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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记者/朱磊磊 通
讯员/黄峥）近日，由市侨务局主办
的2025年“少年中国说”华裔新生
代中文朗诵大赛评审结果出炉，20
名选手获得“少年风采奖”以及来华
研学资格。

大赛自2月10日启动以来，得
到多国华文学校支持，共吸引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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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
盖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四大区
域。经过初赛复赛两轮选拔，最终
有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的55所华
文学校的 100名选手成功晋级决
赛。决赛阶段，选手们以“新时代的

‘少年中国说’华裔青少年的国际化
表达”为主题，结合自身成长经历，
讲述学习中文、传播中华文化的故
事，展现新时代华裔青少年的精神
风貌与文化担当。

“很多选手的作品深深打动了我
们。他们通过讲述家族故事、自身经
历，将对祖（籍）国的情感融入演讲
中。”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副院长、汉语
言国际推广中心主任张礼表示，“语
言是文化的载体，而这次比赛让我看
到语言如何成为心灵的桥梁。这种
情感传递，跨越了国界与地域，让《少
年中国说》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在新时
代焕发出更强大的共鸣力量。”

五邑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
研究院院长刘进表示：“我们清晰地
感受到选手们对‘新时代的少年中国

说’这一主题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家
国情怀的生动诠释。他们不仅用语
言表达情感，更以真挚的情感和独特
的视角，展现出新时代华裔青少年对
中华文化的身份认同与责任担当。”

在众多选手中，法国巴黎精英中
文学校的冯法妮和老挝万象寮都公
学的叶璐琳表现尤为出色，获得了评
审的一致好评。冯法妮以流利的中
文、饱满的情感和富有感染力的表
达，生动诠释了《少年中国说》的深刻
内涵，与百年前梁启超先生的爱国情
怀遥相呼应。叶璐琳则以真挚动人
的演讲，诉说着华裔青少年“身在海
外，心系祖国”的家国情怀。她将祖
辈的奋斗故事与当代青少年的文化
使命完美融合，展现了新时代“少年
中国”的精神风貌。两位选手的精彩
表现，是海外华裔青少年文化自信的
生动写照，激励着更多华裔新生代以
中文为桥，以文化为魂，共同书写属
于新时代的“少年中国说”。

据悉，获奖的20名选手及其指
导老师将受邀参加7月底在江门举
办的研学营。作为“中国侨都”，江
门拥有深厚的华侨历史底蕴与独特
的侨乡文化，此次研学营将带领选
手们走进侨乡核心地标，参观梁启
超故居纪念馆、开平赤坎华侨古镇、
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等地，通
过实地探访、互动体验，近距离感受

“侨”文化的温度与力量。研学营行
程等信息将于近期公布。

2025年“少年中国说”华裔新生代中文朗诵大赛结果出炉

20名选手获得“少年风采奖”

江门日报讯（记者/朱磊磊 通
讯员/黄柏军）近日，江门恩平籍旅
委侨领、委内瑞拉华助中心副主任、
委内瑞拉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
长黄冠溢等一行6人来到蓬江区杜
阮镇，开启寻根之旅。杜阮黄族宗
亲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黄耀钧等宗亲
热情相迎，双方共叙江门黄氏情谊，
共话家族传承。

在黄耀钧引领下，黄冠溢一行
参观了坐落于杜阮镇三和里的黄氏
大宗祠。侨胞们穿行于总面积
1200多平方米的祠宇之间，目光流
连于古朴的抬梁斗拱、精雕的神龛
花眉，无不为这凝聚古典建筑智慧
的宗祠而赞叹。

据记载，黄氏大宗祠是为纪念
广东黄氏开基始祖居正公长子源深
而建，与江门市文物保护单位米氏
太夫人墓同为海内外杜阮黄氏族人
重要的祭祀与寻根场所。该宗祠于
2012年5月动工重修，在地方政府、
热心宗亲及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的支

