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纪念万隆会议召开

70 周年，弘扬团结、友谊、合

作的万隆精神，4 月 23 日下

午， 厦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

举办纪念万隆会议 70 周年

回顾分享会，在厦印尼归侨、

侨眷相聚一堂， 重温万隆会

议历史， 共话万隆精神时代

内涵。各区侨联相关负责人，

各归侨联谊会负责人等应邀

参加活动。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

授施雪琴作主题发言， 从学

术视角出发， 系统解读了万

隆会议推动亚非民族解放运

动的历史意义、 万隆会议对

中国及华侨华人的重要意义

以及万隆会议的时代精神，

并结合当下国际形势和中印

尼建交 75 周年历史节点，指

出弘扬万隆精神在推动全球

南方凝聚共识、 携手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具有重

要作用。

吴警声、 邱笑萍、 邱美

璋、 郭光辉等四位印尼归侨

分享有关回忆， 通过口述历

史、展示老照片等形式，深情

回顾了他们及其亲属当年参

与会议、见证历史的故事，以

及归国后投身祖国建设的经

历， 言语间饱含对历史往事

的追忆、 对周恩来总理等老

一辈革命家的缅怀和对和平

发展的期盼。

厦门市侨资企业联络

中心主任林希现场回顾了

对印尼侨领洪载德的采访。

洪载德曾组织印尼华侨支援

委员会，为万隆会议期间周

恩来总理及中国代表团的

安全保驾护航，成为一代印

尼侨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

的缩影。其在促进中印尼友

好交往、 维护华侨权益、支

持祖国家乡建设等方面的

事迹， 更是展现了侨胞心系

桑梓、报效祖国的赤子情怀。

厦门市菲律宾归侨联谊会

会长杨行健阐述了万隆精

神在应对全球治理挑战、构

建多边合作机制等方面的现

实意义，并进一步探讨如何弘

扬万隆精神及其时代价值。

厦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

会长陈晓鹭在总结发言中表

示， 万隆会议不仅是国家外

交的里程碑， 更与华侨华人

的命运息息相关。 希望与会

侨友们继续发扬“爱国、爱

乡、爱侨”的优良传统，充分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将万隆

会议的精神代代相传， 在推

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

外人文交流中贡献智慧和力

量， 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

国际秩序、 推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和社会和平发展书写

新的时代篇章。

现场还播放了万隆会议

有关历史影像和周年纪念活

动集锦视频， 画面重现了周

恩来总理等领导人的风采以

及各国代表热烈讨论的场

景，在场侨友无不倍感振奋、

深受鼓舞。

活动在全场合唱印尼经

典歌曲《哈啰哈啰万隆》中圆

满落幕， 旋律里回荡着跨越

时空的和平理念与情怀，歌

声中凝聚着侨心侨力， 激励

印尼侨胞铭记历

史、携手前行。

（文 / 图 李佳澍

张倩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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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尼相融·文化交流”

亲子文化体验活动走进同安

4 月 20 日下午，由同安区侨

联、 厦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同

安区文化事务中心联合主办，厦

门市在华印尼学生协会承办的

“中印尼相融·文化交流”亲子文

化体验活动（第一期）在同安区

文化馆正式开班， 同安区 20 组

小学学生及其家长参加了活动。

印尼籍留学生老师吴妮嘉

用流利的普通话、 亲切灵活的

教学方式向大家介绍印尼的传

统乐器“昂格隆”和印尼童谣。

活动中， 印尼留学生老师启发

孩子们摇摇昂格隆、 唱唱印尼

歌， 把简单的印尼童谣摇出了

优美的旋律，通过互动游戏、传

统服饰和音乐乐器等丰富多彩

的形式，让孩子们在“玩”的过

程中开阔视野，在“学”的同时

享受乐趣， 在活动中感受印尼

文化。

同安区文化馆负责人表示，

此次活动不仅加强中国同印尼

之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也

对中小学生进一步了解印尼文

化很有帮助，接下来同安区文化

馆将继续推进 4 月 26 日“中印

相融·文化交流” 亲子文化体验

活动（第二期）顺利举办。

（同安区侨联供稿）

4 月 21 日， 马来西亚

砂拉越州余清禄先生一行

莅临海沧寻亲， 祖孙三代

跨越山海， 追寻洪氏家族

记忆， 与渐美乡亲共话桑

梓情。

21 日中午， 余清禄祖

孙三代一行飞机抵厦后，

在鼓浪屿街道侨联原主席

许一心、 主席胡旻的陪同

下，直奔海沧区侨联，感谢

海沧区侨联主席黄秋霞、

副主席林琳等人的热心助

力， 圆了他们数年的寻亲

梦。

随后，众人一起来到余

清禄妻子

洪惠莉的

祖籍地渐美

村。 百余年

前， 洪惠莉曾

祖父携妻带子下南

洋，辗转新加坡、马来西亚

古晋和民那丹， 终老都未

曾回渐美村与家乡亲人团

聚，到现在已经是第五代。

在村干部的带领下，

余清禄一行参观了渐美村

的村容村貌。 如今的渐美

村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

“全国文明村”， 不仅保留

了原汁原味的闽南风情，

还完善了基础设施， 打造

出宜居宜游的美丽乡村新

风貌。 参观结束后，海外嘉

宾纷纷赞叹海沧的优美环

境和人文魅力。

大家在渐美村幸福食

堂开展座谈交流， 现场气

氛热烈而温馨。 海外嘉宾

们讲述了马来西亚砂拉越

州的历史以及祖辈漂洋过

海、 在异国他乡奋斗

的艰辛历程。 渐美

村村干部详细

介绍了渐美村

近年来在乡村

振兴 、 文化建

设、 民生改善、

生态环境治理

等方面取得的成

果，同时表示，家乡始

终是海外侨胞的坚强后

盾，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

把海沧的故事讲给更多海

外的亲人听， 让这份血脉

亲情代代相传。

此次寻根之旅，不仅让

海外侨胞找到了血脉根源，

更让年轻一代深刻感受到

了家族的传承与故乡的温

暖。 （海沧区侨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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