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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七下西洋，五次驻
扎马六甲的官厂原址，而后
成 了 华 人 聚 居 地 —— 鸡 场
街。”马来西亚马六甲历史城
区鸡场街工委会主席颜天禄
介 绍 ， 作 为 维 系 乡 情 的 纽
带，鸡场街珍藏着华侨华人
漂洋过海的历史足迹，后人
有责任也有义务守护好。

马来西亚的闽南味道

在鸡场街，街区的一砖
一瓦和隐匿在小巷的烟火气
都充斥着老闽南味道：形如
上弦月的燕尾脊象征盼燕归
巢，封存着无数游子的乡愁
记忆；五彩斑斓的剪瓷雕匠
心独运，经历风雨后依旧神
采飞扬、栩栩如生；还有林
立的华人同乡会馆和姓氏宗
祠，这些连排式骑楼建筑拥
有百余年历史。

“早期华侨先贤下南洋谋
生，使得闽南红砖古厝的建
筑风格得以在鸡场街延续至
今。这也是他们开启人生新
旅 程 、 爱 拼 敢 赢 的 生 活 写
照。”颜天禄说。

这条老街的每个角落几
乎都有颜天禄的童年记忆。
50 多年前，颜天禄在那里出
生长大，对那片土地情有独
钟。“小时候的老街非常热
闹，小杂货店、日用品店和
粮油店为居民们提供便利，
来往商客络绎不绝。每逢佳
节 大 家 都 会 到 寺 庙 上 香 祈
福，邻里街坊亲密熟络，大
家彼此帮忙，互相照应。”

“但随着时代变迁，很多
生活在那里的居民，尤其是
年 轻 一 代 ， 渐 渐 搬 到 新 城
区 ， 鸡 场 街 也 不 复 往 日 繁
华，70%的房子都荒废了。”
颜天禄说，人口迁移和老化是很多华埠转型需要面临
的问题，鸡场街也一样。

让老街重焕新颜

为了不让这条承载了华侨华人无数美好回忆的老
街成为蒙尘的古厝，颜天禄决定跟随父亲一起改造老
街，使其重焕新颜。

“2000年，我的父亲颜文龙任马六甲的行政议员，
在他的号召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下，鸡场街文化工委会
成立，修复老街的工作也相继展开。”颜天禄回忆说，

“起初，很多老街坊们担心自己原本的生活节奏被打
乱，老街振兴计划难以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他和
父亲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挨家挨户拜访，答疑解惑，耐
心说服疏导，最终解除了他们的顾虑。

通过这些年的努力，鸡场街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也成为展现中华文化的一
道窗口。春节期间，鸡场街上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起，
行人如织，醒狮齐舞，洋溢着热闹喜庆的气氛。“民众
在这里能亲身探寻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无限魅力。”
颜天禄说。

在传承中发展创新

颜天禄坚信，华埠的发展需要在传统和创新中寻
求新的契合点和平衡点，在坚守和传承老街历史底蕴
的同时，发掘潜力，为当地社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和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些年，我也在关注厦门鼓浪
屿、成都宽窄巷子等热门景点的发展，它们利用自身
特有的自然人文优势，积极探索历史街区与现代商业
结合的经营模式，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

颜天禄希望鸡场街能成为集当地美食小吃、华人
文化和闽南风情建筑为一体的热门旅游地标：“世界各
地的游客可以漫步于大街小巷，体验闽南文化，品尝
地道的娘惹风味，尝一尝椰子雪糕、芒果冰沙等创意
美食小吃。”

“为缓解疫情带来的影响，鸡场街正尝试向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宣传与营销模式转型，期待它再次展现
出特有的韧性和活力。”颜天禄说。

（来源：中新网）

师资数量质量“两手抓”

菲律宾华教中心发起的“华语师资
造血计划”今年迎来第19个年头。刚刚
过去的毕业季，有8名菲律宾华文学校
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通过这项计划被暨南
大学录取。他们将在中国学习4年华文
教育相关专业，学成后返回菲律宾，投
身华校教育工作。

“菲律宾华教中心自 2004 年启动
‘华语师资造血计划’，迄今已向中国高
校输送了来自菲律宾大马尼拉、吕宋、米
沙鄢、棉兰老4个地区42所华校的284名
学生。其中，已有220人学成返回，投身菲
律宾华教事业。这批学生具备较高知识
水平和业务能力，同时有较强责任心和
民族认同感，是菲律宾华教界重要的新
生力量。许多人已经成长为各自华校的
教学骨干，多位教龄较长者担任华校校
长，不断推动菲律宾华文教育事业发
展。”菲律宾华教中心主席黄端铭说。

