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聆听三十载的校园“春之声”

●张罗应 薛希惠 / 文 周明太 / 图

在

华侨大学，有这样一项课外

活动，持续举办了 30 年，从

班级、系级、院级逐步扩展到校

级、市级，参与者覆盖从 60 后

到 00 后的境内外学生……

这，就是由华侨大学外国语

学院发起的“春之声”，如今已成

为泉州市高校师生共同参与的

一项外语第二课堂经典品牌。作

为华侨大学历史最悠久、持续时

间最长的校园文化精品活动，

“春之声”30 年，既凝练出“快乐

学外语、外语快乐学”的学习理

念，也为境内外学子提供了在课

外练习外语、 多元学以致用、展

示自我风采的平台， 更成为从

60 后到 00 后师生和校友抹不

去的记忆。

1989 年。那一年，华侨大学

外国语学院还是外语系， 本科生

一个年级也只有一个班。 而演讲

比赛“春之声”，也只是当时英语

系为锻炼学生英语口语能力而开

展的一项班级活动。“参加人数很

少，规模很小，只用一个晚上在数

学楼梯形教室进行，当场评分，当

场发奖。”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老

院长陈道明回忆，“虽然没有舞

台，没有灯光，没有道具，没有任

何影音设备， 但活动仍然受到师

生的好评与喜爱。 ”

首届“春之声”的成功，激发

了当时外语系本科班同学们的热

情。 他们开始讨论改变“春之声”

的形式，将“春之声”做大做响，并

以此为目标将华侨大学英语协会

和日语协会合并成立了外语协

会，筹划具有外语系特色的“春之

声”系列活动。

有了组织者的精心安排，有

了院系领导的鼎力支持， 有了同

学们的热心参与，“春之声” 蓬勃

开展起来，并一直传承到今天。从

1989 年的单一英语演讲比赛，发

展成为如今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

的大型外语系列赛事， 共拓展为

9 大项目、10 项赛事。 日本文化

节、英日语主持人比赛、英日语演

讲比赛、英语辩论赛、英日语情景

剧比赛、英日语模拟应聘比赛、英

日语影视配音比赛……每年的 3

月至 5 月，在华侨大学校园里，都

会如期唱响这一精品第二课堂活

动的春日华章。 华大外国语学院

1990 级校友陈惠国当时是英语

协会的会长。他说，因为“春之声”

的存在， 整个华侨大学都洋溢着

浓浓的外语学习氛围。

演讲比赛可以锻炼同学们的

口才， 模拟应聘比赛让大学生可

以模拟毕业时的求职应聘， 情景

剧比赛则给了热爱表演的同学一

个展示才艺的机会……通过“春

之声”， 参赛者锻炼了自己的口

才、 表演、 心理等各种素质或能

力， 筹划组织者提高了自己的管

理能力和综合素质。 1991 级校友

蒋雯丽说，“春之声” 不仅能丰富

同学们的课外生活， 还能提升我

们的专业素养。

“而学校和学院，则从‘春之

声’发现了学生中的很多人才。 ”

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毛浩然

表示，每年在“春之声”赛事中表

现优异的同学， 都有机会在更广

阔的天地里再展风采，“如被推荐

参加省级、 国家级的外语类赛事

等”。

毛浩然介绍，30 年来， 华侨

大学经历“春之声” 历练的学生

们，在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上海

日本文化周日语演讲赛、“外研社

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福建省高

校日语演讲赛、 中国人日语作文

大赛、 海峡两岸口译大赛等各类

各级比赛中，屡获全国特等奖、全

国一等奖、全国二等奖、全省特等

奖、 全省一等奖等高识别度奖

项，累计达 100 多人次。

“春之声”的影响力，很快

辐射到校外。每年的“春之声”，

泉州师范学院、仰恩大学、黎明

大学、 闽南理工学院等在泉高

校的同学也积极报名参赛。 同

时， 作为多元文化名片和对外

文化交流管道之一，“春之声”

