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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侨博物馆办艺术展
本报电（记者贾平凡）10 月 28 日，由山水丹青（北京）

国际艺术中心策展的“新征程 再出发——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当代艺术大展”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幕。

此次展出作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既有中国传统
书法、绘画，还有中国非遗文化、摄影作品等。展区近
万平方米，分两大部分，共展出 500 多幅 （件） 艺术作
品。从不同角度表达了艺术家们对祖国和改革开放的热
爱之情。用笔墨歌颂成就、用丹青传达情意，传递积极
向上的正能量。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祁德贵对此次艺术大展
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与会嘉宾认为艺术展主题突出，
风格鲜明，从不同角度表达了艺术家们对祖国和改革开
放的热爱之情。

山水丹青国际艺术中心理事长崔恩卿表示，在中国
华侨历史博物馆举办“改革开放40周年当代艺术大展”，
恰逢其时。广大华侨华人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开
拓者、参与者和见证者。可以说，广大华侨华人为改革
开放贡献了“第一桶金”。

侨 情 乡 讯侨 情 乡 讯

本报电（贾海宁、王建彬） 近日，18 名
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人选、泰山学者、
泰山产业领军人才等高层次人才来到山东省
滨州市沾化区，开展实地考察、人才创新创
业指导，并与沾化区新型化工、新材料、现
代高效农业、医养健康等领域的 28家企业对
接洽谈，12 名专家与有合作意向的企业现场
签约。

“在这方创新创业的舞台上，我们感受到
了沾化亲商、爱商的诚意。不仅提供土地、
厂房等多种优惠政策，还为我们提供了‘店
小二’式的全方位服务，行政审批一站式办
齐，我已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了。”刚刚与山
东华升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的国
家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人选张甜说。

今年以来，沾化区加大“双招双引”（招
商引资、招才引智） 力度，加快产业转型升
级步伐，初步构建起飞机制造、特色农业、
油盐化工、金属材料、皮革加工等产业集
群，滨奥钻石飞机制造、海容电源、日科橡
塑等一批高新技术项目发展壮大，产业结构
更趋优化。同时，建立健全人才政策激励机
制，沾化发展史上第一个支持人才创新创业
且含金量较高的政策性文件 《滨州市沾化区
支持人才创新创业若干规定》 出台，成立沾
化区化工产业产学研服务中心，大力实施

“校企合作典型培育工程”，建立落实“枣乡
优秀人才”评选制度，先后引进省级以上高
层次人才 18 人、专家教授 43 人、研究生 13
人。建立市级以上研究中心32家，40余家企
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签订合作协议，52 项技
术成果完成转化。

“通过开展‘2018·高层次人才枣乡行’
活动，全方位宣传沾化的人才政策，吸引更
多的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来沾化创新创业，把
专家请进来，把项目留下来，把企业做强做
大。我们将积极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为各
位高层次人才提供‘店小二’式的全方位服
务，全力营造舒适温馨的创新创业环境，真
正让专家人才在沾化工作顺心、生活舒心、
创业安心。”沾化区委书记丁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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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人社团到访福州
近日，美国华人社团联合总会陈清泉主席一行 10人

到访福州马尾。
马尾区委统战部长伍南腾表示，今年以来全区上

下坚持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推进“抓项目，促发展”
的专项工作，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产业转型蹄疾步稳，
城乡建设力度加大，社会事业不断进步。重点以物联
网、基金等新兴产业为引领，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着力提升发展层级，切实增强开发区的核心竞争
力，愿与海外侨胞共筑“中国梦”。

陈清泉在座谈中回顾了海外华侨华人在中国建设和
发展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作出的不同贡献，以及在新
时代取得的新成就。他还高兴地表示，会在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上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据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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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仲涵及其家族所经营的建源公
司，是近代华侨在东南亚创业发展的传
奇之一。有着“爪哇糖王”之称的黄仲涵，
在主持经营建源公司的 30 余年间，使其
家族及建源公司的影响力达到顶峰。

黄仲涵祖籍福建同安，1866年生于
印尼中爪哇三宝垄，自幼在华文私塾学
习，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启蒙，后
又学习印尼当地语及英语、荷兰语。其
父黄志信是建源公司前身——建源栈的
创建人，黄仲涵从少年时期起即凭借过
人的经商天赋，辅佐其父经营建源栈商
号，使建源栈迅速发展，成为爪哇地区
主要的华侨商号之一。

