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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切感受到浓浓乡情”

冬日的八闽大地，海风温润。
一下飞机，来自缅甸的华裔青年

就坐上了“时光机”，开启一场历史
文化之旅。

福州三坊七巷，红砖古厝保留了
闽南民居的传统风貌；厦门鼓浪屿，
中西合璧的园林古建揭开福建对外交
流史一角；泉州华侨博物馆，展品记
录下华侨华人闯荡南洋的历史；龙岩
振成楼，错落夯筑的土楼建筑与青山
相得益彰……

“我一直想看看土楼。这次在龙
岩，我终于梦想成真。”24 岁的简尚
全说。简尚全是一名“华三代”，这
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在缅甸仰光的家
中，爷爷和奶奶常提起福建老家的土
楼。“站在土楼间，我仿佛能看到长
辈曾经的生活场景，对他们的描述第
一次有了清晰的认识。”简尚全说。

简尚全的手机里，保存着一张伯

伯手写的家谱，家谱左上角写有“回
家乡路地址”的字样。“伯伯曾和我
们说，家中亲戚还在福建，要保留好
家谱，将来去福建探亲。”简尚全说。

对福建同样感到亲切的，还有徐
秉源。徐秉源今年 42 岁，在缅甸一
家保险公司担任信息技术部门主管。
约一个世纪前，徐秉源的曾祖父和爷
爷、奶奶从福州市闽侯县荆溪镇徐家
村来到缅甸中部的马圭省稍埠市。此
后，一家人在缅甸定居。

“从小，长辈们就经常嘱咐我
们：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回老家徐家
村看看，与老乡们喝喝茶、谈谈心。
这个愿望真的实现了。”徐秉源说，
在福州期间，行程有一站就是徐家
村。在村里，他找到了曾祖父的老房
子，屋内还留有曾祖母、奶奶、父亲
和姑姑的照片。

“见到照片的一瞬间，我心头涌
起阵阵暖意，不禁流下眼泪。曾祖父
为我起名‘秉源’，就是希望我不忘
源流、不忘家乡。”徐秉源说，“曾祖
父的房子虽然有些旧，但隔壁的乡亲

一直帮忙照看，我非常感激，真切感
受到浓浓乡情。”

福州的乡音也让徐秉源觉得熟
悉。“我的外公外婆来自福州，他们
在缅甸一直说福州话。我是听着福州
话长大的。”徐秉源说，“这次旅程中
听到的乡音、见到的景象都在提醒我
们——我们不只是游客，我们是归来
的儿女。”徐秉源说。

“家乡的发展令人惊喜”

行程中，福建各地的现代化气息
扑面而来。

在福州，华裔青年登船夜游闽
江，看两岸夜景；在晋江，华裔青年
参观安踏体验馆，了解民营企业发展
史；在厦门，华裔青年漫步休闲大
道、欣赏海滨风光……

“多年不见，福建的美景越来越
多了！”张丽光说。

张丽光是一名 38 岁的缅甸“华
二代”，曾在位于广州的暨南大学华
文学院求学 4年，如今在缅甸从事儿
童服装和日用品商贸工作。

“在广州留学时，我曾和父母一
起回福建老家探亲，转眼已经 16 年
了。这次寻根之旅，我再次回到福
建。家乡的发展令人惊喜。高楼林
立、街道繁华，比记忆中的样子还要
美好。上次来时，没听说有线上支
付。现在，走到哪里都能扫码付款，
出 门 只 需 要 带 一 部 手 机 ， 非 常 方
便。”张丽光说。

缅甸福建总商会会长王佳雨是定
居缅甸的新侨，他说：“中国的发展
日新月异。多回来走走看看，实地感
受发展脉搏，我们才能更好地向缅甸
侨胞展示家乡新貌。”

徐秉源说，家中老一辈曾经提到
当年老家的景象。如今他见到的景象
已和老人的描述有很大不同，这一反
差折射出家乡的发展。“中国比我在
电视和互联网上看到的还要先进许
多。”他说，“这次华裔青年团里不少
人从没来过中国。这次寻根之旅让我
们见到一个真实、立体的中国。”

“对‘根’有了更多体会”

