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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

闽清县侨联助马来西亚侨胞圆寻亲梦
本报讯 4月15日，在闽清县侨联的协助下，马

来西亚诗巫省省长黄希胜成功找到祖籍地。据悉，
黄希胜此前多次回乡寻根，经县侨联多方走访、核对
有关资料确认无误，其属闽清县坂东镇新壶村石狮
厝——新壶支系一叶宗公子孙。今年以来，闽清县
侨联通过县乡村三级侨联平台，已成功为3个华侨
家庭圆了寻亲梦。 （唐颖）

泉州：

《泉州华侨民居》故事分享会举行
本报讯 近日，泉州市鲤城区侨联与区委宣传

部、区委人才办、鲤城文投集团联合举办“把根留住
——留在华侨民居里的人和故事”《泉州华侨民居》
故事分享会。闽南文化爱好者、文史爱好者共70余
人参加活动。《泉州华侨民居—鲤城卷》《泉州华侨民
居—晋江卷》作者梁春光作为主讲嘉宾，讲述了书中
华侨民居里鲜活的人物和故事，以及勘探走访华侨
民居过程中的趣闻趣事。 （鲤莲）

莆田：

湄洲妈祖分灵新加坡兴安天后宫
据中新社消息 4月20日，适逢新加坡兴安天

后宫建立104周年，当天，新加坡兴安天后宫主席林
子英率90多位妈祖信众赴莆田市湄洲妈祖祖庙进
香朝圣，并分灵妈祖。据悉，早期前往新加坡的兴化
人以兴化话与妈祖文化为纽带，凝聚在一起，在新加
坡打拼。1920年，为答谢妈祖的庇护，众多兴化先
贤在立定脚跟后，共同筹建了兴安天后宫。此后，兴
安天后宫一直作为新加坡华侨华人祭祀妈祖的主要
场所。

三明：

大田县马来西亚华人返乡谒祖
捐资助力家乡建设

本报讯 4月15日—16日，三明市大田县马来
西亚华人陈孟通携家人一行27人回大田谒祖，为家
乡水毁道路重建捐资30万元人民币。据了解，91
岁高龄的陈孟通早年获马来西亚政府授予高级拿督
称号，又于2001年获马来西亚“丹斯里”荣誉头衔。
20多年来，他先后四次返乡谒祖，累计捐资245万
元，支持家乡山区教育事业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 （叶忠煌）

龙岩：

侨界人士共论“提振精气神 建功新福建”
本报讯 4月16日，龙岩市举办侨界代表人士

“提振精气神 建功新福建”大家谈主题座谈会，来自
新西兰、印尼、新加坡等国家（地区）7位在岩侨商参
加，纷纷表示将传承弘扬华侨精神、发挥侨界资源优
势，为建设闽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作出侨
界新贡献。 （陈灿宇）

宁德：

涉侨文史资料征集活动启动
本报讯 4月16日，宁德市侨联、市档案馆联合

发出《“宁侨印记”·宁德涉侨文史资料征集活动倡议
书》，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和展示一批反映新中国成立
以来各个历史时期宁德籍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各
领域作出的贡献和侨务工作突出成就的文书、信件、
纪念物品和照片等文史资料。征集活动将持续至8
月，旨在通过以物证史，以物叙史，记录、留存侨界群
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新中国风雨同舟、荣辱与
共的感人历史，进一步凝聚侨心、厚植侨界人士爱国
情怀。 （林丽月）

八闽短讯八闽短讯1000 多位志愿者齐上阵
泉州南安助力海外侨胞寻根

近年来，泉州南安市积极探索、打造服务海外侨胞
寻根谒祖的“三网一号”联动工作机制，开展寻根志愿服
务，为海外侨胞回乡寻根点亮“路灯”。

搭建服务网，组织寻根“志愿队”

南安市聚力打造寻根志愿服务网络，对接服务海外
侨亲寻根谒祖，形成寻根服务“三个有”：

一是服务有团队。建立健全市镇村476个侨联组
织、1000多名专兼职侨联工作者的寻根志愿服务网络，
通过网格化管理实现迅速对接、迅速定位、迅速核实，为
侨胞寻根谒祖打通服务脉络。

二是服务有窗口。依托基层侨联办公场所、侨胞之
家、警侨服务驿站、侨文化阵地等平台，打造寻根服务窗
口。其中，全市国家级“侨胞之家”2个、省级“五有侨胞
之家”42个、“五好侨胞之家”15个、涉侨云端综合服务
平台4个、侨文化阵地51个。

三是服务有品质。策划侨港澳精英故乡行、携子寻
根游等活动，提供商务考察、文化旅游等对接服务。利
用视讯、微信、电子邮件等互联网工具，推动寻根服务

“云端化”，实现“云寻根”“云认亲”，为海外侨胞寻根提
供便利。

搭建宣传网，打造寻根“发声地”

