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日前举行的“侨乡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学术研讨会暨五邑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揭牌仪
式上，来自全国各地多所院校、中小学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港澳台侨代表在江门齐聚一堂，开展学术交流。

江门作为中国著名侨乡，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的侨乡文化资源以及广泛的海外侨胞联系网络，在推动中华民族
共同体建设中发挥着独特作用。近年来，江门坚持立足侨都资源，用好地缘、血缘族缘和文化同根等优势，全力打造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有形有感有效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向海外延伸。这些特点给与会嘉宾留下深刻印象，在
致辞发言、主旨报告、专题讲座、专题研讨等环节，他们围绕主题交流学术观点、碰撞思想火花、传递家国温暖，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智慧。 江门日报记者 张茂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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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 （文/图 记者/朱
磊磊 通讯员/黄柏军 梁海芹）仲
夏六月、骄阳似火，却不及海外游
子回乡寻根的赤子之心炽热。近
日，77岁的江门恩平籍侨胞、新加
坡恩平会馆会长张权发携夫人、
儿子、儿媳、孙女等人踏上寻根之
旅，跨越山海回到恩平市君堂镇
黎塘村。

当天，张权发的亲人们早早来
到村口等候。在家乡亲友的簇拥
下，张权发一行人回到祖屋，拜谒
祖先。随后，亲友们将亲手做的粽
子、蒸蛋糕摆上桌面，亲人们互派
红包、唠起家常，乡音萦绕间，温情
驱散了长途奔波的疲惫。

这样的场景，让张权发眼眶湿
润，他表示：“我今年77岁了，不知
道还能陪亲人、后辈回来多少次。
这次带他们回来认祖归宗，就是要
让后辈记住根在哪里。”

据张权发的儿媳雷颖透露，此
次寻根之旅起初困难重重：他们对
国内亲戚的情况一无所知，张权发
也已经记不清祖屋位置。转机出
现在他们联系上恩平市侨联后
——恩平市侨联干部当日便帮他
们找到素未谋面的亲人。君堂镇
侨联主席吴志坚与黎塘村党支部
书记张伟成更是冒着暴雨为张权
发找到祖屋，并拍下照片让这位侨
胞提前看到家如今的模样。

“从联系到见面，简直是‘恩平
速度’！”雷颖不禁由衷点赞。为表
谢意，张权发及其家人还向恩平市
侨联、君堂镇侨联赠送了锦旗。

恩平市侨联主席李小聪表示，
寻根问祖可以让新生代华侨亲身
感受祖籍地的风土人情，了解家族
的历史渊源，从而更好地传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
聚力和向心力。恩平市侨联也将
始终践行“当侨胞贴心人，做侨务
实干家”的宗旨，为广大侨胞做好
寻根溯源的服务。

近年来，华侨华人寻根热潮持
续升温，恩平市通过公安、社区、
民政等多部门联动，依托地缘人
脉资源与网络技术优势，全力助
力侨胞寻亲工作。例如恩平市侨
务部门曾在 1.5 小时内帮马来西
亚侨胞找到失散40年的亲人。据
不完全统计，2024年至今，恩平市
侨联已成功协助20多起侨胞寻亲
工作，为侨胞们架起了与祖籍地
沟通的桥梁。

“侨务部门帮助侨胞寻根续
亲，不仅让侨胞感受到祖（籍）国的
温暖和关怀，更让他们在寻根过程
中深刻体会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在张权
发看来，这种文化认同和情感纽
带，将激励更多侨胞为祖（籍）国的
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江门日报记者 朱磊磊 通讯员 黄峥

1900年，梁启超先生发表《少年中国
说》，激励无数中华儿女自强不息、艰苦奋
斗。6月15日，由江门市侨务局主办的
2025年“少年中国说”华裔新生代中文朗
诵大赛决赛落下帷幕。本届大赛吸引了
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102所华文学校
的1145名华裔青少年参赛，他们以流利
的中文表达和精湛的才艺表演，展现了对
中文的热爱以及对中华文化的深刻理解
和传承。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来自55所华校
的100名选手脱颖而出，成功晋级决赛。
决赛阶段，选手们围绕“新时代的‘少年中
国说’华裔青少年的国际化表达”这一主
题，通过创新叙事方式，以青春话语诠释
家国情怀，在跨文化背景下构建情感联
结，展现华裔新生代的创意活力，彰显中
华文化在新时代的持久魅力，以及家国情
怀的情感共鸣。

感悟家国情怀
华裔学子展现中华文化魅力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

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

年强则国强……”参赛选手们以声传情、
以情动人，用真挚饱满的朗诵演绎《少年
中国说》，精彩的表现赢得了评审团的一
致赞誉。字字珠玑的诵读不仅展现了扎
实的中文功底，更传递出跨越山海的文化
共鸣。

