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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汉语乐此不疲

1983 年，我毕业于辽宁师范学院中文
系，此后一直在国内从事中文教学工作。
1991年，我来到意大利与攻读博士学位的丈
夫团聚。

刚到意大利不久，佛罗伦萨一家协会邀
请我去教中文和中国历史。那时，一位意大
利朋友开车带我在佛罗伦萨和普拉托之间辗
转教学。那是一段既辛苦又充实的时光，我
重拾了自己热爱的教育老本行。后来，帕多
瓦两个协会也邀请我去教中文，威尼斯大学

也有不少学生上门请教。在我的辅导下，不
少学生以满分通过了中文考试。

1995 年，经威尼斯大学一位教授的举
荐，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该校翻译系正式聘
用。在随后的教学工作中，我一边“带老
师”，一边“带学生”。记得那时我一下课，
总有老师在门口等我，交流汉语语法及教学
中其他难点问题。短短 10 分钟的课间休
息，我通常连口水都顾不上喝。但是，只要
看到大家学习汉语的热情，工作再累我也乐
此不疲。

在威尼斯大学19年的教学工作中，我带
出了一大批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一名学生
获得了“汉语桥”世界大赛第二名。课余时
间，我还义务帮助一些华侨华人朋友的孩子
学习中文。在这个过程中，我切身感受到他
们对华文教育的迫切需求。在我看来，华文
教育不只是教几个汉字、说几句中文，更要
让孩子们学习中华文化，留住自己的“根”。
同时，喜爱中文的外国学生也是传播中华文
化、促进中外文明交流的使者。

随着上门求学的孩子越来越多，家教已
经无法满足需求。2001年，在当地华商会和
家长的支持与帮助下，我创办了意大利金龙
学校。

创校之初，可谓筚路蓝缕。没有固定校
舍，我就四处奔走找合适的地方；没有教
材，我自己动手编写；没有教师，我和丈夫
就一人带一个班级。我时刻谨记，华文教育
马虎不得。无论面临什么困难，我们都坚持
一条教学原则——高标准、严要求。经过几
年的努力，学校逐渐发展成为威尼托大区最
大的华校。2011年，建校十周年之际，金龙
学校被中国国务院侨办授予“海外华文教育
示范学校”的称号。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孟子曰：“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

敬之。”我一直把这
句话当作座右铭。意
大利作家德·亚米契
斯在《爱的教育》中
也告诉世人，爱的力
量是何等伟大，爱的教育是何等重要。办学这
些年，我始终强调爱是教育的灵魂。

为了增强海外华裔青少年对中华传统文
化的认同，从 2002 年起，我每年都亲自带
队，组织学生到中国参加“寻根之旅”系列
夏令营活动。在一次夏令营活动中，一位学
生的父母因家庭经济困难，不愿意出钱买机
票。这个孩子跟我说：“校长，我真想去中国
看看。”看着他诚恳又充满渴望的眼神，我的
眼睛湿润了。在征得他父母同意后，我自掏
腰包给他买了机票，又拿出1000元人民币作
为他在中国游学的零花钱。

每逢假期，很多已经毕业的学生都会结
伴来学校看望老师。听到他们讲着一口流利
的中文，看到他们脸上自信的笑容，我都会
感到无比幸福和欣慰。

在异国他乡从事教育事业，感受最多的
是多元文化的交融碰撞，我逐渐萌生了办一
所国际学校的想法。2013年，我正式创办了
中意国际学校，这是一所纳入意大利教育体
系的全日制三语寄宿学校。经过多年发
展，学校形成了包括幼儿部、小学部、初中
部和高中部在内的完整基础教育体系，并成
为帕瓦多省 18 所重点中小学之一。学生组
成也由最初的单一华裔学生，发展到如今意
大利学生和其他外籍学生占比达 40%。此
外，还有来自意大利、中国、新加坡、西班
牙等十几个国家的教师团队。

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和老师朝夕相处，
各种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意国际学
校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家庭。帕多瓦市长
乔尔丹达尼到访学校时曾感叹：“这里的意大
利孩子将是新时代的马可·波罗，将为中意文
化交流作出贡献。”

2017 年，我促成了意大利教育部威尼托

大区教育厅与国务院侨办文化司签署《海外
华文教育合作备忘录》。之后，我每年都会随
意大利校长团到中国访问。中意国际学校承
办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如“中华文化
大赛”、“中国数学教学法”和“汉语教学
法”讲座、“中国功夫进课堂”等。如今，越
来越多的意大利师生了解并喜爱中华文化，
威尼托大区“汉语热”不断升温，目前已有
20多所中小学开设了汉语课，还有几所学校
将汉语作为高中毕业考试科目。

