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侨乡广东
■ 2021年4月26日（星期一）

■ Monday, April 26, 2021 B7
Lt:Ric

主办 :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侨 乡 广 东

广东汕头部署建设聚侨惠民侨乡 
书写新时代“侨”文章

从英国学成毕业后在香港金融行业工

作 3 年，杨燕卿却在家乡濠江的引进之下，

选择回到濠江“与牛为伍”，就职汕头经

济特区澳士兰牧场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澳

士兰”) 总经理。她将习得的先进生产管

理理念运用到企业运营中，为企业迅速打

开新局面。借助创新驱动和人才发展战略

的实施，抢抓机遇引进高学历、高素质的

留学归来人才回乡创新创业，是汕头集聚

侨资侨力侨智建设和美侨乡的实践。

　　日前，广东省委、省政府正式发布《关

于支持汕头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活力经济特区的意见》，提出汕头

打造聚侨惠民的和美侨乡，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普惠性民生建设，

创新聚侨惠侨服务机制，促进海内外华侨

华人深度融入祖 ( 籍 ) 国经济发展，建设

聚侨惠民和美新家园。

　　对此，汕头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打

造聚侨惠民的和美侨乡，准确把握民情侨

情的新形势新变化，以务实举措暖人心、

聚侨力，奋力书写新时代“侨”的文章。

实施“一十百千万”工程凝聚侨心侨智

　　打造聚侨惠民和美侨乡，如何“聚”

是关键——不仅要聚侨力，更要聚侨心，

特别是引导激励华侨华人在支持和参与祖

( 籍 ) 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维

护和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

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实施“一十百千万”工程和“六大行

动”，是汕头对推动华侨与祖国、与经济

特区深度融合路径的探索。

　　“一十百千万”工程，包括升级改造

一个华侨历史文化博览街区，建设十个“最

美侨村”，打造“百千万”华侨华人经济

文化活动品牌。而“六个行动”则涵盖“同

心筑梦”领航行动、“侨菁新星”培育行

动、“四海聚力”引侨行动、“暖心融情”

护侨行动、“以文化人”聚侨行动、“海

外联通”亲侨行动。

　　其中，打造“百千万”华侨华人经济

文化活动品牌，聚焦的正是以各个层面的

文化交流促进华人华侨与中国的沟通联

系。

　　对于这一点，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

会 长、 暨 南 大 学 教 授 张 应 龙 曾 建 言：

“‘十四五’时期要做好侨文化的开发利用，

借助侨文化来激发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

从而打通中国与海外侨胞的文化联系，促

进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可持续发展。”

　　潮汕方言研究与传播著名学者林伦伦

也曾在公开报道中表示，弘扬和传播好侨

乡文化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做好

“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工作，从政府

层面、学术层面、民间层面，甚至学校层

面，多方面多渠道建立和华人华侨的互通

互动。

　　“一十百千万”工程对此进行了部署：

在“引进来”方面，汕头将组织“百家望

族寻根”行动，在保护修缮一批文化品位

高、建筑价值大、需重点保护的华侨故居

的基础上，收集探研一批知名华侨家族创

业奋斗史，邀请知名侨领、知名华侨家族

代表人物返乡寻根。在“走出去”方面，

将开展“千厨潮味·四海同享”活动，推

动潮菜师傅培训走向海外，加强潮菜文化

在海外的弘扬和传播。

　　“六大行动”也有涉及：“同心筑梦”

