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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谊内外、精准服务、凝聚共识、广交朋友
……刚刚过去的2024年，江门市侨联广泛凝聚
侨心侨情、侨智侨力，助推侨都经济社会发展，

“侨”牌打得更有章法、更有看头、更有感情。

“侨”牌往外打：侨都更多被看见
助力增强城市显示度，市侨联聚焦品牌打

造、活动举办，着力提升文化交流功能，侨都
“朋友圈”不断扩大。

市侨联推动长堤历史文化街区和广东厨
艺技工学校成功创建“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
基地”，目前江门拥有8个中国华侨国际文化
交流基地，数量位居全省第一，是促进海内外
文化交流、凝聚海内外华侨华人的重要平台。
从开展“侨连五洲·侨贺新春”到承办2024海

外华文媒体广东采访行，从推进“亲情中华·中
国寻根之旅”到与110多家海外华文媒体建立
合作关系，2024年全年海内外关于侨都江门
的相关涉侨报道超过4000条次，江门故事享
誉海外，侨都被更多人看见。

“侨”牌灵活打：侨资侨智更凝聚
扮演好“联系人”角色，市侨联发挥穿针引

线作用引资引才引智，着力提升经贸合作和侨
务智库功能，让高质量发展的“源动力”更足，
持续发展的“蓄水池”更深。

通过出访接访、牵线搭桥，市侨联在推动
中国—新西兰“两国双园”项目、助力重点侨资
企业赴海外对接洽谈合作项目、吸引侨胞回乡
兴办企业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市侨联牵头成立江门欧美同学会、江门侨
媛会，做大做强江门侨青会、市留联会，通过不
断扩大同事圈、校友圈、同行圈以才荐才，先后

成功推荐16名海外高层次人才申报国家人才
计划，引才成果在市直各部门单位中名列前
茅；推动成立江门市华侨华人高端智库联盟，
发动20多名国（境）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知名
侨领成为首批入库专家。

“侨”牌依法打：侨益维护更有力
服务侨胞暖侨心，市侨联以侨界诉求为出

发点，着力提升维护权益功能，架设惠侨助侨
“连心桥”。

在继续深化“法+侨”“检+侨”“司+侨”等
模式的基础上，市侨联联合金融、税务、卫健等
部门打造各类助侨惠侨服务阵地，率先在全省
开展侨汇结汇便利化试点，推广便利华侨华人
投资税收服务，建设“侨胞之家健康服务中
心”；承办的中国侨联涉侨纠纷多元化解工作
推进活动，让依法维护侨益的“江门经验”得到
进一步推广；积极向上级侨联争取华侨事业费

96.05万元用于帮扶困难归侨、困难归侨子女、
低保归侨，以及支持“侨胞之家”、乡村振兴和
侨界产业帮扶项目建设。

“侨”牌纵深打：侨力作用更彰显
以“百千万工程”为突破点，市侨联着力发

动侨界资源参与其中，展现了服务中心工作的
“新作为”。广泛发动社会力量推进“百栋百年
侨楼全球招募百个托管”行动、参与侨建筑保
育与活化行动，重建侨胞精神家园；支持实施
新会古井沙堆旧码头修缮工程，被央视《今日
说法》两会特别节目进行专题报道；举办的“江
门市侨眷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培训班”，有效
推进了“侨支书建侨村”“侨企助侨村”建设；举
办“绿美江门·侨界行动”侨心林义务植树等活
动20多场；推荐台山市南洋归侨文化博物馆
项目入选江门市“百千万工程”社会力量协作
首批精品案例。

2024年，市侨联广泛凝聚侨心侨情、侨智侨力，助推侨都经济社会发展

江门“侨”牌越打越出色

跨界突围，雕刻快意人生
——记澳门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著名艺术家梁晚年

江门日报讯（记者/朱磊磊 通讯员/江逸轩）近
日，五邑大学第五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暨欧美同学会
（留学人员联谊会）成立大会举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
人和归侨侨眷代表、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代
表等100多人齐聚一堂，共谋发展，共绘蓝图。广东
省侨联秘书长陈农灏、五邑大学党委书记栾天罡出席
活动。

