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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界 关 注

近日，第一届“华侨华人学研究”
学术研讨会在温州大学举办。来自海
内外65所高校、研究院所的专家学者
及21个国家的华文教师等240余名
代表参加会议，围绕涉侨研究的多个
议题展开探讨。

专家学者认为，推动华侨华人学
学科建设有现实需要和长远意义。做
好“侨学问”、推动“侨研究”，有利于
更好认识侨、关心侨、服务侨，为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更好凝聚侨心、汇聚
侨智、发挥侨力。

侨 情 乡 讯
专家学者共话“华侨华人学研究”

做好“侨学问”凝聚“侨力量”
本报记者 林子涵

海外中医师：

“推动中医药文化深入人心”
金 旭

海外中医师：

“推动中医药文化深入人心”
金 旭

智慧大棚绽放“美丽经济”

共筑学科建设

近年来，随着中国涉侨部门和高校推动设立华侨华人
研究机构、多学科专家学者及侨界工作者积极投入相关课
题研究，涉侨研究取得了很大成果。此次研讨会上，不少专
家学者表示，推动华侨华人学的学科建设正当其时。

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原副主任、中国华文教育基
金会理事长任启亮表示，华侨华人群体体量庞大，遍布世
界。中国海外移民史、华侨华人海外发展史、华侨华人相
关经济现象、华侨华人与中华文化、海外华文教育、华侨
华人权益保护等多方面议题均值得深入探讨。设立华侨
华人学学科，开展相关教学和研究，对于理解和应对华侨
华人群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至关重要。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原
所长张春旺表示，发展华侨华人学，需要在学科设置、
课程设置、教材设置等方面注重搭建规范化体系。对
此，中国多所涉侨高校已有许多有益探索。

与会专家学者谈到，温州大学华侨华人相关研究基础
深厚。20世纪80年代，温州大学便已开始涉侨研究的步伐。

温州大学副校长刘玉侠介绍，温州大学是国内最早
进行欧洲华侨史研究的高校，是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首批华文教育基地之一。2020 年，温州大学成立华侨华
人研究院/华侨学院，次年获批全国首个华侨华人学交叉
学科硕士学位点，设华侨华人史、华文教育、华商经济、侨
益保护4个方向，并于2023年开始招收华侨华人学硕士
研究生。由温州大学华侨学院主办的《华侨华人学研究》
学术集刊也已出版发布，旨在推动国内外学术界交流互
动和华侨华人学学科建设。

“温州大学将华文教育纳入华侨华人学研究范畴，拓
宽了华文教育的视野和内涵。”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于晓表示，温州大学基于侨乡特色优势，首
创华侨华人学交叉学科，这项工作将在推动学科发展、培
养人才方面发挥作用。

聚焦侨学议题

研讨会上，侨界与学界资深专家及青年学者汇聚一
堂，围绕华侨华人移民情况、华文教育、华侨权益保护等
分享新观点、新成果。

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谢·瓦·梁赞采夫介绍了俄罗

斯和中亚华人迁移与散居的趋势与数据。研究结合实证
资料和数据，分析了中国移民在俄罗斯、中亚国家的工
作、生活、教育、身份认同等情况以及俄罗斯、中亚地
区的涉侨研究新动向。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华文教育系教授曾毅平表示，发
展华文教育，有利于促进中华文化和其他文化的交流互
鉴。当代华文教育工作应开放包容发展，为传承弘扬中华
语言文化作出贡献。

温州大学华侨学院院长包含丽表示，华侨华人学
是专门研究海外华侨华人群体的交叉学科，聚焦华侨华
人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多个方面。华侨
华人学的研究范畴包括历史研究、文化研究、社会研
究、经济研究、政治研究、法律和政策研究、教育研
究、国际关系研究、区域国别研究、移民研究、社区研
究、身份认同研究、国际传播研究等。随着社会发展
和学术研究的深入，华侨华人学的研究范畴还在不断
扩展和深化。

展望学科未来

海外侨胞具有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是连接中国与
世界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生力军。专家学者表示，做好侨学研究，有利于进一步凝
聚侨界共识和力量。