领航行动提出，将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

道路奋勇前进——四海潮侨心 同圆中国

梦”系列主题活动的形式，聘请“侨文化

使者”，挂牌“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基地”，

开展“家书抵万金”侨批书法创作展、“和

美侨乡”百米剪纸展等活动。

以好平台好环境吸引侨资侨力

　　吸引侨资侨力，是汕头作为知名侨乡

的先天优势，也是汕头经济特区外资的

重要来源。公开报道显示，截至 2019 年

底，汕头累计有外商直接投资项目 6218

个，其中海外侨胞投资的项目占比高达

88.8%。

　　步入“十四五”，汕头应如何鼓励更

多华侨华人来汕投资，促进海内外华侨华

人深入融入祖 ( 籍 ) 国经济发展？

　　3 月 20 日，深圳市前海管理局与汕

头华侨试验区管委会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将携手推进港澳侨合作，

依托前海深港合作机制与华侨试验区联侨

引侨聚侨平台，对接整合港澳侨资源，吸

引港澳青年和华人华侨创新创业，共同探

索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地就业生活的

便利化措施。

　　聚侨引侨，是华侨试验区的核心所

在，也是发展所需。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兼

具“侨”文化内涵的国家级发展平台，华

侨试验区成立六年多来，一直坚持“一切

围绕企业、一切服务企业”的招商理念，

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海内

外投资者特别是潮商注册落户。

　　事实上，去年 6 月广东省政府印发实

施的《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华侨经济

文化合作试验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就提出，支持华侨试验区发展特色金融、

商务会展、文化创意、旅游休闲、教育培

训、医疗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并积极引导

侨资侨智创新创业。如今，试验区正朝这

一方向迈进。

　　搜狗 ( 汕头 )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注册

落户、阿里巴巴“推城出新”活动加速制

造产业数字化进程、1 万平方米的网络直

播基地启动建设，泰盛科技园商务写字楼

区域部分投入使用……近年来，一批批高

端产业项目相继落地，是华侨试验区聚侨

引侨的缩影。

　　据介绍，华侨试验区还将扎实推进聚

侨引侨服务平台建设，进一步完善国家双

创示范基地、“侨梦苑”侨商产业聚集区、

新侨创新创业基地、中国科协“海智计划”

汕头工作基地等优质平台建设。

　　在平台建设和招商引资背后，营商环

境的优化同样是吸引侨资侨力的重要因

素——当前，汕头正致力打好营商环境翻

身仗，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的营商环境，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不