会上为五邑大学第五届侨联委员会委员及欧美同
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一届理事会成员颁发了证
书，新任侨联主席刘羽和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
会）理事会首任会长李滨分别作了表态发言。与会领
导共同为五邑大学“侨之家”与“留学人员之家”揭牌。

陈农灏表示，要充分发挥高校侨界优势，深化落
实“地方侨联+高校侨联+校友会”工作机制，积极为
高校服务、为大局服务、为侨服务。希望五邑大学侨
联能坚持“党建带侨建”，强化政治引领。发挥桥梁纽
带作用，团结动员侨界力量支持参与学校的建设发
展。切实做好为侨服务，以侨联工作推动学校和地方
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为推进统战及侨联工作，五邑大学积极
推进落实“地方侨联＋高校侨联＋校友会”工作机
制。栾天罡表示，在新的发展阶段，学校将进一步激
活“侨”基因，用好“侨”元素，烙深“侨”印迹，打响“侨”
招牌，做大“侨”统战，努力成为地方“人才培养的摇
篮，科技研发的基地，文化传承的纽带，政府决策的参
谋，联系海内外乡亲的桥梁”。

下一步，五邑大学将发挥高校侨界资源优势，牵
线本校侨界与归国留学人员，以侨为桥，充分参与学
校教育事业发展，积极为引才引资引技引智服务，促
进海内外教育科技交流，争取凝聚海内外各界人士为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展现邑大新
作为。

五邑大学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举行
团结动员侨界力量
支持参与学校发展

江门日报讯（记者/朱磊磊 通讯员/黄柏军）近
日，市侨联召开党组扩大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广东考察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和视察澳
门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省传达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澳门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干部大会、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结合侨
联实际，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指出，2024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是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实施5周年，是习
近平总书记亲自宣布开发横琴15周年，也是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成立3周年及第一阶段发展目标验收
大考之年。在全国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的重要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广东
和澳门视察，亲自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和粤港
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掌舵领航，具有特殊
重要意义。我市各级侨联要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
这次视察的重大意义，牢记开发横琴的初心就是为了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坚定担当起新时代“一国两
制”实践的重要使命，在新征程中展现新气象、干出新
作为。

会议要求，我市各级侨联要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
记这次视察的重大意义，用心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和党
中央的战略意图，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凝心聚力做好新时代“侨”
的文章。要结合侨务工作总体要求抓好贯彻落实，立
足本职，充分发挥侨联独特优势，团结引导侨界积极
宣传、支持、参与横琴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凝聚侨资
侨智侨力奋力写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篇“大文
章”。要全面履行好侨联六项职能，持续深化侨联品
牌项目建设，引导侨界力量参与实施“百千万工程”

“绿美江门建设”等重大任务。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
广泛开展宣传宣讲宣介，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在侨都大地深入人心。

市侨联领导班子成员以及侨联机关各部室、市侨
媒中心全体同志参加会议。

市侨联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充分发挥侨联独特优势
深化侨联品牌项目建设

19.99米高巨型汉白玉妈祖雕像。
大型翡翠玉雕《滴翠盈银》。

江门日报讯（记者/朱磊磊 通讯员/黄柏军）树
高千尺不忘根，水流万里总思源。近日，马来西亚华
人林康勇及其家人，在新会区侨联的帮助下第一次回
到家乡双水寻亲、叙乡情，圆了寻根梦。

这是林康勇第一次回到新会，他的外公外婆是新
会区双水镇东凌村村民，青年时期到马来西亚槟城谋
生。“我的外公和外婆在逆境中相互扶持。我从小跟
着他们长大，所以我也会说新会话。虽然他们再也没
有机会回到新会，但是对家乡的思念从未间断。”林康
勇说。

