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林桂桢）昨日上午，集美
嘉庚乡村振兴学堂暨集美农林学校校史展馆
揭牌仪式在集美农林学校旧址举行。副市长
廖华生、市政协副主席黄奋强出席揭牌仪式。

去年3月，集美区启动“集美农林学校”

保护修缮工程，将学校旧址按原址原貌提升改
造，同时结合陈嘉庚先生农林教育思想和原集
美农林学校特质，建设集美农林学校校史展
馆，成立集美嘉庚乡村振兴学堂和厦门市集美
区乡村振兴研究院同步成立，并引进著名“三

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先生成立工作室。
揭牌仪式结束后，集美嘉庚乡村振兴

学堂迎来首期培训——集美区深入学习千
万工程经验建设集美美丽乡村现场推进会
暨各级领导干部力量培训班。

集美农林学校校史馆揭牌
集美嘉庚乡村振兴学堂和厦门市集美区乡村振兴研究院同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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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中学
后溪校区工程封顶

陈嘉庚铜像揭幕
本报讯（记者 邬秀君）昨日上午，集美中学后溪校

区举行工程封顶暨陈嘉庚铜像揭幕仪式，副市长廖华生
出席。

集美中学后溪校区位于集美新城北站片区，校区占
地105亩，办学规模60个班级，可提供3000个普高学
位。新校区设计锚定现代化、对标国际化，既传承嘉庚
文化的传统特色，又符合未来教育发展需求，致力于打
造教育新名片。项目主体建设封顶后，将进行外立面和
室内装修施工，计划明年春节前达到预验收条件。项目
计划明年6月完成竣工验收，明年秋季正式投入使用。
校方表示，学校未来将不断完善配套设施建设。

据悉，该校区的建设是贯彻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岛
内大提升、岛外大发展，优化优质学校布局”部署的有力
支撑，是落实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
重要抓手，是推进“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市”的重要举措。
新校区的建设将对进一步树立我市教育新形象，优化集
美新城北站片区教育环境，推动学村文化建设跨越发
展，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起到积极作用。

封顶仪式现场，相关领导与嘉宾还一起为陈嘉庚铜
像以及“集美中学颂”文化石揭幕。

第三届嘉庚论坛开幕
本报讯（记者 应洁）昨日下午，以“赓续爱国报国精

神 共筑民族复兴伟业”为主题的第三届嘉庚论坛在集
美区启幕。来自海内外的200余位嘉宾、校友相聚嘉庚
故里，共同传承弘扬“嘉庚精神”，凝聚侨心侨力。中国
侨联、中国华侨研究所、省侨联有关领导，市政协副主席
黄奋强，陈嘉庚先生孙女陈佩仪等出席论坛。

“我先后于2016年、2018年来集美参加了前两届嘉
庚论坛，见到了许多与集美学校渊源密切的校友，听到
了许多对我祖父的赞许和感恩，感受到了始终绽放着光
芒的嘉庚精神。海外华侨华人应该继续发挥自身优势，
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多作努力、多作贡献。”身在海外
的陈嘉庚长孙陈立人通过视频向论坛发来致辞。

论坛上，来自海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杰出校友代
表、华侨华人代表围绕“传承嘉庚精神 筑梦‘一带一
路’”等主题进行交流。嘉宾们表示，“嘉庚精神”跨越时
空、历久弥新，是中华儿女共圆民族复兴之梦的精神财
富和强大动力。

第三届嘉庚论坛为期两天，设置开幕式、主论坛、分
论坛等一系列活动，另有集美海外联谊大会暨招商推介
会、主题艺术展等多个配套活动。第三届嘉庚论坛由中
国华侨历史学会、福建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办，厦门市
集美区海外联谊会、厦门市集美区归国华侨联合会、光
明网承办。

厦大嘉庚学院
举行20周年校庆大会
本报讯（记者 佘峥）昨天，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举行

20周年校庆大会，7000多名毕业生从天南海北赶回母
校，为她庆生。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位于厦门大学漳州校区。20年
前，在中国高等教育从单一走向多元、从精英走向大众
的浪潮中，厦门大学以新机制、新模式创办了嘉庚学院。

