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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助残，侨眷救星”

“我一遇到什么特殊的困难，就会去找他们，他
们都会帮我解决。他们做事很细心，把我们这些有
困难的侨眷放在心上，对我们每个人的情况都很了
解。他们真的是侨务工作的典范。”

回忆起南昌市外侨办近 20 年来对自己的关照，
92岁高龄的侨眷计和有些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声
音颤颤巍巍，他情绪激动，几乎气喘吁吁地说出了
这番话。

计和老人现已 92 岁，左手在年轻时因公残废，
他还是一位孤老，膝下无子女。现在，这位高龄侨
眷已经过上了幸福的老年生活。“我现在一切都很
好，没有什么困难了。”计和老人在接受本报采访
时，表示对自己目前的晚年生活很满意。这一切，
离不开南昌市外侨办多年来的帮助。

20 年前，计和是一位 70 多岁的孤老，无依无
靠。得知这一情况，南昌市外侨办积极想办法给
他解决生活问题。在该办的积极帮助下，南昌市
东湖区民政局为计和办理了低保。后来，该办又
先后帮他协调解决了货币补贴廉租房和实物配租
廉租房问题。这些解决了计和老人生活上的大问
题。近年，该办又积极通过市残联为其解决一次
性救助问题。

此外，逢年过节，南昌市外侨办都会走访慰问
计和老人，给他送去补助金。“前一阵子，我生病住
院，把这个情况写了份报告交给南昌市外侨办后，
他们很快就给了我额外的补助。”计和老人在接受采
访时补充道。两年前，计和找了老伴并领养了一个
孙女，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

“扶贫助残，侨眷救星”，侨眷计和将对南昌市
外侨办多年来的感激之情，倾注到锦旗上这八个沉
甸甸的大字里。

“侨办为侨，全心全意”

虽然远在千里之外的美国，何秋明夫妇还是嘱

托在南昌的亲戚送来了这份“心意”，因为“南昌市
外侨办帮我解决了积压多年的难题”。

2012 年初，旅美华侨何秋明夫妇来到南昌市外
侨办求助，反映一个多年没得到解决的难题。何秋
明一家居住在南昌市东湖区铁街 2号 （临街）。1990
年，南昌市实行旧城改造，何秋明家的房子在拆迁
改造之列。后来，何秋明与东湖区商品房开发总公
司达成协议，在南昌市最繁华的街道中山路上以优
惠价格买得一间店面。当时钱已付清，但由于房子
还未建好，一时办不了房产证。这时何秋明夫妇就
出国去了。当时产权意识不强的何秋明一直没去办
理相关证件，直到近年房价大涨，他才想起去办
理。这时，已相隔 10多年，情况变得复杂，他自己
跑了多趟房管局，一直没办成。

由于在美国有工作和生活，何秋明夫妇每次回
国都很麻烦，一次次无功而返和来回折腾，让他们非
常焦心。“我办领导耐心地听取了何的陈述，看着何
秋明夫妇着急无助的样子，表示一定会尽快了解实
情，帮助协调处理好所反映的问题。”南昌市外侨办
副主任毛亦水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讲述道。随后，南昌
市外侨办展开了行动，通过南昌市房管局了解到该
市曾开放过历史遗留问题的办证时间。但何秋明夫
妇因多年居住在美国，无法被通知上，所以错过了办
证时间。

摸清情况后，南昌市外侨办立即行文请示市政
府、市房管局给予特殊照顾，为何秋明办理了产权
证。拖延多年的难题终于得到解决，在美国的何秋
明夫妇非常开心，不禁感慨道，“南昌市政府和外侨
办的领导亲民、爱民、为民，是海外侨胞的娘家
人、贴心人！”并特意让在南昌的亲戚送来锦旗，上
书“侨办为侨，全心全意”。

旅居加拿大的侨胞雷涛夫妇为感谢该办为其解
决孩子插班就读距离较近的幼儿园一事，也托亲戚
送来锦旗：“热心帮助，侨胞依靠”。雷涛夫妇还在
感谢信中称“市外侨办的办事效率和无私奉献精神
让我们惊喜和敬重。外侨办不愧为海外侨胞和归侨

侨眷的‘娘家’。”

“心系侨胞，排忧解难”

“心系侨胞，排忧解难”。马来西亚华商刘振福
的这面锦旗背后是一个关于 1660 万元人民币的故
事，也是南昌市外侨办为侨资企业排忧解难的故事。

2005年，刘振福以每亩9万余元的价格在南昌购
置了一块面积为100亩的地。他随即用这块地建成了
南昌伟特服饰有限公司。但当时由于多种原因，刘
振福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后来，国家有关政
策发生了变化，现在办理该证不仅程序复杂，还需
要以工业用地最低出让价每亩 25.6 万元重新计价，
这样刘振福就要多交相关费用 1660万元。这笔费用
将对南昌伟特服饰有限公司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

南昌市外侨办接到求助后，迅速展开调查，掌
握相关情况，并汇报市领导。市领导高度重视，随
即召集有关部门召开专题协调会。经多方协商，此
事得以按历史遗留问题予以照顾解决，即按原合同
价格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最终，该办成功帮助
企业减免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费用1660万元。

