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叙事——海外福州华侨华人的
集体记忆》新书发布

向世界展示福州人
拼搏精神和家国情怀

本报讯（记者 王玉萍）21日，由福州市
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福州市人民政
府侨务办公室联合主编的《叙事——海外福
州华侨华人的集体记忆》新书在榕发布。该
书以走向世界的福州人为主题，收录口述采
访文章及历史文献资料 192篇，通过构筑大
口述体系，总体反映海外福州华侨华人的历
史经纬、整体风貌和时代精神。

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也是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重要发源地。《叙事
——海外福州华侨华人的集体记忆》征编工
作于去年启动，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精神，把海外华侨华人
的感人故事记录下来、传承下去。

新书发布仪式现场，《叙事——海外福州
华侨华人的集体记忆》主编、福州市政协文史
馆顾问杨凡从征编过程、框架体系、叙事体
裁、内容特点等方面对书籍的基本情况进行
了介绍。

据了解，全书遵从文史资料征编工作“存
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主导思想和“三亲”史
料（亲历、亲见、亲闻）的征编原则，由“侨务春
秋”“历史源流”“向海而生”“流金岁月”“时代
风云”“闽侨之光”“原乡文化”“归侨故事”和

“根脉广布”九个部分组成，通过 100多位福
州华侨华人代表的亲身亲历和生动叙述，集
中反映了近代史上海外福州华侨华人山重水
复、身世飘零的世代沧桑和艰难苦辛，身在异
邦、情系乡梓的故乡情结和文化乡愁，以及在
不断迁徙、动荡融合的景象里向海而生、创业
发展的价值追求和家国情怀。192篇中，口
述采访文章124篇、历史文献资料68篇。

该书的征编出版，对进一步发挥好福州
市侨务资源优势，助力福州现代化国际城市
建设，增进海外华裔新生代对祖（籍）国和家
乡的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助力打响闽都文化
国际品牌，促进与华侨华人住在国建立良好
关系，凸显福州深厚的侨乡文化底蕴，都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曹燕灵、
香港福州社团联会主席俞培俤作为作者代表
进行了发言。主办方还向有关单位及侨领代
表赠送书籍。

本报讯（记者 王玉萍）21日，
“福佑五洲 福满榕城”——第六届
“印象·福州”海外华裔青少年大赛
颁奖典礼暨历届“印象·福州”大赛
优秀作品展活动在福州海峡国际
会展中心举办，颁发大赛各类作品
等级奖、优秀指导老师奖、优秀组
织奖等，增强海外华裔青少年文化
认同感。

“印象·福州”大赛自 2015 年
举办以来，共吸引来自全球 50 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逾万名海外华裔
青少年参与，已连续两届获得马来
西亚教育部认可，并被列为国际等
级赛事，有力提升了大赛的国际影
响力。

第六届“印象·福州”大赛于今
年 4月正式启动，共征集到全球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 2133 件参赛作
品，涉及书法、绘画、征文、摄影、华
语演讲，最终产生 713件获奖作品
和 48个优秀指导老师奖、45个优
秀组织单位奖。海外华裔青少年
选手们用手中的笔和镜头，表达对
家乡福州的向往和喜爱，架起海内
外传播“有福之州”文化的桥梁。

“这不仅是我首次踏上福建的
土地，更是我首次站在中国的领奖
舞台上。”获奖的海外华裔青少年
代表张思淇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说，此前在课本里学到的中国历史
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活生生呈

现在眼前，令她无比激动，“在接下
来的行程里，我将用心感受中华文
化的魅力和福州的诗与远方。”

本次活动由福州市人民政府
主办，福州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
室、福州市教育局、福州晚报承办，
助力“福”文化传播与交流，夯实

“留心留根”工程，与广大海外华裔
青少年共话桑梓，共叙乡情，写意
大美福州。

现场特别设立了历届“印象·
福州”大赛优秀作品展。来自五大
洲的历届大赛获奖学生通过视频
短片方式，对大赛表达了祝愿与期
待，祝愿家乡福州发展得越来越
好。

本报讯（记者 王玉萍）21日，
第二届“丝路”国际青少年摄影、
短视频大赛颁奖典礼暨第三届大
赛启动仪式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
华代表、马来西亚教育部官员、有
关国家驻华使节代表、世界城地

组织亚太区和 21世纪海上合作委
员会会员代表、国际友城代表，以
及大赛获奖选手代表等齐聚一
堂。活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开展，进行全球网络直播。

