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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个梦就是回中国参加国家
建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是一个
中国籍的华文教师，后来也当上了外勤
记者。从广播和报章上看到中国欣欣向
荣的景象，把我年轻的一颗心深深地吸
引住了。我曾申请回中国定居，但由于
历史的原因，这个心愿无法实现，只好
留下来继续做弘扬中华文化的工作，当
时这对我来说是一件憾事。但是，半个
世纪过去了，在中国强大的影响下，我
用我的思想、智慧和纸笔，也做了一些
有利于中国和印尼交流的事，为中国和
印尼的友好往来牵线搭桥，在传播文化
事业方面做了华夏儿女该做的事，也就
心安理得并感到安慰了。

我第二个梦就是送两个年幼的孩子
回中国受教育。!"#$年 "月 %& 日印尼
发生历史变革，右派军人发动了大规模
的排华浪潮。在这人心惶惶的紧要时
刻，我深思，我全家回不了，也不能让
孩子和我们一样受难受欺凌，我想尽一
切办法一定要把孩子送回祖 （籍） 国。
结果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当时 '岁的
女儿小红和 (岁的儿子小专搭上飞机飞
向北方的祖（籍）国，并很幸运地被分
配到北京，从此在政府深切关怀和培养
下茁壮成长，最后当上国家的基层干
部。)&多年来，他们一直生活在北京，
学习、工作，成家立业，生活过得很
好，他们和 !* 亿中国人民一样，为祖

国的繁荣富强尽了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看到他们幸福的今天，我们也
倍感安慰和自豪。这就是中国关怀爱护海外华侨华人的历史事实，如
果没有强大的中国，我两个孩子就不会有今天幸福的生活！美梦成
真，是我一生不能忘却的最深刻的感受，也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说的
“国家强了，家才能温暖”的真理。

我的第三个梦就是有生之年能为弘扬中华文化继续做贡献。在
《千岛日报》 工作期间，我多次受邀参加过许多媒体文化交流活动，
采访过“两会”、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参加过海外华文媒体论坛，
所到之处，都受到欢迎和无微不至的招待。年轻的中国记者还多次采
访我、鼓励我，给我无上的光荣和力量。在这些活动中，我深深感受
到中国到处是温暖，看到中国到处是日新月异的变化，心里有说不出
的激动。我只能通过文字和行动表达出来，一篇篇的报道和评论表达
了我的心声，但这些报道还远远不能完全表达我对中国感激和感恩之
情。

中国曾经是我的祖国。我现在居住在异国他乡，成了印度尼西亚
公民，我同样感到自豪。因为印尼和中国成为好朋友，印尼对华人的
态度也越来越好，过去排华的悲剧已经一去不复返，华人在这美丽的
千岛土地上安居乐业，努力耕耘；中国企业家也在这里投资建厂，帮
助印尼建设、发展经济，为印尼的经济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希望印尼华族世世代代在这块热土上生存繁衍，为印尼的繁荣富
强贡献力量。我也愿意继续为印中友谊大厦增砖添瓦。这也是我的
“中国梦”！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这个梦在英明的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一定能够实现！让我们祝福全中国人民的美梦早日实现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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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侨华人热议十八届三中全会：

中国舞台可大展拳脚
美国 《侨报》 日前发表社论指出，身在海外的华

侨华人十分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不同于中国国内的

百姓，华侨华人的关注点，除了各项改革的措施，还

有一份参与的期待。

本报电 （娄
晓）在中国共产党
十八届三中全会胜
利闭幕之际，北京
市侨联于 +! 月 !,

日至 +$ 日举办了
以“坚定改革信
心，凝聚侨界力
量，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而团结奋
斗”为主题的北京
市侨联系统学习十
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培训班。北京市侨
联委员、各个领域
的侨界中青年骨干
等 ++&人参加了培
训。

北京市委统战
部副部长、北京市
侨联党组书记周开
让在培训班开始前
做了动员讲话，明
确了举办此次培训
班的重要性和意
义。十八届中央委
员、中国侨联党组
书记、主席林军向
参训人员传达了十
八届三中全会精
神。

