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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为在2004年独自来到
一个叫厄瓜多尔的国家，林其不知道
这个国家在地球的哪里，不知道这个
国家是什么模样。

时间转眼过去15年，他对这个国
家不仅十分熟悉，而且有了深厚的感
情。他喜欢厄瓜多尔的天空，喜欢厄
瓜多尔的海洋，喜欢厄瓜多尔的风土
人情……

一

1978年，林其出生在福清市江阴
镇浔头村，父母都是农民，看到村里很
多人都到外地去寻找更好的机会，林
其的父母也带着林其和妹妹到了河南
讨生活。

他们在河南林州市投资了加油
站。那时中国的交通大多是以普通公
路为主，因此加油站的生意很好，他们
投资的加油站数量逐步增加达到了4
家。当时高中刚毕业的林其时常能看
到他们家的加油站前排着很长的车
队，父母经常是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

2003年，他们家的加油站被收购
了，全家人又回到了福清老家生活。

这时一个念头在林其脑海里萌发了，
他想去更远的地方走走，到国外去看
看，于是他选中了一个非常陌生的国
家——厄瓜多尔。

2004年，林其来到厄瓜多尔，刚到
首都基多时，就遇上了厄瓜多尔因经
济危机而引发的全国大罢工，大街上
到处是抗议游行的人群。从来没有见
过这种“大场面”的林其格外害怕，他
紧张地躲在旅社里不敢出门。

虽然紧张又害怕，但林其没有选
择逃避和离开，反而觉得越是危险的
地方，越有挑战性；越是不被人看好的
地方，也许越有商业机会。

厄瓜多尔是一个经济较为落后的
国家，由于各种因素，社会一直比较动
荡，以至于国家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甚
至到了取消本国货币、使用美元作为
流通货币的程度。

林其初入厄瓜多尔时，那里的中
国人不多。躲过了大罢工之后，他就
去考察了当地的商品市场，他发现这
里大多数的货物都来自美国和墨西
哥，中国商品只有很少一部分，仅是凭
着这条信息，林其就觉得“可以在这里
投资”。于是他马上到当地政府部门
注册了公司，并开了一家商店，卖起了
中国制造的包和饰品。

二

一年多后，林其离开了首都基多，
来到了海港城市瓜亚基尔。瓜亚基尔
市是厄瓜多尔第一大城市，太平洋沿
岸的主要港口，位于国境西南部瓜亚
基尔湾内瓜亚斯河右岸，被称为“太平

洋的滨海明珠”。
很 快 林 其 在 商 业 街 奥 美 多

（OLMEDO）开了两家店，面积分别是
240平方米和150平方米，店铺前半部
分做零售，后半部分搞批发。从那以
后，林其每年都要从广州和宁波进口
中国商品，最多时一年有30-40个货
柜 ，每 个 货 柜 的 货 物 价 值 基 本 在
150-200万人民币左右，一年算下来，
进口额近4500万人民币，在当地算得
上是大进口商了。

15年过去了，如今在厄瓜多尔市
场上的商品70-80%都是中国制造，而
且这个势头还在进一步的扩大。林其
说，且不论厄瓜多尔别的城市，仅是他
所在的瓜亚基尔奥美多大街，现在就
被当地人称作了“唐人街”，因为在这
条仅长1.2公里，宽20米，通向大海的
街道上，就有中国商铺300多家。

三

所谓的“唐人街”，表面上看是有
中国商铺、中国商品，以及来自中国的
面孔，其背后集结的是中国特有的理
念和文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开放的脚
步一步步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进
入了这个南美洲国家。

2012年，林其等一批早期来到厄
瓜多尔的福建人成立了厄瓜多尔福建
同乡会，林其担任副会长。据统计，厄
瓜多尔人口有1700多万人，中国人约
有12万。林其表示，大家发起成立这
个同乡会的首要目的，是要将远道而
来的福建人团结起来，组建成一个共

同的“家”。因为无论是从福建什么地
方到异国打拼的商人，都有着共同的
家国情怀。在林其这些福建商人眼
中，“同乡会是聚合起他们这些‘正能
量’的地方”。

到了2016年，为了进一步扩展社
团的功能性，原有的“厄瓜多尔福建同
乡会”改名为“厄瓜多尔福建总商会”
（下简称“总商会”），林其担任了第二
届总商会的会长。

总商会成立后，很快得到了当地
华人社会的肯定，因为其所开展的各
项工作有效地解决了很多当地华侨华
人的问题和矛盾。林其很自豪地说：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总商会真正做
到了‘零纠纷’，这也让总商会得到了
中国驻瓜亚基尔总领事馆的表扬和肯
定。”