“华侨华人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各
地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华
侨华人学研究作为一个交叉学科领域，对于深入挖掘华
侨华人的历史、文化、贡献以及未来发展有重要意义。”刘
玉侠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长城
学者曾少聪表示，华侨华人与祖（籍）国保持着密切联系，
对中华民族有着广泛认同。侨学研究与侨务实践，有助于
促进华侨华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也有助于发挥华侨华人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推动华侨华人学的教学和研究，大力开展华侨华人
有关知识的培训和普及，有利于更好认识侨、关心侨、服
务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发挥侨的力量、侨的
作用。”任启亮说。

随着世情国情侨情的深刻变化，如何进一步推动华
侨华人学研究，是专家学者探讨的重点。

张春旺表示，温州大学扎根侨乡，能快速了解侨
情、获知侨胞所需、跟进海外侨胞思想动态，这对及时

研究制定和调整侨务政策十分有利。希望温州大学在做
好基础研究的同时，注重对策研究，围绕侨界热点问题
建言献策，发挥智库作用，同时加强华侨华人研究人才
培养，培养更多熟悉侨务工作、了解侨务政策的侨务干
部，并与其他涉侨高校加强联系合作，更好促进华侨华
人学学科建设。

“期待华侨华人学研究行稳致远，不断产出有分量的
学术成果，为新时代侨务工作的转型升级提供指导和支
撑。”于晓说。

图①：研讨会现场。 温州大学供图
图②：参会代表阅读会议手册。 温州大学供图

“创业中华—华商八桂行”走进百色

本报电（梁家迅、朱玉媚） 近日，为期3天的2024
年“创业中华—华商八桂行·走进百色”重点产业招商
推介活动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举行。本次活动
由中国侨联经济科技部、中国侨商联合会、广西侨
联、中共百色市委、百色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来
自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30 多名侨商侨领参加活
动。此次推介会共签约 7个项目，总投资 47.82亿元
人民币。

在百色期间，侨商侨领实地考察吉利百矿年产
1000 万只低压铸造铝合金轮毂项目、中电百色能源
电子产业园、中车百色新能源装备产业基地、中南
光电百色光伏装备产业园、上海榕融百色市氧化铝
连续纤维制品项目、中国—东盟农产品交易中心等
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百色片区部分重点项目以及
右江区澄碧湖芒果产业（核心）示范区等地。

百色市投资促进局负责人向侨商侨领介绍了百
色基本情况，重点推介百色的区位优势，并介绍了
当地新型生态铝、现代林业、新能源、新材料“四大
主导产业”及非遗文化、文旅资源和特色农产品等。
其间百色还举行了县（市、区）主要负责人及市直单位
主要负责人与侨商侨领面对面洽谈交流会。

据了解，有多家侨资企业有意向将项目落户百
色，目前正在对接洽谈中。法国福建同乡会（联合
会）创会会长施恭杰表示，“百色市有色金属等资源丰
富，与东盟交通往来便利，我们计划投资11亿元，在此
建设清洁能源项目，助力解决环境治理难题”。

惠侨远程医疗活动在蓉举行

近日，由中国驻米兰总领事馆指导，四川省成都
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成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成
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主办，米兰浙江侨商联合会协办
的“天府云医·蓉侨康”海外惠侨远程医疗平台（米兰）
专题活动在成都市举行。

来自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专家为海外侨胞
及100余名米兰当地中文学校的学生带来了一场儿童
青少年心理健康专题讲座。

活动现场，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医师围绕
“青少年抑郁的诊断和治疗”等主题讲解了抑郁的临
床表现、诊断和治疗。

活动结束后，参与活动的海外侨胞、中文学校
学生纷纷对活动的组织者表示感谢。多位侨胞表
示，期待未来有更多类似机会，让更多人从中受益。

下一步，成都将借助“天府云医·蓉侨康”海外惠
侨远程医疗服务平台，继续为意大利、马来西亚等国
的海外侨胞开展常态化远程中医医疗服务，在意大
利、马来西亚等国家建立“暖侨惠侨”长效机制，满足
海外侨胞诊疗需求。 （来源：中国侨网）

