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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谢晓婉）近日，

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核发了

“板桥两岸同名村交流中心”项目

的工程规划许可证，这意味着“板

桥两岸同名村交流中心”的建设

将会很快启动。

据了解，2015年，集美区在成

功举办一场宗亲联谊活动后，建

议将板桥打造成为海峡两岸板桥

同名村的对台交流基地，拟在板

桥张氏宗祠东侧建设一座“两岸

同名村交流中心”。板桥张氏宗

祠地处集美区侨英街道叶厝社区

田乾自然社内，是东安、浒井、叶

厝三个社区近万张姓村民的宗

祠。从清代中叶起，板桥张氏族

人陆续迁居台湾，在台湾发展成

张、廖、简三姓宗亲，总人口达300

多万，目前台湾板桥“张廖简”宗

亲已形成大规模组织回乡谒祖的

习俗。所以，板桥张氏宗祠在海

峡两岸均有着较大影响力。

记者了解到，“板桥两岸同名

村交流中心”项目造型沿用传统

闽南特色元素，同时融入现代简

约风格。项目建成后，主要用于

开展集美板桥与海外板桥宗亲的

人文交流；开展两岸民间交流；对

接集美区两岸青少年研学教育基

地开展研学旅游等；同时打造成

侨英街道独具特色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样板基地。

晨报讯（记者 张鑫惠）国际

生物分子学技师、甲骨文云平台

数据管理认证、谷歌云认证专业

机器学习工程师……今后，在国

外取得的国际职业资格证书，在

厦门可以认定职称了。记者昨日

获悉，为探索国际职业资格与职

称制度的有效衔接，进一步提升

厦门市国际化引才力度，经省人

社厅、省工信厅研究同意，市人社

局、市工信局决定开展国际职业

资格比照认定职称试点工作。

据悉，试点对象为取得《厦门

市国际职业资格比照认定职称资

格目录（2023版）》（以下简称《目

录》）所列国际职业资格证书，在

厦门从事相应专业技术工作且未

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

申报人员不受国籍、户籍条件

限制。

申请职称比照认定，需符合

哪些条件呢？据介绍，取得《目

录》所列国际职业资格证书者，可

直接比照认定助理级职称。取得

《目录》所列国际职业资格证书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以比照

认定中级职称：博士研究生毕业

后从事相关专业技术工作；硕士

研究生毕业后从事相关专业技术

工作满3年以上；本科毕业后从

事相关专业技术工作满5年以

上；大专毕业后从事相关专业技

术工作满7年以上。取得《目录》

所列国际职业资格证书比照认定

中级职称，并符合我省相应系列

高级职称评审条件者，可按规定

参评高级职称。具体申报流程为

单位申请、市工信局审核，最后由

市人社局认定、颁发证书。
晨报讯（记者 庄乌沉）近

日，位于海沧区海沧街道后井村

的番仔楼开启平移工作。据悉，

这是海沧区首个平移的文物保

护项目。

8日下午，记者来到工程现

场看到，随着设备的启动，番仔

楼在外力下沿着轨道慢慢前

行。现场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整个工程完成需要一定的时间，

等到工程完成，番仔楼将整体平

移60多米。

番仔楼位于后井社121号，

是一座两层高的建筑，见证了闽

南侨胞背井离乡、艰苦打拼后荣

归故里的历史。自建成后，番仔

楼就作为住宅使用，无大修记

录。那么，为什么要对番仔楼进

行平移修缮保护呢？工程代建

单位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番仔

楼位于海沧区港口重要快速通

道沧江路中间，所以急需将其平

移出沧江路，在保留文物价值的

同时让沧江路畅通无阻。有关

部门依据相关规定，经论证评

估、社会公示和会议研究决定，

对番仔楼采取平移保护措施。

该负责人表示，番仔楼平移

工程分为两大关键环节，一是文

物加固环节，即对番仔楼进行加

固；二是整体平移环节，用5台

液压系统设备同时推进，使番仔

