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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勃发展的山口洋华文教育(下)蓬勃发展的山口洋华文教育(下)
因为有他们的鼎力支持与默默奉献因为有他们的鼎力支持与默默奉献

一所山口洋“南华中
小学华文补习所”，
是由当时旅椰南中校
友会总主席倪秀龙旗
下的教育福利基金会
创办的，位于山口洋
西区赫尔曼莎路（Jl.
Hermansyah）的一间
大院里，现执教的有
13位年轻老师，多数
是从该校及盐町新港
的“印华公学”毕业
后再到中国深造或培
训回来的青年教师。
补习所于2007年7月
开办，至今差不多有
17年了，学生有800
多人，加上在石角村
的南华小学总共有学
生1200多名；小学一
星期轮流上课三天，
有六节课，初中每星
期上五天课；现任校
长是刘小红老师。

刘小红老师是80
后的年轻老师，是山
口洋华文教育改革开
放后培养出来的年轻
中 文 教 师 的 代 表 人
物；目前她已拥有硕
士学位，她还兼任山
口 洋 盐 町 新 港 “ 印
华公学”补习所的校
长，管属下的学生有
1500多位。

能 认 识 刘 小 红
老 师 是 因 当 年 认 识
了 她 的 父 亲 刘 一 飞
前辈。2003年我回乡
时，在林硕福乡亲（
已故）带领下参观了
盐町新港村的“印华
公学”，让我看到了
家乡因华校被封闭后
的第一所中文学校。
那次我最大的收获就

是认识了刘小红老师
的父亲刘一飞前辈（
已故）。

后来才知道，印
尼 华 文 仍 被 禁 锢 时
期，刘一飞前辈已在
他们居住的村子里偷
偷办起了华文家庭补
习 班 ， 可 说 是 当 地
传播华文教育的奠基
人。改革开放后，华
文补习班犹如雨后春
笋般成立，学生已有
一百多人。到了2000
年 下 半 年 ， 刘 一 飞
前辈就与两位热心乡
亲共同出资买下了村
里的一块地皮，并与
多位乡亲组成了建校
筹委会，他们积极进
行募捐活动建校舍，
资金仍然不足，后来
得到了当时旅椰南中
校友会主席倪秀龙乡
亲的赞助。学校建成
后，刘一飞前辈被推
选为校长，于2001年
5月1日举行学校开幕
礼 ， 命 名 为 盐 町 新
港“印华公学”，并
于第二天正式上课。
当时，学校只有两间
教室，一间教务处，
任教的还有郭娇媛与
黄源兴两位老师。到
了2004年赤道资金会
捐建了两间教室，后
来听说赤道资金会又
再赞助了两间，教室
增加了，能容纳更多
的学生，当时学生已
有160名。该校小学
毕业后转到山口洋石
角南华初中就读（是
当时山口洋南中校友
会开办的），初中毕

业后又回到家乡盐町
新港“印华公学”任
教，有的再到中国深
造或培训回来，成了
一批年轻的老师。而
刘小红老师就是其中
一位。

刘小红老师2001
年高中毕业于印尼国
民学校，却从1999年
就开始偷偷跟父亲补
习中文，后来在“印
华公学”就读，2003
年 曾 在 高 杯 山 的 “
印 华 公 学 ” 任 教 一
年，2004年被倪秀龙
教育福利基金会保送
到厦门集美华侨大学

华文学院深造，2007
年大学毕业归来为“
南华中小学华文补习
所”服务，2016年被
聘 任 为 该 校 校 长 至
今。以前，刘小红老
师总是担心，因为他
们 的 补 习 所 仍 是 租
的，慢慢再也无法容
纳越来越多的学生，
但最近一篇由孤雁校
友在《国际日报》发
表的报道说，今年年
初以倪秀龙为首的南
中教育福利基金会一
行人回乡置地并计划
建校的消息，让乡亲
们振奋欣喜，希望不

久的将来，他们能拥
有自己的学校！

山口洋的华教能
如此蓬勃发展，地方
上的特殊性，如华人
较集中，穷苦的孩子
多，受星马电台电视
台的影响等等补助了
有利的条件，但最重
要的还是离不开有不
少热心人士对华教的
奉献精神及热心团体
如赤道基金会、山口
洋地区乡亲会、旅椰
南中校友会和各地的
乡亲会的大力支持!  

(完)

山口洋“南华中小学华文补习所

疫情前采访山口洋“教师联谊会”，左起：林展理乡亲、黄锦
陵主席，右边是刘小红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