作为一个由福建籍乡亲组成的商
会，大家都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情感，所
以在开展商业活动时，总是会优先考
虑与家乡福建进行“关联”。2019年，
以福建省贸促会会长陈震为团长的福
建省贸处会代表团访问厄瓜多尔时，
就与总商会签订了合作意向。

2019年，总商会举办了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中国驻
瓜亚基尔总领事张滔应邀出席。庆祝
活动的地点设在了瓜亚基尔最大的中
国餐馆里，近500人参加了当天的活
动。

如今在总商会的会议室里，挂着
两面旗帜，一面是厄瓜多尔国旗，另一
面则是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就是这两面旗，时刻提醒着和林其一

样侨居在外的海外乡亲，自己身居何
处，心爱何物。

四

如今，林其和妹妹两家人都在厄
瓜多尔生活，老家福清只留下了母亲
孤身一人。兄妹俩曾劝母亲到厄瓜多
尔和他们一起生活，但母亲舍不得自
己熟悉的环境和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于是林其与妹妹就轮流回家乡陪伴母
亲，并兼顾组织货源。

2019年比较特别，林其在老家呆
了几乎一整年的时间，原因是林其为
老家浔头村捐资新建了一条村道，200
米长、4米宽，林其不仅是捐款者，同时
也是施工监理者，每天都在为此奔波。

林其说他之所以在意这条村道，
是因为这里是自己出生和生活过的地
方，他对这里充满感情，想为这个村庄
献上一份自己的礼物。

从福清老家到厄瓜多尔有1万多
公里远。往返两地，要转机两次，从上
海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要乘坐11个小
时的飞机，从阿姆斯特丹再飞到厄瓜
多尔的首都基多又要12个小时，所以
每次林其从福清老家到厄瓜多尔，就
感觉是前往了天涯海角。

如今路途还是那么遥远，但生活
在厄瓜多尔的华侨华人却觉得祖（籍）
国和家乡与自己的距离很近。林其
说，几乎所有生活在厄瓜多尔的华侨
华人家里都有中国产的机顶盒，可以
收看所有上卫星的中国各地电视台节
目。林其还说，他母亲现在微信视频
聊天用得很熟练，与他们视频通话时，
就感觉远在天边的亲人，近在眼前。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情感，生
活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更是如此，这些
剪不断、离不开的亲情、友情、乡情维
系他们与家乡、与亲人的情感，传承着
文化、延续着情谊。（林小宇 兰楚文）

天涯海角别样情
——访厄瓜多尔福建总商会会长林其

本报讯 莆田市日前出台10条措施，从
信贷支持、费用减免、复工补助等方面加大
对中小微企业扶持力度，助其渡过难关。据
莆田市政府负责人介绍，这10项措施旨在
积极发挥中小微企业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
作用，支持中小微企业稳定生产经营、共渡
难关。

在信贷支持方面，各银行机构对有发展
前景、但受疫情影响较大而暂时受困的中小
微企业，予以展期或采取无还本续贷等方式
提供信贷支持，不得抽贷、压贷、断贷，确保
2020年对中小微企业信贷余额不低于2019
年同期余额。

各银行机构对资金困难的中小微企业

通过下调贷款利率、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
贷款等方式，支持相关企业战胜疫情影响。
对生产“三必须一重要”重点生产领域资金困
难的中小微企业，新增贷款利息予以贴息
50%。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纳入国家重点医
用物品和重点生活物资企业名单，争取优惠
利率专项再贷款。

在扶持中小微企业复工生产方面，莆田
市政府规定，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中小
微企业，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
的50%。对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
复有望、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
返还标准按6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
金和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确定，政策执行

期限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疫情期间，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

的中小微工业企业，房租给予免收，其他行
业房租减半。对租用其他经营用房的，鼓励
业主（房东）为租户减免租金，减免部分计入
业主个税抵扣。

“中小微企业在生产疫情防控物资中起
了重要作用。”莆田市政府负责人表示，对转
型生产疫情防控物资的中小企业购置的设
备予以加大补助力度，对生产的物资予以兜
底采购，对采购原辅材料予以协调周转资金
支持。对困难企业复工生产的，予以电费优
惠和招工补贴。

