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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馆 提供
“永定侄：……

为成义楼正面柱
白石配红彦只，
不正雅观，兹可
取用之。惟后
面尚有四支柱，
决不仿用，将
所打成之石，
可作礼堂底座
之用……”这

是陈嘉庚先生写给原厦
大建筑部主任、华侨博物院原院长陈永定

先生的信，在信中指定厦大成义楼、建南大礼
堂建设用什么样的砖头和石头。

陈永定是陈嘉庚晚年工作的重要助手，为
沟通厦大扩建和华侨博物院筹建工作，陈嘉庚
给陈永定写了大量书信。2021年1月，97岁高
龄的陈永定安然辞世，根据他的遗愿，子女们将
60封嘉庚先生亲笔书信捐赠给陈嘉庚纪念馆。

本周六，2022年“嘉庚文化周”将在本报读
者节上启动，届时将举行陈嘉庚先生亲笔书信
捐赠仪式，并展出部分书信。欢迎市民朋友来
白鹭洲音乐喷泉广场一起见证。

一批70年前书信
承载陈嘉庚陈永定

为家乡建设倾注的心血

1925年，陈永定出生在马来亚，是陈嘉庚
的族亲。1950年的一天，在泉州集友银行工作

的陈永定接到陈嘉庚的“调令”，回厦任厦大建
筑部主任，负责厦大上弦场建筑群以及国光、
芙蓉等楼群的扩建事务。此后，陈嘉庚又指派
他负责华侨博物院的建设。

因沟通建筑相关事宜，陈嘉庚与陈永定开
始频繁书信往来。这批亲笔书信，承载着70年
前两位先辈为建设厦门大学、华侨博物院倾注
的汗水和心血。

一份手绘设计图
找不到满意的瓦片

陈嘉庚亲手画出改良图

从这批书信可以看出，陈嘉庚对厦大校舍
的扩建十分关注，从筹集资金到建筑的设计选
材、施工监督、工程验收等，事必躬亲。大到各
类钱款的用度，细到瓦片的改良、工人的工资，
嘉庚先生都会亲自交代，再由陈永定逐一落
实。陈嘉庚有记账的习惯，对学校的建筑工程
账目了然于心，并在信中交代汇款明细和用
途。

在厦大扩建期间，近八十高龄的陈嘉庚经
常去学校巡视，发现不满意的地方，就写信让陈
永定整改。在一封信中，陈嘉庚觉得市面上的
瓦片设计不妥，便自己画了简单的设计图，指导
陈永定对瓦片进行改良。

陈嘉庚给陈永定写的信，有时用的是解放
前的集美学校用纸，甚至是一张白纸。可见嘉
庚先生十分节俭，没用的纸都会保存下来。

“这些嘉庚先生亲笔书信，为我们研究陈
嘉庚回国后扩建厦大这段历史补充了许多细
节资料，也为一些以往难以求证的史实提供
了很好的佐证。”陈嘉庚纪念馆相关工作人员
说。

欢迎您拨打本报热线968820，或通过新浪微博
“@厦门日报”、微信公众号“厦门日报”留言自荐或
推荐。

“十佳读者代表”自荐推荐标准
1.长期关注厦门日报社旗下媒体、新媒体，与

厦门日报社旗下媒体、新媒体之间有特别深厚的感
情或特别动人的故事。

2.遵纪守法，作风正派，无不良记录。

本报记者 苏丽娜
本周六读者节上，厦

门工行将带来“工享数币
礼上加礼”数字人民币主
题活动，精心准备一大波
趣味游戏、下载有礼、支付
有礼、消费有礼、问答有礼
等互动，与您一同玩转数
字人民币，体验数字金融
消费的便捷与安全。