本届大赛吸引众多热爱中文和中华文
化的华裔学子参与。在比赛中，众多选手
不仅展现了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更通过
深情朗诵传递了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与理
解，展现中华文化魅力。多位海外华校师
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大赛不仅为海外华
裔青少年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学习交流、
传承文化的重要平台，更激发了广大青少
年用中文讲好中国故事的热情与动力。

日本同源中文学校的学生刘悦婷表
示：“通过比赛，我第一次了解到江门这座
城市。江门不仅是中国侨都，有着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还孕育了无数海外华侨华
人的根与魂。希望有机会能亲自去江门
看一看，深入了解这座城市背后的故事。”

荷兰壹加教育中心的学生高悠芷分
享道：“为了准备比赛，老师带我们逐字逐
句分析《少年中国说》，让我真正读懂了文
章中‘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的深
刻含义。作为海外华裔青少年，我们要做

中华文化的传播者，让世界听到中国少年
的声音。”

澳大利亚悉尼华夏文化学校的毕老
师表示：“作为一线教师，我很高兴看到越
来越多的学生愿意开口讲中文、朗诵经典
作品。中文朗诵比赛不仅锻炼了学生的
语言表达能力，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情感
上与中华文化产生共鸣。希望这类文化
交流活动能持续举办，成为连接海外华裔
青少年与祖国外交的重要桥梁。”

共谱文化新篇
搭建多元矩阵扩大影响力
本届大赛中，部分选手不仅有着扎实

的中文功底和深厚的文化素养，还以独特
的方式展现了对中华文化的深刻理解。
来自巴基斯坦中巴教育文化中心的冶玉
廉同学以中文和乌尔都语双语朗诵《少年
中国说》，捷克布拉格中华国际学校的集
体演唱《少年中国说》等精彩表现尤为瞩
目，不仅丰富了大赛的形式，也进一步彰
显了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在宣传推广方面，本届大赛充分利用
多平台资源搭建多元矩阵，扩大影响力。
在赛事官网、Facebook、Instagram、小
红书等平台，累计发布赛事公告、选手风

采及文化专题等资讯20篇，累计获得浏
览量超14万次、互动量逾1.8万次，有效
提升了赛事在全球华校及华裔群体中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

另外，本届大赛获得了海外华校的
积极响应，形成了多层次、广覆盖的国际
宣传格局。老挝万象寮都公学、缅甸云
华师范学院等华校通过组织集体练习等
方式积极动员参赛；阿联酋侨星教育学
校、奥地利奥华中文学校、韩国大邱中国
传统文化艺术学院、泰国南希语言学校
等多所华校纷纷在学校官网、微信公众
号、视频号、朋友圈等社交媒体平台自发
分享赛事信息，有效带动了当地华裔青
少年的关注与参与。值得一提的是，俄
罗斯莫斯科我爱华文教育中心充分发挥
自身资源优势，特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专业主持人包家骏为选手开设朗诵指导
课程，为选手提供专业支持，显著提升了
参赛作品质量。

从江门到罗马、从罗马到温哥华、从
温哥华到库尔提巴、从库尔提巴到悉尼，
更加全球化、国际化的“少年中国说”，将
进一步链接全球，推动江门成为中外文化
交流互鉴、中华民族璀璨文明展示、民心
相通的“世界之桥”。

以文为桥 以声传情
“少年中国说”华裔新生代中文朗诵大赛以青春话语诠释家国情怀

江门日报讯（记者/朱磊磊 通
讯员/黄柏军） 6月18日，广东省委
统战部涉侨法规政策专项调研组
一行到访江门市，开展涉侨法规政
策专项调研。

调研期间，调研组到深圳国际
仲裁院江门中心（江门仲裁委员
会）现场考察，并召开座谈会。江
门市委统战部、市人大常委会华侨
外事工委、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
侨联、江海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江海区委统战部等相关部门
代表在座谈会上围绕《广东省华侨
权益保护条例》关于“华侨回国定
居”条款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
办公室、广东省公安厅关于华侨回
国定居办理工作的实施办法》的贯
彻执行情况、《广东省华侨捐赠兴
办公益事业管理条例》施行情况、
广东省涉侨法规政策体系建设情
况等主要调研课题汇报了各自的
做法经验以及意见建议。

其中，江海区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向调研组汇报了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江海基层立法联
系点的建设情况。据了解，2020年
7月，江海区人大常委会被确立为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
联系点，成为广东省第一家“国字
号”基层立法联系点，搭建起“侨乡
声音”直达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的

“直通车”。
调研组充分肯定了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江海基层立法联系
点的做法与经验。调研组认为，在
江门，人民群众和华侨华人是城市
的“主角”，也是民主实践的“主
角”。位于这里的“国字号”基层立
法联系点，一头连着国家立法机
关，一头连着基层群众和侨胞，是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个缩影，
让民主与法治融入人们生活，让世
界听到了温暖而精彩的中国民主
故事。