（郑良）

莆田出台10项措施助中小微企业渡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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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青山的定海湾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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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的重点项目。

（林潞 图/文）

据中新社消息 中国防控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受到海
外统促会组织密切关注。西班牙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发出《抗击

“新冠病毒”避免歧视倡议书》指
出，疫情是人类共同的灾难，应共
同抗击，避免歧视。

倡议书指出，1月30日，世界
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美国、加拿大、日本
等国陆续从中国撤侨，多家航空
公司取消飞中国航班。与此同
时，到中国探亲的侨胞陆续回到
各侨居国，在意大利等个别国家
发现了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侨
胞，并出现歧视华人、辱骂华人的
严重情况。

倡议书呼吁，广大华侨华人
严格自我要求、从我做起，按相关
防疫要求去做，特别是从中国返
回侨居国的侨胞，要自觉隔离14
天。要主动与主流社会、主流媒
体交流，阐明观点和愿望，介绍疫
情概况，正确看待中国政府采取
措施抗击疫情的成效与决心，指
出这次疫情是人类共同的灾难。

倡议书还表示，海外华侨华
人感谢侨居国提供良好生存发展
环境，愿为侨居国作出应有奉
献。“结合各国实际情况，赞扬融
合，抨击歧视，合情合理合法阐明
我们的观点。”

葡萄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会长周一平与 Vila do Conde 市
政府举行联席会议，介绍中国政

府防控疫情的部分措施，并重点说明了疫情出现以来，在
葡华人社区不仅积极募捐物资支援祖(籍)国人民抗击疫
情，同时在里斯本等地设立隔离点，帮助从中国返回葡萄
牙的侨民进行自我隔离，争取将风险降到最低。

周一平希望大家正确认识疫情，不要恐慌，也希望能
够获得葡萄牙政府支持，给华人社区及商业活动予以保
障。

疫情发生以来，海外统促会组织持续密切关注中国防
控疫情情况。比利时、孟加拉国、墨西哥、摩洛哥、埃及、美
国、关岛、奥地利、哥斯达黎加、莫桑比克等地统促会组织
发起捐款捐物，购买口罩、护目镜等医用物资，支援中国防
控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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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离开故乡 78年后，印尼郑氏家人终
于回到了泉州南安三甲村省亲。

一

在抗日战争之前，郑家曾的父亲郑振坎带领
数位乡亲前往印尼谋生。在印尼，大家互帮互
助、同甘共苦，并且都心系家乡，定时寄钱寄物回
乡。但劳作辛苦，世事动荡，前往印尼的数十位

族人中，最终仅有4人顺利回乡。
旧时，郑振坎住的房子名叫“棋盘厝”，也称

“顶厝”，其厝前有“砖仔埕”。所谓棋盘厝，意为
房屋格局如棋盘，四面有角，中有天井，房屋紧
密。当年，郑氏族人生活于其中，传说共有 99
人，因而被称为“99人厝”。

在那个时代，泉州地界流寇、匪帮众多，野兽
同样不少。在夜里，有些被人“占地为王”的区
域，绝大多数老百姓甚至不敢靠近。因而，有能
力的百姓家常备武器。三甲村郑氏家族就曾有9
把鸟枪（旧时火器枪，子弹上膛较慢），用于防备
土匪和强盗。

1945年，郑振坎因病在印尼去世。10年后，
郑振坎的爱人找娘也不幸过世。数月后，郑振坎
的大儿子家炮便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继续从印尼
寄回侨批。他寄回的都为印尼盾或港币，金额时
高时低。其中邮费与兑换的手续费不低，如寄出
七八十元，在国内一般能收到三四十元。由此，
其弟郑家曾的生活才渐渐宽松了些。

由于国际形势动荡，上世纪70年代起，郑家
曾与郑家炮失联了20多年。时间可以让人忘记
疼痛，也把牵挂拉长。郑家曾对父兄的牵挂亦是
如此。上个世纪90年代初，郑家曾终于找到机
会，托人到印尼泗水、雅加达数次寻找兄长及其
家人。