此外，工行于近期推
出了数字人民币线上活
动，即日起至 11月 27日
均可参与，市民完成指定
任务，最高可获赠微信立
减金72.4元。

开立工行钱包
赠20元立减金
市民首次开立工行数

字人民币钱包，且任务完
成期结束时钱包为一类或
二类，钱包状态正常，可获
得20元微信立减金奖励。

使用“多人转钱”
赠10元立减金
市民登录“中国工商

银行”App，进入数字人民
币板块使用“多人转钱”功
能完成一次转账，转出方
可获得10元微信立减金
奖励。

使用工行钱包消费
最高赠23.6元立减金

市民使用工行数字人
民币钱包消费0.01元（含）
以上，且任务完成期结束

时钱包类别为一类或二
类，钱包状态正常，可获得
最高23.6元微信立减金奖
励。其中，11月 14日 0:
00-11 月 20 日 23:59 参
与活动，可领取微信立减
金10.8 元；11月 21日 0:
00-11 月 27 日 23:59 参
与活动，可领取微信立减
金12.8元。

完成智能兑换
赠10元立减金
市民登录“中国工商

银行”App，搜索“数字人
民币”，进入数字人民币板
块，点击“智能兑换”，按提
示完成签订，并通过协议
自动完成一笔数字人民币
兑回，可获得10元微信立
减金奖励。

提醒：以上所赠均为
微信立减金，本次活动时
间为 11 月 7 日至 11 月 27
日，客户在完成任务的次
周 四 10:00 至 次 周 日 23:
59，登录“中国工商银行”
手机银行，搜索“工行消费
季”，在对应模块下领取奖
励。“使用工行钱包消费赠
微信立减金”活动每人每周
均有1次领取奖励的机会，
其他任务奖
励整个活动
期间每人仅
有1次领取
机会。活动
名额有限，
先到先得。

文/图 本报记者 罗子泓
“这两天，厦门的‘重头戏’是金鸡奖。

你看，它在报纸头版……”11月 13日下
午，黄俊林和外婆吕丽珠坐在沙发上，读起
当天的《厦门日报》。

13岁的黄俊林已有六七年“报龄”。
作为厦门日报小记者团成员，这几年，他还
随团走进陈嘉庚纪念馆、厦门园博苑、翔安
再生能源电厂等地。

读报积累写作素材

吕丽珠是黄俊林读报的启蒙老师。黄
俊林上二年级后，她开始有意识地领着外孙
读报。“好人好事的新闻看得比较多。一方
面，能开拓孩子的眼界，另一方面，帮他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吕丽珠告诉记者。较简单
的文字，她会逐字逐句带着黄俊林读，内容
稍复杂的，就配着新闻图片给他“讲故事”。

三四年级时，黄俊林开始独立看报。
每晚写完作业，他先从头版中发掘时事热
点，再从都市新闻版中选取一些感兴趣的
内容阅读。“最近，我们在学写议论文，厦门
首颗城市定制卫星升空、厦门推出一批‘爱
心餐饮店’等报道，都是很丰富的写作素
材。”黄俊林说。

报纸还承载着黄俊林一家的记忆。
2016年，台风“莫兰蒂”袭击厦门，在社区
工作的吕丽珠为前来支援的官兵、志愿者
发放补给物资。小志愿者黄俊林也来帮

忙，和外婆一起搬运物资。当天，这一幕被摄影记者拍下，
登上了《厦门晚报》头版。“这对于老读者来说是惊喜、是肯
定，更是一份值得被收藏的记忆！”吕丽珠说。

参与小记者团活动参观城市地标

黄俊林还有一个身份——小记者。开始读报那年，妈
妈林月红帮他报名加入厦门日报小记者团。

“印象最深的是‘2022小记者看市政’企业开放日活
动，我们参观了翔安再生能源电厂。”黄俊林回忆道，翔安
再生能源电厂不仅环境整洁，还能通过清洁焚烧将生活垃
圾“变废为宝”。近距离参观，加深了他对垃圾分类、城市
环保的理解。此外，黄俊林还走进陈嘉庚纪念馆，在红色
记忆中重温先辈的爱国情怀与革命精神；参加园博苑植树
活动，和家人一起种树，与大自然亲密接触……这些经历，
都被黄俊林写进习作里，走走停停中，他也完成了与城市
的共同成长。

