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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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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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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人的春节不仅很长，还很热
闹。

年，要过两次：除夕是小年夜，正
月初四是大年夜，称之为“做大岁”，两
个年一样重要，都是团圆围炉的日子。

元宵节，则从正月初六持续到正
月廿九，堪称全国最长的元宵节。一
到元宵，整个莆田的主色调就成了红
色海洋，家家张灯结彩，人们穿红，吃
红，用红，还把众神请下神坛，一起到
市井烟火中“与民同乐”，祈祷来年红
红火火。

一

莆田古称兴化，辖莆田和仙游两
地，直到今天，“做大岁”依然是两地的
隆重习俗。而在这最大节日的背后，
却是 400多年前，莆田一段惨痛的历
史。

明朝嘉靖年间，闽浙沿海倭乱猖
獗。据《明史·戚继光传》中记载，嘉靖
四十一年（公元 1562 年）农历十一
月，倭寇攻陷兴化府城，文献名邦遭遇
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当时，百姓被杀
者数万人，幸存者四处逃亡。倭寇占
据府城两月，直到次年正月廿九，戚继
光大军将至，倭寇闻风弃城逃窜。此
时，莆田民众才敢回到家中，整理断壁
残垣，探问亲友伤亡，并在二月初四补
过了一次年。此后，莆田人民为了纪
念这段惨痛的历史，改除夕为过小年，
二月初四为过大年，俗称“做大岁”。
后来，为了不耽误农时，将“做大岁”提
前到正月初四，在仙游县则是正月初
五。

至今，“做大岁”习俗在莆田地区
已延续数百年，还留下了白头春联，初
二不走亲访友等习俗。

这两项习俗也是源自当年的苦

难。据说当年逃亡的民众回到家中，
先贴白联办丧事，然后才贴春联补过
年。为了祭奠逝者，在贴春联覆盖白
联时专门留出上方一截，成为白额春
联，一直流传至今。大年初二，在莆田
被称为“探亡日”，是民众回到家中后
互相探望亡故亲人的日子，为了避讳，
此后约定大年初二这天不到亲戚朋友
家中拜年。

时光流逝，“做大岁”成为莆仙地
区特有的春节风俗，家家户户都要“重
过一次年”。

这一天，莆田百姓也要像除夕夜
准备年夜饭那般忙碌，一家人团团围
坐一起，食物摆满一桌。鸡鸭鱼肉，虾
蟹蛤蚶，足够丰盛，最重要的是，要在
饭桌中间放上一碗“红团”（一般 5
个），寓意红红火火，年年有余，衣食富
足。

红团是莆田特有的一种米制品小
吃，因其表皮呈红色而得名。刚刚蒸
熟的红团热气腾腾，味道甜而不腻，深
受群众喜爱。“做大岁”的时候吃红团，
意味深长，红色是喜庆的色彩，圆圆的
形状寓意着家庭团圆美满，另外“红
团”的甜也象征着新一年的生活甜甜
蜜蜜。红团可以长时间存放，因此，它
也是过年时莆田家家户户必备的祭祀
供品。

二

国之大事，在戎在祀。在莆田，祭
祀更是生活中重头事。为了敬神，莆
田人的祭祀供品真是花样翻新，丰富
多彩，别开生面。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莆田人做不
到。

摆塔，是元宵供品中的一项技术
含量极高的视觉艺术。在莆田，有摆

红桔塔，也摆蔗塔，都是难度极高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

正月初七，“红桔塔”先在荔城区
黄石镇的江东村浦口宫垒起，最高的
塔能高达 6米，相当壮观。浦口宫供
奉的是唐玄宗的妃子梅妃，“红桔塔”
这种祭祀“果龛”，据说源于唐代，可谓
历史悠久。

江东村有 13里社，自清代起，每
社叠一座桔塔。近几年，又增加2社，
故现共制作 15座红桔塔。每年正月
初三，里社男女老少在浦口宫分检不
同尺寸的红桔，按仿古传承位置排列，
由泥、木匠搭建垒起“红桔塔”。因各
里社户数不同，因此每座塔高低不
同。户数最多的，出动 30多人，垒起
的红桔多达数百公斤。户数少的，只
需要 6个人，红桔只需数十公斤。桔
塔底层由16粒红桔上下相叠，层与层
之间用一块八角形层板相间。随着逐
层叠加，塔身逐渐缩小，顶层塔尖只有
4粒红桔收尾。

