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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3日—27日，2024年“情源
晋江·泰国之行”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
举行。活动期间，晋江25名优秀学子到
泰国佛统府公立健华学校和泰国亚洲
商业学院交流学习；拜访泰国福建会
馆、泰国泉州晋江联合总会，亲身体验海外华文教育，了
解泰国闽籍乡亲的创业历程，与泰国晋江籍青年交流互
动。

“情源晋江”访问团一行来到健华学校。健华学校自
建校以来就设立了中文课程，与诸多大学建立了友好合
作，为汉语在泰国的传播作出杰出贡献。为支持该校华
文教育，世晋青心连心慈善基金会、泰国泉州晋江联合总
会分别向健华学校捐赠五万泰铢。健华学校中文校长郭
秀銮表示，希望“情源晋江”活动和该校继续加强合作，共
筑中泰友谊之桥。

在健华学校，晋江同学们品尝了当地特色小吃，双方
同学联袂贡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还自发进行
了篮球友谊赛。

因2018年“情源晋江·泰国之行”而与晋江同学结对
的健华学校学子蔡勇，至今仍与晋江同学保持联系。听
说2024年“情源晋江”的同学们来到母校，他特地提前赶
回学校参加交流。

“情源晋江”交流团一行拜访了泰国福建会馆暨泰国
福建社团联谊总会，了解会馆112年的悠久历史，以及其
在敦睦乡谊、促进教育、振兴华文、救灾助残等方面的贡献。

世晋青会长周士渊表示，希望同学们借此次“情源晋
江”交流访问的机会，积极与泰国闽籍乡贤和青年互动，
展示家乡新生代的精神风貌。

在泰国亚洲商业学院，同学们分别体验了旅游课、舞
蹈课、英语课和电脑课。

通过参观泰国泉州晋江联合总会会馆，“情源晋江”

的同学们和世晋青理事一行详细了解了
该会的发展历程及晋江乡亲在当地取得
的各项成就。泰国泉州晋江联合总会的
乡亲们为同学们分享了早年到泰国打拼
事业的经历，勉励同学们珍惜今天的幸

福生活，努力求学。在座谈会上，同学们从个人求学、发
展方向到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等角度与前辈热烈交流。

同学们还为侨团乡亲们献上精心准备的文艺表演，
尤其带来了南音、嗦啰嗹、掌中木偶等家乡传统节目，精
彩的演出惊艳全场。

泰国泉州晋江联合总会会长陈俞龙说：“作为长期旅
居泰国的晋江人，我和许多乡亲一样是第一次看嗦啰嗹
表演，这让我惊喜不已。明年世界闽南文化节将在泰国
举办，我计划加入嗦啰嗹表演项目，让世界共赏非遗之
美。”

周士渊表示：“很欣慰看到‘情源晋江’学子成为文化
交流使命的担当者，让非遗瑰宝继续绽放光芒。”

（王云霏 许洋洋）

近日，来自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美
国、葡萄牙、希腊、阿根廷等国家的60名海外华裔
青少年来到福州市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参观闽
榕茶业福州茉莉花美学馆，开启茉莉花茶文化体
验之旅。

福州茉莉花美学馆香气弥漫，福州茉莉花茶
窨制工艺代表性传承人严锦华向大家介绍了福州
茉莉花茶从采摘、配比到窨制的全过程。大家认
真观看，时时提问，为这一传统工艺所深深吸引。
随后，营员们纷纷上阵，亲手体验茉莉花茶窨制工
艺。

闽榕茶业董事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
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德星用生动的语言和丰富的实
物展示，为大家讲述福州茉莉花茶悠久历史和深
厚文化底蕴。

品茶间，营员们赞叹福州茉莉花茶的香醇与
甘美。来自西班牙的董文泽表示：“这次体验不仅
让我品尝到了舌尖上的福州，也让我深刻感受到
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福州茉莉花茶所承载的
深厚情感。”

在爱尔兰长大的陈智垅表示：“喝这茶的时

候，我感觉自己好像坐在电视剧里的老茶馆里，听
着老人们讲着古老的故事。茉莉花茶的香气，就
像是把福州的历史和文化都融进了我的嘴里。”

法国营员代表石恩熙说：“这次活动让我对家
乡的茉莉花茶有了全新的认识，我想把这份特别
的体验带到法国，告诉同学和朋友，让他们也尝尝
福州味道。”

意大利小营员魏宜杰兴奋地说道：“通过这次
活动，我了解到福州茉莉花茶在国际上的影响
力。它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连接世界的桥
梁。我要带着这份自豪，在意大利向更多人介绍
家乡茉莉花茶。”

据悉，早在此次夏令营开营式上，家乡人民便
以福州茉莉花茶作为特别礼物，向远道而来的营
员们表示欢迎。正是这份提前的“约定”，让营员
们对福州茉莉花茶充满了期待与向往，也为深度
体验活动奠定了温馨而美好的基调。

福州市侨联文化联络部部长林友平表示，茉
莉花美学馆的参观体验，是一次心灵体验之旅。
海外华裔青少年在品味茶香的同时，也在心中种
下了一颗热爱中华文化的种子。 （张宇杰）