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原党委书
记、教授段若鹏以《全面深化改
革的宣告书》为题，对十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的深化改革决策部署
进行了细致讲解；北京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教授印红标以《移民与
侨情概观》为题作了辅导报告。

培训期间，参训人员进行了
分组讨论。他们纷纷表示，通过学
习，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团结奋进、攻坚克难，用
中国梦凝聚中国力量，开创中国
各项事业新局面的伟大成就有了
更加深刻的认识；对十八届三中
全会的重大意义、精神实质、基本
内涵和时代背景有了更加全面的
理解；对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实现中
国梦的宏伟蓝图有了更加坚定的
信心；对新形势下国内外侨情的
发展变化、侨联面临的形势有了
更加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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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摘编如下：
这几天，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

北京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而

在海外华侨华人眼里，“三中全会”

就是改革的代名词，是谋划发展大计

的重要会议。

改革开放走过*$载，中国再次来

到十字路口。改革带来了繁荣，也产生

了问题，当改革尽显疲态，社会充满浮

躁之时，各界普遍期盼执政的中国共

产党能像*$年前那样，再次引领新一

轮深刻的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正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出于对祖

（籍）国的关心，尤其是本身就是改革

政策的受惠者，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

自然十分关注三中全会。不同于中国

国内的百姓，华侨华人的关注点，除了

各项改革的措施，还有一份参与的期

待。

纵观历史，在中华民族复兴

的不同阶段，华侨华人从

来都是最积极的参

与者。单就改

革开放

以来取得的成就看，广大华侨华人更

是功不可没。有统计显示，*& 多年

来，中国利用外资超过 '&&&亿美元，

其中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就贡献了

-&.。*&多年来，华侨华人发挥在资

金、技术、管理、商业网络等方面的

优势，在中国各地投资兴业，用自己

的智慧和汗水，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推动了中国同世界的交流合

作。中国经济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华

侨华人这种特有的海外关系绝对立下

了汗马功劳，成为拉动中国改革开放

步伐的重要外部力量。改革为中国

崛起积聚了能量，让中华民

族的复兴离我们可以

如此之近。

也 正

因

为如此，一些老华侨不免担心：跟改

革开放初期比，中国现在家底厚实多

了，还需要他们吗？事实上，不论是

现在还是将来，华侨华人积极参与中

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不但舞台宽广，而

且大有可为。在经济方面，从这次三中

全会透露的信息看，推动经济转型打

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已经成为中国

领导人铁了心要推动的任务。海外华

商是*&多年“中国奇迹”的见证者、参

与者和推动者，如今中国经济发展已

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同文同种

又血脉相连的海外华商，完全有能力

在新一轮发展浪潮中抢得先

机。中国崛起创造了世界

华商的新机遇，把

握住中国机

遇 就

是把握了更富潜力的市场空间。

此外，在海外弘扬传播中华文化、

发展政府间及民间多领域合作、促进中

国的和平统一大业等，都是海外华侨华

人为改革开放做贡献的重要内容，甚至

起到独特、不可替代的作用。三中全会

誓言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也就

为华侨华人提供了更大的

舞台，这当是不可错

过的历史机

遇。

日前，“印度尼西亚
之夜”文艺晚会在著名侨
乡福建福清市举行。当
晚，来自印尼多个城市的
歌舞艺术家带来了极具印
尼民族特色的歌舞风情表
演，博得侨乡观众掌声如
潮。一年一度的“印度尼
西亚之夜”文艺晚会是由
印尼旅游与创意经济部主
办的大型文化展演，自
/&&- 年首场演出至今，
已在中国北京、贵阳、梅
州、珠海等城市成功举办
了 "场。

刘可耕摄

“印尼之夜”精彩上演

图为晚会上，

来自印尼西爪哇的

竹筒乐团向全场观众分发

著名的昂格隆竹筒乐器，近千名观

众在主持人带领下用手中的乐器合

作演奏印尼乐曲。

图为晚会上，来自印尼泗水歌

舞团的演员表演“西爪哇雅蹦舞”。

雨后初霁，和煦的阳光透过落地窗照
进不算宽敞的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前，看
着窗外现代感十足的北京科技产业园区建
筑群，万向元带着笔者开始了一场回忆
之旅。