不仅在美丽的华园颇有品牌效

应， 而且在远隔重洋的日本和

东南亚等地一些教育文化机

构，也有一定的影响。

“日本文化节是‘春之声’

的重要内容之一， 外国语学院

中琉太鼓队的表演则是每届

‘春之声’开幕式和文化节上的

‘规定动作’。”华侨大学外国语

学院党委副书记郑志民介绍，

十几年来， 太鼓队多次参与福建

省、泉州市中日友好交流活动；应

邀为“北京中日民间文化节”献

演； 受日本冲绳县邀请， 参加

2012 年世界太鼓大会等。

“通过‘春之声’这一平台，华

侨大学加强了国际间的教育文化

交流。 ”华侨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斌

说，下一步学校和学院将依托“春

之声”这一育人载体，培育更多第

二课堂精品项目， 展示学生的学

习成果，使学生学以致知、学以致

用， 不断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

力。 拓展和创新“春之声”子项目

活动，立足专业实践，探索“外语

+”人才培养模式，让外语专业学

生成为国际化人才。同时，将侨校

特色和资源融入“春之声”的各项

具体活动， 广泛地传播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

（原载《福建日报》2018 年 11

月 8 日第 11 版）

2018 年“中国寻根之旅”———

东南亚华裔学生冬令营，10 月 29

日至 11 月 7 日在我校举行。冬令营

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办，我校承

办，广西华侨学校和昆明华文学校

协办，来自缅甸、泰国、老挝、印尼和

越南等五个国家的 51 名师生参加

学习。

冬令营期间，营员们听取《人工

智能产品体验与前沿发展》《< 道德

经 > 与大学生生涯规划》《中华戏

曲艺术鉴赏》等专题讲座，体验中华

传统龙舟、舞龙等实践课程，感受南

音、提线木偶、太极、茶道、妆糕人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并参观了

解厦门、漳州、泉州等地古代海上丝

绸之路文化遗迹。 图为营员体验香

囊制作。（李露 / 摄）

12位大咖“把脉”华大

材料与化学学科发展

本报讯 “应进一步凝练学科

方向，往‘小而精’发展”“应充分发

挥学术带头人的作用”“应加强与

国际同行的合作”……11 月 8 日，

来自国内材料与化学学科领域的

12 位“大咖”为我校材料与化学学

科发展“把脉”并开出“良方”。

华侨大学 2018 年材料与化

学学科研讨会当日在厦门校区举

行，“长江学者”、香港科技大学、北

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杨世和，国家

“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华南理工

大学材料学院院长彭俊彪，以及王

春儒、俞书宏、胡征、郭林、邓少芝、

孟庆波、陈学元、封伟、侯仰龙和李

振等 10 位“国家杰青”获得者应邀

出席，为我校材料与化学学科发展

建言献策。

杨世和教授建议，学校应注重

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尤其要重视对

有潜力年轻人的培养，为其创造良

好的条件让他们尽快成长，助力学

科发展。胡征教授建议，“根据华侨

大学的实际情况，应该往‘小而精’

