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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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崛起的连江定海湾山海运动小镇
在 连 江 定 海 湾

畔，一座山海运动小

镇运动小镇正在建设

中，其中项目一期已

投资约22亿元，建设

面积45万平方米，正

在打造以山地运动和

海上体验为核心，汇

聚众多精品健康运动

项目的海上福州健身

休闲产业示范基地和

宜业宜游宜居美丽特

色小镇。

据悉，位于连江

县黄岐半岛的筱埕镇

蛤沙村，面朝大海、背

枕青山的定海湾山海

运动小镇，曾是福建

省重点项目，福州首

批市级特色小镇，以

及连江县落实“对接

国家战略建设海上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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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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幸”存古厝

“宝宝你看这路、这墙，你外公家
原来也这样。”又是周末，三落厝度假
酒店内的住客还在安枕美梦，文化街
区内早已游客如织。还在蹒跚走路的
孩子，在长辈的牵引下，走过历经风雨
的青石板，跨过门槛，与我们的先辈跨
时空“重合”。这样的他们，应该更能
理解中华文化的真谛。

网红打卡点三落厝位于福州市连
江县丹阳镇板顶村的杜棠自然村。杜
棠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末，村里出现了
连江县第一个进士，后官至礼部尚书
的张莹。作为张莹的故居，三落厝原
为“七星台”，始建于唐代，后因火灾毁
于明朝。

明朝嘉靖年间，福州流浪汉郑氏
流落到此，在村边搭间草棚养鸭。说
来也奇怪，他养的鸭母生出的蛋格外
好，倍受欢迎。郑氏看中了七星台原
址，便与村里的杨氏宗亲商议，在此重
建了有大唐遗风的三落大厝。

三落厝厝如其名，木石结构的 3
间四合院横向舒展，以溪流相隔，借过
雨亭相连，具有“山泉入园、园内有溪、
溪中有厝”的景观，在3000多平方米
的建筑面积上，大小房间有 200 多
间。三落厝面积颇大，建造时，据说为
了扶正主梁，族长跑到村前的道路上
跪拦所有路人，请求帮忙。最后在几
百名路人的帮忙下，大梁终被扶起，可
谓大幸。

400多年来，郑氏家族就在这里繁
衍生息。伴随他们发家史的，还有一
首《养鸭歌》：“砻砻粟，粟砻砻；糠养
猪，米养人；瘪粟养鸭母，生蛋还主
人。”数百年来，已成为福州童谣，流传
至更远的地方。

上个世纪80年代，郑氏族人陆续
迁出，三落厝成为空房，房屋逐渐荒

废，数次发生古建筑构件被盗事件。
2013年，在连江县旅游资源普查中，三
落厝幸运地被重新“发现”，并被认定
为迄今为止该县发现的保护得最好、
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民居之一。“唐
音”守护者赖董芳还将《养鸭歌》嵌入，
制作了一首福州话歌曲《三落厝》。歌
曲旋律悠远深情，被福州十六中合唱
团选中，频频在各大赛事中获奖。

可一位独具发展眼光和古建筑情
怀的商人的到来，居然给沉寂数百年
的三落厝带来了第三次幸运和崭新的
未来。

不忍“明珠蒙尘”

7 年前，厦门朗乡投资有限公司
（简称“郎乡”）创始人李亚明第一次见
到三落厝时，它还被青苔、荒草包裹
着，犹如隐藏在偏僻村落一颗蒙尘的
明珠。作为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
出成就奖获得者、“古城卫士”阮仪三
的弟子，李亚明对古建筑有着一脉相
承的感情。

上个世纪80年代，他便跟着导师
骑着自行车，在苏州古城“转悠”了40
多天，阅尽苏州园林的风采。“那时真
是幸福。”采访中，他感慨回忆，脸上的
笑容依稀少年。多年来，始终精耕建
筑行业的他，走过许多山水，见到过许
多古厝，却依然为三落厝而感动：“你
看这古厝，它的器量之大，它的梁上雕
花，它的屋檐线条……在青山映衬下，
真美啊！”“三落厝是极具本地特色的
大型古建筑群，它能这么完整地留存
下来，真是太难得了。”李亚明说道。