楼沿着5条轨道方向平稳前进，

最大限度确保工程顺利完成。

晨报记者顾婧凌

今年新学期开始，厦门市湖

里区老年大学闽南话班的学员们

领到了一本崭新的课本——由授

课老师黄慧华主编的校本教材

《闽南话》。此前，进入课堂的闽

南话教材的编写人员多以知名学

者、教育界人士为主，而这本教材

的编写者黄慧华原本只是湖里区

一名退休职工。“现在会用闽南话

讲故事、唱闽南童谣的孩子越来

越少。作为一个闽南人，我希望

以个人的‘星星之火’，点燃闽南

话传播的‘燎原之势’，让更多人

学会闽南话，爱上闽南文化。”谈

及编撰教材的初衷，黄慧华说。

半路出家
为传承闽南文化而努力

退休前，她是厦门供电公司

的一名普通职工；退休后，她成为

一位公益老师，致力于传承推广

闽南话……她就是黄慧华。作为

一名土生土长的湖里人，在退休

后近10年，黄慧华全身心投入闽

南话教学和教材编撰工作，为传

承闽南文化倾注心力。

说起黄慧华和闽南话传承的

渊源，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

1981年，一声开山炮响拉开厦门

经济特区建设发展的大幕，不少

侨胞怀着爱国爱乡之情回家乡投

资。“当时一些侨胞只会说闽南话

和外语，而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

大多只会说普通话。为更好地为

侨胞服务，他们便请我帮忙翻

译。”在兼任“翻译员”的过程中，

黄慧华发现，纵然离乡万里，不少

侨胞仍保留纯正的乡音，“但在厦

门，会说闽南话的人却慢慢减少

……”这令黄慧华很忧心。为了

“记住乡音、留住乡愁”，2014年

退休后，黄慧华便参加了闽南话

公益班教学。

边学边教
探索接地气的方言教学

由于是“半路出家”，黄慧华

在教学路上遇到过不少挑战，但她

“边教边学边思考，边思考边修正

边改进”。为深入、系统地学习闽

南话，她多次到厦门大学参加林宝

卿、周长楫教授的选修课；为提升

口语水平，她参加了厦门市语委办

主持的闽南话水平测试等级考试；

为收集和抢救闽南童谣、歌谣、词

语、俗语，她翻烂了厚如砖头的普

通话和闽南话对照的词典，记下好

几本词汇笔记……

“你教闽南话这么久了，能不

能编一本属于自己的教材？”一次

交流中，黄慧华的中学老师、湖里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黄国

富向她这样建议道。此后，在湖

里老年大学陈舒屾、范五玲等领

导支持下，黄慧华废寝忘食、潜心

求索，用了近三年时间编撰出了

《闽南话》一书。

黄慧华表示，现在这版《闽南

话》可以分十六节课教学，包含数

字、家庭称谓、看病、购物、饮食、

交通等常用对话，特别加入“习俗

与年节”等课程，有助于新厦门人

“入乡入俗”。每一课除了对话

外，还有相应的歌谣及俗语，以此

探索接地气的方言教学。

薪火相传
讲好新时代的“闽南话”

《闽南话》问世后，得到了广

泛好评。由于内容丰富、实用性

强，注重趣味性和互动性，黄慧华

的学员都学得很起劲。“你看，这

是我们闽南话课的微信群，每次

上完课，学员都会通过语音提交

作业，等着我批改。”黄慧华拿着

手机向记者展示微信聊天记录时

说，“我希望老年朋友们都来学校

上课，把学到的闽南话及闽南文

化知识带回去与亲友分享，一起

传承闽南文化。”

黄慧华还表示，她将继续投

身闽南话教学和教材编撰工作，

在让更多人学会闽南话的同时，

感受闽南文化的博大精深。她也

希望更多人为传承闽南文化一起

努力，薪火相传，讲好新时代的

“闽南话”。

湖里区退休职工黄慧华投身闽南话教学和教材编撰工作：

“希望更多人爱上闽南文化”

海沧一老建筑将整体平移

厦门试点国际职业资格比照认定

集美将建两岸同名村交流中心

▲《闽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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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慧华在课堂上

开展闽南话教学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