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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打造侨务服务升级版

据中新社电 （记者刘曼） 15 日，湖南省外事
侨务工作会议召开，湖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肖
百灵总结2015年全省外事侨务港澳工作，14个市州
及 67个省直部门和相关单位的外事侨务部门负责人
齐聚一堂，共同研究 2016年以及“十三五”时期湖
南外事侨务港澳工作。近年来，湖南省外事侨务部
门立足自身实际，加强与东南亚国家交流合作，促
推万象至长沙直航航班正式开通，马来西亚登嘉楼
州与湖南省签署合作备忘录和友好省州关系意向
书。岳阳也依托地缘优势，主动融入“一带一路”
战略，服务“一区一港四平台”建设。此外，湖南
省外事侨务办还积极开展归侨侨眷职业技能培训
班、侨界义诊医疗等侨爱工程关怀活动，全省外事
侨务系统争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捐赠款物近 3800
万元。

甘肃省建立困难归侨帮扶机制

据中新社兰州电 （记者徐雪） 甘肃省侨联主席
樊向勤近日表示，将充分发挥侨商会、法律顾问委
员会等组织平台优势，自我加压、勇于担当，以

“扶智”作为工作切入点，坚持“输血型”扶贫向
“造血型”扶持转化、资金扶贫与技术项目扶持并
重，探索建立困难归侨侨眷帮扶机制，把组织动
员、联系维护侨界民众合法权益的工作做深、做
细、做实。

樊向勤称，下一步将充分发挥侨界资金、技
术、商业网络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主动加强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科技交流，重点围绕伏羲
大典和兰洽会这两项重大经贸文化活动。还将充分
运用“互联网+”思维，主动做好人才智力引进、重
点华侨华人创业团队扶持、海归创业创新跟踪服
务、技术成果转化等工作，并发展锤炼新作风、重
视专业化彰显新作为，努力塑造和展示侨联组织的
良好形象。

北美画院优秀作品展举办

本报电（谷漩） 在全国两会顺利召开之际，“亲
情中华——北美画院优秀作品展”在北京现代彩墨
艺术馆隆重开幕。（美国） 北美画院是美国华侨华人
艺术界的专业组织，此次展览共遴选出近百幅佳
作。来自美国北美画院的 40多位艺术家专程赴京参
加活动。

此次画展由中国侨联、中国美协指导，由中国
华侨公益基金会等主办，旨在团结凝聚海外华侨华
人艺术家，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合作。

展览包含多个艺术门类，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展品中既有对中国传统美术的继承发展，也有
融合西方文化的变革图新，充分展现了华侨华人艺
术家对中华文化的礼赞和对于祖 （籍） 国的深切眷
恋，受到了广大参观者的好评。

在我国一些传统侨乡，生活着这样一群特殊的孩子：
他们长年见不到自己远在海外的父母，就像一只离群的小
雁，孤独而焦虑。虽然他们大部分都被寄养在祖辈家中，
但由于与自己的父母长时间缺乏沟通和接触，这些留守侨
童的成长之路充满隐忧。

在今年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来自侨乡浙江
青田县的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侨联副主席陈乃科在北京
呼吁，希望在重点侨乡建立侨校，为这些留守侨童提供更
有针对性的教育资源。

浙江省青田县是我国著名的侨乡，共有海外华侨华人、港
澳同胞32.9万人。侨属侨眷中0-14岁的儿童约2.3万人，并以
每年近千名的速度增长。侨童留守家乡多半是因为家庭环境、
教育需求导致，出国务工或经商的父母暂时还没有能力或条
件将他们带出国。这些留守的侨童相比其他孩子在物质上较
为富足，而心灵上却缺失了太多与父母之间的情感互动。

大部分出国父母因工作繁忙较少与孩子沟通，而少数
的交流内容也多集中在学习成绩和生活上，对于孩子的心
灵成长和情感发展却经常忽视。再加上祖辈代养人的教育
观念陈旧，方法简单，导致这些正处于心灵成长重要时期的
孩子极易出现郁郁寡欢、脾气古怪、性格扭曲的心理状况。
他们有的孤僻内向，有的浮躁叛逆，有的充满怨恨，在与人
相处中经常表现出自卑和敏感，甚至会产生无端的敌对和
冲突。

陈乃科调研发现，有很多留守侨童得不到父母的及时
引导和教育，空虚无助，只能在花钱、玩乐等方面寻求刺激，
甚至走上吸毒、犯罪的道路。这些都严重影响和阻碍了侨童
们的成长和进步。

