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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30日以来，全国多省市遭遇暴雨，28个省遭受
水灾，其中最严重的是湖北和安徽两省。灾情牵动着海
内外华侨华人的心，世界各地华侨华人对灾情表示密切
关注，并纷纷组织募捐救援活动，帮助受灾地区渡过难
关。

海外侨胞深切关注

突如其来的洪水，不仅给灾区群众带来了巨大损
失，也让海外侨胞揪紧了心。

日本安徽联谊会关西分会会长杨阳在接受本报采
访时说：“我是安徽芜湖人，通过新闻联播还有安徽省侨
联和芜湖市侨联的微信群，我每天都看到大量有关洪水
的信息。我的家乡芜湖已经被洪水围困，我的大学同学
的家都被洪水冲走了。我们在日本的侨胞都非常关注国
内水灾，看到那些奋战在抗洪一线的武警官兵，看到他
们全身都是泥土、在疲惫中入睡的样子，我们很多人
都流泪了。”

据芜湖市侨办的消息，芜湖海外侨胞纷纷通过电
话、“侨爱”QQ群、微信群等询问家乡的灾情，表达
他们对受灾群众的关切及对家乡政府全力抗洪救灾的
敬意。新西兰华侨伍海霞一直提醒澳大利亚的华侨们
时刻关注家乡汛情，他们还给积极救灾守卫家乡的抗
洪人员写来了慰问信。

海外的湖北老乡也对遭受特大洪灾的湖北人民表
达了慰问。据湖北省外侨办的消息，截至7月8日，湖
北省外侨办陆续收到旅美科技协会、全德华人社团联
合会、新西兰湖北同乡会、澳大利亚墨尔本湖北同乡
会、荷兰湖北同乡会、奥地利华侨华人联谊会、马来
西亚湖北同乡会、加拿大温哥华中国大专院校校友会
等6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侨团、校友会、侨领对湖北遭
受洪灾的慰问和关心。

美国湖北同乡会在给湖北的慰问信中写道：“惊闻
湖北遭遇多年不遇特大洪水，我们在外的华侨无比牵
挂。水火无情人有情。我们在此表示我们的深切关

注，对天灾造成的损失表示遗憾，对广大灾民深表同
情。”

积极组织捐助活动

在灾难面前，海内外侨胞众志成城，许多华人社
团积极发动社员捐款，并组织了大量的募捐活动。

7月9日，日本安徽联谊会关西分会举行了关西华
人卡拉ok大赛募捐和街头募捐；7月16日，他们又联
合日本关西华文时报一起，在大阪赛艇会上举办了第
二次募捐活动。杨阳表示，家乡父老受困，我们在海
外的华侨华人为家乡出力，义不容辞，责无旁贷。他
说：“大爱无疆的精神是我们的活动取得成功的根本原
因。我认识一个安徽留学生生活其实很艰难，但是依
然决定捐出5000日元，他真的很不容易。在我们的募
捐活动中，还有很多日本人和中国游客都前来捐款，
我非常感动，这是真正的爱心传递的正能量。”

新西兰的湖北籍华侨华人也在行动。在奥克兰中
区的华人社区服务中心，新西兰湖北商业总会组织举
办了一场赈灾义演、爱心募捐活动。活动得到了新西
兰华侨华人的积极响应。有一个小女孩专程从20公里
外的北岸赶到活动现场，将她积攒多年的零花钱一次
性捐献出来。还有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新西兰湖北籍的
老人专门给主办方打来电话，表示即使不能来到现
场，也要献出一份爱心。在活动现场，大家一起用家
乡话为远在万里的湖北祈福：“湖北挺住！武汉挺住！”

