区建设中，通过志愿服
务发光发热。

语言是外籍人士在华生活的基础诉
求。为加强国际语言环境建设，助力提升
外籍人士在闽工作生活便利，福建积极推
动福州、厦门、漳州、泉州、南平、平潭
等地市开展公共场所外语标牌标识规范化
建设，对全省重要涉外参观点英文讲解词
进行审校与指导，对参观点英语讲解员进
行培训。

为提升外籍人士在福建支付便捷，中
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先行先试，依托中
国银联旅行通卡平台，创新推出“福旅
通”卡移动支付服务，方便境内小额、高
频消费场景扫码支付。为方便境外来闽人
员外币兑换，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在

充分调研和摸排需求的基础上，推动实现
境外人员集中的国际机场、港口等口岸地
区、重点文旅场所外币兑换服务的有效覆
盖。同时，督促银行和外币兑换机构在醒
目位置设置统一兑换标识，帮助境外人员
快捷清晰获取外币兑换服务信息，并加强
对网点和外币兑换机构从业人员的培训和
辅导，健全完善现钞兑换预约服务机制，
推动特许机构新增有兑换需求的外币币种。

福建还加强外事、公安、司法等涉外
职能部门的协调联系，形成服务和管理合
力。省外办办好英文网站和微信公众号，
提供多样化资讯，在遇到突发公共事件和
重大自然灾害情况时，及时发布提醒和注

意事项，让外籍人士便捷掌握信息。针对
外籍人士集中的高校和企业，各部门加强
诉求对接，通过不定期了解外籍人士在学
习和工作中遇到的疑惑和困难，主动为他
们答疑解难。

针对外籍人士签证、就医、就学等常
见诉求，福建科技部门先后在外籍人才比较
集中的福州、厦门、漳州、泉州等地设立外国
人工作许可、居留许可“一件事”联办窗口，
为符合申请条件的外国人同时受理、并联审
批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福州编制《外国人
在榕生活指南》（中英文版），方便在榕外籍
人士查询常用信息；厦门市在外籍人士集聚
的地方设立“厦门市外国人才服务站”和“移
民事务服务站”，为境外人才在厦居留和工
作提供便利。在外籍人士聚集的“最后一公
里”，福建多地落地外国人才服务站分站，加
强国际社区建设，引入国际双语社工，设立
国际调解站。 （本报记者 王崟欣整理）

链接▶▶▶
福建服务外籍人士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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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官任社区国
际 学 堂 汉 语 课 上 师 生
合影。

图②：官任社区阳
台菜园外籍家庭认养种
植活动。

图③：官任社区中
外居民一起包粽子。

图④：官任社区国
际学堂书画课。

（本文照片均为祁
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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