发展。 ”华侨大学应进一步凝练特

色的学科方向， 再据此加大投入、

重点建设，将其打造成业内有影响

力的学科方向，以此带动整个学科

的发展。 邓少芝教授则建议，应充

分发挥学术带头人的作用，引导他

们挑起学科建设的重任：除了从事

科研外， 还应带领团队在人才培养

等方面发力，包括教材编写、教学成

果奖申报、 指导学生发表论文等

……

与会专家均强调了加强与国

际、 国内同行间的交流合作对学科

建设的重要意义， 表示很乐意与华

侨大学在相关学科领域展开合作，

如共同培养研究生、 共同举办研讨

会、共建联合实验室等。

我校校长徐西鹏出席研讨会并

衷心感谢各位专家为我校材料与化

学学科发展提出宝贵建议和意见，

恳请他们继续关注和支持我校相关

学科的发展。

会议期间， 与会专家并为我校

师生带来 10 场主题学术报告。我校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魏展画教授也

向与会专家介绍了其上月登上 Na-

ture 的科研成果及最新研究进展

等。

据了解， 材料与化学学科是我

校的优势学科。 目前我校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拥有材料科学与工程、

化学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 今年 3

月， 我校材料与化学学科群入选福

建省高峰学科建设。 10 月，魏展画

教授团队的科研成果登上 Nature，

标志着我校材料与科学研究领域取

得了新的重大突破。

（吴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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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举行颁奖盛典

我校获颁“国际交流贡献奖”

本报讯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2018 颁奖盛典近日在苏州举行，我

校获颁“国际交流贡献奖”。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是中华全

国体育总会下辖的运动协会之一，

也是中国大学生运动的唯一全国

性群众组织。“国际交流贡献奖”的

设立旨在推动我国大学体育的国

际化进程，表彰为我国大学生体育

事业的国际交流与国际合作作出

积极贡献的单位和团体。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授予我

校这一奖项，充分肯定我校在大学

生体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开展

的积极工作。 2015 年至今，我校已

成功举办了三届世界大学生三对

三篮球联赛总决赛和一届世界大

学生三对三篮球锦标赛。2018 年世

界大学生三对三篮球联赛总决赛

也将于 11 月 15 日在我校打响。 该

赛事的举办，进一步推动了我校体

育事业的发展，提升了我校的国际

影响力与知名度。

（王永顺）

首个闽侨失散亲人海外联络点

在马来西亚揭牌

中国侨网厦门 11 月 5 日电

（官海华）日前，在第十一届世界同

安联谊大会召开之际，“澳头闽侨

失散亲人服务中心”作为第一个海

外联络点，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州五

条港同安联谊社举行揭牌仪式。

参加世联会的百余厦门代表、

各国参会嘉宾和五条港同安村乡

亲共同见证了揭牌仪式。 翔安区委

书记黄奋强、副区长李毅、第十一

届世界同安联谊大会主席郭明发

等领导为联络点揭牌，翔安区侨联

主席朱延望在揭牌仪式上致辞。

“澳头闽侨失散亲人服务中

心”由厦门市翔安区澳头华侨联谊

会会长蒋永泰先生创办，旨在通过

“寻亲网站” 帮助海外侨胞寻找失

散在世界各地的亲人，五条港是第

一个挂牌的海外联络点。

多年来， 海外侨胞虽人在海

外，却心系家乡，由于离乡日久和

历史原因，许多海内外闽侨亲人失

去联系。 血脉连着心，手足透着情，

“闽侨失散亲人联络点” 力助海内

外侨亲寻亲圆梦，实现寻根问祖的

夙愿。

今后，翔安区侨联将努力推动

这个寻根平台在海内外陆续布点。

华侨大学“精卫”旅游扶贫公益服务机构：

“精卫填海”振兴乡村

●张罗应

十

月的一个下午，一群来旅游的

年轻人站在福建省政和县星

溪乡念山村稔泰阁， 望着脚下金

灿灿的稻浪， 兴奋地大叫：“太美

了！ 实在太美了！ ”