上海黄浦举办侨情名片展

连日来，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委统战部主办的
“黄浦侨情名片展”在上海市黄浦区思南时区画廊及
南昌路 296号、137号、139号等 4个场所同步展出。
展览通过图文、实物等资料，集中展示百余年来黄
浦侨界人物、侨海建筑等历史资源，展现黄浦侨界
的历史文化和爱国事迹，激励统一战线成员奋勇开
拓，担当时代重任。

“黄浦侨情名片展”内容涵盖晚清民国、新中国
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后3个时期，以革命旧址、民族
商业历史建筑、名人故居、文化旧址遗迹、纪念设
施等 40余处黄浦侨界历史遗迹为线索，详细介绍了
百年来黄浦区侨界人士在此奋斗的历史性成就。

“黄浦侨情名片展”罗列了外滩、人民广场、大
思南区域在内的黄浦区侨海遗迹地图，参观者可知
晓重大历史时刻的发生地，感悟侨胞在民族工商
业、金融、教育、文化艺术领域的开拓性成就和艰
苦卓绝的奋斗精神。 （来源：中新网）

“推拿能有效调治失眠，缓解头痛、颈椎病，适合长期
快节奏生活的人群。”加拿大安大略中医学院院长吴滨江
擅长的头部推拿疗法在当地名气不小，前去就诊的不仅有
侨胞，还有慕名前往的其他族裔患者。

目前，中医药文化已在世界上广泛传播。多位海外中
医师表示，随着中医药在海外持续“圈粉”，越来越多的外
国民众开始主动将针灸、推拿等疗法作为健康管理和疾病
预防的手段之一。

吴滨江称，为满足当地各族裔对中医药知识的兴趣，
加拿大安大略中医学院会定期在线上线下举办相关知识
讲座，并提供多种语言翻译。“讲师会用通俗易懂的方式，
将针灸如何精准刺激穴位、促进气血流通等复杂的理论娓
娓道来，帮助听众理解经络诊察的奥秘”。

“建校以来，我们为当地培养了数百名本土中医。”吴
滨江称，很多年轻人对中医药文化很有热情，但要想学懂
弄通，绝非一日之功。以针灸为例，他经过不断调整，设计
出一套高效实用的量化训练体系，以 3000针为训练基准，
每个阶段逐渐让学生掌握指力，提升悬臂力，实现力量与
技巧的融合。

近日，吴滨江组织学生前往北京、哈尔滨、天津和石家
庄开展研学之旅，近距离观摩专家门诊，了解临床工作，探
访中医药博物馆，亲身体验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精通

中医之道，需持之以恒，也需不断加强学习和交流。”他说。
在美国，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历史也十分悠久。美国中

医公会荣誉会长黄宪生介绍，早在华工修筑太平洋铁路时
期，中医药就被带到美国。当时，针灸、中草药治疗多集中
在华人社区，中医药文化得以在异国他乡延续。

“如今，美国民众对中医药的接受程度和认可程度不
断提高。”黄宪生表示，在36年的行医经历中，有很多当地
患者通过中医药获得了治疗。“有一次，一名接受化疗的患
者尝试以中医药治疗为辅助手段，结果很大程度减轻了他
的不适症状。”他说，中医与西医分属不同的医学体系，各
有各的优势。中医崇尚自然疗法，能和西医相互补充。

“为推广中医药文化，我们会定期举办图片展览、义诊
等活动。去年，我们还上映了纪录片《针灸热—加州针灸
合法之路》，希望让更多人了解针灸如何远渡重洋，在美国
加州‘落地生根’的故事。”黄宪生说，他和团队历经半年多
时间，采访了14位推动针灸在美国发展的代表人物或他们
的子女，通过整理口述历史，梳理相关文献资料，尽可能还
原这段历史。

“针灸在美国的发展离不开几代中医针灸师的奋斗。
我们记录历史，既是致敬前人，也是激励后辈开拓创新。希
望通过不断努力，推动中医药文化深入人心。”黄宪生说。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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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福建省永春县岵山镇大力培育花卉苗木产业，通过科技兴农、落实涉农税惠政策等措

施，推进花卉苗木产业规模化、智能化发展。目前永春县智能温室大棚面积20万平方米。图为岵山
镇的福建海峡花卉产业园内，工作人员在花卉大棚养护蝴蝶兰。 王旺旺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