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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优势以“侨”建“桥”

———厦大侨联第九届委员会以行动践初心担使命
厦门大学归国华侨联合会

（以下简称“厦大侨联”）成立于

1981年 12月 30日，是全国高校

最早成立的侨联组织之一。现有

在册会员 120多人，侨居国覆盖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

日本、美国等 16个国家。

40 年来，在校党委的坚强

领导和全力支持下，厦大侨联

秉持陈嘉庚先生的立校志向，

紧紧围绕侨联工作的定位和使

命，重视思想政治引领，着力

加强自身建设，在履职尽责中

突出侨的特色，汇聚侨的力

量，充分发挥学科荟萃、人才

集聚的优势，精心打造高校侨

联品牌。

厦大侨联第九届班子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

致厦门大学建校 100 周年贺信

精神，在主动担当中践行初心，

积极开创侨务工作新局面。

取之于侨，用之于侨

建设华侨之家共同家园
爱国华侨庄中坚博士和陈

卿卿博士共同捐建的“华侨之

家”是厦大侨联会员们共同的

家，华侨之家的收入也一直是

厦大侨联活动经费的来源。

近年来因年久失修，收入

不仅无法解决活动经费需要，

就连经营华侨之家的员工工资

都无法支付，入不敷出。通过第

九届委员会的多方争取和协

商，学校同意于 2019 年启动华

侨之家的修缮改造加固工程。

华侨之家于 2020 年 12 月完成

相关工程改造，并于百年校庆之

际正式揭牌重新启用。按照约

定，华侨之家由厦门大学学术交

流中心经营，每年捐赠一定的收

入作为侨联的活动经费。

与此同时，在中国侨联和

省市侨联的大力支持和推动

下，困扰多年的厦大侨联的社

团法人资格注册问题也得到

了妥善的解决。可以说，“华侨

之家”承载着许多老华侨的期

待与爱心，不仅是服务侨胞、凝

聚侨胞、团结侨胞的温暖之家，

还为厦大侨联提供了活动经费

和活动场所，是高校侨联“取之

于侨、用之于侨”工作模式的典

范。

加强联系，延续情谊

增进海内外侨胞联谊
七年来，中国侨联、省市侨

联的领导多次到访厦大侨联进

行视察指导。厦门大学党委常

务副书记李建发曾代表厦门大

学在中国侨联推进全国高校侨

联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作题

为“弘扬嘉庚精神凝聚侨智侨

力———创新推动高校侨联工作

高质量发展”的报告。

厦大侨联十分重视与统战

部门、各级侨联组织的联系与

交流，多次赴省市侨联和中国

侨联汇报工作，也得到了统战

部门和各级侨联组织的关心和

帮助；重视加强与国内侨联和

侨友们的沟通与联系，延续传

统情谊的同时不断扩大侨联朋

友圈；积极配合中国侨联，省、

市侨联及校统战部等协办了多

期的海外侨领培训班、嘉庚班

等，借此建立了广泛的海外联

络；接待全国侨联系统财务人

员培训班、河北省侨联、晋江市

侨商会和晋江市总商会、北海

市侨联考察团等省内外侨联相

关团体的来访，以及兄弟院校

武汉大学、天津大学、厦门理工

学院等侨联团体来访；同时，积

极组织会员参加省市侨联组织

的各项活动，如每年的“侨界健

步行”等活动。

海外联系方面，近年来厦大

侨联多次接待华侨之家捐赠人

庄中坚先生，还赴菲律宾拜访华

侨之家捐赠人陈卿卿博士等，前

往新加坡参加新加坡厦门公会

成立 80周年，到马来西亚拜访

马来西亚福建商会和厦门商会，

接待校友华侨胡金定先生（2014

年）、菲律宾侨中学院校友总会

参访团（2018年）、新加坡厦门公

会代表（2018 年）、北美“寻根之

旅”华裔青少年夏令营等（2019

年），与泉州菲华联谊会交流

（2014年），赴马来西亚校区调研

（2018年），走访武平县旅居加拿

大华侨钟联胜先生（2020年），走

访德国福建商会（2020 年）。

尽职履责，奋发有为

展现高校侨联工作新风采

1994 年，校侨联主席曾淑萍与庄中坚

博士、陈卿卿博士及其亲友合影

2014 年 11 月，厦门大学侨联参加市侨

界健步行

2019 年 7 月，由中国侨联和同安区侨

联举办的北美“寻根之旅”华裔青少年夏

令营 50余人走进厦门大学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打造高校侨联智库等校地合作新模式

