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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发挥““新优势新优势””
发力发力““双循环双循环””凝侨心聚侨力汇侨智 做好新时代“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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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侨为“桥”通世界，以文铸魂同筑梦。汕头
向全球潮人发出“2024之约”，正式向国际潮团总
会申办2024年第二十二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向
国际潮商大会申办2024年第十届国际潮商大会。

汕头是近代中国重要的移民口岸之一，拥有
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浓郁地方特色。1997年，汕头
成功主办第九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在世界潮人
史册上留下光辉的一页。时隔25年，汕头再次申
办，热切邀请海内外潮汕乡亲回到祖辈出发的原
点，共同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侨”的文章的
殷殷嘱托，共商新时代潮团、潮商事业新发展。

以“情”为系守护海内外潮人精神家园
汕头是全国著名侨乡，汕头经济特区因侨而立，因侨

而兴。1860年，汕头开埠设关，逐步成为南粤最重要的商
业贸易城市之一。彼时，数以万计的潮汕人，从汕头搭乘
早期的“红头船”闯南洋，不但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
出贡献，更成就了一个世界性的商业群落，孕育出众多享誉
全球的商业奇才。

翻开历史的画卷，我们可以看到，100多年来，汕头与海
外华侨华人在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密切互动，在这座城市打下
了许多“侨”的烙印。小公园文化街区、存心善堂、樟林古港、
岭南第一侨宅陈慈黉故居、分散于全市的批局遗址……这些
独特的人文景观，成为这座城市的灵魂和特质，最能勾起海
外乡亲对祖辈的思念，是海外潮汕籍乡亲共同的精神家园。

历史上，在外漂泊闯荡的华侨华人不仅为侨居国的发展
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在取得成就后，为家乡的经济社会
发展奉献巨大力量。汕头开埠初始，华侨为这座城市带来各
种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开风气之先，带领文明和时尚，使汕头
成为全国最先拥有铁路、自来水、电灯和电话的城市之一。

汕头与海外的亲人，守望相助，血脉相连。改革开放以
来，汕头的发展离不开广大华侨华人的积极参与和热情支
持，大量的道路桥梁、学校医院等，都有着海外华侨捐建的痕
迹，对促进汕头各项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年来，汕头围绕打造“和美侨乡”的目标定位，开展文
化引侨、平台联侨、政策惠侨、经济聚侨行动，构筑凝侨心聚
侨力汇侨智的“侨”头堡，以“情”为系，守护海内外潮人精神
家园。华侨试验区已成为中国最大“侨梦苑”之一和新侨创
新创业基地；区域性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落户华侨试验
区；国内首个“侨批文物馆”在汕头创建，一封封泛黄的侨批记

录着远隔重洋的华侨与亲人互诉相思之苦的故事，其孝心拳
拳可见，流露出的是海外华侨爱乡爱国的情怀。此外，汕头
保育活化百载商埠发祥地小公园开埠区，修复最早漂洋过海
启航地樟林古港，打造留住海外游子乡愁的共同精神家园。

以“会”为媒凝侨心聚侨力展侨乡魅力
潮人历来重乡情，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的设立，为散布世

界各地的潮人架起一座联络乡谊的桥梁。1981年，首届国际
潮团联谊年会在香港举办，气氛热烈、盛况空前，让海外潮人
备受鼓舞。此后，国际潮团联谊年会连续每两年举办一届，
参加的潮团和潮人总数不断增加，年会影响力也不断扩大。
国际潮商大会由海内外潮人商会和潮人联谊会共同发起，
2005年召开首届大会，之后每两年举办一届，在海内外潮汕
籍商会和企业家中有重大影响。

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有潮人的地方，就有潮人文化。
据不完全统计，潮汕籍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约1500万，
他们勇于开拓、守信重义、爱国爱乡的精神，滋养着一代又一代
潮人。血缘、地缘、商缘、文缘，这是侨乡汕头的独特优势，也
是办好潮团联谊年会的重要依托。汕头将通过“双会”同时
举办，围绕筑牢海外华侨华人“根魂梦”意识，让更多海外华
侨华人感受汕头新变化、发出汕头好声音，凝聚内外合力建
设和美侨乡，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发展的时代新篇章。

