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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好迷彩长袖套装，系紧黑纱防蜂帽，戴上
橡胶手套……90 后佤族小伙儿肖金钢小心翼翼地
检查蜂箱，根据气温变化调整着巢框间距。

养蜂，是肖金钢的家乡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
县班洪村的经济支柱之一。沧源县地处中缅边
境，有“世界佤乡”的美誉，是云南侨乡之一。
班洪村位于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花期叠
错，一年四季蜜源不断，具有养蜂的天然优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
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我们村正积极践行兴边
富民的要求，科学发展蜜蜂产业，更好拓宽农民
增收致富渠道。”班洪村党支部书记杨志良说。

2018 年，经过村“两委”讨论，班洪村决定
通过规模化养蜂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一开始，村
民们面对新的产业和技术手忙脚乱，走了不少弯
路。为此，沧源县邀请专家一起打造中国农业科
学院蜜蜂研究所云南沧源试验站，为村里培养了
一批养蜂管理员，他们学会了科学合理管护蜂
箱、饲养蜜蜂。

“今年，我们管理员还学习了蜜蜂繁育技术，
发展了我们自己的蜜蜂种群。现在我们不仅卖蜂
蜜，还有人专门来这里一箱一箱地买蜜蜂。”肖金
钢指着山坡上整齐排布的 360 个彩色蜂箱得意地
说，为了隔热保温，他们专门给每个蜂箱披上佤
族特色的茅草屋顶。

“以前在外地打工，收入不稳定。现在在家门
口养蜂就能赚到钱，收入比以前多了，还能照顾
老人小孩。”班洪村村民刀国华说。

据沧源县地方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统计，截至
目前，沧源县共有 2579 户 6841 人参与蜜蜂养殖，
建成规模化养蜂场18个，养殖蜜蜂6400余群。全
县蜂蜜产量近 130 吨，产值超过 1000 万元，帮助
农户增收几百至十多万元不等。

曾经的班洪村，青壮年男子纷纷外出找活
计，村中只剩老弱妇孺织布种菜。如今，村里一
派兴旺景象，不仅家家户户盖起了两三层小楼，
村子还打造了“电商+农特产品”集散中心，将农
特产品销往各地，房前屋后瓜果飘香，村邻乡舍
其乐融融。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兴边富民’的要求，
坚定了我们的信念：边民富了，边疆才能稳。我
们要千方百计发展特色产业，让边疆老百姓富起
来，让边疆长期繁荣稳定。”沧源县地方产业发展
服务中心主任张志良说。

如今，一幅民富边稳的新图景在阿佤山乡铺
展：在勐角乡勐甘村，千亩台地茶蓬勃生长，茶
企与农户合作共管，农户收入倍增；在糯良乡班
鸽村，“农文旅”深度融合，山水田园成为网红打
卡点；在勐董镇龙乃村，道路畅通了、人居环境
提升了，村民们自发组建体育兴趣团队……

据了解，沧源县共有 23 个沿边行政村 （社
区），根据 2021 年 11 月云南省启动的现代化边境
小康村建设的要求，每个边境村 （社区） 每年可
获得不低于 3000 万元的补助，用于完善基础设
施，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等。截至目前，边境行政
村 （社区） 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每年平均可达 10
万元以上。 （来源：新华社）

英国华文教师节22岁了
本报记者 林子涵

在英国，有一个华侨华人自发创立的华文
教师节。每逢暮秋新冬之际，来自英伦三岛的
华文教育界人士和各地侨领都会相聚在一起。
他们说，为华文教师加油鼓劲，这是在英华侨
华人心中的一件大事。

今年，在第 22 个英国华文教师节到来之
际，英国华文学校师生代表、华侨华人社团代
表和使领馆代表等近300人线上参与了表彰仪
式，为华文教师送上祝福。

云南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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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侨华人迎新春筹备忙
金 旭

近年来，海南借助众多专业队伍来琼冬训契机，引进国际化、国家级赛事，打造专业帆船帆
板训练基地，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和地理位置优势，吸引大众广泛参与帆船帆板运动。图为日前，
海口西海岸附近，帆船在海面穿梭。 张俊其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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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一个属于他们的节日”

2000年，伍善雄任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会长。那时，
华文学校多由华人社区自行组建，“一盘散沙”是普遍情
况。为了鼓励各校加强办学，他和热心华文教育的老华
侨们经过仔细商议，决定举办一场华文教师节活动。

“当时的汉语课多在周末进行，许多老师自愿牺牲
休息时间，为教育华裔青少年尽心尽力。他们是传播中
华语言文化的功臣，理应设立一个属于他们的节日，提
升他们的地位。”伍善雄说。