首次踏足祖辈故土，林康勇感到十分亲切，他说：
“很高兴回到这里，外公和外婆曾多次描述家乡的场
景，亲自来了之后才真正了解到新会文化和建设发展
的情况。”

此行，林康勇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地，就是想找到
其爷爷在东莞的祖屋。据了解，林康勇的爷爷1915
年从东莞举家搬迁到马来西亚槟城。但是随着岁月
流转，林康勇已经查不到爷爷的出生地和祖屋位置，
找到爷爷在东莞的老家一直是他的一个心愿。

2024年11月初，林康勇通过马来西亚江门商会
会长关启贤联系到新会区侨联。“当时资料非常少，只
有林康勇早几辈亲人的照片，以及信件上面的地址，
先辈的完整姓名都无法提供，难度比较大。”新会区侨
联专职副主席黄金顺介绍，在接到林康勇的寻亲请求
后，新会区侨联立即找到古籍族谱和各方资料并进行
对比，同时积极对接东莞市侨联。最后仅仅用了3周
时间，便帮林康勇找到其爷爷祖屋的大概位置，并找
有关联系人，圆了林康勇多年的寻根梦。

寻根期间，林康勇及其家人先回到了其外公位于
东凌村的祖屋，随后又去了其爷爷位于东莞市茶山镇
的祖屋探访。虽经过百年风雨，但林康勇外公和爷爷
的祖屋都保存完好，这令他深深感慨：“这次的旅程，
让我们一家人在江门和东莞找回了自己的‘根’，也留
下了美好的回忆。”

新会区侨联助力
马来西亚华人圆寻根梦

灵气
能武能文露头角

梁晚年出身于江门一个武术世家，出生时
间正好是1952年大年三十晚上，开心的祖母便
给他起名“晚年”。小晚年除了承袭家传武术，
从五六岁开始，还有了一个与别人不同的爱好
——画画。家里能翻到的民国时代留下来的小
画片、连环画，都成了小晚年最好的“老师”。

“我没有上过美院，也没有老师教。想画
什么，只要找几张大师作品临摹，形成自己的
特点就行了。”梁晚年说得很轻松。

1970年，梁晚年作为“知识青年”到乡间
插队。在那里，大队砖厂的砖泥成了他捏泥公
仔的材料，而大队部的黑板就成了他写字画的

“练习场”。
后来，梁晚年挂在大队部黑板的一幅样板

戏内容的画作，吸引了一位驻军领导的注意，
并借调梁晚年到广州军区从事大型油画创
作。1974年，梁晚年被调回江门市文化局从
事舞美设计，1979年他申请移居澳门。

来到澳门，一切要从头开始，家传的武功
便派上了用场。梁晚年和兄弟们“一边练武，
一边卖药”，就在澳门街坊开始接受这个来自
内地的“功夫小子”时，梁晚年给了所有人一
个“惊喜”：1982年，30岁的梁晚年在澳门市政
厅举办了个人画展；1985年，他又在澳门商业
学校举办梁晚年美术作品展。

“为了办画展，我10个月不出门，一只手
抱着1岁的女儿，再用另一只手画工笔画。我
觉得最幸福的，就是那段时间。”梁晚年说。

才气
中西合璧获赞誉

前不久，当时还是澳门特区第六任行政长
官候任人的岑浩辉初次与梁晚年见面。梁晚年
刚报出自己的名字，岑浩辉就说：“梁晚年，我知
道。你很开名（出名）啊，你开名了几十年啦！”

梁晚年的出名，主要是缘于他的作品。
2003 年，梁晚年创作于 1982 年的作品

《郑板桥轶事》在北京拍卖，因竞买人踊跃，价
格一路飙升，最终以150万元人民币成交。

《郑板桥轶事》是一幅工笔重彩的油画。
此画以郑板桥苦心钻研书画为题材，运用横构
图，以娴熟之油画技法写之，让观者倍感逼真

情趣。该作以西方的油画技巧营造出中国画
的氛围，实属大胆创新。

在雕塑方面，梁晚年亦是与众不同。他虽
然仅接受过3年小学教育，但是凭着爱好、刻
苦自学以及自身的艺术禀赋，依然创作出了不
少令人称道的佳作。

“按西方的表述体系，雕塑大型作品，很强
调人的头部相对要小。我反其道而行之，把头
部做得相对较大。看看中国传统的大型神像，
尤其是俗称‘大头佛’的佛像，作为艺术家要尊
重老百姓对神的形象的审美习惯。”梁晚年透
露自己的心得。