而在学业上，“由于很多华侨家庭过早地将孩子的前途
明确定位于出国，致使这些留守侨童在中国国内时缺乏学
习目标和压力，甚至有的厌学、辍学。”陈乃科表示。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局面：一边是在海外努力打拼，一心
想要为孩子创造更好条件的父母，一边是内心焦虑，成绩落
后，甚至走上歧途的留守侨童，孩子真正所需的并不是父母
努力创造的，这样的矛盾场景在很多侨乡正不断上演。

针对这一情况，陈乃科在人民代表大会浙江省代表团
小组会议上建议，在华侨集中的侨乡引进侨资或民间资本
投资建设私立学校，或与公立学校联合办学，开办国际班，
并根据学生来源组成各类语言班级，使学生能够在“出去
后”尽快克服语言障碍、实现与海外教育的无缝对接。让华
侨的子女们能在中国国内接受系统良好的教育，培育出健
康优秀、爱国爱乡的华侨下一代。

据了解，像陈乃科一样为侨乡留守儿童奔走付出的热
心人士还有很多，被授予“中国侨界十大杰出人物”、来自浙
江省温州市七都岛的周祥薇就是其中一位。她所建立的“留
守儿童快乐之家”让七都岛的广大侨童们找到了家的温暖、
生活的乐趣和学习的信心。当地的侨童们都亲切地称呼她
为“周奶奶”。

当然，关爱留守侨童不仅仅需要这些热心人士，更需要
整个社会的力量。只有我们更好地帮助侨乡留守儿童、留守
老人解决问题，身在海外的广大华侨华人才能更无后顾之
忧地拼搏，更深切地热爱祖（籍）国。

面临新的机遇面临新的机遇 面对旧的问题面对旧的问题

华文教育如何实现更好发展华文教育如何实现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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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维系海外侨胞同祖（籍）国之间情感、同中华文化进行沟通
的重要纽带，华文教育一直为中国政府所重视，广大侨胞也在尽己所
能推动其发展。随着全球“汉语热”的持续升温，华文教育有了愈加
广阔的空间和新的机遇。

然而，华文教育蓬勃发展的势头下，困难依然存在，问题难以回
避，真正“落地生根”“枝繁叶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图为西班牙马德里华侨华人中文学校师生正在上课。 来源：欧浪网

侨 乡 留 守 儿 童

他 们 的 孤 独 你 懂 吗
谷 漩

侨 情 乡 讯

3月15日，福建省侨办工作人员在推介会上介绍福建“侨梦苑”有关情
况。当日，中国侨商会科技创新委员会“走进侨梦苑”福建专场推介会在福
州举行，来自福建省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向回国创新创业的华侨华人专业人
士介绍了福建有关扶持政策，以吸引侨资侨智参与福建开发建设。

图为华侨华人企业负责人在福州对投资人进行一对一对推荐。
中新社记者 张 斌摄

“中国机遇”吸引华侨回国创业

报道称，3 月 10 日，波恩市议事会
准备就关闭国际活动中心进行公开审
议，上百名抗议者提前来到市政厅进行
抗议，其中大部分是华人。迫于抗议者
压力，执政议员提出推迟审议该议程并
获同意。

该活动中心由波恩市政府于上世纪
80 年代从一家私人基金会手中租下，免
费提供给具有国际或外国背景、从事文化
教育活动的组织使用。据报道，由于无需
交纳场地租金、地理位置优越，当地华文
学校也利用该场地在每周六为波恩及周
围地区华裔子女上中文课，让他们学习中
文、了解中国文化，在当地华人中很有影
响。如果中心关闭，华文学校可能会因为
没有教学场地、或由于无力负担高额租金
而难以为继。审议暂时推迟，意味着波恩
华文学校还有争取的机会。

但华文学校的场地问题并非个别现
象而是共性矛盾，再次凸显，不容忽视。

“在欧洲，很多华文学校没有自己的
固定校舍，而是借用或租用其他机构的场
地，需要支出大量费用，且很不稳定。”西
班牙马德里华侨华人中文学校校长叶玉
兰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坦言，由于场地多是
租用，很多学校时常需要换“校舍”，有的
学校买下了很小的地方隔成教室，但设施
简陋，有的甚至没有通风的窗户。