这所大学在20年间飞速发展，第一年招收458名学
生，如今在校生达19000多名，增长约40倍；本科专业
从最初的9个，增加到现在的55个。更重要的是，嘉庚
学院勇于探索“宽口径、厚基础、重能力、求个性”的人才
培养模式，既严格遵循教育规律、规范办学，又积极推进
各项教学改革，强化实践教学，探索教学组织形式与教
学方法的革新，始终以独立学院领先者的身份占据各类
独立学院排行榜前列。

厦门大学张宗益校长说，嘉庚学院用硬核实力证明
了属于自己的荣耀，也成了厦门大学的骄傲。他还说，
厦门大学将一如既往地重视和支持嘉庚学院的建设，为
学院再创辉煌创造更好的条件、做出更大的努力。

昨天，嘉庚学院首次颁发面向教职工的“杰出贡献
奖”，每人10万元，由两名教职工获得；为在校工作10年
以上的469名教职工颁发“长期服务奖”，目前该校有
900多名教师。此外，有超130名曾在校工作过的教职
员工应邀回到学校。

建校20年，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培养6万名毕业生。
昨天，超过7000名、约九分之一的毕业生回到母校。校
友许黎红说，他非常感谢嘉庚学院人性化的转专业制
度，他最初是被土木工程专业录取，得益于转专业制度，
后来转到国贸系。毕业后，他创办了自己的企业。昨
天，他和同为校友的妻子为母校捐出20万元。

本报讯（记者 应洁）昨日上午，“‘嘉’
风‘嘉’训”展览开展暨归来堂复原工程竣
工仪式在归来堂举行，中国侨联副主席连
小敏，中国华侨研究所、省侨联有关领导，
市政协副主席薛祺安，陈嘉庚先生孙女陈
佩仪等参加活动。

陈嘉庚先生曾有个愿望，要在故居的
正前方建一座“归来堂”，用于召唤海外亲
人归来。1962年8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
心下，归来堂最终建成，成为当时集美学校

开展重大活动和接待重要来宾的中心，也
是海外侨眷和校友探亲访问、参加活动的
重要场所。

据介绍，今年5月起，归来堂启动相
关工程，主要内容包括建筑修缮保养，

“‘嘉’风‘嘉’训”展览布展，以及对位于
归来堂两侧厢房的原回国侨眷、校友接
待处的复原。为了尽可能还原当年接待
处的屋内陈设，集美校委会采访了多位
曾到过实地的老人、专家，查找、对比了

历史资料照片。“我曾经在归来堂居住
过，当时设施比较简单，现在归来堂经过
复原修复，有了一种家的温馨之感。”陈
佩仪在参观时说。

同步在归来堂开展的“‘嘉’风‘嘉’
训”展览分为“民族遗产 文化传薪”“颍川
衍派 集美流芳”“华侨旗帜 家族荣光”“克
绍箕裘 永世其昌”四个部分，旨在展示陈
嘉庚先生在一生的奋斗中形成的充满家
国情怀和人生智慧的家风家训。

本报记者 林桂桢
10月19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

者背着一个行李包，专程从新加坡来
到厦门陈嘉庚纪念馆。行李包里除
了换洗衣物，都是要捐赠的陈嘉庚先
生相关藏品。

83岁的新加坡华人陈来华，是陈
嘉庚纪念馆的“老朋友”。他一生致力
于华侨华人文物尤其是陈嘉庚文物的
收藏，十几年来陆续向陈嘉庚纪念馆
捐赠了数十件珍贵文物。在华侨博物
院、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里，也有他捐
献的文物和藏品。日前，陈嘉庚纪念
馆向他颁发了一张捐赠证书。

带着使命感抢救侨史遗存

1940年出生在新加坡的陈来华，
从小就常听大人讲陈嘉庚的故事，被
嘉庚精神深深打动。43岁时，他萌生
了一个想法，抢救新加坡华侨华人相
关物件，让更多人了解包括陈嘉庚在
内的华侨华人在海外是如何创业和
支持中华民族的。