首届英国华文教师节活动随即紧锣密鼓地开始筹
备。伍善雄和朋友们一起，邀请全英华文学校参与，同
时向各地侨团侨领广发邀请函。

“侨领们一听说这件事，都表示要积极参加。有做
生意的侨领自发带来腊肉等特产作为礼物，还有侨胞特
地买花送给老师。作为主办方，我们也为教师们准备了
书本等礼品。”伍善雄说。

从第一届开始，华文教师节活动就成了英国侨界的
大事。有的侨团全员上阵，自发提供后勤保障。随着英
国华文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华文教师节也成了各校一年
一度沟通教学经验的重要时间节点。

伍善雄介绍，英国华文教师节从第二届开始设立教
师表彰环节，对 200 人左右规模的学校，表彰 2 名教
师，对 300人左右规模的学校，表彰 3名教师，1000人
以上规模的学校，授予5个名额。今年，表彰优秀教师
超过 90 人。华文教师节也获得了英国四领区领事馆的
重视，近年来的每届活动，领事馆都有代表参会，宣读
教师表彰名单。

全英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会长曾宪初参与了今年的华
文教师节活动。作为在英国成长起来的青年侨领，他见
证了英国华文教育事业的发展壮大，也有感于华文教育
师资力量的改变。

“老一辈华侨华人很早就为了华文教育事业不断奔
走。最初，华文教师难找，组织高质量的教学十分不易。
随着一代代华侨华人的接力贡献，随着中国的发展、移民
的增加及对外汉语事业的进步，英国的华文教育发生了
很多改变。”曾宪初说，“现在，英国的华文学校遍地开花，
教师明显增多，师资水平也提高了很多。”

重视华教、尊师重道，早已成为英国华人社区的传
统。曾宪初介绍，英国华人华侨总会在英国 42 个城市

有属会，不少属会都组织了自己的华文学校，这次也积
极参与了教师节评选。

“在英国，许多华文教师都是自愿加入这项事业，传
播汉语和中国文化。他们的默默耕耘值得被看见。设立华
文教师节，为教师们送上一份鼓励和祝福，也希望鼓励更
多人加入这个队伍，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曾宪初说。

“感受华文教育大家庭的归属感”

在第 22 届英国华文教师节表彰仪式上，伦敦普通
话简体字学校教师王爱爱和达理中文学校教师张涓，分
别作为伦敦和曼彻斯特地区教师代表，分享了自己的教
学经历。

“我从 2018 年 1 月开始在英国从事华文教学，到
2023年 1月就满 5年了。从刚开始做助教，到独立为高
年级班级授课，再到创立‘小记者班’‘演讲班’等特色课
程，一路走来，我对从事华文教育所需的热心、爱心、
恒心越来越有体会。”王爱爱说。

几年前，王爱爱所在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全英华文演
讲比赛。她发现，有个华裔学生总是缺乏自信。于是，王爱
爱每天下班后专门抽出时间，为这位学生做演讲辅导。连
续几星期的集训过后，学生的台风大有进步，最终拿下比
赛金奖，王爱爱也获评优秀教师。

“一年一度的英国华文教师节，既是属于教师的节
日，也是英国华文教育界一项标志性活动。”王爱爱说，

“这项活动把大家聚集在一起，相互交流学习，让我们在
海外感受到华文教育大家庭的归属感。同时，教师表彰是
很好的鼓励，让我们更有动力继续前进。”

谈起教学需要的钻研精神，张涓也深有感触。2016
年，带着在国内积累的教学经验，她开始在华文学校授
课。没想到，试讲的第一堂课就遇上了难题。

“许多华裔孩子汉语听说读写能力相对薄弱，加上班
级学生普遍年纪小、活泼爱动，偏理论、‘满堂灌’式的教学
方法不适合这里的课堂，激发孩子们的兴趣才是关键。”张
涓说。此后，她用心研究适合华裔青少年的课堂模式。

“包括华文教师节活动在内，英国华文教育界经常
为教师创造切磋交流的机会。我时常能观摩名师教学，
非常受启发。”张涓说，“海外华文教师都会遇到相似的
难题，有带头人分享，我们就能少走弯路。”

6 年过去，张涓已成为教学达人。从学前兴趣班，
到英国高考备战班，她的学生覆盖各个年龄段，教学方

法各不相同，备课量也越来越大。这两年，她辅导的学
生作文获得作文大赛金奖，并作为范文推广给各个学校。

“接下来，我还会不断探索更好的教学方法、迎
战教学上出现的新挑战，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保持孩子
们对汉语的兴趣。”张涓说。

“为我们的文化使者加油打气”