“感谢厦门日报小记者团，它为孩子们搭建了解家
乡、接触社会的平台。”林月红告诉记者。作为“十佳读者
代表”被推荐人，黄俊林表现出了对读者节的期待：“如果
有幸评上十佳读者代表，我愿意把小记者的经历，分享给
更多小伙伴！”

2022年“嘉庚文化周”本周六在白鹭洲启动

嘉庚先生亲笔书信
将在读者节上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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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黄俊林，13 岁，厦门
市莲花中学初二学
生，厦门日报小记

者团成员。

“新闻大篷车”再出发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全媒体大型采访活动启动

传承弘扬城市精神力量
陈嘉庚先生亲笔书信捐赠仪式
2022年“嘉庚文化周”启动

温暖互动擦亮文明底色
文明城市金点子颁奖
十佳读者代表亮相

指上纸上共读精彩厦门
潮前智媒App升级上线
本土品质好书最新发布

数币约“惠”乡村振兴闽宁协作
“一村一品”集市
宁夏“六特”产品展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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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瞻

是什么？
数字人民币就是货币

本身，它是人民银行发行
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
有国家信用背书，由指定
运营机构参与运营，与实
物人民币等价，具有价值
特征和法偿性。

存在哪？
数字钱包是数字人民

币的载体和触达用户的媒
介，可下载“数字人民币”
App（试点版）开通数字钱
包。数字钱包分为四类，
每类所对应的实名强弱程
度、交易限额均不同，通过
对钱包进行实名认证、银
行卡绑定等操作，能提升

钱包等级和支付限额。

好在哪？
使用数字钱包无需绑

定银行账户，可通过数字
钱包持有和使用数字人民
币；实现“前台匿名、后台
实名”，保持现金的匿名属
性，有效防止信息泄露；利
用nfc、蓝牙等数据传输技
术，在双方都没有网络时
也能完成支付。

在哪用？
在标有数字人民币图

标的场景、商户都能使用
数字人民币。例如，线上
独立 App 的收银台、非独
立App的H5支付页、线下
扫码支付等。

小贴士 数字人民币

逛读者节
乐享金融优惠
厦门工行邀您参与数字人民币

线上活动，赢取微信立减金

▲厦大建筑部成立2周年纪
念合影。第一排右二为陈永定，第
一排中为陈嘉庚。

▼陈嘉庚亲笔书信

市民在往年的读者节厦门工行展区，体验各类金融
产品和服务。（本报资料图）

▲扫码了解
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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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我们还将选登一组《我与厦门日报
社读者节的故事》，欢迎新老读者朋友联系我们，
讲述您和我们的共同记忆。

预告

除了陈嘉庚先生亲笔书信捐赠仪式
以外，现场还将举办“传承嘉庚精神 弘扬
时代价值”主题征文颁奖及赠书仪式、厦
门市大学生嘉庚主题文创比赛获奖作品
颁奖仪式等活动，并展出部分获奖作品。

据了解，今年，市委统战部、集美学校
委员会携手厦门日报社推出“传承嘉庚精
神 弘扬时代价值”主题征文，面向社会各
界征集感悟“嘉庚精神时代价值”的佳作，

进一步发掘和弘扬“嘉庚精神”的时代价
值，讲好“嘉庚故事”。

本报读者节现场将设置嘉庚文化周
展区，将“同向 同心 同行——陈嘉庚与
中国共产党”主题展览搬到现场，设置VR
现场互动体验站，开展有奖知识竞答活
动，为市民群众、青少年朋友提供全景式、
沉浸式体验，打造党史学习教育、弘扬嘉
庚精神的生动课堂。

2022年“嘉庚文化周”好戏连台

黄俊林在阅读黄俊林在阅读《《厦门日报厦门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