“我出生在农村，家里很穷。”
万向元的开场白异常的直白。“从
小就明白一个道理：除了心无旁骛
努力读书外，没有任何好的出路，
因此十多年的学生生涯中，就真
的什么也没多思考过。当接到
南京农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
我才意识到，不管走出去多
远，我都是农村的儿子，无
论未来如何，我都有责任为
家乡、为广大农村的发展尽
自己的一份力。”

袁隆平的经历给万向
元的启迪非常大。“我
认为，农村的贫穷，与
科技的落后还是有着很
大的关系。”袁隆平与
他培育成功的杂交水
稻，在年轻的万向元
心里埋下了一枚希
望的种子，“纵有
雄心万丈，不如
勤耕寸土。我也
想像袁隆平那

样，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改变世界。”
上大学后，万向元给自己定了一个明

确而严格的目标：除了本专业的基础知识
以外，更要广泛涉猎农学的其他专业方向。
他把学时自我划分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
自学一个领域。“做学问，专而精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融会贯通。融会贯通是让知
识实现产业化并实实在在造福社会的重要
环节。”

万向元在本科的 ,年内读遍了所能找到
的所有关于生物育种的国内外书籍，并顺利
申请下学校的硕博连读。“当时我的科研条
件可谓优越。我有两个导师，其中一个是校
长，手里掌握着充足的项目资金；另一个是
留日专家，拥有很高的专业水平和大量宝贵
的学术资料。”但国内的科研水平已无法满
足万向元对知识的渴望，为了“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的追求，他毫不犹豫地决定去美国
继续学业。

在美国，万向元那颗求知若渴的心得到
了最大程度的滋养。不能说这完全出于个人
爱好，因为时隔多年，他依旧没有忘记当初
的信念：技求卓越，报国为民。“在美国的
时候，我恨不得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将最先
进的技术带回来。”万向元坦言。正是在这
样一种强烈信念的驱使下，他前前后后发表
了 *&多篇专业文章，其中有两篇更是登上
了国际核心学术刊物。

在美国的经历带给万向元的收获，绝不

仅限于学术水平的提高。不同文化环境与思
维方式的碰撞，在一个年轻的农村孩子心里
激发出了炫目的火花。“看着什么都新鲜，
对什么都充满着求知欲和尝试欲。视野一下
子开阔了。”万向元发现，美国社会的很多
情况与中国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在
美国，最优秀的毕业生绝大多数都会进入各
种企业寻求发展，同时，企业尤其是创业型
企业也能够给他们提供足够的上升空间；留
在高校任职的一般属于稍逊一筹的中等人
才，把自己当成一颗螺丝钉安在一套庞大的
体系内默默运转，过着平静而安逸的小日子
也是一点问题没有。”这样的认识，促使他
开始思考未来的选择：是安心当个“螺丝
钉”，还是去追求更大的价值？

“苦孩子”出身的万向元并非不喜欢美
国优厚的待遇和安稳的生活，但为了心中那
个更高的追求，他最终还是回到了祖国。在
收到了各家科研机构诚挚邀请的同时，他心
中那个“进企业、干大事”的梦想却也一直
没有放弃。

如今，身兼着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万主
任”与冠丰种业公司的“万总”这两个截然
不同的身份，万向元早已能够在研究者与管
理者之间娴熟地来回切换自己的角色。“善
于学习、富于规划统筹的能力，这是所有做
事业的人都需要具备的共性能力。无论你身
在哪个行业，这种自我完善的能力都该是共
通的。”

万向元：创业要从立志开始
许 达

最崇拜袁隆平

不做“螺丝钉”

实业报国

马来西亚华裔青少年
学做潮文化传播使者

李怡青 许 逸 许丹琦

学做潮菜，学冲工夫茶，了解潮汕历史文化、
华侨文化及风土人情，0(名马来西亚华裔青少年
++月 ,日至 +* 日前来汕头学习潮汕文化，+* 日
返回马来西亚。

满满的行程和潮汕文化熏陶，让这些华裔少年
对独特的潮汕文化满怀深情。“在这里学习到潮汕
很多的历史与文化，我想把学到的东西带回马来西
亚与其他同学分享。”华裔学子陈泇毓说。