此前，据全美中文学校协会会长张
星钰介绍，全美国大概只有 3~5 所学校
买了校舍，其余基本都是租用，刚开始
学校规模小，几间教室就够，但是学生
多了困难和摩擦就多了。据他介绍，很
多学校都遭遇过被“赶走”的困境。

“场地是华文学校发展的最大局限之
一。”张星钰分析称，特别是学校发展到
一定规模，教学及活动场地需求变大，
而当地能够提供的资源有限，学校需要
更多资金来租借场地，承受的经济负担
更大。

“场地之困”的背后，是华文学校
资金不足、资格界定等多层次的问题。

海外华文学校多是非营利性质，学
校运转的资金主要依靠华人社区和团
体、所在国政府或非政府机构的拨款
以 及 个 人 或 商 铺 的 捐 助 ， 还 有 收 取
的少量学杂费，经费来源十分有限且不
稳定。

据悉，波恩华文学校每学期仅收取
150 欧元，主要用于支付教师薪酬，正
是因为无需交纳场地租金，学校才得以
维持。美国的华文学校也同样面临资金
有限的问题。张星钰说，没有经费来源
就只能靠学费收入维持日常运作，一些
学校自发筹集的资金也很少。另据日本
横滨山手中华学校校长张岩松介绍，

“100多年来，学校一直在赤字经营，收
上来的学费并不足以抵消学校各项开
支，剩下都需要华侨华人捐助。”

资金有限之外，华文学校的“资格
问题”也是造成场地困扰的一大因素。
由于是华人社团在海外自发组织的教育

机构，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华文学校，
既不在所在国的教育体系内，也不从属
于中国的教育体系，因而无法享受所在
国相应的教育待遇。据叶玉兰介绍，不
同于东南亚，欧洲的华文学校没有纳入
当地教育体系，不被当地政府正式认可
为学校，而是多以教育机构或文化组织
等形式存在，不能与当地公立学校一样
由政府建设或出资建设校舍。

张岩松也表示，按照日本的教育
法，华文学校被歧视性地归类为“成人
技能培训学校”，教科书免费、捐款免
税、学生保险等待遇都不曾享有。但
是，当谈到如果纳入日本教育体系，他
也担忧纳入后有丧失华文学校特色的风
险。资格界定，是摆在华文教育发展道
路上一道难以跨越的坎。

事实上，华文教育还存在缺少专业
华文教师、缺乏合适华文教材等问题。
同时，随着“新一代”土生华裔青少年
的增加，华文教育的教学方式和内容也
有待转型和丰富。

“近忧”和“远虑”同在，但华文教育
在办学规模、办学理念、融入程度等方
面取得的发展不容置疑。在新环境下，
华文教育可借新机遇、谋新思路，从源
头上逐渐化解教学场地及其背后一连
串的问题。

“汉语热”东风，是华文教育融入主
流社会与教育体系不可错失的机遇。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学汉语，一些
以往不重视汉语的华人家长也开始关
注子女的华文学习”，叶玉兰说。有专家
分析，华文学校的教育对象正由华裔子
女扩展到所有爱好中文的人士，办学规
模不断扩大，华文教育在海外社会的地
位得以提升、融入程度不断加深。

以东南亚华文学校为例，很多华文
学校已经被纳入所在国当地国民教育
体系，这些学校则拥有更好的发展空
间。“华文教育与主流教育接轨已然成
为明显趋势。”

在华文教育向正规化、标准化、专
业化发展过程中，提高教学质量与办学
实力，势在必行。

报道称，2016年国侨办将重点推广
海外华文教育的“标准化”，其中包括海
外全日制和周末班华文学校的教学标
准，华文学校教师资格认证标准和华裔
青少年中文水平认证标准。

叶玉兰说，目前华文学校的一些老
师只是会说汉语，并没有教学资质，出
台一些相应的标准，对于提升华文学校
的整体水平无疑是有益的。提高认可程
度，华文学校的场地问题有望获得新的
解决途径。

保持华文学校特色，探索新形态也
不失为一种发展方式。谈到华文教育的
发展，张星钰认为大中型华文学校可以
向社区服务方向转型，承担更多向主流
社会推广中华文化的义务。目前，部分
学校已经尝试转型。

应时而变谋新路应时而变谋新路“场地之困”再凸显

矛盾交织待化解矛盾交织待化解

图为日本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的学生们在欢度中国国庆节。 王 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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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周祥薇与七都岛华侨留守儿童在一起。
来源：温州日报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