他不忍三落厝凄美留存，更以商
人眼光确定：在福州的近郊，这样的古
厝没理由被闲置。他与团队推出了客
栈家计划，与村民合作，对房屋进行统
一设计、装修、管理、推广；按照现代酒
店制度要求，培训村民成为乡村民宿

经营合伙人。
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修旧如

旧，朗乡花了很大精力做了整体规划，
将度假酒店的设计理念定为“古今对
坐”。房屋近乎完美地保留了原有的
外观：第三厝的残墙经历400多年雨
打风吹、寒暑交替，形成丰富的肌理，
残墙及墙身上的植被都被小心翼翼地
保留下来，周边用老木板加以衔接及
保护；古厝屋顶老瓦的青苔、风化的墙
板及开裂的木柱都或经特殊工艺或清
洁妥善保留了下来。朗乡酒店部驻店
经理赵衍磊介绍，三落厝全厝共 236
根柱子，能保留、填补、修缮的都留了，
总共只换了5根。“永泰的施工队特别
好。传统技术他们都很好地传承了下
来，好东西都没丢。”李亚明引以为豪。

而在不可见之处，郎乡以星级酒
店的标准强调现代居住的舒适性，将
200多间房间改造成40间。建筑内部
拆除了原有隔墙，通过钢构等现代材
料重新搭建内部空间，加入保温隔热
材料；室外景观在传统园林空间基础
上，改鱼塘为草坪，将日式枯山水嵌
入，以衬唐风……

阮仪三曾言，成功的古镇保护是
可以让游客愿意留下来“发呆”。果
然，在三落厝，可庭院独坐看山看草
木，亦可廊下品茗听雨听风声，随处可
发呆。

我们未来的乡村

2002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
平同志为《福州古厝》一书作序指出：

“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
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保存历史文化
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多年来，福州
市在推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
一以贯之推进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古
建筑保护利用工作进一步从城区延伸
到乡村，延伸到了三落厝。

据介绍，三落厝项目得以顺利完
成，地方三级政府支持和村民的信任
功不可没。政府积极为项目争取资
金，及时解决了项目在建设过程中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当地村民赤诚之心，
为河道环境改造创造条件，能毫无怨
言地砍去大片竹林……

这厢，拥有极大自由的朗乡，也极

为村民居住生活考虑周全。在设计初

始，便考虑了村民日常生活与对未来

的期望。他们在古民居外围旧址，将

丹阳镇的老街上 5 栋传统形制的商

铺，以传统工艺重建，恢复了水街、戏

台、广场，建立了学堂、艺术馆、书店、

古戏台。郎乡的一位年轻小伙还在三

落厝草坪外手工制作了一个游乐园，

当地孩子们可以免费游玩。

2018 年 12 月，总投资近 1.5 亿元

修缮的三落厝正式对外开放。《苏州国

画院·三落厝写生创作基地》《厦门大

学·乡村人类学工作室》入驻，第16届

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国国家馆之

“我们的乡村”在此举办；而后，杜棠三

落厝作为经典案例之一，参加了德国

柏林aedes国际建筑论坛和巴西库里

蒂巴双年展；2019年，三落厝更是作为

《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人文福建的代

表在央视播放……杜棠三落厝第三次

的幸运转身，为福建乃至全国乡村古

村落古建筑群的保存与开发提供了极

好的示范，成为了标杆性的存在。

数据显示，三落厝正式对外开放
短短数月，便接待游客约20万人次，
其中还包括来自10余个国家的国际
友人。“最多时，游客一天可达上万
人。村里的停车场停满车辆，村财收
入增加了。”赵衍磊说。村民还在三落
厝外摆起小摊，沿路兜售自家的土特
产。酒店也为周边群众提供了更多的
就业机会。前台服务员杨女士是江西
姑娘，几年前嫁到板顶村，而今已是2
个孩子的妈妈。“在连江城关上班时，
一周也不一定能回家一趟。现在，工
资待遇差不多，每天上班路程只要10
分钟左右。家里真有急事，请假就能
回去。我轻松，公公婆婆也开心。现