一腔热爱，孜孜以求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1
月24日是除夕之夜，学校师生、家长及当地
政府教育部门人员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中国
农历新年的到来。我们特意用红色幕布布置
舞台，门窗座椅也都用红色进行装饰，呈现
出中国传统节日的喜庆气氛。在当天晚会的
校长致辞环节，我怀着满腔热忱，为中国武
汉祈福，祝愿中华儿女幸福安康。我和丈夫
带头为祖国抗疫捐款，并及时通过各种渠道
把救援物资送往国外。

2020年2月，意大利暴发疫情并日趋严
峻。我迅速组织全校师生加入“威尼托大区
抗疫组”，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救援活动。同
时，学校为当地华裔青少年和威尼托大区各
学校学习中文的学生开设了公益课堂，还通
过学校的教学平台多次为华侨华人举办大型
公益讲座，邀请国内医学专家介绍疫情防护
注意事项，进行心理疏导，科普中医药护理
知识等。

疫情期间，学校的教学工作全部转到线
上。2020年3月2日，全校师生开始上网课，

没有耽误一天课程。我们成为全意大利第一
家开展网上教学的学校，受到当地媒体的关
注和赞赏。尽管疫情肆虐，但“云端”文化
交流活动精彩不断。我们和国内学校举行了
友好学校签约仪式，和国内姐妹学校共同举
办庆“六一”联欢活动，还有网上厨艺比
赛、文艺汇演、毕业答辩、家长会、学术研
讨会、学校开放日等活动，都办得有声有色。

林语堂先生在《记纽约钓鱼》里的一句
话令我时时回想，并时时参解：“人生必有
痴，而后有成，痴各不同，或痴于财，或痴
于禄，或痴于情，或痴于渔。各行其是，皆
无不可。”正是对华文教育的一腔热爱，让我
在这条路上孜孜以求，不断成长进步。

在我看来，办好华文教育要做好三件
事：第一是继续办好华校，不仅要办好语言
教学，还要传播好中华文化，讲好中国发展
故事，增强孩子们对祖 （籍） 国的了解和认
同；第二是与当地政府和机构合作，举办文
化交流活动，推动不同文明间交流互鉴，使
当地政府和民众了解、支持华校和华人社区
的发展；第三是定期到当地学校宣传中华文
化。例如，鼓励华侨华人学生与意大利学生
结对，教他们一些简单的汉语，讲一个中国
历史故事，介绍一道中国美食等，不仅能帮
助年轻一代建立友谊，还能增强华侨华人学
生的文化自豪感。

筹备中意国际学校十周年庆典及相关文
化活动、与当地机构合作开设针对成年华人
的意大利语培训课程、开展“名校直通车项
目”帮助更多学生进入世界名校……学校新
的工作计划安排得满满当当，我对未来信心
十足。我将尽自己最大努力，继续做好华文
教育，传播好中华文化，为“一带一路”建
设培养更多具有国际视野的“世界公民”。

意大利中意国际学校校长李雪梅——

为“一带一路”
培养更多国际人才

本报记者 李嘉宝

自1991年来到意大利，李
雪梅在华文教育领域已辛勤耕
耘了30年。从单纯教授汉语到
建立华文学校，再到建立一所
国际学校，她对华文教育的探
索逐渐深入，认识也不断拓展。
在这个过程中，她见证了越来越
多华侨华人青少年学会一口流
利的汉语，见证了“汉语热”在意
大利逐渐升温，更见证了中外合
作交流的文化盛景。

“华文教育将向何处去？我
的理解是，海外华文教育工作
必须要走一条专业化、标准化
发展之路。”李雪梅告诉记者。
以下是她的自述。

图为疫情期间，中意国际学校华裔青少年书画大赛作品参与网络评比展示。 （受访者供图）图为疫情期间，中意国际学校华裔青少年书画大赛作品参与网络评比展示。 （受访者供图）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广告广告··

广西河池市广西河池市··贵州黔南州贵州黔南州““跨省通办跨省通办””专窗工作人员为办事群众办理业务专窗工作人员为办事群众办理业务
福建厦门市民在广西南宁市通过“警e邮”便民自助终端使用