海外侨胞还积极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为灾区献爱
心。自7月1日以来，世界华人专家会利用海外“平台
优势”，积极发动广大侨胞及海外爱心人士，利用“朋
友圈”等信息平台筹款赈灾。南加州湖北同乡会与安
徽同乡会及美国安徽学生学者联合会，也积极利用微
信等社交媒体发起筹款倡议。这些倡议一经发出，便
得到了侨胞的热切回应，大家纷纷踊跃捐款。目前，
由世界华人专家会首批爱心捐款购买的物资已经运至
安徽舒城灾区。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在华侨华人的倾力帮助下，大量物资源源不绝地
运往灾区，给灾区人民抗洪救灾、灾后重建提供了巨
大的物质支持。

对受灾严重的福建闽清县而言，海外侨胞的援助如
同雪中送炭。闽清县侨办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截至
7 月 20 日，闽清县侨务部门共接收 10 批次来自海外社
团、华侨华人及省市涉侨部门的捐赠物资和资金共计
82万元人民币。目前，这些资金已经通过闽清县侨务部
门安排，及时精准地送到了灾民手上，基本解决了他们
的生活所需。

安徽省侨商联合会也给安徽省宣城市的受灾群众
带去了急需的物资。安徽省侨商会会长朱华介绍说，来
自全世界的在皖投资侨商企业都很期盼能为灾区献出
爱心，所以他们举办了捐赠活动，把这些企业的爱心汇
集起来。朱华表示，此次捐赠方式为会员自愿选择捐款
或捐物，已筹集逾20万元人民币、赈灾被1100床及其他
物品。因为宣城市受灾比较严重，所以他们把物资送到
了宣城。

闽清县侨办表示，目前闽清县正在有序地开展灾后
重建工作，受灾群众最需要的援助，就是灾后重建的资
金，而海内外侨胞捐款热情很高，他们的捐助还在延续。
据闽清县侨办了解，意大利闽清总乡会已经募捐到款项
近 100 万元人民币，这些款项将在不久之后汇到国内，
帮助灾区人民灾后重建。菲律宾闽清总乡会、阿根廷闽
清总乡会、英国福州十邑同乡总会等世界各地华人团体
也都还在积极募款之中。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面对洪灾，海内外侨胞与灾区
人民风雨同舟，携手并肩，共同筑就了一条牢不可破的
大爱长堤。

海外侨胞心系中国汛情海外侨胞心系中国汛情
携手并肩共筑大爱长堤携手并肩共筑大爱长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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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外侨办开展精准扶贫活动

本报电 据温州市外侨办消息，近日，温州市外侨
办和来自日本、乌克兰、意大利、巴西、奥地利等国侨
领一行12人到泰顺县开展“侨爱精准扶贫下基层”系列
活动。

该扶贫活动实地考察了雅阳镇金狮现代农业园项
目。当地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农业园建设情况以及遇到的
实际困难。在随后的座谈会上，温州市慈善总会侨爱分
会向该项目捐款，帮助建设农业园道路。侨领们对温州
市外侨办充分利用侨的优势，帮助困难群众脱贫致富的
做法给予高度评价，并结合实际，为农业园建设和发展
提出意见和建议。

该活动还考察了由法国法华工商联合会捐建的“温
州市侨爱惠农基地”——司前园洲葡萄园。

青田华侨档案入选省文献遗产名录

本报电 据国侨办消息，近日，浙江丽水青田县民国
华侨档案顺利入选第四批“浙江省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民国华侨档案共计 58 卷，条目 1163 条，5000 多页，
青田县民国档案中华侨方面的专门历史档案在国内实属
罕见，对研究青田侨乡历史文化乃至全国的华侨文化，
都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史料价值。青田县档案馆所藏以侨
务专题为中心的涉侨档案，原真性好，史料价值高，门
类各异，内容丰富，可填补华侨史研究的空白，有助于
推进华侨史研究，打通华侨历史变迁的脉络。

