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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是 一 年 芳 草 绿又 是 一 年 芳 草 绿 ，，正 值 全 国 两 会 进 行 时正 值 全 国 两 会 进 行 时 。。 回 望 过 去回 望 过 去 ，，20222022 年年 33 月月 ，，福 建 代 表 团 以 全 团 名 义 向 十 三 届 全 国 人 大 五 次 会 议福 建 代 表 团 以 全 团 名 义 向 十 三 届 全 国 人 大 五 次 会 议

提 交 建 议提 交 建 议 ，，建 议 支 持 福 建 建 设 闽 籍 华 侨 华 人建 议 支 持 福 建 建 设 闽 籍 华 侨 华 人““ 寻 根寻 根 ””工 程工 程 。。 这 是 福 建 代 表 团 首 次 以 全 团 名 义 向 大 会 提 交 建 议这 是 福 建 代 表 团 首 次 以 全 团 名 义 向 大 会 提 交 建 议 ，，其 重 要 性 可其 重 要 性 可

见一斑见一斑。。

在全省各级侨务部门和涉侨单位在全省各级侨务部门和涉侨单位、、组织的支持下组织的支持下，《，《福建侨报福建侨报》》积极行动积极行动，，组织采访组织采访，，策划推出策划推出““寻根故事寻根故事””栏目栏目，，为推动为推动

海外华裔海外华裔““把根留住把根留住”，”，聚力引侨资汇侨力聚侨智聚力引侨资汇侨力聚侨智，，助力福建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贡献力量助力福建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贡献力量。。

一年来一年来，，记者走访全省各地记者走访全省各地，，拜访侨史专家拜访侨史专家，，探寻各地宗祠探寻各地宗祠，，采访来自美国采访来自美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菲律宾、、新加坡新加坡、、荷荷

兰 等兰 等 1010 多 个 国 家 的 华 侨 家 族多 个 国 家 的 华 侨 家 族 ，，查 阅 大 量 族 谱 古 籍查 阅 大 量 族 谱 古 籍 ，，挖 掘 一 手 资 料挖 掘 一 手 资 料 ，，讲 述 近讲 述 近 3030 个 故 事个 故 事 ，，描 绘 出 海 外 华 侨 华 人 跨 越 山 海 的描 绘 出 海 外 华 侨 华 人 跨 越 山 海 的““ 回回

家之路家之路”，”，刻画出坚守先辈遗志刻画出坚守先辈遗志、、不忘不忘““根根”“”“源源””的华裔人物群像的华裔人物群像。。

现在现在，，请与我们一起回溯请与我们一起回溯，，这一年本报的这一年本报的““寻根之旅寻根之旅””————

“强化‘根’的意识，既是海外侨胞
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需要。”建设闽籍华侨华人“寻根”工程建议一经
提出，我们立刻采访到全国政协委员、侨史专
家、侨界人士等，一起来解读“寻根”工程建设的
内涵与时代意义，吹响“寻根”故事系列的“ 集
结号”。

“一键寻根”，数字赋能加速度。福建积极推进南洋华裔
族群寻根谒祖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在泉州先行先试。2021年4月该平

台（一期）上线试运行，在全国是一项创举。据介绍，平台初步建成涵盖谱牒
方志、姓氏宗祠、宗亲社团、重点侨村3D全景影像、海内外侨情等数据库，完
成“根脉寻亲——南洋华裔族群寻根谒祖综合服务平台体验展示馆”建设。
自“寻根平台”建设以来，已成功帮助马来西亚虚拟现实技术专家庄以仁教
授等50多位侨胞找到家乡的亲人。

一键寻根

“我们的文章被翻译成印尼文了！”2022年8
月的一个傍晚，我们收到“寻根”者、美籍华人傅忠贤发来的整

整6页文章，他向我们介绍：“文章让我在海外的亲朋好友感到
很惊喜，我有一个在印尼的表妹，她把文章全文翻译成了印尼
文，特地发来与你共享，感谢！”经了解，故事全文发布在她的
Facebook页面。

一年来，突破地域的“跨省寻根”已初现苗
头。部分闽籍侨胞到福建寻根，发现他们的祖辈从北方

迁徙而来的史料。在一期寻根故事中，寻根者不仅在福建
找到了祖辈生活的古屋，还了解到“老家”在河南，了解到他
们的始祖郑昭于公元308年，因中原动荡，举族入闽，后又
繁衍子嗣到海外。这些资料令他们既惊喜又自豪。

我 们 还 听 受 访 者 讲 述 过 一 则 荷 兰 女 士
Angeline来福建“寻根”的故事。“她与福建并无血缘，因何

‘寻根’？”这让我们颇感意外。原来，她是被华裔丈夫多年以来
念念不忘根脉的精神感动，要为故去的丈夫续上万里亲缘。在
跨越万里之后，Angeline带着女儿来到中国，找到了丈夫的曾
祖父清末最后一任闽浙总督、满洲人松寿在福州的“官邸”遗
迹，还与松寿弟弟松群的后人、北京大学教授金安平取得联
系。从此以后，两家便往来不断。

回家的路，荷兰华裔许添兴家族整整走了
168年，找回了5代人“遗失”的故乡。除了祖父为许添兴
取的一个闽南语名字，他对祖籍地福建一无所知。许添兴
利用一切机会学习中文，利用各种方式搜集线索。终于
2018年，许家祖孙三代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家”，许添兴的
小孙子许溢曦（Go Jason)，在“中国的家”一笔一划地认
真写下自己的中文名字，延续着中华根脉。

美国—福建：
近 2万公里；荷兰—福
建：近1万公里；印尼—
福建：近4000公里……
近 30 年间，薛开禧后
裔先后5次从世界各地
回到福建，追寻先人足
迹。1878 年，他们的
祖辈薛开禧离开漳州
市长泰区陈巷镇上花
村，前往印尼谋生。如
今，他的后代在世界各
地开枝散叶，拥有不同
肤色，说着不同语言，
却依靠着他们共同的
精神原乡，紧紧相连。

何其幸运，如果
不是那份坚持与执着，如
果不是来自各界的支持，
或 许 再 也 找 不 到 ……
2018年 10月，年逾六旬
的印尼老人许焕忠带着子
女来闽“寻根”，他们带着
模糊的信息，犹如大海捞
针般，几乎走遍泉州南安
市的每一个乡镇，却毫无
线索。最终，他们遇到世
上唯一知晓祖父生前故事
的堂亲，得以读懂祖父临
终前的思念。

幸运之路
本报微信公众号“侨号 CHINESEHORN”

的开通，也能成为“寻根”的新路径。今年1月，马来西亚
华裔江维犹豫许久，终于抱着试试的心态，通过公众号告诉
我们他想寻找家乡。我们根据提供的线索，在当地侨务部
门和涉侨单位、组织工作人员的热心支持下，仅仅2天后，
就为他提供了祖籍地的详细信息和亲人的消息。现在，“寻
根”路已铺平，只待他得空回乡，沿着先辈走过的路细细探
寻、慢慢查找。

168年
寻根路

一年的寻根报道，我们是见证者，也是记录者。当我们回
顾这些故事的时候，一幕幕感人的场面，一双双紧握的手，一张
张开怀的笑脸……历历在目。

寻根故事，我们还会讲下去……
（朱婷 李敏 许丹 赵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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