“跨省通办”功能办理公积金提取业务
福建厦门市民在广西南宁市通过福建厦门市民在广西南宁市通过““警警ee邮邮””便民自助终端使用便民自助终端使用

““跨省通办跨省通办””功能办理公积金提取业务功能办理公积金提取业务

广西柳州市柳江区政务服务中心广西柳州市柳江区政务服务中心““跨省通办跨省通办””服务窗口工作服务窗口工作
人员为广东佛山市民办理社保业务人员为广东佛山市民办理社保业务

数据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

今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健全“机制链”、延伸“服务链”、强化“技术

链”、创新“政策链”、融通“审批链”，以“五链融合”为抓手，积极开展“跨

省通办”改革探索和创新实践，充分激发“跨省通办”服务效能，实现户口

迁移、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接收转递、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补发、门

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等多类群众关注的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

办”。截至目前，广西14个设区市分别与12省区40个市开展点对点“跨

省通办”合作，实现广西 2595 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在外省可办，外省

4987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在广西可办，全区“跨省通办”事项办件量超

过10万件。

健全“机制链”，保障通办工作畅通无阻

广西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

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35号）提出的“2020年和2021年共实现132项

高频事项‘跨省通办’”目标要求，并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出台《广西

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实施方案》，梳理增加88项覆盖自治区、市、县多个

层级的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形成220项广西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事项清

单，事项涉及医保、社保、户政、交通、商事登记等重点、热点领域。同时，

为解决开展“跨省通办”属地和异地部门业务协同等实际问题，广西制定

出台《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事项清单管理实施细则》《政务服务“跨省通

办”协同办理授信实施细则》《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事中事后“即时告知”

监管实施细则》《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好差评”实施细则（试行）》四项

“跨省通办”配套制度，初步建立起“有方案指导、有目录参照、有细则执

行”的规范化“跨省通办”工作机制。

延伸“服务链”，促进通办便利触手可及

2019年以来，广西相继推行同城通办、北部湾经济区跨城通办、全

区通办等异地通办改革，在各地政务服务中心设立异地通办窗口。今

年，广西将原有单类异地通办窗口优化提升为“跨省通办”等多类异地通

办综合性服务窗口，遴选人员充实窗口人员队伍。目前，异地通办综合

性服务窗口和人员已实现自治区、市、县三级政务服务中心全覆盖，全区

共设有370个异地通办综合性服务窗口，配备437名专业窗口工作人员

为群众提供业务咨询、办理等服务。

强化“技术链”，推进通办模式高效便捷

广西不断强化“跨省通办”线上服务能力支撑，在内部，加快推进数

据治理，保证政务服务数据融通；在外部，优化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

功能，加强与各部门专业平台对接联通，为“跨省通办”事项实现“网上

办”提供有效支撑。目前，广西已开通区内城市和区外城市188个“跨省

通办”专区，挂载“跨省通办”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为办事群众提

供导办、网办等服务。出入境记录查询打印等事项通过部门之间的数据

共享、系统对接，已实现跨省自助终端“一机通办”；依托交通运输部互联

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系统、广西数字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与广西道

路运输管理信息系统信息互通、业务协同，9月至12月初，广西成功办

理道路运输驾驶员“跨省通办”业务办件 19314 件，办理成功率达

95.17%，位居全国第1位，是目前全国唯一一个道路运输驾驶员高频服

务事项“跨省通办”办理成功率超过90%的省份。

创新“政策链”，推进通办改革提质增效

为有效解决群众、企业跨省办事流程复杂等问题，广西着力打破传

统单个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常规，重点梳理办事群体办理高频政务

服务事项之间的业务关系，将相关联的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套餐，通过

流程再造，打包实现跨省“一件事一次办”。广西选取部分设区市试点推

进“跨省通办+套餐服务”，编制涉及多部门多领域的“申领社会保障卡

‘打包办’”“职业资格证书服务‘打包办’”等66个套餐式服务清单，通过

全程网办、异地代收代办、多地联办等方式，逐步实现简单高频“一件

事”集成套餐“跨省通办”。

融通“审批链”，推进通办效率提速升级

针对群众、企业跨省办事材料数目多、审核时间长等问题，广西选取

部分设区市试点推进“跨省通办+承诺审批”，共编制“跨省通办+承诺审

批”事项目录77项，对于当下无法提交全部申请材料的办事主体，在确

认其信用条件符合承诺审批的前提下，允许作出相应承诺后进行办理。

“跨省通办”等改革举措推动广西政务服务效能取得新的突破，目

前，全区行政审批事项平均承诺办结时限在法定办结时限的基础上缩短

74.95%，行政审批事项中“最多跑一次”事项比例达99.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