南昌市外侨办对侨胞来南昌生活、投资的关心
和重视，大可见诸减免的 1660万元费用，小可见诸
找回的一部手机。2014年 12月，美籍华人、纽约江
西协进会副会长濮健来南昌进行短期考察，在公交
车上不慎将手机遗失。濮健非常焦急，因为他丢失
的不仅仅是一部手机，手机里存有重要资料及联络
人电话。他当即找上南昌市外侨办求助。该办立即
联络了市公安局，促使其迅速立案处理，并开启了
天网。

“仅过了几个小时，手机就被成功追回来了。那
次真是替我解了燃眉之急。”濮健在接受本报采访时
激动地回忆道。濮健特意为此送去了锦旗：“为侨胞
排忧解难，是侨胞的贴心人”。找回一部手机虽然事
小，但它从细微处体现了南昌市外侨办倾心爱侨的
工作本色。

杨经文，全球生态建筑设计领域的权威，曾被英
国《卫报》称为“可以拯救地球的人”。近日，中国建
筑界最高奖项“梁思成建筑奖”在北京颁奖，杨经文
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外籍设计师。谈及获奖感受，他
说：“这个奖项是对我多年努力的肯定，作为第三代华
裔，非常高兴能够得到中国建筑圈的认可。”

杨经文1948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他的祖父祖籍
中国广东，是一名木匠。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杨经文从
小受到浓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熏陶。12岁那年，杨经文赴英
国求学。他曾在知名的英国建筑联盟学院修读建筑，后来
又到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告诉记者，求学期间，他
阅读了大量关于中国艺术、历史、哲学等方面的书籍。

1975 年，杨经文学成回到马来西亚，开始了建筑
师生涯。此后，随着一幢幢充满个人风格又饱含科技
结晶的生态建筑在世界各地落成，杨经文的名字随同
他的生态气候学理论在建筑界声名鹊起。

在杨经文眼中，生态建筑应该模仿自然本身的环
境，并与之融为一体。在建筑景观的设计上，要给动植物提
供栖息场所。“当建筑物有了生命，不再是冷冰冰的庞然大
物，它可以像一个健康的人一样，进行自我调节”，他说。

位于新加坡滑铁卢路与中路交汇处的 EDITT 大
厦，是杨经文生态设计的典范之作。整个大厦的太阳
能板面积多达 855平方米，可提供全建筑物 39.7%的能
源。大厦的四周被绿色植物覆盖，既美观又起到隔热
作用。此外，大楼还设有雨水回收、光伏发电、污水
净化等多套绿色节能系统。另外，考虑到未来的扩充
性，大厦的很多墙壁与楼梯还可以移动与拆除。

事实上，为了满足高空环境下使用者对舒适度的需
求，摩天大楼与同样材料建造的低层建筑相比，通常需
要多消耗 30%的能源和材料。多年来专注“生态摩天大
楼”设计的杨经文则认为，正因如此，生态设计师有责任
去寻求更为生态、环保的设计方式，而不是忽略它们。

他的建筑理论研究成果包括数学“分块矩阵”、
“基本系统理论”、“建筑环境的原力学”、“生态系统设
计的基础”、“生物气候性”设计技术与原理等，并应
用于“生物气候学摩天大楼”和“垂直城市设计”。谈
及建筑最重要的功能，杨经文表示“建筑设计最重要
的是让人开心”。“如果能让居住在建筑里的人感到舒
适和快乐，那建筑师就是成功的”，他说，“一个令人
开心的建筑并不需要花费太多的钱”。

杨经文是生态建筑的倡导者和生态建筑理论的创
立者，他认为一个真正生态持续性方案必须建立于生
态环境学的基础之上，因为生态学是所有人类活动和
建筑环境的共同空间。他不喝瓶装水、尽量不吃肉，
日常所用物品也尽量循环使用，“希望自己尽可能做到
最好”。谈及未来的目标，杨经文表示，在生态设计领
域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这将是他毕生的追求。

（来源：中新社）

南京涉侨创业园开展创客活动

近日，来自江苏南京涉侨中科创新广场园区开展大学生
“未来创客在行动”交流活动，了解园区的开发背景、发展历
程和规模等。当地大学生走访了园区涉侨企业，直面和学习企
业的最新成果、创业心得，为创业获取灵感和经验值。

南京中科创新广场园区入驻企业近220家，涉侨企业达到
70℅左右，自创立开始，就致力于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成果转
化，积极对接高校平台。自年初成立了侨务工作站以来，为涉
侨企业的服务氛围更好、为侨服务的工作开展更顺畅、与政府
科技口与人才口的联系更紧密。 （来源：江苏侨网）

英国华侨代表参访辽阳

近期，辽宁辽阳市侨联接待英国华侨于森女士一行 6人，
并就中英企业经贸合作等问题进行了座谈交流。

于森向大家介绍了旅居英国的华侨华人对中国的热爱与对
家乡的思念，并表示愿意为家乡的企业牵线搭桥，拓展海外发
展的渠道，竭尽全力为家乡经济发展做贡献。随后，辽阳市侨
联与于森一行就地产开发建设和中医保健养生等项目进行深入
的交流和探讨，双方达成一致共识，努力寻求合作机会，有效
实现侨商企业项目对接，助力辽阳经济发展。