即使创作同一题材的雕塑，梁晚年也在不
断求变。在19.99米高的巨型汉白玉妈祖雕像
中，梁晚年把妈祖定位为“神”，体现真实与浪
漫的结合——20岁的村姑身着后服，端庄大
气。雕像的头部面相精雕细刻，强调了写实的

“精确性”，但躯体衣服却按中国画用线条画人
物的技法雕出衣纹，块面立体，别开生面。

美术评论家梁鼎英评价梁晚年打造的这
座妈祖像：“近看，精雕细刻而无琐屑花哨之
弊；远观，大气恢宏，具凝练概括的艺术张力。
这圣像丰满而俊秀，端庄祥和，雍容典雅，充满
慈善之美。她屹立高山，如玉树临风，临镜自
鉴；她背靠南海，俯瞰澳门，温婉地关爱着南海
边上这小城的人们。”原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靳尚谊给予了肯定：“妈祖在此建立，意义重
大，是成功的大制作。”原中国美术家协会雕塑
艺术委员会主任盛杨题词，称赞其“化顽石变
生灵”。后来，这座妈祖像被收编进中国美术
家协会雕塑艺术委员会主编的《20世纪中国城
市雕塑》。梁晚年也被评为中国城雕队伍第三
代代表人物之一。

在大型翡翠玉雕《滴翠盈银》中，梁晚年则
把妈祖定位为“人”，区别于雍容华贵的天后形
象，展示了默娘（妈祖）16岁时采摘银花等草药
救助疫民的立体画面。雕像脸部纯洁无瑕，尽
显16岁少女的纯真娇俏。石中之绿色巧琢为
树叶和晨露滴翠，其他色彩就雕配成银花、九节
菖蒲、野香兰等治疫草药，石面中上黑下白之处
则琢为4只喜鹊作为点缀。

硬气
不造“天后”不罢休

或许是因为出身于武术世家，梁晚年的性

格开朗，疾恶如仇。作为华夏儿女，他对国家
和中华文化又爱得深沉。

在澳门回归之前，葡萄牙文化对澳门影
响很大，例如所有的大型城市雕塑基本为葡
萄牙人作品。

1995年5月，梁晚年就澳门政府只请葡萄
牙人建造中葡友好纪念物一事作出呼吁，希望
给华人艺术家竞标机会。7月，澳门政府署公
告：“为有兴趣参与之澳门和中国内地的造型
艺术家举行一次竞投。”

次年，梁晚年设计的造价为870万澳门元
（下同）的妈祖像一举中标，但就在缴纳了70
万元印花税等作为保证金后，梁晚年却被通知
还要办一张435万元的银行担保书，而葡萄牙
人造价更为昂贵的项目却没有被要求办理类
似的手续。

“没本事就弃权，马上放弃此项工程！你
要立即答复，并将财政厅出的支票冻结，你要
立即答应！”不久，梁晚年就收到了要交工程
费50%保证金的“最后通牒”。

“我若弃权，放弃在内地预订的玉石，将
面临起诉。艺术等同我的生命，谁想横夺我
的创作建造权，我绝不放过他！”梁晚年下定
决心，“妈祖像涉及的绝不仅仅是我个人的
荣辱，我不能放弃！”