当陈来华听说，陈嘉庚先生在
20世纪60年代留下50万元倡议兴
建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更加坚定了
保护、抢救侨史遗存的决心。

陈来华说，他是带着使命感，用
大半生来抢救华侨华人相关文物和
藏品。为了收藏，他“千金散尽”，与
太太省吃俭用，连车都卖了。他收购
文物藏品都是挤公交车往返，背着很
大的行李包。

此次向陈嘉庚纪念馆捐赠
陈嘉庚归国合影照片原件

陈来华的住房里堆满了他收来
的各种物件。前几日，在踏上前往中
国的飞机前，他翻箱倒柜找一张南侨
机工的照片未果，却意外发现一张
1949年南侨报社同仁欢送陈嘉庚归
国合影照片原件。他把这张照片捐

给了陈嘉庚纪念馆。
此次，陈来华还带来了两张新加

坡为纪念开埠200周年发行的20元
新版钞票，钞票背面印有为新加坡做
出巨大贡献的8个人的肖像，其中之
一就是陈嘉庚。这版纪念钞刚在新
加坡发行，陈来华就第一时间去排队
购买，为的就是捐给陈嘉庚纪念馆。

2008年，陈嘉庚纪念馆开馆，陈
来华捐献了大量文物，包括陈嘉庚公
司产品“德光砖”和“钟标”毛蜡，以及

“南侨总会会徽”等。陈嘉庚纪念馆
工作人员说，陈来华共捐赠了三十余
件藏品。

2007年，陈来华把多年收购的
1000多件侨史藏品，捐给筹建中的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当一个集装
箱的物品千里迢迢运抵北京时，中国
侨联的工作人员惊呆了，多年后，这
些物品才被清点完毕。

“割爱”一对花瓶
换来两块陈嘉庚公司招牌

此次“集美学村——纪念陈嘉庚
先生创办集美学校110周年暨集美学
村命名100周年”展览上，两块十分罕
见的招牌实物——陈嘉庚公司代理
商招牌、陈嘉庚公司中西大药行招牌
首次以实物形式公开亮相。它们的
捐赠者，正是陈来华。

这两块招牌原来在另一位新加
坡收藏家手里，他不愿售卖，但提出
以物换物，要陈来华用收藏多年的一
对花瓶来换。陈来华忍痛割爱，换来
两块陈嘉庚公司招牌。

这两块招牌都带有“钟”牌商标
——一个古钟内有一个“中”字。陈
嘉庚为自己公司的产品注册了“钟”
牌商标，寓意警钟长鸣、唤醒民众、热
忱爱国。陈来华说，这两块招牌应该
留在陈嘉庚纪念馆，发挥应有的社会
教育价值。

本报记者 张玉榕
“当时集美学村还只是一个小渔

村，学校还没有全部建成，周围是光
秃秃的小山坡，如今是旧貌换新颜，
变化是真的大。”回忆起当年求学的
往事，丁文志很激动。

今年93岁高龄的丁文志不仅是
从集美学村走出来的学子，还是泰国
集美学校校友会会长，尽管已经毕业
几十年，但他仍坚持每年往返中泰两
国，为教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作贡
献。近日，他特地从泰国赶来，参加
纪念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学校110
周年系列活动。

追随嘉庚先生的脚步
来厦求学

丁文志是泰籍华人，1953年前
后，20多岁的他决定回到中国。丁
文志说：“我是追随陈嘉庚先生来的，
我对他的善举早有耳闻。”

“我刚来到集美，在集美侨校补
习了一年，1954年考入集美中学读
初中，后来被保送上了高中，继续在
集美中学就读。”提起学生时代，回忆
一下子涌上心头，丁文志分享说，他
毕业后，进入厦门的一家电机厂工
作，成为一名车床工。

回忆这段求学经历，最让丁文志
激动的是他在集美见到了陈嘉庚先
生。丁文志回忆说，当时他每天早上
都能看到陈嘉庚先生亲自指导教学楼
建设工作，用闽南话和工人沟通。这
些“穿西装戴斗笠”的建筑见证了陈嘉
庚先生对教育事业的情怀和贡献，后
来成了集美学村的标志性建筑。