大赛由 21世纪海上合作委员
会和福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致

力于搭建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平
台，向世界展现中国之美、福建之
美、福州之美，助力福州建设现代
化国际城市。大赛共收到来自五
大洲 42个国家的 1312件作品，共
有 152 件作品获奖。相比首届大
赛，第二届大赛在参赛国家和作品

数量等方面均有较大提升，引发海
外热烈反响和广泛关注，还被马来
西亚教育部列为国际等级的大赛，
有力地推动了国际青少年文化交
流互鉴。

“福州，我来了！”新加坡祝忠
印拍摄的《擎天大树》荣获摄影作

品A组一等奖，“大赛平台给了我
一次难忘的福州之旅，未来我一定
会继续不断努力，拍摄更多更好的
作品。”祝忠印说。

大赛受到高度评价。“大赛不
仅展示了参赛者卓越的艺术才华，
更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文化融合，
成为连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重要
桥梁。”马来西亚教育部副部长黄
家和在视频致辞中表示，期待各方
继续携手努力，共同促进马来西亚
与其他“丝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
流与合作。

“文化多样性是大家创新的源
泉，艺术在捕捉文化多样性的本质
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为探索、欣
赏和联系他人的故事提供了创作
源动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
代表夏泽瀚说，“丝路”大赛是培养
国际青少年创新和跨文化对话的
重要平台，参赛作品不仅仅是视觉
表达，更多的是国际青少年对文化
的理解，通过文化跨越国界建立联
系。

在菲律宾驻厦门总领事欧莉
娜看来，多元文化有助于发展和丰
富我们的生活，“接触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传统、不同的
价值观会得到启发，让大家从别人
的角度欣赏生活和生活。”

现场还设置了优秀作品展和
“福”文化展，带领观众感受“丝路”
文化的璀璨和深厚的“福”文化底
蕴。

现场还举行了第三届“丝路”
国际青少年摄影、短视频大赛启动
仪式，第三届大赛以“丝路古韵 激
扬新章”为主题，以“各美其美，美
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为宗
旨。

12月 20日,由中国侨联、福建
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一届中
国侨智发展大会在福州开幕。会
议期间，福州市精心组织了线下参
观考察活动。21日，与会嘉宾走访
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和科创走
廊成就线路等地，将赞词毫无保留
地赠予福州这座正发展得如火如
荼的千年古城。

“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
代史。”感受三坊七巷所孕育和承
载的厚重历史是嘉宾们此行的重
要目的。

第一次来榕的嘉宾赵珊珊对
一切都充满好奇，从开始就不停用
手机记录下每处风景，“以前都只
是在书本上了解这些革命烈士，现
在来到林觉民故居，走在庭院里，
看着《与妻书》，我仿佛回到了那个
时代，更深刻地感受到他们的家国
情怀。”

步入坊巷，亭亭如盖的榕树，
白墙黛瓦的明清古建，风雅别致的
亭台楼阁让在德国留学的江苏女
生鲍以晴连连点赞。

在郎官巷深处，严复故居映入
眼帘。“昨天去了船政博物馆，今天
就看到了严复故居，可以说中国海
军发展史就这样鲜活地展现在我
眼前了。”杭州国千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先生说，他多年
前来过福州，此次故地重游，他发

现福州历史不断代传承做得非常
好，在全国都名列前茅。

寿山石雕、莆田木雕、福州脱
胎漆器髹饰技艺、畲族银器制作技
艺……在南后街叶氏故居的省非
遗博览苑，嘉宾们感叹在这些非遗
技艺中可以看到匠心精神的传承。

三坊七巷的最后一站福建华
侨主题馆里，讲解员将侨领黄乃裳
南洋拓荒、侨届楷模吴孟超妙手仁
心、41名华侨小英雄捍卫祖国尊严
的故事娓娓道来，不少嘉宾颇有感
触。马来亚大学博士三年级学生
王旭也为此次侨智大会点赞，“非
常感谢有这么一个大平台，能让我

们在外留学或者工作的人有机会
相互交流，也让我近距离了解有福
之州，希望以后能有机会来榕发
展。”

在三坊七巷和历史对话，来科
创走廊与未来对话。与会嘉宾一
览榕城古今，一起触摸福州历史的
脉动，一起聚焦数字福州的经纬。

在参观仓山区互联网小镇直
播间时，十多位嘉宾化身网络“主
播”——人像不仅实时映射到眼前
的多台显示屏上，视频背景也设置
成了大红喜庆的虚拟背景墙。伴
随着工作人员的前台操作，直播画
面主体流畅切换，部分侨胞索性坐
在直播台前认真感受了一番，“互
联网直播感受非常赞！”