至今，许多侨领对当年在汕头举办的国际潮团联谊年会
的盛况仍记忆犹新。1997年，潮团联谊年会首次在汕头举
行，海内外乡亲踊跃参加，共有来自全世界24个国家和地区

的 86个代表团和庆贺团，3000多名潮籍乡亲欢聚一
堂。

那不仅是潮人的盛会，也是海内外记者的一次盛
会。国内外有40多家新闻单位160多名记者莅汕采访，
众多传媒将年会盛况传向海内外，扩大了年会的影响，
提高了国际潮团和汕头市的知名度。会上，还进行了25
项献礼工程集体剪彩，让海内外乡亲不仅看到汕头市容
市貌发生的巨变，也看到汕头人民崭新的精神风貌。

“回家的感觉真好！”盛会期间，潮人乡亲不约而
同发出这样的感叹，不论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西
装革履的青壮年，碰在一起都有说不完的话语，叙不
尽的乡谊。说潮语、看潮剧，喝工夫茶，乡亲们始终沉
浸在浓浓的乡情之中，同话桑梓，共谋发展。

时隔25年，汕头申办第二十二届国际潮团联谊年
会，更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把全球潮汕人的大联合、
大团结推向一个新高度，创新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的形

式，注入更多与时俱进、互惠共赢、实质性的内容，以“会”为
媒，凝侨心、聚侨力、汇侨智，为进一步提升国际潮团的品牌
影响力做出贡献。

以“侨”为桥 响带动大潮汕共同发展
做好新时代“侨”的文章，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汕头的使命

任务。当前，汕头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视察
汕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三大工程”加快推进，开展

“四项行动”，不断完善聚侨引侨惠侨政策体系，积极探索新
时代侨务工作新模式，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侨”的文章。

今年 12月，第三届亚青会将在汕头举办，借亚青东风，
汕头城市基础设施不断改造升级，城市文明程度大幅提升。
汕头将坚定不移走“工业立市、产业强市”发展之路，以亚洲
青年运动会为契机，办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创造条件引侨
资、聚侨力、汇侨智，深化与港澳、东南亚侨团合作，广泛引导
华侨新生代参与亚青会、关注汕头。

值得一提的是，举办世界性运动盛会，也将为汕头积累
大量的办会经验。天时、地利、人和，现在的汕头正蓄势待
发，在外的潮商也面临发展的大好时机。作为汕潮揭都市圈
核心，汕头举办年会既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所有参会代表在交
友联谊、抚慰乡愁的同时，寻得商机、获得信息、链接平台、体
验文化、饱览美景、品尝美食；同时发挥广东省省域副中心城
市的作用，带动大潮汕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共享共赢平台资
源，同心同德形成合力，共同谱写潮人大团结、大联合、大共
赢的时代荣光！ （（陈文兰陈文兰））

致力打造海内外游子的精神家园

““侨牌侨牌””，，汕头一张靓丽的名片汕头一张靓丽的名片

林鹏林鹏 摄摄

在汕头市潮阳区海门镇莲花峰景
区内，占地 4800平方米的潮阳海门图
书馆引人瞩目：门口六根柱子以 15度
的角度向前“弯腰”，形态像一个人抱

着谦恭态度正在鞠躬，搭配弧形屋顶，这里
依托莲花峰景区自然资源和海边地理位置
的优势，打造成一个历史和文化气息浓厚的
阅读空间，整个建筑物既融合了现代艺术设
计风格，又饱含了“百善孝为先”的中华传统
美德和对人对物谦恭处世态度的精神内涵。

潮阳海门图书馆的建成缘于一位“80后”
海外归来的新侨青年、香港潮人博士姚铨浩
的捐赠。现是汕头市政协常委、香港汕头社
团总会常务副主席、汕头市青年联合会第十
一届副主席、香港金荣集团董事长的姚铨浩，
他的捐赠背后有什么令人难忘的故事，4月26
日，记者前往海门镇采访了这位年轻博士。

“父亲生前曾说过一句话‘以后如果有
机会，要回家乡建一个图书馆’，这句话我一
直记在心上。”姚铨浩老家是潮阳海门镇，谈
及捐赠家乡图书馆的初衷，他开门见山地
说，这只是完成父亲一个非常朴素的愿望。