（来源：辽宁侨网）

成都暑期文化交流项目开营

近日，来自四川成都市国际友城——美国菲尼克斯语言预
备学校的师生、家长一行 22人在成都金苹果公学参加了“菲
尼克斯—成都友城暑期文化交流项目”欢迎仪式，正式开启为
期一周的小学生跨国文化之旅。

“菲尼克斯—成都友城暑期文化交流项目”创建于 2015
年，目的在于推动两市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有益交流与互利合
作，吸引更多友城青年学子来蓉访问学习，巩固友城传统友
谊，增进友城友好交流，不断扩大成都知名度，树立良好城
市形象。 （来源：中国侨网）

“首都新侨乡文化节”在京举行

为丰富首都侨界群众文化生活，进一步凝聚侨心，近期，
“亲情中华·侨韵北京”——第八届首都新侨乡文化节系列活动
在北京轮番登场，活动亮点纷呈，推出了健步走、中国传统手
工与时尚展示、家庭烘焙大赛等新项目，受到广大归侨侨眷的
热烈欢迎。

“首都新侨乡文化节”从创意举办之初，一直坚持群众文
化活动中群众是主角的原则。在本届文化节活动设计和前期筹
备中，北京市侨联把群众的需求摆在首位，项目设置满足“老
侨”与吸引“新侨”相结合，节目内容力求雅俗共赏，使文化
节的内在活力得到进一步拓展，侨界群众的创作表演潜能得到
进一步激发。 （来源：中国侨网）

5月 31日，“一带一路”与意大利国
别研究研讨会暨温州大学意大利研究中
心成立仪式在温州大学举行。国内外经
济、政治、华侨华人、历史等多领域专
家学者共同研讨如何打造国别区域研究
的温州品牌。温州大学计划利用意大利
分校的海外教育科研平台，整合联动中
外学术科研资源开展意大利政治、经
济、文化和华侨华人研究，在此基础上
逐步拓展至欧盟及欧洲其他国家研究，
为欧洲温商及广大华侨华人打造一个欧
洲智库。

校长李校堃表示，意大利研究中心
是温大积极响应“一带一路”“中欧高级
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及“中华文化走
出去”战略的落地化创新尝试。从创办
意大利分校之初，学校就计划联结“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温商聚集地建立
海外分校、海外研究院和海外协同创新
中心等机构，使温大成为海外温商的

“人才驿站”“智库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罗红波教授

当天受聘为温州大学意大利研究中心主
任并作 《抓住机遇，加强意大利研究》
的主旨报告。温州大学严晓鹏博士表
示，现已将意大利研究中心作为国家教
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申报对象，今
后将直接对接国内意大利研究机构和意
大利高校，协同各级政府侨务机构共建
研究中心。

意大利是古丝绸之路的终点，也是
新时期“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
绸之路”的交汇点，在“一带一路”上
扮演着重要角色，意大利也是温籍海外
华侨华人聚居中心。温州大学于 2016 年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揭牌创建温州大
学意大利分校 （普拉托校区），与意大利
锡耶纳大学签约创办温州大学意大利分
校 （阿雷佐校区）。温州大学与意大利教
育部门及学校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已举办多届中意教育论坛和世界
温州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普拉托研究中
心合作开展在意温籍华侨华人研究，出版多部意大利研究书籍，在国
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多篇重要学术论文，建立了一支意大利国别区域研
究的专业学术团队。

近日，在由侨居加拿大
满地可市华侨集体捐资兴建
的海南三亚满地可希望小
学，举行了一场主题为“慈
善关爱 快乐童行”的公益
活动。志愿者为学生们送上
慰问礼物，与学生们一起升
国旗、朗诵国学读物《弟子
规》。

图为公益活动中欢快的
小学生。

陈文武摄 中新社发

南昌市外侨办：

倾心爱侨倾心爱侨
一面锦旗一片心一面锦旗一片心

孙少锋孙少锋 张小丁张小丁

“扶贫助残，侨眷救星”，“侨办为侨，全心全
意”，“解民倒悬，保护侨益”……在江西省南昌市
外侨办的办公室里，一面面锦旗整整齐齐地挂满了
墙壁。在锦旗的装扮下，这间陈设简单的办公室显
得很耀眼。每一面锦旗背后，都静静地记录着一个
倾心爱侨的故事。在数十年如一日的为侨服务中，
鲜红的锦旗逐渐暗淡，南昌市外侨办爱侨的本色始
终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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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研讨会现场。 郭可飘摄

图为侨法宣传活动现场图为侨法宣传活动现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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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建筑师杨经文：

建造有生命力的建筑
冉文娟

华裔建筑师杨经文：

建造有生命力的建筑
冉文娟

加华人捐助希望小学加华人捐助希望小学

图为杨经文为自己设计的住宅。 资料图片图为杨经文为自己设计的住宅图为杨经文为自己设计的住宅。。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