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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缅联会青少年委员会成立大会手记
壬寅年适值五四青年节及

中国共青团成立一百年华诞之

际，厦门缅甸归侨联谊会青少年

委员会（以下简称青委会）正式

成立了。厦门市侨联副主席林

中英、集美区侨联主席陈群英、

同安区侨联主席林一亭、海沧区

侨联主席黄秋霞、翔安区侨联主

席朱延望、思明区侨联青委会会

长魏剑、缅联会部分常务理事及

青少年委员会会员共 40 人参加

成立大会。

大会在肃立齐唱庄严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声中开幕。

首先由青委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

柏延宣读《青委会章程》并提交大

会与会人员审议、表决通过。由缅

联会副会长陈婉映宣布青委会常

委会 9 人候选人名单介绍，经事

前线上投票及大会审议通过。大

会选举杨锦强

任青委会会长，

胡纵横任副会

长，陈柏延任副

会长兼秘书长，

周华杰任副秘

书长，郑伟鹏任

文体部长、杜翠

丽任文体部副

部长，曾素琼任

联络部长，黄蔚

任财务部长，李

立云任网络部

长。林中英向缅

联会会长陈汀阳授《胞波薪火》会

旗并与常委会成员合影。

林中英对新当选的各位成员

表示祝贺，对缅联会理事会在青

委会成立中给予的关心和大力支

持表示感谢。同时，也希望青委会

站在新起点上，面对当前新侨情、

新形势。一方面要更多地团结和

联系好广大侨友，另一方面要继

续搭建好缅华同侨友谊桥梁，加

强与海内外缅甸“胞波”交流联络

互动和在厦缅甸留学生的联系。

更要发挥好成员

相对年轻的优

势，继续做好发

展吸纳年轻会员

的工作。

陈汀阳致辞

说，作为缅甸归

侨侨眷、侨属的

年青一代，传承

纯洁的胞波情，

广泛联络缅甸华

侨华人及社团，

激发爱国爱乡的

热忱，促进和发

展中缅人民友谊，责无旁贷。年青

的胞波们要积极行动起来，组织

起来、活跃起来、凝聚侨心侨力，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踔厉奋发，笃行不怠。

新当选的青委会会长杨锦强

及副会长胡纵横分别致辞表示，

青委会将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

格局，助推高质量发展超越，为更

高水平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

国际化城市贡献微薄力量，以实

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要把青委会建设成为学习型

的队伍，把厦门缅联会青少年委

员会办成厦门缅甸归侨侨眷、侨

属之“家”，同时要发扬缅甸华侨

华人、归侨老一辈爱国爱乡、无私

奉献的传统，发挥缅联会青委会

的人才与智力优势，代代薪火相

传下去。

会上，魏剑与侨青、书法作者

吴毅飞向缅联会青委会赠送了

《薪火相传 接续奋进》的书法作

品表示祝贺。大会在男声小组唱

《爱拼才会赢》《我和我的祖国》的

歌声中圆满落幕。

□陈柏延 晨阳

□陈璐

“印侨风采”是印联青委

全新推出的“开讲啦！”系列活

动之一。活动计划邀请各行各

业专家分享成长历程和感受，

希望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凝

聚印联青委的侨情、侨心、侨

力，将正能量传递给侨二代、

三代。

“开讲啦！”首秀的地点选

在侨友书苑，这是一座充满历

史气息的华侨故居———独特

的建筑风格，既有闽南古厝的

味道，又带有浓烈的南洋情

怀。主讲嘉宾则是印联青委们

心目中的榜样———陈裕秀教

授。她桃李满园，粉丝范围广

大，温度与风度同在，风趣与

内涵共存，是一位极具魅力的

“灵魂导师”。

在主持人介绍完后，陈裕

秀让大家称呼她为裕秀老师。

她说比起“教授”这个称呼，她

更喜欢大家称呼她为“老师”，

这样更能拉进彼此间的距离。

在陈老师的娓娓讲述中，

一幅幅画面展现在大家的脑

海里。陈老师出生于印尼的

万隆，经历过印尼的排华风

潮，亲眼目睹过华人为了生

存而抗争，但还是惨遭杀害；

华文高中毕业，在印尼大学

就读，却因华文学历不被认

同无法升学，只得用一年时

间重读印尼文高中。经历了

种种阻碍后，当她踏上了开

往中国的轮船，便在甲板上兴

奋地大声宣布：“我终于踏上中

国的领土了”。而当汽笛声响

起，轮船离开码头的那一刹那，