持下，耗时11年竣工。
黄冠溢感慨道：“黄氏大宗祠是

世界各地杜阮黄氏家族的精神家
园，见证了黄氏家族的历史和传
承。”据《广东居正公黄氏总谱》介
绍，黄氏一族定居杜阮已有800多
年历史，如今源自杜阮的海内外黄
氏宗亲已逾80万人。

桑梓情深，反哺故园。据了解，
黄冠溢始终心系故乡恩平，长期出钱
出力支持恩平市江夏爱心互助协会，
定期开展扶贫助学等慈善公益活动，
并积极发动宗亲捐款奖学助学。自
2019年起，他坚持每年举行奖学助
学活动，为恩平市教育事业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

活动中，黄冠溢向杜阮黄族宗
亲联谊会捐赠了会务经费，杜阮黄
族宗亲联谊会向黄冠溢回赠《广东
居正公黄氏总谱》。一份捐赠，一部
族谱，恰似跨越重洋的纽带，将故土
与游子的心，在宗祠的香火中紧紧
相连。

江门日报讯（记者/朱磊磊 通
讯员/黄柏军）蔡李佛拳是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起源
于江门新会，海内外弟子超 1000
万，遍布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是联结海外侨胞的关键文化纽
带之一。近年来，市侨联以侨为
桥，推动“侨武融合”，全力推动蔡
李佛文化进校园、进村（社区），助
力非遗传承活化。

为加强蔡李佛拳的传承活化，市
侨联创新推出“侨武融合”发展模式：
一方面整合新会蔡李佛始祖拳会资
源，在长堤历史文化街区设立侨乡蔡
李佛文化交流中心；另一方面协调常
安社区镇东路的两幢物业，打造“国
家非遗蔡李佛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同时，市侨联采用“侨力+非
遗+教育”的模式，为非遗传承注入
新活力，目前已深入7所院校开展相
关工作，惠及学生超1100人。其中，
广州华立学院江门校区设立龙狮武
术社团、开设蔡李佛拳选修课，并开
展相关科研合作；江门市华侨中学举
办蔡李佛拳进校园签约暨传承基地
揭牌仪式，构建“三维融合”传承体
系；江门市范罗冈小学、江门市启明

小学设立武术醒狮班；蓬江区丹灶小
学成立蔡李佛醒狮（武术）、中医药两
大社团；江门市特殊教育学校将蔡李
佛拳基础动作改编为“适应性拳操”，
融入康复训练课程，为特殊学生带来
独特的康复体验。

此外，市侨联在蓬江区常安社
区、新会区崖门镇京梅村等地举办或
参与众多活动，如锦绣中华——2024
年中国侨都非遗武术大会之武侠梦
工厂活动、2024年中国侨都（江门）文
化互鉴·同心筑梦嘉年华活动暨大湾
区蔡李佛“龙腾盛世 狮舞中华贺国
庆”活动、“龙腾狮舞 金蛇献瑞”2025
年江门市龙狮巡游活动等，积极推广
蔡李佛文化。

近年来，市侨联助推“百千万工
程”和侨村融合发展，对接省侨联资
源支持京梅村建设蔡李佛拳“数字+
实体”沉浸体验项目，打造“功夫侨
村”。京梅村现已入选广东省“百千
万工程”首批典型村，年接待游客超
10万人次。同时，组织海外华文媒
体走访蔡李佛传承与创新发展项
目，制作《侨见》短视频600多期，播
放量近1300万次，有力提升了蔡李
佛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市侨联推动“侨武融合”

助力蔡李佛拳传承活化

委内瑞拉侨领回乡寻根

共叙江门黄氏情谊

“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风韵南粤·广东江门营）走进江海

侨乡魅力“圈粉”海外华裔青少年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陈婵
通讯员 麦铧泽

“这礼乐碟仔排骨，我吃了十几碟还
不过瘾！”7月7日中午，在江海区一家餐
厅，来自圣马丁华侨华人会馆中文学校
的聂睿鑫舔着嘴唇说道，他面前的瓷碟
已叠成“小山”。这是“亲情中华·中国寻
根之旅”夏令营（风韵南粤·广东江门营）
中生动的一幕。