1890年，24岁的黄仲涵接替其父主
持经营建源栈，并被荷印殖民政府任命

为“玛腰”，协助处理华侨事务。1893
年，黄仲涵将建源栈改组为建源贸易有
限公司，广招外国及华侨专门技术人
员，购进西方先进设备，推行现代化生
产及管理方式，为建源公司脱颖而出打
下坚实的基础。

自1894年起，黄仲涵先后创办了5家
糖厂，年产量达10多万吨，他也因此被誉
为“爪哇糖王”；1906年，在爪哇创办黄仲
涵银行，并在泗水设立分行，还经营 7 家
保险公司；1911年，创办协荣茂及顺美两
家轮船公司，拥有9艘货轮，往来于印尼、
新加坡、马来亚各地；1918 年，创建当时
东南亚最大的木薯粉厂，年产木薯粉 27
万吨，创造了数千工作岗位，产品远销欧
美各地。随着生产和经营规模的发展，建

源公司先后在印尼各大中城市及荷兰、
英国、新加坡、马来亚等地设立分行或办
事处，形成了庞大的企业集团。黄仲涵也
成为20世纪初在东南亚乃至全世界最有
影响力的华商。

黄仲涵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虽然
出生并定居于东南亚，却始终保留中国国
籍。在荷印殖民政府统治的印尼，华侨华
人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连西装都不
能穿。黄仲涵通过严正交涉，不仅使自己
成为第一个穿上西装的印尼华侨，还以

“玛腰”的身份正式向荷印殖民政府总督
提出申请，要求允许华侨华人穿西装、剪
辫子，并率先剪去发辫，从而对印尼华侨
华人形象的革新、华侨华人地位的提升起
到了极大推动作用。

黄仲涵对中国的感情还表现在他对
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密切
关注。1911 年和 1915 年，他曾两次以

“轩辕后人”的名义捐款，支持孙中山
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国民
政府为表彰其爱国义举，先后授与他
一、二等爱国勋章。

黄仲涵还以支持华侨社团及侨校的
发展为己任。1912 年至 1922 年，他连任 6
届三宝垄中华商会名誉会长，其间大力
捐款救助祖（籍）国自然灾害、兴办华侨
福利事业。1916年，他以担保人和主要投
资者身份，带头倡办了三宝垄华英中学，
其后又相继为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华侨
中学、道南学校等东南亚地区的侨校捐
款，兴修礼堂及教学楼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躲避荷印殖
民政府所谓“战争税”等的巧取豪夺，
黄仲涵愤而迁居新加坡。在新加坡期
间，他曾与黄奕住等著名侨商相约，将
资产转移回祖 （籍） 国投资建厂。但正
当他着手筹备之际，因心脏病突发而去
世，年仅58岁。

黄仲涵及其家族企业的辉煌从19世纪下
半叶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上半叶，如今印尼三
宝垄市仍有“黄仲涵街”。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供稿）

黄仲涵

心系中国的“爪哇糖王”
崔 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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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小姐
环球大赛

收官

10月 27日晚，以“Girl Power”为主题长
隆·2018中华小姐环球大赛总决赛在北京凤
凰中心完美落幕。从全球各赛区晋级总决赛
的12位选手亮相总决赛的舞台，经过精彩而
又激烈的对决，最终，8号选手卢琳夺得冠军
桂冠；11号选手何莉夺得亚军；2号选手蒲梓
叶夺得季军。

2018 中华小姐环球大赛历时 5 个月之
久，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女孩们，一路上经
历了重重挑战与考验，最终走入决赛。她们
在比赛过程中表现出的学习能力、吃苦精神
以及不畏挑战、随机应变的个性，向我们诠
释着“美丽与智慧同行，内在与外在兼修”的
华姐传统特质。

郭俊锋（人民视觉）郭俊锋（人民视觉）

以教育凝聚侨心

华侨教育如何让侨生更满意
孙少锋 祖 鸿

侨 界 关 注

2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广东知名华侨学府暨南大学。在暨
南大学，习近平参观了校史展览和
办学成果展示，察看了图书馆华侨
华人文献馆的馆藏文献和实物，并
同部分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学生
交流，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将来为
社会作出贡献。习近平指出，我国
有5000多万海外侨胞，这是我国发
展的一个独特优势。改革开放有海
外侨胞的一份功劳。他希望暨南大
学认真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坚
持自己的办学特色，把学校办得更
好，为海外侨胞回祖国学习、传承
中华文化创造更好条件。

人数增多 成绩斐然
近年来，回国参加高考的“三侨生”

（三侨生是指归侨青年、归侨子女、华侨在
国内的子女）数量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
华侨决定将子女送回国内接受教育。教育
决定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办好让侨胞满意
的教育是凝聚侨心的重要方式。