缅甸福建总商会副会长林雄对行
程中看到的一幕印象深刻。

“在位于福州马尾的中国船政文
化博物馆，很多华裔青年拿出手机，
拍摄洋务运动时期马尾造船厂的文
物，说要带回去给父母和爷爷奶奶
看。参观时，有几名年轻人一直落在
队伍后面。我过去一瞧，发现他们正
在读展柜中林则徐和近代海军将领的
书信，信中的家国情让他们十分感
动。我想，通过这次寻根之旅，他们
对‘根’有了更多体会。”林雄说。

行程期间，华裔青年们还在福州
参观了罗星塔公园。罗星塔是闽江门
户的标志，自古便是一座为夜航人引
路的灯塔。过去，华侨归国，临近福
州城时，总能远远望到这座高塔。

“见塔就意味着归家，我们见到
罗星塔的心情也是如此。”张丽光
说，“看着罗星塔，我仿佛能看到当
年先辈出洋远行的场景，也能感受到
中华儿女奋斗闯荡的自强之志。”

张丽光说，自己在跨境商贸领域
打拼，因为懂中文、了解中国而获益良
多。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
密，自己对华裔的身份也越发自豪。

“小时候，父母让我和兄弟上中文
学校、在家用闽南话交流。父母还会
在家举办家族聚会，邀请在缅甸的亲
戚来做客，期间有许多温馨和欢笑的
时刻。如今，我更深刻地感受到这种
文化传承和家族联系的重要性，希望
能把这种传统延续下去。”简尚全说。

“整段旅程有太多惊喜和收获。
我要把这些美好而有意义的经历告诉
亲戚朋友，鼓励他们到中国游玩，和
中国亲友联络感情。”徐秉源说，“我
父母至今还没回过中国。这次在徐家
村，我给他们打了视频电话，父母非
常高兴。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要带他
们回老家看看。”

上图：在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缅
甸华裔青年在一棵大榕树的树根下合影。

受访者供图

通过手机将归侨侨眷身份认定所需
要的资料发给工作人员，不到 1个小时，
归国华侨王正雄就收到了电子版归侨侨
眷身份认定书，纸质版也很快邮寄到
家。一张快速送达的身份认定书，体现
了当地侨务部门的暖心服务。

从细微处提升服务水平

“原本以为要大费周章找材料、开证
明，没想到足不出户就把事情解决了。
太方便了！”日前，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
族自治州文山市居住的归国华侨王正雄
给文山市委统战部打来电话，连声道谢。

王正雄 2012 年赴美国经商，2021 年
回到文山和女儿一起生活。2023 年 10
月，他了解到归国华侨需要进行身份认
定，才能享受相关政策。王正雄打电话
向文山市委统战部咨询，打算亲自到现
场办理。电话里，工作人员表示可以帮
助进行代办并邮寄到家，于是便有了开
头的一幕。

文山市生活有 1000 多名归侨侨眷。
近年来，文山市委统战部重视提升为侨
服务水平，推行归侨侨眷身份认定代办
业务，对问题求助现场协调督办，为 28
名归侨侨眷代办了身份认定，协调解决
了5起归侨侨眷问题求助，增进归侨侨眷
获得感与归属感。

侨乡成旅游亮点

云南省文山州积极为广大归侨侨眷
办实事、解难题。类似王正雄这样的暖
侨案例，在文山州其他归侨侨眷集聚的
地区还有很多。

走进文山州砚山县稼依镇侨园社区
侨乡文化陈列馆，陈列物品里既有军功
章，也有农特产品，30 余件展品以及反
映侨园社区历史的档案照片，构成了一
部侨乡文化实物史。

侨园社区党总支书记邱明珍介绍，建于1955年的砚山县稼依
镇侨园社区原名囯营稼依华侨农场，先后接待安置印度、缅甸、
越南归国侨民 804 人。如今，侨园社区下辖 7 个居民小组，共有
636户1720人，其中越南、印度归侨侨眷250户620人。

为保护和传承当地华侨文化，文山州侨联争取项目资金拨付
到侨园社区，将原先一间很少使用的活动室改造为侨乡文化陈列
室，不仅能够传承侨乡历史，也为侨园社区发展乡村文化旅游事
业增添一抹亮色，带动广大归侨侨眷增收致富。