经过坚持不懈的寻找，终于通过中间人找到
了郑家炮。那一回，郑家曾托人给兄长带去了家
乡的特产——桂圆干、干木耳、茶叶等。郑家炮
思念家乡却年事己高，行动不便，无法回国。郑
家曾还得知，郑家炮所有的财产在浩劫中曾被抢
光，日子一度十分艰难，十分心痛，更是挂念长
兄。

1996年，郑家曾又托付大女婿黄振华到印
尼再寻找郑家炮。遗憾的是，这一回黄振华没能

见到郑家炮，郑家炮已在他乡离开了人世。
5岁后，郑家曾终未能再见到兄长。

二

2012年3月，郑振坎“正祭”临近之时，郑家
曾的子女带着父亲多年的牵挂，一同前往南洋印
尼寻找祖父之墓。

他们自印尼泗水港口上岸，辗转在印尼停留
了10多天时间，才得以正式与亲人见面。郑家
炮之子郑添福是一名工艺师，看祖籍国的家人远
道而来，虽然工作繁忙，却依然决定亲自带着他
们去寻墓。

郑振坎的墓地距离泗水300多公里外，郑添
福仅在5岁时去过一次，彼时61岁的他甚至已经
几乎遗忘了墓地的位置，更遑论墓地的确切地
点。如此，50多年后，仅仅凭着记忆力真的能找
到吗？大家心中顿感渺茫。幸而，印尼当地变化
不大，凭着郑家炮子女的回忆，一行人真的找到
了那一片墓园。然而，岁月之久，墓区之大，荒草
萋萋，郑振坎墓的具体位置依然成谜。

一时不知所措的众人打电话给远在家乡的
郑家曾，询问其在相片中看到的郑振坎墓景。然
后，众人兵分四路，各自在茫茫墓区里寻找。功
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寻到了祖父的墓碑。

郑家曾之女郑爱玉回忆当时的场景时说：
“非常激动，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仿佛是血缘
亲情的连接与共鸣，让我找到了爷爷的安息之
地，也让背井离乡70多年的爷爷终于‘看’到了
我们。”

郑家曾之子郑志平把好消息告诉了父亲，郑
家曾在电话的另一头无比激动，几乎语无伦次，
却耐下心来，要求郑志平他们再次认真地辨别，
确保无误。

据他们回忆，郑振坎墓碑的石材是祖国泉州
南安的石砻石（又称泉州白石），看上去较新，但
缺了一角，上面浮刻着：“福建泉州西门外丰州
（后分为丰州、霞美两镇）三甲村郑振坎，64岁过
世。孝人：长子郑家炮、次子郑家曾。”祖父的墓
地四周垂柳依依，左有一丛文竹；后
有楼，楼内一名墓地管理员也是福
建人，来自莆田，居然还能说闽南
语。

虽未能落叶归根，但郑振坎的
墓地周围却乡音依旧，让人心生慰
藉。

三

2016年 12月，在郑家炮离开
了祖国78年后，他的子孙终于由印
尼回到祖辈生活过的地方。

郑家炮在印尼有 2个儿子，两
人居住在相隔 1000多公里的港

口，皆有回祖籍国探亲之心，却总是因缘际会而
次次延迟。

幸好，2016年，他们顺利成行，那次回国的
有郑家炮的二儿子郑添兴、二儿媳妇及两位孙
女。在郑家炮去世20多年后，他们已无法顺畅
地用闽南话交流，但可听懂一些。在亲人的陪伴
下，他们走过了祖籍地的多个地方，自然而然产
生的亲切感，也让他们越来越喜欢祖籍国的风土
人情和山川河流。原来，祖籍国的经济已发展得
如此好，亲人的事业发展远超他们想象。

郑添兴表示，两个女儿因历史原因，对汉语
一窍不通，今后，他决心安排女儿回祖籍国学习
中文。大女儿更说，她还想回家乡学习闽南语。

后来，郑家曾全家人及4位来自印尼的亲人，
一同为郑家新建的“聚福楼”举行了“入新厝”仪
式。而今的郑家不再住着“99人厝”，却依旧亲密
无间，同心同德。

郑志平把这段经历称为“印尼亲人归国记”：
“相聚的日子，开心满满，充满欢声笑语；送别的
时刻，依依惜别，感慨流泪，只盼今后能够常来常
往。”

随着时间的流逝，总有古老的故事在记忆里
泛黄，逐渐残缺。幸好血缘一线牵，他们不曾遗
忘，并最终找到。更好的是，时至今日，信息往来
如此便利，互联沟通方式多种多样。距离再远也
是咫尺天涯；千里之外，亦可共话婵娟。