仓山区互联网小镇是中国侨
智发展大会科创走廊建设成就线
路的点位之一，这里汇聚了超 200
家数字文化、直播电商、网络信息
安全和网络视听企业，园区实现年
总产值超 100 亿元。“中国的直播
电商行业水平领先世界，在人才培
养、机制建设、技术创新上都值得
学习借鉴。”香港理工大学（港理
大）电机及电子工程系教授余长
源说。

感受完福州数字文化的创
意，仓山智能产业园又带来另一
番炫酷体验。福建星网锐捷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的智慧展厅内，从远
程 POC实验室到数据中心网络、

云办公、云课堂等全方位的信息化
解决方案，吸引着不少嘉宾一边认
真“听讲”，一边拍照提问，领略福
州数字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

在德国波恩大学深造的周芳
敏明年即将回国，他告诉记者，这
次参观考察为他打开了一扇近距
离认识福州的大门，这片土地原来
拥有如此巨大的发展空间。尤其
是参观完瑞科生物医药产业园后，
从事神经医学领域研究的他更是
感受到福州在生物医疗领域的大
有可为，在他看来，相比于北上广
等一线城市，瞄准目标、精准发力
的福州可能后劲更足。

参观考察即将结束之际，不少
有回国发展计划的海外高校人才
还认真咨询了福州的人才政策，

“国内会设置工科博士，但是海外
高校并不设置，对此，国内的人才
政策该如何评定？”“五种类型的人
才评定标准是什么？”……一个个
有关人才引进政策的发问背后都
透露出海外学子对归国发展的期
盼与渴望。

赋能社会责任
共促文化交流
闽港澳台侨校长论坛在榕落幕

本报讯（记者 林榕昇）21日上午，中国侨
智发展大会专题论坛——闽港澳台侨校长论
坛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闭幕。来自闽港澳台
以及海外大中小学约 120位校长、学者共话
教育创新，共促文化交流。

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与发展的来源。现
场，台湾世新大学副校长李功勤从文化创新
与人才发展及社会实践角度，回顾了中华文
化在台湾近代历史中的发展，并简述传统文
化在传承中面临的挑战。

“文化需要在人民的生活中滋长创造，才
能培养出宏观格局与多元思想的年轻一代。”
李功勤说。

福建具有侨乡优势，也吸引了众多海内
外学子来闽学习。

历年来，华侨大学累计吸纳外国留学生
和港澳台侨学生 8073名。如何为侨服务，传
播中华文化？华侨大学副校长许志勇表示，
要从加强港澳台侨学生传统文化教育、提升
华文教育水平、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三方
面，积极推进中华文化传承创新。

据介绍，华侨大学在海外建立了“华文星
火”项目，在28个国家100余所学校开展文化
支教活动，参与的海外青少年超3.4万人次。

泉州师范学院具有泉台五缘优势，该校
副校长黄江昆说：“学校将继续通过项目、交
流、情感三方面融合，聚焦闽台青年交流，将
在推进学校对外交流合作特色化发展的同
时，服务国家大外交战略。”

加强非遗保护与传播是当下传承中华
文化的有力手段。香港教育大学教授梁宝
华从非遗视角出发表示，文化艺术教育有
助发展文化身份认同，音乐教师通过发展
传统戏剧的教学知识和经验，可在课堂中
让学生良好学习，并提升他们对中华文化
的认识和身份认同。

在产教融合的背景下，产业创新需要新
模式的人才培养。借鉴海外高校办学优势特
长，服务地方也是本次论坛的关注点之一。
现场，福州大学校长顾问徐德清分析了海外
顶尖大学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几大特
点，并指出这些特点对福建省大学的借鉴作
用，通过博取百家之长、加强与企业、政府和
其他大学的合作，福建各大学将为高新技术
产业和人才培养作出新贡献。

“印象·福州”海外华裔青少年大赛颁奖
713件作品获奖

中国侨智发展大会参会嘉宾在榕参观考察——

探寻悠久的闽都文化和新兴的科创走廊
本报记者 燕晓 沐方婷

国际青少年共谱文化交流新篇章
第二届“丝路”国际青少年摄影、短视频大赛颁奖典礼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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