当地人介绍，“红桔塔”蕴涵着寓
意，“红”象征红利，“桔”代表吉祥。元
宵过后，再拆“红桔塔”，各里社把展出
的红桔按各户人数分发，以表示梅妃
给村民们赐福。

同样是塔，涵江区延宁宫的妈祖
蔗塔也是一种难度极高的造型艺术。
所谓蔗塔，即用甘蔗切成蔗节，搭叠成
空心灯塔。塔身净高可达 4.2米，加
上底座，总高 5.3米。塔身全部用蔗
节搭叠，搭至天井顶一般是 360层左
右，整个妈祖蔗塔要使用 180公斤左
右新鲜甘蔗。

摆蔗塔是一项精细活，正月十三，
技艺传承人谢天章就要开始动手制
作，直到正月十六前夜才能完成。搭
叠的过程中得力求平衡，还要特别小

心，搭的过程中还要不断喷糖水，这样
搭起来的塔可以保存7到8天。塔中
还要预埋照明设备，亮灯时壮观和谐，
惊艳一时。

除了红桔塔、蔗塔之外，在荔城区
还有肉糕塔、南瓜塔、柑橘塔等等，看
上去，也是美的享受。

看过了高大上的塔状供品，再看
出现在元宵欢庆时的其他供品，也是
巧夺天工，美不胜收，有奇石构成的满
汉全席，有面粉制作的十二生肖，个个
栩栩如生，堪称艺术精品。

三

供品虽然壮观，总归还是食物，除
了只能看的，大部分供品最终都成了
人们餐桌上的美食。莆田人习惯了在
敬神之后，分享这些供品，好粘上一些
福气和运气，说是“福余”。

节日里，最开心的往往是孩子
们。多年后，孩子们长大，儿时民俗活
动中的美食伴随着节日的喜悦，让人
难以忘怀。丁饼应是莆仙人们心中的
一种美味，丁饼由烘烤而成，韧性十
足，微微有点甜，还有一丝烤焦的气
息。今天看来相当普通，但对孩子们
而言，就是美味。在莆田的菩萨出巡
民俗活动中，孩子们一般都有参加，负
责举旗，每天菩萨出巡结束，就是分发
丁饼的时节，大家都欢呼雀跃，那是一
天最快乐的时候。

在城厢区，元宵狂欢的余味会持
续到二月初二，这一天，泗华村的抢豆
腐丸，将莆田的民间狂欢节推向了高
潮。

俗话说，二月二，龙抬头。这天，
百名村民齐聚泗华村溪安祖社，在喜
庆的锣鼓声中抢豆腐丸，并将抢得的
豆腐丸带回家中，煮了全家一起吃，共
同祈盼新一年团圆平安、事业红火。

逢年过节，不能不吃的还有妈祖
面。

妈祖面的主料是线面，这种细细
长长的面条，寓意着健康平安。在莆
田，在大年初一和做大岁以及一些比
较重要的时候，都要吃这种面。妈祖
面配料丰富多彩，色彩艳丽，而且很有
讲究。紫菜，别称紫袍，有紫气东来之
意，象征富贵；香菇象征团圆；翠绿的
荷兰豆和鲜黄的鸡蛋象征健康；花生
取意落地生根，象征平安吉祥。面的
底汤也是用料讲究，一般要用蛏、红
菇、黄花菜等物品熬就。淡淡的红色，
代表好兆头，独特的鲜美滋味，让人百
吃不厌。线面上桌前，还要淋上一勺
猪油，立马让面条荤香扑鼻，活色生香
起来。

正月二十九，是莆田大多数地方
庆元宵的最后一晚，称为“尾暝”。过

了这一天，莆田红红火火的春节就算
结束，人们开始收心上班，开始新一年
的拼搏。

闹元宵，让莆田人的年味，有了具
体而鲜活的画面，也让每个人的“乡
愁”找到了真正的载体。这两年，因为
疫情原因，闹元宵按下了暂停键，虽然
餐桌上依然丰盛，但人们总觉得少了
些什么。大家都在期待，疫情早日过
去，春暖花开，再次狂欢。

（陈文波/文 吴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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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年俗各殊各异，然百川万