此次夏令营由市委统战部指导、五邑
大学承办，营员先后前往江门各县（市、
区），在侨乡开展文化寻根之旅。在江海，
44名海外华裔青少年深入了解了这里的
创新发展成果和历史文化沉淀，沉浸式感
受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生机。

感受创新发展活力
7月7日上午，营员们首先来到粤湾

云谷智慧产业园，这里有着众多充满活
力的创新型企业和怀揣创业梦想的团
队，共同构建起一片生机盎然的创新生
态。大家还深入了解这里的八大服务孵
化体系与电商“4+1服务生态系统”，以
及多个创新项目的成长历程。

随后，营员们走进珠西先进产业优
秀人才创业创新园。作为广东首批粤港
澳大湾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和中国
（江门）“侨梦苑”华侨华人创新创业集聚
区核心基地，该园区以“孵化器+科技金
融+创业创新基地”为核心，吸引众多境
外创业者纷至沓来，也让前来参观的营

员们感受到湾区发展的强劲动能。
“江海人的平均年龄只有36岁！”参

观过程中，营员们还通过解说员的讲解，
了解到江海区创新发展活力的来源之一
——人口红利。近年来，随着产业的快
速发展，江海区人口每年增加约1万人，
户籍人口年均增长2.5%，江海区外来人
口也在2024年超过本地户籍人口。

触摸民主法治脉搏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江海基层

立法联系点，营员们通过“立法直通车”

机制，直观触摸民主法治的脉搏。
作为广东省首个国家级基层立法联

系点，江海基层立法联系点自2020年成
立以来，已累计完成123项立法意见征集
任务，上报3949条意见建议，其中393条
被国家立法机关采纳。这种“开门立法”
的创新实践，让海外华裔青少年们深刻
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

“在江海，普通民众的声音可以搭乘
‘立法直通车’，顺利传达至立法机关。”
来自多米尼加的何妙莹指着墙上的立法
故事感慨道。

坚定侨乡后代文化自信
到了中午，营员们集中品尝了江海

区特色美食，大家都对其中的礼乐碟仔
排骨赞不绝口。

这道用本地土猪肋排“即点即蒸”制
成的传统美食，让来自美国的 Kuang
Ansonjoe想起家的味道：“这里的排骨和
猪肠特别好吃，我在家里也经常吃这些！”
同样来自美国的曾淑敏则对“江海鲜锅”
赞不绝口：“家乡的海鲜特别鲜美。”

除了品尝江海美食，营员们还走进江
海区景贤实验学校，深入了解了江门在教
育领域的发展成果，设施齐全的图书馆、实
验室等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随后，营
员们与该校学生开展了一场篮球友谊赛，
共同挥洒汗水，在运动中互动交流。

“这次参观让我收获颇丰，每个地方
都带给我独特的体验。回到家后，我一
定会把在这里感受到的文化魅力分享给
朋友们，让更多人了解我的家乡——这
里不仅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更充满着创
新活力和发展生机。”来自圣马丁华侨华
人会馆中文学校的伍永希表示。

据悉，此次文化寻根之旅的核心目
的在于让海外华裔青少年感受祖（籍）国
日新月异的发展，深刻理解“血脉相连”
的内涵。无论身处何方，坚实的文化根
基与精神后盾始终是这些海外华裔青少
年的底气，这份联结将激励一代代侨乡
后代坚定文化自信，成为中华文化的传
承者与传播者。

海外华裔青少年在粤湾云谷智慧产业园了解江海区的创新生态。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朱磊磊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那个战火纷
飞的年代，无数五邑籍华侨华人挺身而
出，或捐款捐物，或投身战场，为取得抗
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时过境迁，如今走进中国侨都华侨
华人博物馆（以下简称“侨博馆”），我们
可以透过文物和史料，了解到五邑籍侨
胞为抗战胜利奉献青春与血汗的历史。
一份记录历史的资料，一个锈迹斑斑的
水杯，一张浸染岁月的旧报纸……每一
件展品都是“沉默的证人”，诉说着五邑
籍华侨华人在战争中的抉择与行动。