断向好。

开展特色侨乡文化研究利用

　　汕头建设聚侨惠民和美侨乡，服务机

制和政策保障是支撑。对此，文件指出，

支持汕头开展惠侨聚侨政策探索创新，承

办涉侨品牌活动，发展海外华文教育事业，

开展侨批、潮剧、潮菜等特色侨乡文化研

究利用。

　　其中，汕头在探索可持续的华文教育

发展上已有有效实践——充分发挥华侨试

验区国家级战略平台的功能优势，以“互

联网 +”为抓手，开展面向海外的华文在

线教育新尝试，着力打造华侨文化交流基

地和对外传播基地。同时，加强与泰国部

分优质华校的深度合作，初步构建海外华

文教育创新服务的支撑体系。

　　在这一点上，华侨试验区还将迈开大

步：积极打造中国海外华文教育创新发展

服务中心，通过海外华文在线教育直播基

地、海外华校试点建设智慧课堂、华文教

育文化产品研发基地等，打造海外华语教

育和文化传播交流基地。

　　在完善服务方面，华侨试验区将推进

“华侨之家”建设，为到访侨商侨团搭建

一个敦睦乡情、联络交流和参观考察的平

台，争取有影响力的华侨华人社团在华侨

试验区设立分支机构、联络处等，深化与

海外华侨华人的交流与合作。

　　而在开展侨批、潮剧、潮菜等特色侨

乡文化研究利用方面，“六大行动”中的

“以文化人”聚侨行动就提出，要加大财

政投入力度，提质升级侨批文物馆，规划

建设华侨博物馆，改造升级华侨公园，同

时还要整合民间优秀文化组织，以电影、

动漫、网剧、短视频等形式打造一批华侨

文化精品并持续推进侨批数字化保护，创

建侨批登记和运用平台，打造更多可供传

播的侨乡文化资源。“海外联通”亲侨行

动则提出，通过打造一批华侨华人文化交

流基地，大力推进华侨文化的研究、交流

和传播，同时开展“四海潮音全球潮剧票

友汇”、“月是故乡明”海内外诗词创作

大赛等一系列侨文化海外行主题活动。

在这一点上，华侨试验区也将通过规

划建设华侨文化交流中心，挖掘华侨文化、

海洋文化和潮汕文化特色，打造海外华侨

华人文化交流基地。

（杨可）

“ 若 美 国 邮 局 通 汇 时， 吾 当 即 寄

银 回 家 可 也 ……” 这 是 江 门 开 平 塘 口

镇 龙 安 里 周 氏 家 族 成 员 寄 回 乡 给 儿 子

的 一 封 银 信（ 侨 批）， 简 单 的 话 语，

字 字 句 句 无 不 表 露 对 身 处 战 火 纷 乱 的

家 乡 亲 人 的 无 比 挂 念。 将 万 千 封 侨 批

糅 进 历 史 的 长 河 中， 浮 现 出 的 便 是 江

门 五 邑 侨 胞 心 中 悠 长 浓 烈 的 家 国 情

思。

侨 批 记 载 了 老 一 辈 海 外 侨 胞 艰 难

的 创 业 史 和 浓 厚 的 家 国 情 怀， 也 是 中

华 民 族 讲 信 誉、 守 承 诺 的 重 要 体 现。

为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加强研究，

教 育 引 导 人 们 不 忘 近 代 我 国 经 历 的 屈

辱 史 和 老 一 辈 侨 胞 艰 难 的 创 业 史， 并

推 动 全 社 会 加 强 诚 信 建 设，“ 家 国 情

怀 寄 尺 素 —— 江 门 五 邑 银 信（ 侨 批）

专 题 展 ” 于 4 月 9 日 至 5 月 9 日 在 北

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展出。

展 览 展 出 江 门 市 博 物 馆 及 中 国 华

侨 历 史 博 物 馆 馆 藏 文 物 史 料 实 物 约

170 件 套， 其 中 五 邑 银 信（ 侨 批 ） 约

120 封， 大 部 分 为 首 次 在 北 京 展 出；

展 出 历 史 图 片、 图 表 近 100 幅。 展 览

分 为“ 何 为 银 信、 递 送 银 信、 游 子 之

心、桑梓之情、报国之志、复兴之梦”

