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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窝形的模具先伸
进混合了淀粉、鸡
蛋液的原料里，再
把模具拎起来后放
进热油里，一会儿
糕点就成型了。像
不像钓鱼？”

当 时 正 要 过 春
节，所以黄秀丽忙
得连轴转。“这几
天太忙了，微信订
单一个接一个，得
做 出 好 几 百 斤 糕
点。都是乡里乡亲
的，能满足的尽量
满足。尤其对于印
尼归侨一代来说，
尝这一口小吃就是
对 童 年 生 活 的 回
忆。”

环 顾 黄 秀 丽 家
的客厅，茶几上、
地上、架子上，早
已被鸡蛋等原材料
和做好的印尼风味
糕点占据。

当 记 者 来 到 社
区的蔡金基老人家
时，他连忙准备咖
啡 招 待 我 们 。 “
看，这个雕塑是印
尼的国鸟，叫爪哇
鹰雕。这个是印尼
藤编的篮子，透气
防潮；这是印尼的
糕点，香甜可口，
快尝尝……”他家
中的印尼元素，让
人目不暇接。

双 阳 华 侨 农 场
的归侨主要来自印

尼巴厘岛，该农场
所在的双阳街道南
山社区因而得名“
巴厘村”。而在距
离双阳华侨农场20
余公里的南安雪峰
华 侨 农 场 ， 归 侨
回国前大多生活在
印尼东爪哇省，“
爪哇”二字对他们
来说有着特殊的意
义。

记 者 在 雪 峰 华
侨农场采访时，李
新妹老人正在厨房
准备午饭的食材，
客厅播放着印尼音
乐。老人见到记者
很兴奋，用带印尼
腔调的普通话和我
们交流起来：“谢
谢你们来关心我。
我正在‘煮爪哇’(
意思是煮饭)，要不
要尝一尝？”

“ 来 来 来 ， 我
这儿有很多印尼香
料，这个是南姜，
印尼特色。这个是
香茅，香不香？”
跟 随 李 新 妹 的 脚
步，记者在雪峰华
侨农场的社区里转
了转，发现处处种
着印尼的作物，青
柠、黄姜、菠萝蜜
等。这些都是印尼
菜所需的佐料。被
作物包围的，是一
栋栋大气敞亮的独
栋别墅。

“ 日 子 越 来 越
红火”

“ 我 住 的 这 栋
别墅有三层，客厅
大，房间多，住着
很舒服。”李新妹
老人感慨道，刚来
到这里时，大家都

住的是土木结构的
瓦房。“闽南常下
雨，所以那时候经
常是外面下大雨，
屋里下小雨。屋内
总潮湿，生活很不
方便。”

李 新 妹 居 住 条
件的改变，得益于
前些年福建省启动
的 “ 侨 居 造 福 工
程”。在各级政府
的资金、政策支持
下，雪峰华侨农场
的居民们有条件的
自建别墅，条件困
难的低价租住农场
公寓。

而 在 双 阳 华 侨
农场，富裕居民住
别墅、普通居民住
套房、贫困居民租
公寓的多层次居住
体 系 同 样 得 到 完
善，归侨侨眷都“
住有所居”。

“ 生 活 有 了 保
障，我们应该更多
发挥余热，参与志
愿活动，为公益事
业作贡献。”精通
印尼语的蔡金基，
退休后经常参与农
场和印尼方面的民
间交流活动，多次
当翻译。寒暑假，
他会教社区的小朋
友印尼语，引导他
们学习和承传社区
的独特文化。

“ 虽 然 我 们 家

的生活过得不错，
但也有一些归侨遇
到困难。我应该多
帮助他们。”在雪
峰华侨农场侨联主
席张美忠家中，一
张张表格列着不同
归侨的困难、生病
情 况 和 申 请 的 救
助等事项，这些都
是张美忠帮他们填
写、申报的。

如 今 在 雪 峰 华
侨农场，“老有所
乐，幼有所学”。
老人们经常到老年
活 动 中 心 引 吭 高
歌，或在广场上身
穿印尼传统服饰跳
广场舞，或到侨乡
小学内的笼式足球
场踢球。孩子们下
课后，可以到课后
学堂接受老师的免
费辅导，到学校的
菜园种蔬菜。而青
壮年们也能因此放
下后顾之忧，安心
工作。

“ 6 0 年 前 ， 祖
国接纳了颠沛流离
的 我 们 ， 让 我 们
在农场安家；60年
后，我们的日子正
越来越红火。感谢
我的祖国！”双阳
华侨农场的林财峰
老人动情地说。

来 源 ： 人 民 日
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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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的国鸟爪哇鹰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