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盛以
及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到中国读大学”
成为许多华侨学生的选择。高考不仅是
中国国内的学生选择改变人生道路的重
要途径，越来越多的华侨子女也选择回
国上大学。

近年来，回国参加高考的“三侨
生”数量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华侨决
定将子女送回国内接受教育。教育决定
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办好让侨胞满意的
教育是凝聚侨心的重要方式。

据了解，近年来，华侨子女报考国
内大学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长，而且质
量方面也在逐渐提高，几乎每年都有华
侨学生考入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
名牌大学，而这也是华侨学生开始选择
回中国读书的一个缩影。

根据广西招生考试院公布的信息，

2015-2017 年，有 1200 多名“三侨生”参加
高考，2018年达到419人；广东省侨办公布
的信息显示，2016、2017年两年，“三侨生”
参加高考的人数近 800 名，2018 年则达到
了522人。

截至2018年6月，华侨大学全日制在
校本科华侨学生达 1178 人，华侨学生多
来自朝鲜、日本、南非、厄瓜多尔等亚
非拉国家。

如今，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加
深，并向国际化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
学生回到中国，国内高校逐渐得到世界
认可。有关专家表示，祖国发挥着越来
越强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华侨也希望通
过各类考试回到中国读书、发展。

体系完备 机会众多
“三侨生”回国考试方式多样，根据

其特点，高校做出了多种努力。归侨青
年、归侨子女、华侨国内子女通过参加
普通高考、华侨生联考及高校笔试、面
试等方式，纷纷回到祖国怀抱。

其中，“华侨港澳台高招联考”一般

每年 3 月报名，5 月的第三个周末考试。
考试科目分为文史类和理工类。据了
解，2018 年参加本科招生的高校有 316
所，比 2017年增加 10所，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名校在列。

另外，两所著名华侨学府也不断为
华侨学生创造良好的教育平台。“为侨服
务、传播中华文化”是华侨大学的办学
宗旨，而暨南大学素有“华侨最高学
府”之称，两所知名“侨校”，除了保送
生和“华侨港澳台高招联考”两个渠道
外，还获准组织两校联考，为“三侨
生”提供单独的升学渠道，联考招生名
额不受内地总额的限制。

为解决国内外教材内容差距较大的
问题，国内高校也在主动作为。暨南大学
和华侨大学根据海外教育制度和教育体
系，制定更有针对性的考试内容。两所学
校远赴海外进行深入调研，仔细研究当地
中学课本，每 5 年更新一次考试大纲并装
订成册，发送到海外华侨学生手中。

针对华侨生招生的中学和课外培训
领域也日益完善，华侨生在国内的教育
选择日益增多。

据了解，经过多年建设，中国华侨
教育已形成本—硕—博的人才培养体
系，国内—海外内外兼修的教育人才培
养格局。学生可以抓住契机、善用优
势，充分发挥所长。

齐心筑梦 前景广阔
将国家在教育上的发展成果与海内

外侨胞共享，为海内外侨胞创造更好的
教学环境和教学资源，是办好华侨教育
的关键所在。暨南大学党委书记林鹏如
表示，要把暨南大学办得更好，把学生
培养得更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
地传播到五洲四海。

在侨生教育方面，暨南大学起到了
良好的表率作用。正如暨南大学的办学
宗旨所说“宏教泽而系侨情”，暨南大学
所有的专业都对海内外侨生开放，几乎
所有的学院都有华侨学生在读书。

暨南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黄跃雄在
接受本报采访时说，未来会进一步扩大
暨南大学在海外华侨学生的招生规模，
对海外华侨的招生规模不做任何限制，
只要符合招收条件都予以招录。给予学
生更多的奖助学金，让海外的华侨华人
享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

黄跃雄说，暨大将来会更多地“走
出去”，走到华侨中间去，进一步拓宽宣
传渠道，更好地为他们服务。

“在侨生的培养方面还有很大的空
间，未来培养体系可以进一步和国际通
行的标准接轨，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培
养，对教学和课程体系进行进一步的改
革。将招生工作和国际接轨，通过申请
审核制，扩展学生入读国内大学的途
径，对符合国际标准的考试成绩予以承
认，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通过申请报读
国内的大学。”黄跃雄表示。

祖国的繁荣昌盛永远是海外华侨最
坚强的后盾。祖国的发展会给海内外华
侨的新发展提供更大可能。国内高校不
断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未来中国会有一
批世界一流大学。国家正在努力办好让
海内外侨胞满意的教育，未来华侨考生
回国求学的机遇和环境，会越来会好。

图为暨南大学华文教育学院前学生合影。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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