折，必归于海，其本质与内涵深深根

植于中华儿女的血脉当中，未曾有

过丝毫变动。

记忆中的年，总以返乡春运的

热闹形式登场。西装革履的男人

提着行李狼狈地穿行在拥挤的人

潮，耄耋之年的母亲踮着脚尖费力

地寻找游子归家的身影，务工归来

的夫妇冲下火车激动地拥住留守

在家的孩童，是年关将至之时特有

的风景。正是出于心中那份对家

最直接最淳朴的向往，无数羁旅他

乡的文人墨客将满腹的眷念与哀

愁融进字里行间，于白色宣纸游走

的狼毫笔尖上，是浓到化不开的乡

思。

记忆中的年，是鞭炮春联共同

构成的主舞台。“半盏屠苏犹未举，

灯前小草写桃符。”鞭炮齐鸣，锣鼓

喧天，在淡淡的烟尘中，将过往的

遗憾与旧联一并揭去，用艳红的新

联盖去墙面上斑驳的胶痕，小心翼翼又

满怀期待。夜幕降临，随手将旧时的光

阴剪成烟火，抬眼望去，便是东风

夜放花千树的绚丽景象，借着这流

传千年的习俗，举杯与沉浸在火树

银花中的古人对饮，温酒下肚，便

有了对传统内涵的更深感怀。

记忆中的年，常在对央视春晚

的评论中收尾。无论是开播前对

春晚的预想，还是开播后对节目的

犀利点评，似乎都成了千家万户的

行为习惯。春晚不仅展现了旧年

的成就，还寄托了新年的愿景，其

所处的特殊时间点，注定了其所蕴

含的意义非同凡响。哪怕未能与

家人成功团聚，春晚也为异乡的人

们带来与家人更深刻的羁绊，让那

份绵长的情意通过播放着同一内

容的屏幕，跨过万水千山。

古人的年，酿入了半盏清酒，

刻进了迎春桃符；今人的年，藏在

了春晚的祝福，融进了团圆的饭

菜。常变常新的过年方式下是亘

古不变的期望。往日作序，来日为

章，恰逢新春，于漫天烟火下举杯，共同

致敬未来生生不息的希望。 （刘奕）

心香一瓣

往
日
作
序
，来
日
为
章

名人故居一直是一方水
土的瑰宝，在漫长岁月的洗
礼中，这些名人故居，曾经
的辉煌荣光，很多被淡化、
被尘封、被遗忘。历史珍贵文物，
是历史瞬间的记忆，是不可再生的
遗产，现存下来的古民居显得尤为
宝贵。

省级文保单位——连江魁龙

坊孙察院故居，是福州地区不可多

得的明朝古厝。去年通过历史文

化街区修缮提升，为观众呈现古色

古香的建筑风情，展示着浓郁的地

方特色和鲜活的烟火气.
孙钦，字彦敬，生于明洪武十

八年（1385），初居东湖，后迁居县

城。父孙端，字文奎，官居南京刑

部主事。孙钦出生不久，父谪云

南。孙母育子有方，孙钦接受“汝

外祖既举进士，其父复举明经，汝

弗之学，何以继先志乎？”的母训，

发 奋 图 强 ，于 明 永 乐 十 二 年

（1414）与堂兄弟俊后同榜中举。

孙家文运恒昌，先后走出多名进

士、御史。今凤城富春孙氏宗祠中

“同榜科名三桂萼，历朝凤宪七兰

台”对联，即其美事典故。

孙钦中举后，出任湖广道监察

御史，实行德政，名声在外。明洪

熙元年（1425），调浙江道监察御

史，兼江西按察史，任内振肃政风，

深得民心，人谓“真御史”。宣德九

年（1434），御史张铎奉诏于连邑

故居前街立功名坊，以表彰孙钦功

勋德业。孙钦卒于明天顺元年

（1457），享年73岁。

孙钦故居，坐落在连江县城关
原崇云铺王巷街与江夏街交叉处
的夏王里（今凤城镇 816西路 55
号），坐北朝南，砖木结构，六扇五
间三进，前有门楼，石门框，门内有
照壁，照壁与大厅及

各进之间有天井，两

旁布局厢房、披榭，后

有花园。周围砖砌火

墙。故居建于明洪熙

三年（1428），孙钦的

童年和少年时代在此

度过。故居第三进，

抗战时期被日寇军机

炸毁，其余尚存。新

中国成立后，因开通

东西走向的江滨路，门楼被
拆，内厅依然如故，保留明
代建筑风格。12根杉木厅
柱，腰围一人合抱不拢，立

在硕大的青石雕柱础上。整个建
筑雕梁画栋，古朴、厚重，古厝修缮
不仅聚焦建筑技艺，更聚焦于主人
翁的品行人格。古厝记录下的一
个个历史故事，折射出乡贤为官不
易和从政为民的融融暖意，也勾勒
出更具人情味的现实生活。

时人造访，留下《瞻仰孙钦故
居》感怀诗：修葺他年堂宇开，宅居
焕彩蕙风来。先贤资政垂青史，世
胄诗书育俊才。继序不忘承古典；
尊崇犹念策驾殆。传其仁德家声
远，教化后昆衣锦回。 （阮道明）

孙察院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