念山云上梯田， 在中国最美

梯田中排名第三，它线条优美、四

季色彩变幻。在念山，还有保存完

好的名木古树群落， 有唐朝黄巢

起义的练兵场黄巢坪和将士们喝

水用的黄巢井等遗址……亮丽的

风景、丰富的旅游业态，每年吸引

上万名摄影爱好者前来采风，20

余万人次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念

山村民的生活也由此得以改变。

然而稍早之前， 念山却是全

国建档立卡的乡村旅游扶贫重点

村之一。囿于地势和经济因素，这

里的旅游资源得不到开发， 荒地

杂草丛生，村居村貌脏乱差，村民

生活困顿，大多外出打工。是一支

致力精准扶贫的学生团队———华

侨大学“精卫”旅游扶贫公益服务

机构（下称“精卫”学生团队），改

变了这里。

这个全国少有的以在校本

科、硕士、博士生为主，以“旅游让

乡村生活更美好” 为发展理念的

旅游扶贫非营利性公益组织，自

2015 年成立伊始便持续参与“全

国旅游规划扶贫公益行动”。团队

依托福建省唯一一家甲级资质的

福建省融景规划设计院， 以及华

侨大学旅游规划与景区发展中

心， 致力于为乡村旅游扶贫提供

更多的智力支持和专业技术服务

指导。在政和县星溪乡党委、乡政

府的支持下， 团队以自己的专业

知识和智力优势，改变了念山，并

打造出了以旅游扶贫促进乡村振

兴的“念山”样本。

时间回溯到 2015 年 5 月。

彼时， 在团队负责人李昊的率领

下，“精卫”学生团队来到念山，多

次深入各自然村， 逐家入户走访

调研贫困户， 了解他们的真实需

求和发展意愿；与村委交流，与乡

政府深入沟通， 梳理贫困村的发

展优势和劣势； 深度考察念山村

的旅游环境、 资源现状和交通条

件等，分析旅游发展的可行性；收

集整理国家旅游扶贫相关政策

……

在此基础上， 团队为念山村

确立了以梯田景观为核心，以“旅

游 +” 为路径打造休闲农业型的

旅游发展定位， 并高质量地完成

了《政和县星溪乡念山村旅游扶

贫规划》的编制工作。规划从发展

思路、项目策划、产品开发、设施

建设、 项目运营与管理等多个方

面， 对念山村的乡村旅游进行了

科学设计， 并于 2016 年 4 月顺

利通过评审验收，予以立项。

有了规划，关键是实施。在星

溪乡党委乡政府的支持下，“精

卫”学生团队自此扎根念山，按照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的标准对念

山村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编

制景区管理方案， 指导旅游基础

设施的建设，培训景区服务人员，

协助成立旅游开发公司和农民合

作社……

“大到景区停车场的选址施

工、游客中心的设计施工、旅游厕

所的卫生管理， 小到垃圾桶的采

购、绿化树种的选择，华侨大学的

同学们都给予我们具体而切实的

指导。 ”念山村原村主任李恭进至

今还记得，那段时间，他天天给李

昊打电话，“文件夹买哪种， 椅子

买什么样的、怎么摆放，各种细节

都问，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懂。 ”他

笑着说。

而李昊和她的团队， 也对念

山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从景区调

研到旅游规划的撰写， 从基础设

施的选定、 购买甚至实施到旅游

景点的中英文导游词、导览图，从

景区 LOGO 的设计到所有标识

系统、新媒体的运营；甚至在寒假

回家的高铁上， 李昊都在写念山

的旅游扶贫规划；为帮村里省钱，

他们还帮忙刷墙壁油漆； 景区厕

所里面的画， 他们一幅幅亲自粘

贴……“我到念山的次数、呆的天

数，比我回家还多。 ”李昊说。 据

悉， 念山村申报国家 3A 级旅游

景区期间， 星溪乡特别成立了行

动组，由乡党委书记任组长，李昊

任副组长。

在团队全方位的支持与帮助

下，念山村开始华丽转身：古树落

里的泥泞土路变成了鹅卵石路或

木栈道， 荒芜的双乳峰上建起了

阶梯石板路和用于观景的稔泰

阁， 村里杂乱无章的荒草荒地被

整修成了悠闲小广场或停车场

……2016 年 12 月，念山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通过验收。 2017 年 4