幸好。 （洪少霖）

南 洋 有 家 人

▲郑家子女曾经就读的学校

▲郑家侨批 ▲两地亲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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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眷楼位于漳州南靖县金山镇后眷村，
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由南靖著名富商
卢项出资兴建，历史上为当地卢氏族人聚居
之所。古楼建筑雄伟壮观，为外二层楼内平
房的长方形砖石结构，全楼布局严谨合理，共
有9个大、小门，18个厅堂，108间房间，建筑
面积3000多平方米。“五院九门十八厅”的布
局处处蕴含着“五行”“八卦”等传
统文化精髓，空间结构和营造富
有特色，内涵丰富，显示了先人巧
妙的构造智慧，具有较高的历史、
科学和研究价值。1999年，后眷
楼被评为南靖县文物保护单位；
2020年11月获省级第十批文物
保护先进单位。

后眷村地处九龙江支流西溪
之畔，距离西溪航道上游起点的
水潮码头不远，后眷楼是当地族
人航海运输转运之所。楼内的卢
氏族人在清代多渡台贸易，族谱

记载明确，涉台渊源关系密切，又是一处涉台
文物。

百年砖楼，见证岁月沧桑。1932年中央
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回师瑞金时分兵驻扎于
此，后为国民党十九路军驻地，设军需仓库于
楼内；抗日战争时期漳州龙溪中学内迁至此
做为校舍使用直至抗战胜利，2017年起收归
当地村委会集中管理使用，投入专项资金进
行修缮并辟为后眷村文化活动中心。在楼内
开设文化讲堂、农家书屋、文体活动室、体育
健身室等，让文物“活”起来。

笔者站在毗邻的一座三层楼上眺望，“后
眷楼”依山傍水，座北朝南，呈长方体构筑，犹 如一座小城堡，占地总面积3.39亩，院前埕

地面积1.42亩。整座大宅院门庐威严，庭院
宽敞，雕梁画栋，雄伟壮观，既有北方大宅院
的气势，又有南方回廊重檐式的特征。正大
门上方石刻“岐峰拱秀”，门匾左边石刻小竖
字“乾隆丁未孟春”，右边石刻小竖字“范阳”，
两枚刻有“云起刚阳”“腾飞修甫”方形印章以
及一个小“建”字。虽历经岁月沧桑，但建于
清朝乾隆年间的这座大宅院至今仍保存基本
完好。

近年来，后眷村开展村容整治，在后眷楼
内外安装路灯，并在其埕地前建起农民公园，
添置体育健身设施，造福村民。

（温欣 赖定军 卢子超 文/图）

南靖后眷楼传奇
位于泉州市惠安县新亭尾小区21

号楼18楼有个“一瓣香”妈祖文化展览

馆，面积 200多平方米。走进展馆，映

入眼帘的展品形式多样、种类繁多。木

雕、陶瓷等材质妈祖像头戴冠冕，开脸

慈祥端庄，弯眉高鼻，双目微俯，面带微

笑，双手自然安放于椅子左右侧，椅子

雕刻之精湛，体现了当时雕刻师傅高超

的雕刻功底。

展馆负责人孙女士兴致勃勃地向

游客介绍说：展馆现有将近 1000件妈

祖文创作品。其中，妈祖古造像近300
件,还在持续增加中，拥有樟木、小叶紫

檀、檀香木、铜、银、石头、纸等材质的妈

祖造像。馆内藏品丰富，从妈祖鞋、妈

祖香囊到妈祖邮票、钱币、书籍、年画都

可以在展馆看到。

“一瓣香”妈祖文化展览馆是 3名

“80后”一起创办的，筹建时间达一年。

现已在惠安免费预约开放，关注抖音

“一瓣香”妈祖文化展览馆或公众号就

可以参观，但每天的名额都有限制。

孙女士表示，“一瓣香”的妈祖古造

像大部分从国内古玩藏家手中获得，还

有部分国外竞拍中获得。他们参加过

菲律宾、日本、英国的古董拍卖会，委托

当地朋友代拍，自己支付费用以及运

费。筹建展览馆，他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在建造

的过程中，他们得到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希望藏品可以走出

惠安，成为移动的展览馆，让更多人感受千百年来妈祖的

“立德、行善、大爱”。 （宗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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