利用在中国所学的知识
改良机器

1962年，丁文志为照顾年迈的
父母选择返回泰国。“当时我在厦门

的电机厂工作，累积了不少经验，一
回到泰国，这些经验就派上了用场。”
丁文志跟记者讲述他的创业经历。
刚回到泰国，他进入一家水管厂上
班，利用自己在中国所学的知识改良
了很多机器。后来，他开始创业，卖
滚珠轴承和其他五金，结果生意越来
越好，他成了泰国一家钢管接头有限
公司的董事长。

事业成功后，丁文志首先想到的
是回馈母校。“我从来没有忘记中国、
母校、同学和校友。”丁文志后来长期
担任泰国集美学校校友会会长，广泛
联络海内外校友，为中泰两国经济、
文化、教育交流做贡献。同时，受陈
嘉庚先生的鼓舞，他还常年资助泰国
华侨学生，兴学育才。十多年来，他
每年都会向厦门各个高校输送一批
获得陈嘉庚奖学金资助的优秀学
生。丁文志说：“我们要把嘉庚精神
弘扬出去，传播到全世界。”

将嘉庚精神代代相传

采访时，丁文志还跟记者分享了
一张照片——2008年北京奥运会，
他被选为火炬传递曼谷站的火炬手，
他高举火炬，笑容灿烂。他明白，在
他手中传递的不仅仅是奥运火炬，更
是中泰两国的友谊。

火炬传递完成后，在2008年 5
月11日，他将奥运火炬带回集美和
校友们分享。陈嘉庚纪念馆还举行
了丁文志校友火炬捐赠仪式。“我和
妻子商量后，决定把火炬捐赠了。”丁
文志说，捐赠火炬能让更多校友共享
圣火传递的喜悦。

火炬不仅仅是传递，也是传承。
丁文志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将嘉庚精
神代代传承——他的女儿与两个孙
子，也先后来厦求学，学习中国文化，
同时学习并践行着嘉庚精神。

嘉庚先生曾想建归来堂召唤海外乡亲

归来堂复原工程竣工

卖车收藏侨史文物
背着行李捐给厦门

新加坡华人陈来华已捐赠
上千件藏品，此次来厦又捐了不
少与陈嘉庚先生有关的藏品

泰国集美学校校友会会长
丁文志年轻时在厦求学，事业成
功后不忘回馈母校和社会

一生追随嘉庚脚步
年年往返中泰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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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全球集美校友
联谊大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林桂桢）昨晚，第四届全球集美校友
联谊大会在集美福南堂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杨国
豪，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雪敏出席。

据了解，成立于1920年的集美校友总会，是陈嘉庚
先生亲自创办的、全国最早的一批校友会，迄今已有103
年历史。多年来，集美校友总会积极加强与集美校友、
海外侨团、华裔学生、集美乡亲的联络交流，牵头设立

“陈嘉庚奖学金”，成立“集美校友总会青年工作委员
会”，建设“集美校友乡情馆”，持续讲好嘉庚故事，让嘉
庚精神更好地在集美校友中间代代相传。

联谊大会上，来自海内外的集美校友嘉宾和陈嘉庚
后裔团齐聚一堂，共话师生情谊，共叙同窗友情，共谋学
校发展。

“集美校友遍天下，嘉庚学子是一家。”集美校友总
会永远名誉会长任镜波说，举办本次集美校友联谊大
会，是为了凝聚全球集美校友的心，团结海内外校友力
量，共同弘扬嘉庚精神，深怀爱国之情，坚守报国之志，
共圆民族复兴之梦。

联谊大会在主题为“诚毅之光”的精彩文艺演出中，
把海内外集美校友的热情推向了高潮。音乐会分为“南
洋寻梦”“共赴国殇”“光耀千秋”三个篇章，以南音、歌
唱、舞蹈、音乐情景剧、情景朗诵等艺术形式，讲述陈嘉
庚爱国爱乡、倾资兴学的感人事迹。

陈来华陈来华（（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黄晓珍黄晓珍 摄摄））

丁文志丁文志（（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黄晓珍黄晓珍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