广东侨办调研“三侨生”录取情况

本报电 据广东侨办消息，近日，广东省侨办到广
东省教育考试院对广东省“三侨生”（“三侨生”是对归
侨青年、归侨子女、华侨在国内子女考生的简称） 高考
录取情况进行了调研。 据介绍，省教育厅、省教育考试
院对贯彻落实“三侨生”高考政策高度重视，积极协调
有关高校，密切与省侨办的沟通联系，确保了“三侨
生”政策得到较好落实，实现了“三侨生”高考录取的
零投诉。据了解，广东省今年参加高考的“三侨生”有
418名。截至7月15日，广东省已完成了第一批第一组的
投档录取工作，已有57名“三侨生”被投档录取，后续
录取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滇南侨机工历史文化社区揭牌

据中新社电 云南省首个南侨机工历史文化社区近
日在昆明市五华区揭牌。

新成立的社区由云南省健在南侨机工罗开瑚题写名
字，名字下方镌刻3200多名机工英名，供后人缅怀。社
区里陈列着南侨机工抗战历史资料、用过的物品等，并
设有旧式南洋咖啡厅。这是云南省首个南侨机工历史文
化社区，它的揭牌及英名墙落成，因应了海外南侨机工
后人的期待。昆明市外侨办将与五华区联手打造该社
区，将爱国主义传承好。

侨 情 乡 讯

福建泉州永春县岵山镇塘溪
村一处古色古香的红砖古厝内，
一位二十几岁的台湾小伙认真地
四处拍照、观摩。这处名为“福
兴堂”的古厝与闽南地区其他古
厝不同，其内有众多辉绿岩、花
岗岩石雕，樟木、桧木雕，及砖
雕和泥塑等多种雕刻。

这让前来参观的台湾鹿港青
年 林 柏 廷 赞 叹 不 已 。“ 这 种 雕

（刻） 很好看，小时候在鹿港也有
一些类似的记忆。”连日来，这座
象征侨乡记忆的古厝接待了一队
又一队外地游客，浓浓民国风成
当地乡村旅游的新看点。

福兴堂是一座悬山式土木砖
石结构的闽南古厝，历经 70 多年
风雨，如今保存相当完好。院落
占地 1400 平方米，由民国时期永
春富商李武宗、李武庸两兄弟出
资兴建，俗称“李家大院”，如今
还有4户李氏后人住在古厝内。它
由各地顶尖工匠打造而成，其中
包括参与南京中山陵工程的师
傅。福兴堂建筑构件均为手工雕
刻，做工精细，为闽南地区罕见。

“台客”林正雄也是被老宅吸
引来的，他是一名研究中国古代
建筑的教授。他一边认真拍照，
一边跟记者说，“像这样的建筑，
不应该仅仅作为旅游的附属品。”

“福海无涯润身润屋，兴家看
道克俭克勤”、“风生碧槛鱼龙
跃，月照青山松柏新”……古厝

内的书法、绘画都大有来头，据说汇聚了近代著名画家
李霞、末代举人郑翘松和著名瓷画家陈尧民等的墨迹与
画卷。

负责宅第讲解的导游给游客讲起老宅的故事：李武
宗远近闻名，除了福兴堂外，他在永春还有好多座古厝
和洋楼。“据说在盖福兴堂时，陈嘉庚曾3次前来参观。”

她说，李家兄弟乐善好施，也是爱国富商，抗战期
间他们出资从海外买粮食，无偿供应给福州民众。当时
的福州市政府提议，将李家兄弟推选为省参议员，并向
李家兄弟赠送“视国犹家”的牌匾。如今宅第高高悬挂
的牌匾已有一些残破了。

像这样的古厝，在著名侨乡永春岵山镇还有好几百
处，其中大部分是海外侨亲出资兴建的。岵山镇侨联主
席陈志宏告诉记者，岵山镇将结合侨居特色，发展一条
集古民居、乡村特色美食、农家乐等为主题的乡村旅游
线路，同时带动当地包括荔枝在内的特产经济。

台湾华梵大学建筑学系教授萧百兴表示，像这样精
美的古厝，一定要融入当地经济发展，保护措施才有持
续性。

（据中新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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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2 日，湖北武汉中心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恩施市、咸丰县、来凤县降水超过
100毫米。图为湖北省恩施市境内暴涨的清江河。 图片来源：视界网