展现文物史料背后的烽火岁月
置身侨博馆，面对3万多件文物和

史料，参观者仿佛在翻阅一部看得见的
近代史。其中，“铸就丰碑”展示区就通
过图文解读、实物展示、场景设计等形
式，展现了一段段尘封的抗战历史、热血
故事。

“如果国家没有了，哪里还有家。有
国才有家。”一件衣服、一个布袋、一张
1940年的卖子契约书，讲述着爱国华侨
郑潮炯当年支援祖国抗日救亡的旷世义
举；陈列在展柜中的一块留有斑驳印记
的金属残片，是“飞虎队”队员、江门台山
籍华人李庚申用猎刀切下的日军零式战
机残骸的机翼残片，勾勒出“飞虎队”中
五邑籍侨胞的英勇身影……

抗战期间，五邑籍华侨华人有的参
加各类爱国团体，捐款捐物、宣传抗战；
有的亲身参与抗战，或是身先士卒在前
线作战，或是在大后方运输战略物资。
每件展品的背后，都是一段海外华侨华
人热血报国的故事，勾勒出五邑籍侨胞
的英勇身影，也将他们在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所作的贡
献具象化。

“这些实物资料反映了华侨华人与
世界人民同仇敌忾、并肩作战的历史，凸
显了华侨华人的爱国情、报国志。”江门
市博物馆副馆长张一知表示，在漫长的
抗战岁月中，华侨们始终以饱满的热情、
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投
身于这场反侵略战争，付出了自己的热
血、青春和生命。图文并茂的展览也给

游客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了展览很
激动，我们非常有必要缅怀侨胞们的丰
功伟绩，尤其是作出重大贡献的侨胞，他
们是用生命和鲜血在谱写历史。”游客张
世恩感慨道。

融合更多力量共续历史回响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侨博馆还将推
出多项主题展览，在侨乡传承抗战记忆。

今年8月15日，侨博馆将与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澳门口述历史协会
联合举办“勠力同心 共赴国难”澳门同
胞抗战展，共同铭记和回顾澳门同胞支
援抗战的伟大历史。“展览将展示抗战时
期澳门社会生活、澳门社会各界参与抗
战等内容。”张一知介绍，该展览还将融

入与江门紧密相关的新内容，这部分通
过深入挖掘得来的内容都是首次与公众
见面。

“江门与澳门在抗战时期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不少五邑籍人士在澳门生
活，他们在抗战中积极投身到保卫祖国、
支援抗战的行动中。展览将通过丰富的
图片、珍贵的文物以及翔实的史料，生动
地展现澳门同胞，尤其是五邑籍同胞在
抗战中的英勇表现。”张一知说。

此外，8月期间，侨博馆将推出“文化
大营救”专题展。1941年12月，香港沦
陷，滞居香港的文化界知名人士、爱国民
主人士越过重重封锁、安全撤离香港，完
成震惊中外的粤港“文化名人大营救”。
该展览将向市民介绍当年从香港撤退的
文化界人士经过江门的这一段历史。

“如今，越来越多青春力量加入到传
播华侨华人故事的队伍中。”张一知介
绍，为了让伟大抗战精神更好地传承下
去，侨博馆积极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暑假伊始，“红心向党，瞧见未来”青
少年夏令营便已准备就绪。在该夏令营
中，青少年们可以通过参观展览、聆听讲
解、与专家交流等方式，深入了解每一件
展品背后的故事，了解五邑籍华侨华人在
抗战中的贡献。夏令营还会鼓励青少年
以自己的视角和语言，向更多人讲述五邑
籍华侨华人的抗战故事，弘扬抗战精神。

“我们要回顾、珍藏历史，才能更好
地缅怀先烈，铭记历史，传承华侨精神，
展望美好未来。”张一知说，“我们也希望
动员更多年轻力量，将先辈的故事传扬
到新一代的心中。”

侨博馆展现五邑籍华侨华人在抗战期间作出的重要贡献

让伟大抗战精神在侨乡赓续传承

在侨博馆“铸就丰碑”展示区，参观者通过图文、实物等回顾海外侨胞的抗战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