2021年春天，来自欧洲16个国家100多所华文学校
的代表在“云端”召开首届欧洲华文教育大会，伍善雄
作为活动召集人，在会上分享了创办华文教师节、推广
华文教育的经验。

“22年来，我从未缺席一场英国华文教师节活动。只
有尊重华文教师，为我们的文化使者加油打气，华文教育
才会有前途，中华文化才会远播海外。”伍善雄说。

近期，伍善雄正忙着筹备年终活动。
“英国华文教师节过后，我们还将举办校长论坛、

侨界助学金募捐等活动。明年年初，我们就会把全年教
育工作计划表发放给所有华文学校，鼓励师生团结一
致，继续前进。”伍善雄说。

在近日的“小记者班”上，王爱爱邀请当地侨报主
编向孩子们传授写作经验，还带领学生参加华文活动，
鼓励大家学习采访。有的学生通过训练，突破了口语障
碍，如今能流利演讲和朗诵。

“每当学生们取得佳绩，我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就油
然而生。很荣幸自己能成为他们成长道路上的同行
者。”王爱爱说，“海外华文教育不是一份轻松、高薪的
工作。鞭策我们前行的，是一份传播汉语的热情、一份
培养下一代的责任心，还有一份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
感。在海外，把祖国的语言和文化传播出去，才是我们
最骄傲的成就。”

“教学时总会发现新的课题值得研究。在不断打磨
教学方法的过程中，我也在不断进步，和学生们一起成
长。”张涓说，“现在，‘汉语热’在英国逐步兴起。英
国政府已把汉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承认汉语成绩作为
初中和高中毕业考试成绩，有兴趣学习汉语的华裔青少
年和英国学生越来越多。作为华文教师，我有责任让汉
语课堂越来越有吸引力。”

上图：第 22 届英国华文教师节表彰仪式上，主持
人与两位教师代表连线。 受访者供图

作为中国传统节日，春节跟随华侨华人的脚步
走向世界各地。2022年步入尾声，海外华侨华人也
开始紧锣密鼓筹备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等待中国
新年的到来。

近日，马六甲世界文化遗产核心区鸡场街开始
布置年景。马来西亚马六甲历史城区 （鸡场街） 工
委会主席颜天禄说，华人先辈迁居南洋落脚于此，
从1990年起，迎新春活动成为每年备受瞩目的重头
戏，在马华侨华人希望借此守护华埠文化，传承中
华文化薪火。

颜天禄介绍，绘制精美的巨型娘惹传统灯笼将
会在兔年亮相，极具观赏性的百头醒狮也将在高桩
上采青齐舞……“现在的鸡场街年味渐浓，不少
华侨华人也忍不住开始期待。峇峇娘惹文化已成为
两国文化交流融合的象征，峇峇娘惹的春节也将诠
释马来西亚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魅力。”他说。

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传统节日及相关文化，是
海外华侨华人的美好心愿。在巴拿马，深受当地
民众喜爱的不仅有中式早茶，还有当地华侨华人
举办的春晚。

这些年，巴拿马华商总会会长黄伟文一直致力
于推广中国春节，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春晚创办
者”。谈及初衷，他表示，在两国建交之前，春晚
等活动为两国提供了增进友好情谊的渠道，以文化

促交流，随着春节活动影响力不断扩大，华侨华人
对当地的贡献也逐渐得到认可。“如今，中国春节
成为巴拿马的全国性节日，春节庆祝活动也融入当
地国际旅游推介计划，我们感到很欣慰。”

“2023 年第十八届巴拿马春晚计划线上线下同
步举办。目前，表演嘉宾和节目正在热火朝天地筹
备中。我们会精益求精打磨节目，继续讲好中国故
事，继续唱响中华情。”黄伟文说。

今年，巴西东北部最大城市累西腓市通过了将
中国春节设立为官方节日的法案。累西腓华侨华人
协会会长卢功荣深感自豪，“春节不仅承载着海外华
侨华人对故乡、对祖（籍）国的惦念，也是当地民众了
解中华文化、促进心灵相通的一扇窗。”他说。

2022 年春节恰逢北京冬奥会，卢功荣特意邀
请了舞狮队为当地的新春灯光秀助阵。喜庆的中
国旋律划过夜空，摇头摆尾的舞狮、年味十足的
灯光画面吸引很多人驻足。卢功荣回忆称，热情
的当地民众完全沉浸其中，纷纷表达他们对新春
的美好愿望。

“我在这儿生活了 20年，见证着华侨华人一步
步融入当地生活，与当地民众结下深厚、真挚的
友谊。”卢功荣说，正是因为有这种对彼此文化的
尊重和欣赏，春节才能走进人心，为多元文化带
来新的色彩。 （来源：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