黄端铭介绍，自1899年菲律宾第一
所华校诞生，菲律宾华文教育已走过
123 年历程。百年来，菲律宾华文教育
积淀深厚，形成了众多优良传统和独特
优势，为菲律宾各领域建设培养了大批
人才。如今，菲律宾共有华校 148 所，
约 1000 名华文教师、6.8 万多名各族裔
学生。与此同时，菲律宾华文教育界也
长期面临华文教师人数不足、教学人员
专业性较为欠缺等问题。菲律宾华教界
一直致力于寻找解决方案。华语师资

“输血计划”和“造血计划”在此背景
下应运而生。其中，1991年启动的“输
血计划”每年从中国引进外派教师，填
补华文学校空缺岗位，到今年共引进外
派教师5484人次，有效提高了华语课堂
教学质量。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来自中国的外
派华文教师数量减少、菲本土老教师不
适应线上教学等问题使菲华校再次出现
严重的华文教师短缺现象。菲律宾华教
中心与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达成网课
合作，新学年共有200名外派教师通过
网上课堂对菲华校教学。与此同时，

“造血计划”培养的新生代华文教师也
发挥作用，在疫情期间承担大量网络教

学任务，助力华校应对疫情冲击。
“为提升华文教师专业能力，菲律

宾华教中心还推出‘督导方案’，每年
从中国请来华教专家‘带学徒’，手把
手教本土教师备课、上课、课后评课；
同时推出‘专业化方案’，每年组织华
文教师参与中国高校的华文教育函授课
程及短期培训班。仅8月，华教中心就
组织了超过150位华文教师参与研习培
训。”黄端铭说，“除了华教中心，其他
菲律宾华教组织及各华人社团近年来也
积极开展各类师资培训项目。这些活动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师队伍短缺和非专
业化的问题。”

菲律宾侨中学院华语老师蔡慧民是
函授课程和培训项目的受益者。在菲执
教近20年来，她利用寒暑假，先后修读
完成了暨南大学四年制函授本科学位和
华侨大学研究生学位，一步步成长为所
在华校的骨干成员。

“菲律宾华校的许多华语老师不是
科班出身。为此，菲律宾华教中心和许
多华教界的老前辈，做了很多努力。他
们孜孜不倦的精神让我深受鼓舞。为了
不辜负前辈的期望和付出，我作为青年
华文教师，一定要传承好这份华教精
神，努力提升教学水平。现在，只要有
时间，几乎每场教学培训我都会参加。”
蔡慧民说，“通过修读华文教育专业课和
参加培训，我如今上课越来越得心应手，
教学成绩也取得进步。”

教工福利迎来新利好

今年 4 月，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呼
吁华社关注华教工作者生活状况。华社
侨领卢祖荫积极响应号召，捐款500万
菲律宾比索，支持菲律宾华教中心将菲
律宾华语教师协会的“菲律宾华语教师
医疗补助基金”扩大为“菲律宾华语教师
福利基金”。众多菲律宾华人社团与侨界
慈善人士也纷纷为扩大后的福利基金踊
跃捐款，支持改善华文教师福利待遇。

黄端铭表示，在菲律宾，华文学校
多为500人以下的小规模私立学校，自
负盈亏，财力有限，大部分华文教师的
薪资和福利水平与其他职业相比存在不
小差距。这些年来，菲律宾华文教育界

一直在动员社会力量改善教师福利。
“4月扩大的‘菲律宾华语教师福利

基金’，把资助范围从医疗补助扩大到
困难补助，对受火灾、地震、水灾等影
响的困难教师予以支持和补贴。其他华
社近期也积极启动改善教师福利的多项
举措。期待这些新动向给老师们带来温
暖，减轻他们的后顾之忧。”黄端铭说。

“华文教育界通过‘造血计划’等
项目培养了一批新生力量，其中一部分
人因为热爱这份职业选择留在华文教育
界，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完成5年服
务期后选择退出教师队伍，转入收入更
高的行业。收入原因造成的教师流失，
是长期困扰菲律宾华文教育界的问
题。”蔡慧民说，“华文学校有必要提高
福利待遇，留住优秀青年教师。”

为奖励和支持华文教师，2016 年
初，菲律宾务端市热心于华文教育的华
侨华人发起成立菲律宾红烛华文教育基
金会。多年来该基金会积极组织募捐，
开展奖教助教项目，鼓励传承尊师重教
精神。