蓝莓产业带动归侨致富

砚山县平远镇富侨社区是砚山县归侨侨眷主要集聚区，有归
侨656人、侨眷810人。文山州侨联把“产业兴旺”作为富侨社区
发展的首要任务，大力实施产业帮扶项目，引进曼悦莓农业有限
公司，发展蓝莓产业，利用扶持资金建成蓝莓科技种植示范实操
大棚，对群众开展蓝莓产业技能培训。

尹怀秀是越南归侨，原先家里虽有20余亩土地，但靠种植辣
椒、玉米，年收入仅2万元左右。

“今年，公司发展蓝莓种植 400余亩，我家流转了 20亩土地，
流转费每亩 1200元左右。我和老伴还到基地打工，每天有 200多
元的工资。”尹怀秀开心地说。小小的蓝莓果，让尹怀秀走上了致
富路，家庭年收入已超过10万元。

“蓝莓产业带动了100余名归侨侨眷和周边群众就业。群众生
活好了，家家户户修建了新房，庭院一家比一家漂亮，为我们下
一步发展乡村旅游打下了坚实基础。”砚山县平远镇侨联主席林
萍说。

日前，“百名闽商淮北行”活动在安徽省淮北市
举办，活动旨在发挥海内外闽商资源优势，带动更
多闽商到淮北走访考察，寻找投资项目。

淮北因煤而建、缘煤而兴。近年来，淮北将招
商引资作为“第一生命线”，全力招商、全心为商、
全面助商。

淮北市委书记覃卫国表示，当前，淮北抢抓长
三角一体化、皖北振兴、淮海经济区、安徽省发展
新能源汽车万亿级产业等重大机遇，推动重点产业
集聚集群发展，与海内外闽商在众多领域有广阔合
作空间。

“淮北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一流的营商环境、
宜居的生活环境。”活动期间，淮北市福建商会会
长、安徽正融科工实业集团董事长俞爱斌结合自己
扎根淮北 22年的经历，与参加活动的海内外闽商分
享创业心得，“眼下，淮北扎实推进招商引资、招才
引智，各区县、部门、商会形成全员出动合力。”

活动期间，3 家闽商企业签约在淮北投资螺杆
桩、空压机及智能照明等项目。淮北市福建商会发
起成立世界闽商商协会联盟，福建省中外企业家联

谊会发布《世界闽商商协会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淮北行动宣言》（简称《宣言》），为推动全球福建商协
会之间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团结凝聚
海内外闽商力量、助力淮北高质量发展搭建平台。

“《宣言》的内容说到大家心坎里。”老挝福建
商会会长陈熊官说，追求共同发展是闽商的特点。
面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世界闽商商协会联盟成
立恰逢其时。联盟将带领会员深化与各地闽商协
作，互帮互助，共享发展机遇。

“淮北既是投资兴业的热土、资本汇聚的沃土，
也是民营企业发展的福地。通过实地走访，我深有
感触。”欧洲福建侨团联合总会英国主席陈勇表示，
下一步，他将介绍更多企业到淮北考察，在新能
源、新材料、高端绿色食品等新兴产业中寻找商机。

日本福建总商会会长山口信一说，该商会正筹
备世界“一带一路”商贸总会第二届会员大会。作
为世界闽商协会合作平台，世界闽商商协会联盟将
发动全球尤其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福建商
会，宣介淮北投资创业机遇，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
地淮北。

由福建省侨办、福建省侨联主办的

“带你回家”首届缅甸华裔青年寻根活动

近期举行。缅甸福建总商会、缅甸中华

总商会和缅甸福建同乡会等社团组织35

名缅甸闽籍华裔青年回到福建老家，参

访福州、厦门、泉州、龙岩等地。

不少华裔青年是第一次来中国。他

们有的怀揣长辈手写的族谱、有的带着

家中老人留下的祖宅地址，在行程中踏

寻家族记忆，重温侨乡历史。多名受访

华裔青年表示，此行圆了他们回乡的心

愿，将来还要常回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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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闽商齐聚淮北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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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华裔青年简尚全镜头里的鼓浪屿。 受访者供图

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平远镇富侨社区蓝莓基
地，员工正在忙碌。 砚山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2024 年 1 月
1 日，在云南省
昭通市大山包黑
颈鹤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内，成群
的黑颈鹤正在觅
食、嬉戏。

曾三东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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