六 个 部 分， 展 示 银 信（ 侨 批） 的 丰 富

文 化 内 涵 和 重 要 价 值， 展 现 江 门 五 邑

华 侨 顽 强 拼 搏 的 精 神 和 深 厚 的 爱 国、

爱乡、爱家人的家国情怀。

银信（侨批）诉说先辈激荡往事

“爸爸去金山，快快要寄银。全家靠

住你，有银就好寄回”。这是一首流传在

江门五邑民间的歌谣，形象而贴切地描述

了侨眷望眼欲穿等待银信（侨批）的焦急

而又无奈的心情。

侨批，可谓“跨越山海的家书”“穿

越时空的诚信”，它是当年海外华侨通过

海内外民间机构寄至国内的汇款暨家书，

是一种“信件”“汇款单”合一的邮传载

体。潮汕闽南地区叫“侨批”，在江门又

称“银信”，即有“银”、又有“信”。

江门侨批以其数量多、历史跨度长、

覆盖范围广、内容丰富等特点，在世界记

忆遗产保护中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五邑

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院主任、教授张国

雄介绍，正因为每一封银信（侨批）都是

稀缺的、唯一的、独特的、不可再造也不

可替代，16 万封中国侨批正式列入世界

记忆遗产名录，而其中有将近 5 万封来自

江门五邑地区。

尘封在银信（侨批）中的那些家风故

事、诚信故事、爱国故事、民族故事，是

中华民族近代移民、创业史、奋斗史的历

史见证，展现了华侨华人勇于开拓、守信

重义、爱乡爱国的优秀精神。一封封泛黄

的银信（侨批），就像一场场跨越百年时

空的对话，诉说五邑先辈爱国爱乡的激荡

往事。

 银信（侨批）承载着华侨对家庭的责任，

寄托着侨眷的希望。1936 年，美国华侨

方润文写给母亲的银信中就讲到寄回的

1000 元以及分配方式，有家用的、也有

娶亲之用的，等等。

在国家危难时期，银信（侨批）的内

容和作用也发生了变化。据不完全统计，

抗战期间，全国共有侨汇捐款 13 亿国币，

其中江门五邑地区侨汇捐款 6.8 亿国币，

为祖国的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侨批还反映了侨胞为家乡兴学的事

迹。李儒哲写给叔父李圣道的银信就说

明为建立本族学校而在海外募集资金的事

情，并详细列出捐款、支出的详细清单。

书信的寥寥数语中，海外华侨爱国爱乡，

热心捐资发展家乡教育事业的赤子之心体

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重要的华侨历史文化瑰宝，侨批

与开平碉楼一样，是世界华侨华人的集体

记忆，是传递华侨华人家国情怀和奋斗精

神的重要载体。推动侨批保护活化运用升

级，对弘扬华侨文化、塑造湾区人文内涵、

促进海内外文化交流、培育时代新人等，

都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展览再现侨胞家国情怀

深入挖掘侨批文化讲好侨批故事，

是坚定文化自信，向世界讲好中华侨胞

互学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

举措；对凝聚海外华侨华人智慧和力量，

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

意义。

为此，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中共

江门市委宣传部、江门市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局共同策划，在北京举办“家国情

怀寄尺素——江门五邑银信（侨批）专

题展”。此次展览筹备时间虽短，但质

量高。基于丰富的馆藏和扎实的研究基

础，展览展出的五邑银信（侨批）大部

分为首次在北京展出，十分珍贵。

不仅如此，展览还将生动再现“诚

信信使——巡城马”“目前发现的江门

五邑地区最早银信”“信封信纸一体化

银信”“满满相思心形银信”“革命小

生 —— 李 是 男”“ 华 侨 家 庭 的 爱 国 传

承——张炳联、张益民”等系列故事。

在展览中，观众可以看到 1875 年的

展品《文光文苑在海外写给父亲振能的

信》。这是目前五邑地区发现并记录在

案最早的银信（侨批），写信人在信中

提到在外的亲人从事“做番工”、在衣

馆工作等，并寄银回家。

通过展览，观众还能了解到有关银

信（侨批）的小知识。比如，五邑银信

计数方式采用“苏州码子”，是中国早

期民间的“商业数字”。通过 1947 年到

1950 年的巡马证，人们还能看到，当时

有不少女性从事银信递送的工作。

展览现场还将辅助展出江门的文创

产品，观众还能通过极具特色的文创产

品，深入感受五邑侨乡文化遗产的深厚

底蕴和独特魅力。

 走出“深闺”展示江门城市形象

“江门银信（侨批）保护走在全省

前列。”广东华侨博物馆副馆长陈宣中说，

江门有关侨批研究成果数量多质量高，

侨批征集力度比较大，保护利用活化成

果显著。

漫步银信纪念广场，648 片瓷片打造

的 20 根银信柱按照爱国、教育等不同主

题展示银信文化，无形的文化变得可触、

可感；《茉莉花开银信来》在悠扬的音

符中融入银信文化元素，在歌声传唱中

让银信文化走得更远；“少年中国说”

活动用朗读华侨家书的方式与华侨先辈

作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

近年来，江门在侨批活化展示方面

进行了大量积极探索，建成台山银信广

场和银信博物馆，举办品牌活动“少年

中国说”华侨书信朗诵会，走进北京、

广州、武汉等 10 多座城市进行巡展，参

与海外侨批交流展示，创作侨批元素文

艺作品等，积累丰富经验。如今，五邑

银信（侨批）专题展在北京展出，更标

志着江门银信（侨批）保护走向更高的

舞台，走向更新的发展阶段。

（戴惠甜 石岩）

“家国情怀寄尺素——江门五邑银信（侨批）专题展”在北京开幕

侨批纸短记忆流芳 家国情思跨越山海

图为汕头侨批文物馆 杨立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