依托宣传网络传递寻根信息，讲好家乡故事。
一是“媒体矩阵”传递寻根愿。该市侨联与当地媒

体联合，依托媒体平台发布侨胞寻根信息广泛征集线
索、跟踪报道寻根故事留下珍贵记录。

二是“集体家书”激发寻根情。连续三年开设侨亲
故事专栏传递家乡声音，至今共连载68篇。

三是“故土印象”唤醒乡愁梦。深入开展重点侨村
及其标志性建筑拍摄和3D制作工作，建设3D全景影像
数据库，更好地帮助海外华侨华人寻根谒祖，留住乡愁
记忆。举办海外华裔青少年“寻根之旅”夏（冬）令营活

动和“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网上夏（冬）令营。通过线
上+线下办营，精心打造“南安味”精品课程，讲好中国故
事、家乡故事，传导“叶落归根”“海归情结”精神，推介良
好营商环境、教育环境，激发侨胞对家乡的热爱和向
往。截至目前，累计600多名来自印尼、马来西亚、菲律
宾等国家的华裔青少年参加活动。期间，8名学员与家
乡亲人团聚，上百名学员立志来华学习、工作。

搭建信息网，跑出寻根“加速度”

畅通信息查询、线索征集等渠道，不断提高寻根效
率。

一方面，构建“资源库”。开展全市侨情普查和港澳
乡情普查，建立起全域性、动态化的侨情数据库，为寻根
提供基础数据支撑。持续开展谱牒征集工作，累计征集
族谱近1900册。接轨南洋华裔族群寻根谒祖综合服务
平台，通过全面收集录入谱牒文献、海内外侨情等信息，
借助“大数据”实现“一键寻亲”。

另一方面，打造“智囊团”。利用侨史工作者熟悉地
方史、侨史的资源优势，组织搜集整理《南安古今地名对
照》，便于根据侨胞提供的地名信息快速定位。通过南
安侨史工作交流群组，及时交流互通信息线索，提高寻
亲效率。

搭建咨询号，架设寻根“联通站”

开通侨联寻根咨询服务微信号，安排专人管理，海
外侨胞可以通过服务号提供寻根信息、了解寻根进度
等。

注重上下联动，与南洋华裔族群寻根谒祖综合服务
平台对接，根据平台发送的寻根信息及时通过“三网”进
行线索查寻。注重横向联动，加强与各兄弟侨联间的沟
通联动，合力推进寻根谒祖服务工作，形成一盘棋的工
作格局。

（傅灿辉）

“我已经98岁了，这是
我最后一次回来看看亲人，
以后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近日，98岁高龄、旅居印尼
雅加达的闽籍侨胞陈壬水
携后代30余人，跨越重洋，
回到祖籍地漳州市漳浦县
马坪镇（右图）。

“回国当天，凌晨 4点
就要早早起来坐飞机，腿脚
又不方便，确实挺遭罪的。”
年近百岁，纵然行动不变，
但回乡多看看的心更加急
切了。此行，陈壬水克服了
种种困难才回到家乡。但
他内心依然希望，有生之年
还能带着后辈再回到家乡，
让他们知道老家在哪里，根
在哪里。

当天，陈壬水来到由他
捐资兴建的建筑物前潸然
泪下。他表示，马坪是他的
根之所在，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这些当年捐资捐建的
学校、医院是他对家乡深沉情感的体现。

陈壬水，1927年出生于马坪镇后康村顶社一个华
侨家庭。1948年10月，他随父母一同前往印尼定居。
抵达印尼后，陈壬水在华文中小学担任教师，此后转行
从商。在印尼，陈壬水不仅是著名的华侨企业家，更是
一位热心于侨社活动和公益事业的爱心人士。他曾任
雅加达漳浦公会秘书、雅加达陈圣王基金会主席、香港

漳浦同乡会名誉会长、漳
州市海外联谊会顾问、漳
浦县海外联谊会名誉会长
等职务。

多年来，陈壬水心系
故乡，多次回乡探访，关心
家乡发展，得到了各级政
府的表彰及家乡人民的尊
敬和爱戴。

为了让孩子们不忘祖
国，陈壬水与祖籍广东的
夫人约定，在家里只讲普
通话、闽南语和粤语。耳
濡目染下，后辈们基本都
听得懂普通话和闽南语，
并会用普通话进行简单交
流。

1985年春节，陈壬水
回家乡探亲，他特意与同
乡侨亲在后康村祖祠边竖
起了一块刻有“根”字的石
碑，以自勉并激励海内外

乡亲不忘祖，不忘“根”，要“恋根”“护根”。
此次在陈壬水的带动下，祖孙4代共30余人参加

了返乡之行。他们分别从印尼、澳大利亚、日本以及中
国香港等地齐聚家乡，年龄最小的曾孙仅3岁。

“有次我大伯给我打电话，细细叮嘱我，日后一定要
和他的儿子一同回来给祖辈扫墓，给我的触动很深。”陈
壬水的侄子陈乙强表示，在陈壬水的感染下，他对家乡
的感情更深厚了。 （林惠卿 王大鹏 文/图）

98岁印尼侨胞携后代回乡：

家乡让他魂牵梦绕，希望有生之年还能再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