中国教育部专业学位水平评估专
家、亚虞山培青中学前中文校长张杰多
年来从事海外华文教育工作，参与了该
基金会的筹办与发展全过程。

“成立初期，菲律宾红烛华文教育
基金会以菲律宾亚虞山培青中学和务端
市基督教信心学校为试点，根据华文教
师的任职年限给予一定金额的奖励。但
随着工作深入推进，我们发现只按年限
判定资助标准的做法不够全面，因此调
整方向，对教师教学成绩进行综合评估
后决定奖助标准。例如，根据学生参与
各级各类中文相关竞赛所获成绩对教师
予以嘉奖。这种办法有效调动了教师们
的积极性。”张杰说，“如今，基金会的
覆盖面已经从菲律宾务端市拓展到其他
多个地区，基金会的做法也启发很多华
社及其他基金会发起华文教师奖助项
目。当前，基金会仍在探索科学的教学
成绩评估方法，对教师的支持方案还会
继续调整升级。”

勇于“开门办学”创新路

培育菲律宾华文教育师资力量，张

杰认为，有必要鼓励华文学校开放大
门，拓展思路，积极与当地政府部门、
公立学校及华人社团展开合作交流。

“华教界人士应积极与菲律宾政府
相关部门取得联系，为华文教师争取公
职地位及相应福利待遇。同时菲律宾各
华校也应进一步‘开门办学’，和菲律
宾公立学校合作共建，鼓励华文教师走
进公立学校课堂，推动菲主流社会的汉
语教学工作。此外，各华社及华文学校
之间也应加强团结协调，努力形成促进
华文教育发展的合力。由此，华人社会
的影响力也将进一步提升。”张杰说，

“未来，随着中菲友好关系持续升温、
中菲教育交流和合作稳步推进，对华文
教育的需求会越来越强劲，华文教育还
将不断取得进展。”

“华文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要
从根本上改变华文教师队伍面临的难
题，离不开菲律宾华文教育事业的整体
推进。”黄端铭说。为此，首先必须争
取菲律宾政府支持。当前华文学校已被
纳入菲律宾正规教育体系，但华文课程
作为选修课，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我
们需要和菲政府部门积极沟通，促进当
地理解华文教育对菲律宾主流社会的贡
献。同时，在引进中国外派教师的过程
中，我们也期待菲律宾政府能在出入境、
任教等手续方面为教师开通绿色通道。”

黄端铭表示，随着菲律宾各地对华
文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菲律宾华文
学校可在推进正规化、标准化、专业化发
展的同时，尝试“公益性+市场化”转型，
改善华文学校运营状况。同时，有必要推
动菲华文教育界的科研水平，尽快用理
论引导华文教育改革和华文教师的教学
实践。在这方面，菲律宾华教界应保持开
放态度，与中国高校等研究机构开展互
利合作，推动菲华文教育沿着科学的道
路向前迈进。

“通过菲律宾华教中心及各华教组
织、华人社团的多年努力，菲律宾华文
教师的队伍建设、专业素养、福利待遇
等都在发生积极改变。随着华文教育事
业的持续推进，相信我们华文教师还会
迎来新的机遇。”蔡慧民说，“未来，希
望有越来越多年轻力量加入华文教师队
伍，勇敢接过文明传承的接力棒，让菲
律宾华文教育的火种代代相传。”

培养高素质教师 改善华教工作者待遇

为菲律宾华教事业注入新动力
本报记者 林子涵

“华语师资造血计划”“中文教学
技法研修班”“菲律宾华语教师福利基
金”“中信华语教师专业奖”……近
期，菲律宾华文教育界联手推进多个
项目，致力于培养高素质华文教师、
改善华文教育工作者福利待遇，为菲
律宾华文教育事业注入新动力。

菲律宾华文教育历史悠久。多年
来，菲律宾华侨华人不断探索提高华
文教育质量的新路径，在提升华教师
资力量方面下足功夫。如今，随着中
菲教育交流合作稳步发展、菲律宾华
社及华教组织持续发力，菲律宾华教
师资队伍的建设工作正在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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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福建省宁德市
寿宁县大力扶
持花卉、果蔬
产业，通过科
技兴农、金融
扶持、税收减
免等措施，助
力“三农”小
微企业稳定发
展。图为 8 月
3 日，寿宁县
绿安农业科技
示范园里，工
人在大棚里采
摘非洲菊。
王旺旺摄

（人民视觉）

福建寿宁：农业园里采摘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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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常
州市汉江路商
业街区华灯璀
璨 ， 游 人 如
织。图为 8 月
7 日晚，游客
在逛街游玩。
许丛军摄

（人民视觉）

江苏常州：商业街区夜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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