七旬侨胞回乡寻根

“要让后辈记住根在哪里”

张权发及其家人向恩平市侨联、君堂镇侨联赠送锦旗。

省委统战部涉侨法规政策专项调研组
到江门调研

“国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
做法经验获肯定

江门日报讯（记者/朱磊磊 通讯员/
宋侨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与传
承，近日，国家级非遗蔡李佛拳进校园签
约暨传承基地揭牌仪式在江门市华侨中
学举行。

活动现场，江门市华侨中学、蓬江区
丹灶小学分别与江门市侨乡蔡李佛文化

交流中心完成签约，并为蔡李佛拳传承基
地揭牌。“蔡李佛拳不仅是岭南武术的瑰
宝，更是海外侨胞共同的文化记忆。”江门
市侨联党组书记、主席林春晖表示，市侨
联将继续深入开展侨校合作、侨企合作，
积极推动文化传承，通过“侨+非遗+教
育”创新模式，发挥侨联桥梁作用，推动蔡
李佛拳扎根校园育新苗，促进文化全方

面、多领域交流融合，让更多青少年了解
非遗，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
放更耀眼的光彩。

江门市华侨中学校长李兴伟表示，蔡
李佛拳作为岭南武术瑰宝，蕴含“爱国、修
身、正义、助人”的拳魂精神，未来该校将
深入构建学校“三维融合”传承体系，推动
非遗传承、拓展教育内涵、夯实长效机制，

让蔡李佛拳精神在校园生根发芽。
江门市侨乡蔡李佛文化交流中心党

支部书记赵健伟表示，蔡李佛拳扎根侨
乡、联结世界，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
应以校园为基地传承文化根脉，依托基地
开展跨境交流，让蔡李佛拳成为侨乡文化

“走出去”的亮丽名片，凝聚合力培养新时
代文化传承人。

市侨联发挥桥梁作用

推动蔡李佛拳扎根校园育新苗

专家学者、港澳台侨代表共话“侨乡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碰撞思想火花 传递家国温暖

将中华民族历史观、价值观
融入侨乡公共文化活动
在五邑大地的文脉长河中，梁启超先

生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如一盏明灯，照
亮了侨乡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渊
源。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
络办公室原副主任、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姚
坚指出，江门作为梁启超故里，其名人文
化与历史贡献构成了研究中华民族精神
的重要坐标。“从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到
倡导君子文化，江门的文化基因中始终镌
刻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密码。”他建
议，应深挖侨乡历史资源，将中华民族的
历史观、价值观融入侨乡公共文化活动，
尤其是要挖掘梁启超先生的思想内涵，增
强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华
文化的认同。

这种历史自觉已转化为江门的实践
行动。近年来，江门发挥地处粤港澳大湾
区改革开放前沿的区位优势，以及侨乡文
化底蕴深厚的独特优势，着力打造全国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教育实践基
地。其中，梁启超故居纪念馆被党中央、
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
体”称号，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教育实践基地。

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青年心中生根发芽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从娃
娃抓起。”北京第五实验学校党委书记、
校长阮守华分享了他所在学校的相关教
育探索实践。北京第五实验学校通过构
建立体化育人体系，将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融入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他表

示，江门是全国著名侨乡，江门籍港澳台
同胞、海外侨胞众多，他们的奋斗历程和
爱国情怀是极其宝贵的育人资源。建议
江门讲好他们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
动人故事，讲好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共创
辉煌的时代故事，让学生在这些鲜活的
故事中感受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
心力。

暨南大学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院副
院长张龙平则从高校实践出发，分享了
港澳台侨学生培养经验。“港澳台同胞和
海外侨胞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团结凝聚他们的智慧和
力量，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应有之
义。”他表示，暨南大学的港澳台侨学生
众多，该校近年来在推动港澳台同胞与
国家认同、海外侨胞与中华民族认同、海
外的传播和实践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有益

探索。他认为江门开展侨乡视域下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有力发挥了
侨乡连接海内外的显著特点，有助于将
相关研究的场域延伸到海外华侨华人社
区，希望进一步加强与江门的合作，共同
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湾
区品牌。

在港澳青年连接层面，香港五邑青年
总会创会会长黄达东以“超级联系人”的
角色提出行动路径：推动国情教育进港澳
校园，组织青年“寻根祭祖”感受家乡巨
变，鼓励港澳专业人才投身大湾区建设。

“当港澳青年在祖国家乡的发展中实现个
人价值，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便有了最鲜
活的注脚。”黄达东的倡议，呼应了研讨会
现场涌动的家国温暖——从学术理论到
实践行动，侨乡正以多元路径，让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在青年心中生根发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