姚铨浩自幼跟随家人离开汕头到香港，
之后到国外留学，毕业后回国创业，在工作
之余还不断进修学习并取得硕士和博士学
位。虽然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但在他内心深
处，始终保持一颗爱国爱乡的赤子之心。

“父亲生活的那个年代，他没有接受到正
规的教育，仅仅读了3年书，但是他通过自学，
文学功底特别深，还练得一手非常好的毛笔

字，这些全都是他刻苦自学的。”姚铨浩说，
家里的兄弟姐妹从小就在父亲的教育熏陶
下重视学习读书，大家都有很高的学历。

姚铨浩的父亲姚金荣先生一生心系社
会公益事务，一直教导儿女要乐善好施，扶
危济困，他言传身教，经常以“立身以立学为
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这句话教导儿女。他
一直很重视读书学识，督促后代在瞬息万变
的时代，要不断学习才能与时俱进，以面对
社会的变化和挑战。姚铨浩坦言，建设海门
图书馆，就是想以这个平台，让各位乡亲“行
有余力，则以学文”，承先启后，继往开来。

姚铨浩带记者参观图书馆，只见内部空
间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区，中庭部份是该建筑
物的心脏地、中心点，“滴水穿石”的设计蕴
意学习要像水滴穿石一样坚持不懈，让人细
心聆听水滴的声音，那是心灵的洗涤和修
行。“古今中外能成就事业的人，都是靠这种
坚持不懈的水滴精神。目标专一不三心二
意，持之以恒不半途而废。”姚铨浩说。

据介绍，潮阳海门图书馆主建筑的形状
是根据海岸线的自然形态，与附近莲花书院
和万人冢形成莲花峰景区的灵魂精神元素，
该馆以“汕头市最标志性的建筑、有生命的
建筑、赋艺术性的临海建筑形态”为整体定
位。在图书馆屋顶，吊顶按照该馆 logo的两
条曲线互相重迭而组成，形态像一个“人”
字，意味着以人为本的精神。“Logo的设计像
一本打开的书，配合两条海岸曲线，更像一
只在天空上飞翔的风筝，意味着知识可以让

人在天空任意飞翔。”
早在 2016年，姚铨浩就萌生

了回家乡建设一个图书馆的想
法，以此完成父亲非常朴素的一
个愿望。“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沟通
协调，海门图书馆于2018年10月
11日动工启动建设，历时三年半
建成。”姚铨浩说，图书馆整体建

筑及内部设计都由香港潮籍设计师设计，很
多设计元素体现了孝道谦恭的文化精神，由
于建设期间遇到疫情而停工，设计师只能通
过网络传输图纸进行沟通。

所谓“百善孝为先”，提倡孝道文化是中
华传统文化的底蕴，因其博大，使人滋润心
田，心胸宽广大度，精神世界因而丰富多
彩。“当时我把这个想法跟设计师沟通了之
后，设计师就画出这个设计方案，他从不同
角度的弯腰研究，后来选了15度的弯腰，在
图书馆门口设计六根柱子，体现出谦恭孝道
的蕴意。在细节上，还有楼梯的梯阶由小到
大，由大到小，蕴含了‘其出弥远，其知弥少’
这句话的道理，意思是见识得越多，越知道
自己的知识越少。”姚铨浩说。

“我的家乡情结非常深沉，也非常直白。
捐赠图书馆将给家乡人创造一个读书的空
间，虽然我从小离开家乡那么多年，但是我还
是觉得我是一个汕头人、潮阳人、海门人，建
设这个图书馆也是我们体现孝道，纪念父亲，
为父亲完成没有做的心愿。”秉承父亲的愿
望，姚铨浩回家乡助学育才，回馈社会，虽然
他身在香港，但家乡的事情他都积极参与。

5 月 5 日，潮阳海门图书馆举行交接
仪式，相信不久的将来，这里将成为市民
游客喜爱的文化艺术“网红打卡地”，也是
一个有温度、有灵魂的休憩
阅读空间。
（陈文惠陈文惠 方淦明方淦明 摄影报道）

助学育才助学育才回馈社会回馈社会
——专访捐赠潮阳海门图书馆的香港潮人姚铨浩博士

姚铨浩介绍海门图书馆情况姚铨浩介绍海门图书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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