于是，梁晚年向在澳门能见到的亲朋好
友借了个遍，多少无拘。

同时，梁晚年请来10多个保镖押款，每天
风风火火往银行运钱。但就在关键的最后一
天，梁晚年的一位合作人由于不了解情况，把
其中的 100万元当作公司的工资款发了出
去。该借的都借了，一天时间怎么才能筹到足
够的金额？听到消息，梁晚年一阵连续剧烈的
咳嗽后，竟呕出三口鲜血。第二天，他只能向
另一合伙人求助，而工人们听闻事情经过，也
同意暂借出应发的工资以帮助梁晚年。

“我自小至大，遍尝屈辱都没哭，那时却
两股热泪夺眶而出……”当时，梁晚年这个铮
铮铁汉也不禁动容。

历尽艰辛，汉白玉“天后”终于在澳门回归
时矗立在路环叠石塘山的山顶，成为澳门新
标记。在后来推出的特区纪念金币、中葡友
好和澳门日的首日封上，以及世界各国电视
台推出的澳门专辑画面中，也时常会出现这
座巨型妈祖像的身影。

豪气
爱国爱澳赤子心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澳门回归
10周年，梁晚年筹划雕刻一件重磅作品捐赠
给北京人民大会堂。

梁晚年多年前收藏的一件重7吨的冰种
多彩翡翠玉石派上了用场。由于该玉石是整
体一件，磨掉的部位绝不能返补，而且玉彩皆
天然，没人知道经过雕刻的部分会呈现出什么
颜色，需要在追色的过程中创造合适的物像，
这一挑战令梁晚年寝食不安。一想到这作品
能进入人民大会堂，走近人民英雄纪念碑，梁
晚年就感到重任在肩，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决
心要雕出中国最高殿堂中的典范国宝。

梁晚年最终完成的《滴翠盈银》，重3.8吨，
高1.8米，连0.8米青铜底座共2.6米。这座大型
翡翠玉雕也受到了各方关注：捐赠新闻发布会，
由当时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唯一候选人
崔世安主礼；在澳门的预展，由时任澳门特别行
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和澳门中联办领导剪彩；
在北京举行的捐赠仪式有100多位嘉宾出席。

多年来，梁晚年率领澳门文学艺术界在澳
门这个国际化大舞台上，用雕塑、绘画等形式诠
释中华文化的内涵，再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
力。他设计建造的十二生肖系列大型城雕与巨
型汉白玉妈祖雕像形成了10公里长的“露天艺
术博物馆”，不但推广了中国生肖文化，还为华
裔新生代和海外其他族裔民众了解中华文化打
开了一扇窗。2024年3月，梁晚年受邀在博鳌
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文化圆桌会议上发言，他
说：“我们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在传承的基础
上，勇于探索新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

梁晚年的豪气还表现在慈善事业上。多
年前重庆遭遇水灾，梁晚年发起书画界义卖，
筹得 20万元，在重庆市巫溪县建了希望小
学。后来，身为文联主席的梁晚年，又组织澳
门书画界为雪灾重建筹得10万元，组织澳门
美术界为四川地震筹得69.6万元，由他担任副
会长的澳门江门同乡会也筹捐了400万元。

“立德、行善、大爱——妈祖精神体现着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凝聚着全人类共同的价值
追求。下一步，我准备让妈祖形象走向世界，
相关工作正在谋划之中。”如今，梁晚年依然在
为传播中华文化的大事操心。

2024年是澳门回归25周年，记者辗转联
系到澳门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梁晚年采
访。梁晚年在澳门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创作
的19.99米高巨型汉白玉妈祖雕像伫立在路
环叠石塘山顶，俯瞰澳门，是澳门回归以来当
之无愧的新地标。

原以为采访会有难度，没想到采访提纲刚
刚发出，记者就接到了梁晚年从澳门打来的电
话，他的语气亲切和善，笑声爽朗。

2024年10月21日，记者一行到达珠海，
在珠海市拱北口岸附近的来魅力酒店见到了
梁晚年。他大步上前与我们握手，虽然已经
72岁高龄，却仍然身形矫健，中气十足，双目
炯炯有神。

文/江门日报记者 谷江民 傅健
图/受访者提供

梁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