爸爸是潮州籍的罗育琼对汕头开埠馆与侨居
尤感兴趣。“我想多学习些家乡的历史，看看以
前华人住的地方。”她兴奋地说道。

祖籍潮汕的李凯嘉目前一直和家人居住在马
来西亚。她说，这是她首次回乡，自己虽远在马
来西亚，但很关心家乡的发展。她说因为家里人
都讲潮汕话，她听得懂很多潮汕话，这次回乡通
过与潮汕学子交流学了些潮汕话，但还远远不够，
希望以后能常回来，在这种语言环境中更好地学
习潮汕话。马来西亚有很多潮汕籍的朋友，以后
就可以和大家一起说家乡话了。

采访中，这些潮籍华侨新生代告诉笔者，他
们虽然从小生长在海外，对家乡的认知没有父辈
深厚，但从小耳濡目染，他们知道潮语、潮乐和
潮菜、潮汕工夫茶。这次能在家乡品尝甘甜的潮

汕工夫茶，学习冲工夫茶、
学习做地道的潮菜，感到很
开心。潮汕传统文化在他们身
上并没有消失，热爱家乡、传
播家乡文化的传统将在他们身上
延续。

马来西亚马中国际文化经贸
促进会总会长陈泰隆称，潮汕地区
是许多马来西亚海外乡亲的祖籍地。
因为成长环境的关系，海外华侨华人
的第二、三代对家乡的了解不多。这
代人就希望多尽些力，多带青少年回
来，加深对家乡的印象和感情。

广东汕头是中国著名侨乡，几百年
前，潮汕先人远渡重洋到海外谋生，在异
乡扎根、成家、繁衍后代。据粤海关文献
统计，从 +-'0 年到 +'(' 年间，潮人出国
谋生者达 +$& 万人，造就“海内一个潮汕，
海外一个潮汕”的现象。

汕头市外事侨务局局长陈鹏表示，希望
回乡学习等活动让海外潮人新生代更加了解家
乡，为将来汕头与马来西亚两地的交流合作充
当友好使者，发挥桥梁作用。

12万封侨批尽诉华侨记忆
李怡青 陈启任 赖培漩

在广东汕头侨批文物馆里，印尼华
侨陈君瑞书写的一个“难”字，道尽了
近代华侨华人在海外打拼、思念家乡的
心酸。

近日，记者探访了位于汕头的中国
首个侨批文物馆，馆藏的 +0万封侨批，

展现了华侨华人移民创业的心酸及情系
故里、笃诚守信的精神。
“侨批”是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

及后来的金融邮政机构寄给家乡眷属的
书信和汇款合称，广泛分布在福建、广
东潮汕地区。侨批的特色在于银信合

一，批封上大多注明了海外华
侨汇款的金额。

侨批文物馆馆长林庆熙指
着一个侨批介绍，一个在国外
街边卖冰棒的女子，高龄母亲
在家中无人赡养。虽然生活艰
苦，但是她还想办法寄了
+&&&万元国币到家里。

据介绍，早年潮汕华侨为
生活所迫，乘坐红头船下南
洋，前往东南亚及其它国家。
他们在外刻苦耐劳、奋斗拼
搏，将来之不易的血汗钱托寄

回家乡，赡养父母妻
儿及家人。林庆熙表
示，侨批书写的是华
侨华人们对家乡的眷恋
及贡献。

早年的侨批，都是通
过民间渠道托寄回到国内，
倚仗的是彼此之间的信赖。
中国历史上经营时间最长的
潮帮批局的后人魏壁光表示，
侨批业始终把诚信作为立业之
本。许多侨批派送员家境贫寒，
生活艰难，每天要走近百华里的
路，分送上百封侨批，而酬劳仅
为 0 斤大米或 + 元国币，但未发
生过侵吞批款或丢失侨批的现象。

林庆熙表示，一封封的侨批，
都是一个个故事，也是华侨华人海外
创业打拼，回报乡里的历史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