她才想起此去长路漫漫，不知

何时才能再见父母亲人，眼泪

瞬间涌出。

回国后，陈老师在北京华

侨补习学校学习一学年后参

加高考，考入了北大，可大学

生活才刚刚开始，又经历了那

场史无前例的文革。1970 年

初，她被分配到福建省军区农

场，开始了为期一年半农民生

涯，从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文

弱书生，到最后离开时可以挑

起 160 斤的重物。

1971 年农场重新分配，陈

老师来到位于永安的“八一工

程指挥部”，福建省维尼纶厂

的前身，经历了建厂劳动、当

学徒工和进口资料翻译的另

一种生活，其间的辛劳是现在

的我们无法想象的，可陈老师

说起来却是兴致勃勃。当被问

到：“你经历了那么多困苦，还

是始终不忘回国的初心，是什

么支撑了你？”，她笑着说，“祖

国就是母亲，子不嫌母丑，犬

不择家贫。”

1976 年陈老师开始了第

三次身份转换，调到厦门大

学，从资料员到厦大外文学院

副教授。她曾任外语教学部副

主任，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学

奖。1984 年作为首批公共英语

教师出国进修，回国后潜心致

力于公共英语教学改革。

对于这些成绩，她却轻描

淡写地一句带过，她说这是她

的本职工作。她最不能忘却

的，是初到厦大被分配到“英

汉成语词典组”，文革期间受

迫害的老教授们在恢复工作

后对年轻一代的传帮带。老教

授们的教导让她受益无穷。

2009 年到 2011 年，退休后的

陈老师，出任美国加州圣地亚

哥州立大学任孔子学院中方

院长，从到任时外方院长设障

碍刁难，到次年年底两人合作

获得中国汉办授予当年“优秀

孔子学院”称号，再到外方院

长挽留她再任一期，这两年的

经历又是一场挑战、一次历

练。

“人生的旅途不是一帆风

顺的，当逆境来临时，我随遇

而安不暗自哀怨，不随波逐

流。人生处处是课堂，任何一

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你的老师，

学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

己。”这是陈老师讲得最多的

一句话，也是我们感受最深的

一句话。

两个半小时的活动结束

了，大家意犹未尽，纷纷询问

什么时候可以再次聆听陈老

师的分享。

来自青委们的“听后感”
陈晓鹭：聆听印侨前辈青年旅程

故事，汲取人生启迪。“五四”103 周

年的午后，现场感受裕秀老师赤子归

国之热望，虽经不可抗的时代锤炼，

在挑战与机遇相随，意外与信念相伴

之余，始终初心不变，我们实实在在

领略了她爱国敬业、积极乐观的印侨

特质。

颜梅：“开讲啦”第一期很成功，

气氛活跃，交流愉快，有下午茶，有游

戏，组织者很用心，赞！收获：人生并不

是一帆风顺，无论顺境逆境，始终保持

良好心态，积极乐观，认真对待每一件

事，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王励红：听完陈老师的人生经

历，被她的拳拳爱国心深深感动。陈

老师身上的许多优点值得我们学习，

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像陈老师这样有

魅力的女性，播撒温暖，把快乐带给

别人。

洪志嫱：聆听归侨故事，增加对

侨史的了解。陈老师睿智、谦逊、豁

达、通透，对国家、人生、学问、处世的

理解和态度，值得学习，受益匪浅。

陈雪芬：在“五四”青年节，这个

特别的日子，感谢裕秀老师作为“印

侨风采”《开讲啦》主讲嘉宾为印联青

委开讲！陈老师分享她亲身经历及成

长过程，生动有趣，感人至深，不同时

代都有我们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青委们受益匪浅。

李智煌：我也是真正带印尼血统

的侨二代，外婆是印尼土著人，从小

由她帮忙带大的，我很喜欢听我们老

前辈的故事，有种回到童年被呵护的

感觉。我对印联会感情很深，也很愿

意付出，但相比老侨前辈们，逊色太

多了，向前辈们致敬、学习！裕秀老师

的分享，让我们更珍惜当下，展望未

来，凝聚侨情、侨心、侨力。之前我还

处于迷茫中，但现在陈老师的一席讲

座让我“开窍”了，认知自己，做好本

分，再力求创新，我很荣幸在成长之

路能遇见这样的前辈，同时也感恩我

们有这样的一支团队：厦门印联，友

爱一家人！印联青委会将继续传承和

发扬下去。
北京孔子学院院长大会，陈裕秀与所在大学主管副校长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