日本安徽联谊会关西分会在街头募捐
图片来源：杨阳提供

一年一度的爱丁堡艺术节嘉年华活动近日在英国
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市中心举行，来自南非、巴西、荷
兰、意大利和中国等十余个国家的 700多名演员献上
了精彩表演。约 350人组成的华人方队声势浩大，包
括龙狮队、武术表演者、华人社区民族舞蹈队、昆曲
女演员、小苹果舞蹈队和北京金帆艺术团中学生代表
队等，成为焦点。

大图：华人方队在嘉年华活动中表演民族舞蹈。
新华社记者 郭春菊摄

小图：华人方队的女演员表演昆曲。
图片来源：中国驻爱丁堡总领事馆

“我从哪里来？我的祖辈从哪里来？我们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个关于寻根的梦想，我们不仅对自己的故事充满
兴趣，而且对别人的故事也感到好奇。”美国华裔姑娘赵
文怡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对记者说。近日，她刚刚参加了
美国华裔“寻根之父”郑国和组织的寻根活动，赴广东
台山经历了一段难忘的寻根旅程。

这是郑国和连续第26年义务带领美国华裔青年赴中
国寻根。据统计，20多年来，先后有 300余名华裔青年
参与他组织的寻根活动，寻根足迹遍及广东30多个县市
400多个村。

“人一定要有根，就像一棵树一样。”郑国和说。这
么多年，他孜孜不倦地促成每一次寻根活动，目的就是
要帮助这些华裔青年解决他们的身份困惑，让他们建立
起对自身中华文化背景的自信。

寻根的路上充满了惊喜和感动。赵文怡一家从祖父
一代就迁往美国，多年来一直未曾返乡。这是赵文怡第

一次回到台山。7月 10日，当寻根团一行来到台山斗山
镇浮石村时，道路旁，山坡上，稻田里，满眼翠绿的植
物让她感到心旷神怡。“和想象中的脏乱景象大不一
样。”赵文怡说。在村里，她找到了祖父赵仲仁的故居，
故居那道红色的大门让人印象深刻。她也见到了从未谋
面的堂婶，情不自禁地与堂婶相拥并流下泪水。

另一名营员陈凯燕，父母在香港出生，后来一家人
又随爷爷一起移民美国。这次寻根她不仅在开平市长沙
镇河清里村找到了爷爷的祖屋，而且还找到陈家的家
谱，见到了未曾谋面的亲人。“这次去到祖屋，感觉跟爷
爷靠得更近了。”陈凯燕表示，希望下次能够跟家人一起
再回来。

营员陈慧仪的妈妈是台湾人，爸爸则来自广东台
山。65年前，爸爸跟随爷爷从台山搬到香港，后来又到
了美国。陈慧仪祖父的老家在台山冲泮村。祖屋因常年
由表姑照料，一切安好。邻居婆婆，陈慧仪祖父的旧时

好朋友，见到老友孙女的归来，高兴地向大家讲述陈慧
仪祖父当年和她爸爸幼时的趣事。“一开始以为可能找不
到祖屋了。等找到那一刻，我居然哭了，没想到自己会
这么感动。”

台山吉龙村，是前任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的故乡，
其祖屋恰恰也是营员李来恩本次找寻的太婆的家。91岁
高龄的六叔公见证着一个世纪以来骆家的变迁和发展，
与李来恩促膝长谈，望他能够保持骆家精神，不忘初心。

7月 19日，此次寻根活动即将结束。15天来，寻根
团营员们先后走访了开平、台山、珠海、中山、南雄、
广州及佛山等多个县市，每一个营员都收获了一段属于
自己的记忆。

今年已年近70岁的郑国和表示，近年来自己开始有
意识地培养一些年轻的寻根引路人，希望今后能坚持把
寻根活动继续办下去，而且越办越好。

（据中新社电）

美华裔青年寻根接力二十载
郭 军

侨 界 关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