2018 年 10 月，由福建省侨联，厦门市

侨联，厦门大学侨联共同组建的闽侨智库

厦门大学中心成立

多年来，厦大侨联会员怀抱

着报效祖国的初心，充分发挥建

功新时代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取得了十

分优秀的成果，展现了侨联会员

的新风采。七年来，获得侨联相关

表彰或者专家称号的有：

焦念志、程璇、姚俊峰被增聘

为中国侨联特聘专家；郑南峰荣

获“中国侨界贡献一等奖”；史大

林获科学探索奖；郑通涛、吴乔、

李庆阁、谭绍滨荣获“科技创新人

才奖”，孙世刚、朱建平、赵金宝、

谢素原、卢英华、林昌健、焦念志、

戴李宗等专家的项目荣获“科技

创新成果奖”“科技创新团队奖”；

陈有理、黄梅荣获“厦门市侨联系

统 2012-2013 年度优秀基层侨联

工作者”，多位新侨人才获得中国

侨界贡献奖。

2016 年，厦大侨联建言献策

工作获得省侨联表彰。

2020 年，厦大侨联获 2019 年

度全省侨联系统信息传播工作先

进集体特等奖。

程璇担任福建省第十三届人

大代表、厦门市第十三届政协委

员；黄冠华担任思明区第八届政

协委员。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厦大侨联

将继续发挥优势，凝聚侨心、汇聚侨

力，不断开创侨务工作新局面。

2018 年 10 月，由福建省侨

联、厦门市侨联、厦门大学侨联

共同组建的闽侨智库厦门大学

中心成立。这是福建省侨界首

家智库，是落实中央关于“拓展

新侨、拓展海外”工作方针、中

国侨联关于“地方侨联 +高校

侨联 +校友会”工作模式的一

次积极探索。

在团队建设方面，闽侨智库

厦大研究中心积极依托厦门大

学南洋研究院 /国际关系学院、

信息学院、台湾研究院、经济学

院等多个优势学科的研究力量，

并敦聘了李明欢、庄国土、刘国

深等著名学者担任智库顾问，并

已发展专家成员 43人；在专报

工作方面，以《侨情专报》为载

体，将学术研究转化为智库成

果，积极建言献策，截止到 2021

年 9 月，该中心的专报信息文稿

被中国侨联、省委办、省政府、省

政协、省侨联、市委办、市政府等

采用共计 152 篇（次），超过工作

指标一倍以上，充分发挥了厦大

侨联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社会

工作职能，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省

侨联系统信息传播工作先进集体

特等奖；在调查研究方面，每年组

织闽侨智库厦大研究中心及厦大

侨联的骨干专家实地调研，中心

成立三年来共承担市侨联系统调

研课题 29 项，完成多篇前瞻性高

质量调研报告。

厦大侨联认真贯彻落实人才

强国战略，大力推进高校与侨商侨

企的“产、学、研”合作，推动高校侨

联与侨商会强强联合，打造“专家

学者 +侨商侨企”工作模式，取得

“1+1>2”的显著效果。

2017年，厦大侨联与厦门市侨

商会共同举办“现实与前景：大数

据与人工智能”南强讲座，邀请

IBM大中华区董事长来校讲授，促

进了专家学者与行业精英的沟通

交流；百年校庆期间，厦大侨联与

厦门市侨商会正式建立战略合作

关系，创建“产学研合作教育基

地”，共同举办“厦大百年共谋发

展”圆桌会议；2021年 6月合作举

办“产学研人才合作对接会”，搭建

人才产业供需的交流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