“情源晋江”走进泰国

集美大学航海学子打造
嘉庚精神“实验课堂”

船模拼装、泡沫船实验、船模下水……在集美大学轮机工
程学院大学生的引导下，30名小学生动手做模型、做实验，在
动手实践中感知嘉庚精神。近日，集美大学轮机工程学院学
子走进集美区岑西社区开展“‘嘉’国同心，逐梦深蓝”暑期工
海科技夏令营，将弘扬嘉庚精神与科普海洋工程知识相结合，
为孩子讲述中国航海科学发展历程中的嘉庚故事。

集美大学轮机工程学院起源于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学
校水产科，被誉为“航海家的摇篮”。今年是陈嘉庚先生诞辰
150周年，学院实践队挖掘利用校内嘉庚历史资源，致力打造
嘉庚精神“实验课堂”，向孩子们播撒“建设海洋强国”的种
子。 （蔡晓婷 陆禹良 许耀天 文/图）

海外华裔青少年探寻福地茉莉香

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90后姑娘严明找到了
在海外推广中文的快乐。

文学院硕士毕业的严明，一开始在中国一所
小学教语文。2021年，中国与阿联酋教育部门合
作开办的第一所中文学校在迪拜落成，亟需有经
验的中文教师赴当地开展教学。严明没有犹豫，
果断报名参加了遴选，成功踏上海外支教之旅。

到了迪拜，严明教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当地华
侨华人的孩子。原本以为这样一来汉语的教学可
能会简单一些，然而实际情况比想象中更加复
杂。虽然很多小朋友都是中国面孔，但由于缺少
汉语的学习环境，大家对汉语掌握程度其实很低。

在迪拜的学校，一年级语文教材中简单的语
句“秋天来了，一片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对于当
地的学生来讲都是难以理解的内容。严明说，“在
孩子们眼里，汉字不像英语字母那样有相对规律
的排列，每个字都长得如此不同，不管是读还是写
都非常困难。”

“教国外的学生体验是很不一样的。”最开始，
孩子们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她结合图画，给大
家讲汉字的由来，同学们通过想象，逐渐理解了汉
字的构造。严明说：“我感觉自己被需要，并且很
快乐。”于是在那次外派的任务结束后，她向学校
提出了离职申请，并在沙特阿拉伯的一所小学当
起了中文老师。

随着中国与沙特的经济和文化往来不断加
深，很多沙特的学校逐渐尝试着开设中文课程。
严明所在的学校就是一所刚刚开设中文课程的学
校，入职时，她是全校唯一的中国人，学生们都来

自当地，完全不了解中国文化。
严明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到一个三年级的

班上教课时，班里的男孩直接向她提问：“为什么
要学习中文呢？”要跟孩子们解释这个问题，严明
也想尽了办法。讲故事成了她的“拿手好戏”。大
闹天宫、哪吒闹海、牛郎织女、嫦娥奔月……伴随
着严明生动的讲述，孩子们的眼睛里对中国有了
更多的好奇。

有一年端午节，严明讲完屈原的故事后，有小
朋友被屈原的爱国主义情怀深深感动，说今天才
知道粽子里有这么多含义。在听完李小龙的传奇
故事后，班上有男孩子马上决定要学习中国功
夫。学校的国际文化日活动，他还扮起功夫巨星，
打了一套自编自创的“组合拳”。

与孩子们相处久了，严明仿佛成了大家了解
中国的一扇窗，甚至在小朋友眼中，严老师就是他
们对中国的第一印象。一个小女孩得知自己的父
亲到中国出差，她马上缠着父亲问有没有在中国
遇到严老师。虽是幼稚的提问，严明却十分欣
喜。“这也是他们对我的一种认可。”严明说。

在学校，严明的同事虽然都不懂汉语，但他们
会用自己仅有的中文词汇和严明打招呼。一次家
长会上，一个家长告诉严明，自己曾到中国留学和
生活了11年，他看到中国的变化，对中国的未来
充满信心，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学好中文。

一件件小事让严明更加坚定选择：“校长说想
要加开中文课程，我很高兴，期待更多人加入我们
的队伍。”

（杨宁 李春强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90后姑娘在沙特阿拉伯教中文

本报讯 8月5日，由新加坡青年理事会、中
新青少年文化交流组委会主办的“一带一路·新
马印象”第二十九届中新国际青少年艺术交流盛
典在新加坡国家电视台·新传媒剧场开启。中国
师生与东盟国家青少年欢聚狮城舞台，用艺术奏
响友谊新乐章。

帆船头、大海衫，来自莆田的少儿身着湄洲
女服饰，献上演唱节目《妈祖出巡》，一展妈祖文
化风采。

“妈祖信俗随着福建华侨华人出海的步伐，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广泛传播，深受当地
人民欢迎，我们希望通过艺术表演的形式传承弘
扬妈祖文化，以此为桥梁纽带增进交流互动和彼
此间的友好情谊。”《妈祖出巡》节目指导老师胡
丽群告诉记者。

下一站，《妈祖出巡》表演团队还将赴马来西
亚华文学校交流演出。 （陈芝/文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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