月， 念山被评为南平市五星级美

丽村庄，9 月荣获“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 称号，12 月获原国家林业

局批准成为闽北地区首个国家湿

地公园， 并喜获“全国生态文化

村”荣誉称号……

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 念山

村的乡村旅游迅猛发展。 摄影爱

好者、观光旅游者纷至沓来，太极

拳、长跑、骑行、瑜伽、钓鱼等众多

的协会组织也把自己的据点从政

和县城转移到念山。“念山村的年

游客人次从 2014 年的 5000 人

增长到 2017 年的 38.2 万人，增

长了 75.4 倍。 村旅游收入更是实

现了从 0 元到 160 多万元的跨

越式增长。”政和县星溪乡党委书

记许康厚高兴地说。

而念山村村民， 从乡村旅游

中发现商机，纷纷返乡创业，幸福

感获得感日益加强。

念山厝角村村民许智华原本

在外做装修。 2016 年，他返回村

里，联合自家三兄弟，办起了农家

乐，开起了民宿，日子过得红红火

火。 今年 9 月，他又被村民选中，

当上了念山村的村主任。 他说：

“以前大家都很穷， 过得很苦，这

两年生活好多了， 相信以后会更

好。 我也要带着村民们共同致

富。 ”

除了旅游项目、农家乐，念山

村的特色生态农产品，如地瓜干、

酸枣糕、 银杏果等的销售空间也

得到拓展。每逢周末或节假日，一

些老奶奶会三五成群， 拿着自家

种植的茶叶、锥栗、黄巢菊等，到

稔泰阁、念丰阁、念山水库、射箭

场等游人集中的地方贩卖。 站在

稔泰阁上， 他们经常感慨：“没想

到我们还能爬上这个最高峰，看

到整个村庄的全貌。 念山村的变

化太大了。 ”

据许康厚透露， 念山村村民

的人均年纯收入， 从 2014 年的

4800 元增长到了 2017 年的 1.78

万元，增长了 2.71 倍。 全村 17 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脱贫， 脱贫

率高达 93.5%。 村财政年收入，也

从 2014 年的 0 元， 增长到 2017

年的 29.8 万元。

“没有华侨大学学生三年来

持之以恒的无私支持与帮助，念

山村不可能有今天。特别是李昊，

对念山的感情很深， 她是我们念

山村的荣誉村民， 是念山的女

儿。 ”许康厚说。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脚下

沾有多少泥土， 心中就沉淀多少

真情。 ”据了解，全国共有 2.2651

万个建档立卡的乡村旅游扶贫重

点村，其中福建有 472 个，建档立

卡贫困户 1.0485 万户，贫困人口

3.7783 万人。

除了念山村，“精卫” 学生团

队还帮龙岩市科桃村规划设计了

绿色小山村、天然氧吧等项目，帮

龙岩长汀庵杰村打造了“天下客

家第一漂”和百香果采摘项目，建

议新罗区大池镇大和村以禅修文

化带动乡村旅游……

据统计， 自 2015 年成立至

今， 在华侨大学旅游规划与景区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博士生导师

黄安民教授的指导下，“精卫”学

生团队充分发挥旅游管理、 人文

地理学、城乡规划、财务管理等方

面的专业优势，总计为福建省 15

个贫困村的旅游发展出谋划策，

完成 10 余个国家级旅游扶贫试

点村的旅游规划工作， 带动 352

户贫困户 856 名贫困村民通过乡

村旅游脱贫致富，被帮扶的 15 个

贫困村的村财政收入从 2014 年

的 37 万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1200 多万元，增长 31.43 倍。

“未来，我们将不忘初心，勇

担社会职责，发扬‘精卫填海’的

精神，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一

如既往地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

更多的贫困人口受益， 为国家的

精准扶贫事业和乡村振兴战略贡

献来自华侨大学学生的力量！ ”

“精卫” 学生团队现任负责人、科

桃村荣誉村民、 华侨大学旅游学

院博士生刘丹丹表示。

（原载《中国旅游报》2018 年

11 月 12 日 4 版）

日本文化节是“春之声”的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