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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马来西亚是千年结好的邻居、以心
相交的朋友、合作共赢的伙伴。

今年是中马建交 50周年，也是“中马友好
年”。成立于 1957年的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
合会（以下简称“马福联”）是马来西亚最大的
乡团组织之一。多年来，马福联见证了马来西
亚的蓬勃发展与中马关系的持续发展。

站上新的历史起点，他们对于中马合作的
未来有何美好期待？日前，马福联总会长林福
山、马福联署理总会长陈康益、马福联总秘书
林进利一同接受本报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马福联的成立背景和

发展历程？
林福山：马福联成立于 1957年 6月 24日，

正是马来西亚独立的那一年。马福联是由全马
各地福建社团联合组成，至今已拥有 250个团
体会员单位，是马来西亚最大的乡团组织之
一，团体会员大多成立时间超百年，最长的已
有224年。

60 多年来，马福联始终关心马来西亚政
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常就相关社会课题与政
府交流、提出意见；关心马华社会，勇于为华人
发声；关心马中友谊，积极为双方交流合作奔
走。

记者：成立 60多年来，马福联始终坚持的
宗旨是什么？为此马福联做了哪些努力？

林福山：和其他乡团联合组织一样，马福联
不仅致力于团结同乡、敦睦乡谊、为同乡谋福
利，更要把同乡间的团结扩大至在马华族的团
结，最终实现与友族的大团结，使马来西亚全
国人民并肩前进，共同创造一个繁荣进步、公
平合理、团结和睦的国家。

马福联历年来的重点活动包括：与马来西
亚各闽籍总会联合举办全国福建乡亲新春大团
拜、马福联四轮驱动车队马中友谊之旅、组团
参加历届世界福建同乡恳亲大会和福建海外乡
亲恳谈会、成立奖贷学金协助福建同乡深造、
举办双福文学奖推动中文普及等。

每场活动都得到了全国属会以及乡亲的大
力支持。

记者：多年来，在传承弘扬民族文化等方
面，马福联有何特别的经验？

陈康益：多年前，我们的先辈从福建来到东
南亚定居，也把祖籍地的习俗和先进文化传播
到马来西亚。祖辈们坚守传统，守护着共同的
民族记忆。

这些年，为了更好地传承弘扬中华文化，马
福联设有多种文化教育项目，鼓励华裔学生学
中文、讲中文，了解中华文化。如辩论比赛、传
统节日庆祝活动等，旨在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向年轻
一代传授中华文化知识，增强他们的文化认同感和归
属感。

作为一个全国性乡团组织，马福联深明教育对青
年、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不仅成立了大学奖贷学金，奖
掖无数的莘莘学子进入大专院校深造，为马来西亚培
育专才。

此外，为了鼓励更多华裔学生讲中文，我们的青年
团于 1999年起主办“全国中学华语辩论比赛”，至今
已晋入25载。

记者：今年是中马建交 50周年，马福联是否有举
办重要的庆祝活动？请结合具体事例，详细介绍马福
联如何在促进中马文化交流和教育合作方面积极发
挥桥梁纽带作用？

林进利：20世纪 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马
福联就经常组团到福建省考察访问，积极为福建家乡
发展建设作贡献。

在马中建交 45周年时，我们举办的“马中文化交
流 2000年史料展”在吉隆坡展览，展览包括“马中文
化交流 2000年”“华社乡团和闽籍华人与马中文化交

流的关系和互动”“马中邦交 45周年历史回顾”“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与马来西亚迈向独立建国之
路”4个单元，以近 300张珍贵历史图片配以相关文
物、史料、图书等展品，全方位展示两国友好交往历
史。我们希望通过举办史料展让两国人民进一步了
解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让两国友谊世代相传。

今年，我们期待通过举办第 11届世界福建同乡恳
亲大会、国际南音大汇演、全国福建乡亲新春大团拜
等重大活动庆祝中马建交50周年，还将参与各类文化
交流活动，搭建起马中两国人民交流互动平台。同
时，还将设立奖贷学金，支持和鼓励两国学生互访和
深造，促进青年一代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记者：能否结合您了解到的中马合作具体事例，谈
一谈中马两国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实现更
多合作？

陈康益：不久前，李强总理同安瓦尔总理共同出席
了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鹅唛车站的动工仪式。
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是马中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
性 项 目 。 该 项 目 由 中 国 交 通 建 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CCCC）负责设计和建设，福建的企业和技术也参与其

中。
项目设计客运列车时速 160公里、货

运列车时速 80公里，建成后将马来西亚的
4个州连接起来，成为连通马来半岛东西
海岸的“陆上桥梁”，将助力提高沿线地区
互联互通水平。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创造了
大量就业机会，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该项目的建设提升了马来西亚的交通基础
设施水平，有助于促进旅游业、制造业和其
他产业的发展。

我们相信，未来类似的项目有望进一
步扩展，涵盖更多经济领域，马来西亚能在
在马中合作推进中进一步提升整体基础设
施水平。同时期待，在“一带一路”倡议框
架下,马中两国合作成果能给马来西亚的
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获。

记者：今年正值中马建交 50周年，马
来西亚华侨华人对中马合作未来有何期
待？

林进利：当年，正是在马来西亚华人的
积极推动下，中马顺利建交。对马中关系
发展，马来西亚华侨华人普遍持积极态
度。大家认为，马中建交 50年来，两国在
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
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未
来，我们希望两国能够进一步加强合作，特
别是在高科技、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共同
应对全球挑战，实现互利共赢。

近些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世界影
响力不断攀升，海外华侨华人的地位也随
之提升。相信在 700多万马来西亚华人的
推动下，马中关系必定能够行稳致远。

记者：当前，社团在吸纳年轻人等方面
是否面临挑战？将如何克服这些挑战，保
持社团活力？

林福山：这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在考虑
的问题。我们相信，只有不断增进年轻一
代对家乡的感情，才能让中华血脉永久流
传。

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既具有传统的中
华文化背景，又深受现代多元文化的影
响。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可能更具开放
性和包容性，但同时也面临着文化认同感
减弱的挑战。

我们设想过，随着时间推移，社团成员
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活动的参与度可能会
逐渐下降。资金、人力资源等方面的限制
可能会影响社团活动的组织和开展。政策
变动、社会环境变化等外部因素可能对社
团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为了克服这些不利因素影响，我们针对性地采取
了应对办法：在原有青年团、妇女组的基础上，还成立
企业家协会，广泛吸纳企业家参与马福联，进一步壮
大马福联；引入如线上活动、互动体验、主题讲座等新
形式活动，逐步提升活动的吸引力和参与度；积极争
取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支持，保证社团活动
的资金和人力资源投入，同时，与其他组织共享资源、
互利共赢；设立语言学习班、传统文化体验活动等特
色文化教育项目，不断增强年轻一代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认同感；通过社交媒体、社区活动等方式宣传
社团，提高社团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与家乡福建加强深入合作让我们在文化传承、中
文推广等方面均获得了很好的成效。福建各级政府
和各部门每年举办的夏冬令营活动，常常邀请我们年
轻一代参加。活动中，他们回祖籍地了解家乡文化历
史，加深对中国的认识，也通过寻根问祖获得身份上
的认同。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回家乡交流的机会，让
马来西亚年轻华裔走出国门，开阔眼界，走进家乡、了
解家乡。

（朱婷）

中马建交50周年：马福联展望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