在，朗乡把我们的老宅也租去了，又为
我们省了一笔日常的修缮费用。”她笑
着对记者说。

这天又是假日，福州市区的肖女
士带着儿子来到这里“看看石头、玩玩
水、摸摸土”，享受山和田野的拥抱；而
杜棠的孩子们，正在游乐园里迎风奔
跑，嬉笑耍闹。

他们是我们的未来，这里是我们
的乡村。 （朱婷 裴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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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对坐古今对坐

唐风建筑的屋顶

古墙上长出的枝叶古墙上长出的枝叶

村里的孩子在游乐场嬉闹玩乐

青山石墙草坪相映成趣

三落厝全景

2021年5月4日，即农历辛丑年三

月廿三日，在莆田市湄洲湾北岸经济

开发区（以下简称“经开区”）贤良港天

后祖祠，纪念妈祖诞辰1061周年和“妈

祖回娘家信俗”活动隆重举行。其间，

专著《莆田贤良港妈祖回娘家信俗调

查研究》暨4集专题片《妈祖前世今生》

首发式同时举行。

文化是无价之宝。认识一个地
方，文化是金钥匙。北岸经开区是妈
祖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近年来，该地一
直致力于妈祖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
承。《莆田贤良港妈祖回娘家信俗调查

研究》由福建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叶
明生主编，多位国内外顶级专家学者
通过史料调查、座谈会、个人访谈、现

场观察、文物考证等形式调查其历史

脉络、文化生态、信俗形态、仪式特征、

文化价值等，揭开了贤良港“妈祖回娘

家”信仰习俗与底层文化的面纱。《妈

祖前世今生》由著名作家杨金远主撰，

7位专家学者出镜解读，以大量的史

实，对妈祖烈祖及其家族追根溯源，还

原了妈祖高祖从西天尾澄渚几经迁

徙，最后在贤良港定居的历史事实。

这两项研究成果，集史料性、知识性、

可读性、收藏性于一体，为世人认识过

去、触摸历史,了解妈祖文化的精深内

涵提供了一个重要参考。

文化研究成果的编撰是一个地
方、一代人智慧的结晶，也是一世一地
精神文明的写照、物质文化的纪实。
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
宣传部部长黄福泉冀以这两项研究成
果的发行为契机，活化利用独特的妈
祖文化资源，全方位展示处处有历史、
步步有文化的深厚底蕴，为经开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文化支撑。

据了解，“妈祖回娘家”是各地妈

祖宫庙回到妈祖诞生地贤良港，在天

后祖祠举行为妈祖庆生暨祭拜妈祖父

母的一种信俗活动。“妈祖回娘家”是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妈祖信俗”

的重要内容之一，2007年9月莆田贤良

港“妈祖回娘家”信俗活动被列入福建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莆田贤良

港妈祖回娘家信俗调查研究》是第一

部研究这个重要信俗的著作。其中17

篇报告均是通过实实在在的田野调查

工作取得的。作品挖掘了民间大量的

第一手资料，展现了不同地区妈祖回

娘家信俗的基本面貌，揭示了妈祖回

娘家信俗的历史、源

流、形式、内容、文化内

涵和价值意义。

4集专题片《妈祖
前世今生》则以视频的
方式，形象生动地展示
了：林默是妈祖的前
世，妈祖就是林默的今
生。林默作为人，她诞
生于贤良港；作为神，

她羽化于湄洲屿。
她从一位美丽善良
的少女，到一位慈悲
为怀的妈祖，经历了

一场神奇的蝶变。专题片解说词由著

名作家杨金远撰写，从妈祖高祖、林默

出生、由人而神、神迹传播4个层面，展

现妈祖前世今生的来龙去脉。

莆田贤良港天后祖祠董事会董事

长林自弟认为，妈祖文化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组成部分，专著暨专题片发

布，这是贤良港天后祖祠发展中的一

件文化大事，也是董事会注重妈祖文

化研究、弘扬和传承的一件盛事，更是

献给妈祖1061周年华诞的最好礼物。

他希望妈祖立德、行善、大爱的精神，

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林子）

一书一片一书一片 讲述妈祖前世今生讲述妈祖前世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