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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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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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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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的闲暇时光，漫步在永春街
头，清新宜人的空气带着丝丝清甜，让
人留连忘返。不知不觉间，在县城的某
个街道角落，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酸
溜溜的，格外浓烈。那是从老醋厂散发
出的，红粬发酵的醋酸气味，是这里空
气中独有的。每每路过，总要深深呼吸
一口，不由自主地驻足感受，恰是醋味
正浓时，怎能不令人回味。

一

永春酿醋历史由来已久，吃醋更是
蔚然成风，千百年来醋味缠绵悠远、亘
古不变。

永春老醋酸中带甘、酸而不涩、回
味生津，仿佛是岁月酿造出来的味道。
老醋在生活中不可或缺，从小到大更是
醋不离口，有老醋的日子，更加的有滋
有味，仿佛酸酸甜甜的，始终未曾远去。

记忆中的小时候，偶尔肚子不舒服
或鱼刺卡喉咙，大人们首先想到的是，
得赶紧喝点老醋。即便是现在，不管科
学不科学，却也已经成为了永春人的习
惯。大概民间认为老醋有治病妙用，且
家里随时都有，信手拈来便可迅速应
急，似乎也可以缓解不适。据说飘流海
外他乡的游子，总是要常备永春老醋，
既可治水土不服，又能解思乡之苦。

中学时在校寄宿，校庆那天可以有
免费午餐，同学们早早就打听到，炸醋
肉是当天主菜。在那个吃肉不太自由
的年代，大多同学为此馋得彻夜难眠。

酸爽酥香的醋肉，果然名不虚传，简直
就是人间至味，忍不住要大块朵颐；却
又心生不舍，实在是不忍让如此美味匆
匆就下肚。大口解馋之后，终究还是小
口小口细嚼慢咽，只想让这难得的滋
味，在舌尖多留一会儿、再留一会儿
……

此后很长时间里总会不断感慨，为
什么校庆要5年才能有一次。

二

还记得有段时间里，家里经营面条
加工生意，吃面成了常态，难免口腻心
烦。然而每到吃面时，无论汤面炒面，
适当加点老醋，口味便产生了变化，竟
然也可以百吃不厌。直至如今，每逢吃
面吃米粉喝汤时，总会习惯性地加点老
醋，不仅仅是为了改善口感，更是为了
那难以割舍的浓浓醋味。

永春老醋既是佐餐必备，更是烹饪
所需，老醋味就是乡土味，在生活中随
处可见。每每回到永春老家，新朋故友
难免把盏言欢，总是要不由自主地，找
寻那醋意盎然的味道。普普通通的食
材，经过老醋的加持点化，便可化腐朽
为神奇，成为独具特色的地方美食。难
得欢乐相聚时，总是醋味飘香，令人期
待。

简单的青蒜茎泡老醋，似乎只有永
春才有，现做现吃、解腻开胃。初尝时
如刀割喉，一缕“灼烧”直入胸间，更有
辣劲直冲天灵盖，几欲“七窍生烟”，再

尝几口便欲罢不能、回味无穷。酒酣耳
热时，常常会毫不客气地吆喝，“再切碗
青蒜茎来”。这样小菜也是乡厨与屠夫
的最爱，通常是案头必备，在工作休息
间隙，就几口小酒，身怀的绝技才得以
施展自如。家常的如三层肉紫菜汤或
紫菜蛋汤，醋味浓淡由人，没有肯定不
行。在似醉非醉时，必定要来一碗，即
刻便可以重振旗鼓。因省时省事、清爽
下饭，既是闽南大鼎咸饭的传统搭配，
更是辛苦劳作时的当家汤品。而当新
鲜鲫鱼遇上永春老醋，深度交融成老醋
鲫鱼煲，酸香甘鲜、风味天成，令人垂涎
三尺，外地朋友来了，绝对不能错过。
再普通不过的猪脚，用足量老醋烹制，
是永春人烹煮猪脚的首选方法。老醋
猪脚色泽鲜艳、酸美醇香、肥而不腻，在
与猪脚有关的美味中独树一帜，成为永
春美食的经典代表，尝过后便会念念不
忘、回味悠长。在喜庆热烈的乡宴中，
炸醋肉、醋猪脚、醋肉皮、醋蹄筋等老醋
系列，是当仁不让的必出菜品，更是考
验乡厨技艺的重点环节。在热火朝天
中，醋香与肉味神秘融合，变幻出迷人
的酸爽醇香，方圆几里都能闻到。正是
有了如此浓郁悠远的醋味飘逸，欢庆的
气氛才得以在乡间弥漫。

三

永春老醋是中国四大名醋之一，风
味与美名早已远播四方。“问渠那得清
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永春优越的

自然地理与深厚的历史人文，加上经年
累月的积累沉淀，成就了永春老醋的独
特酿造技艺，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绝佳风
味。

上世纪 50年代，著名爱国侨领尤
扬祖回国定居，以拳拳赤子之心，为家
乡建设呕心沥血，成为爱国爱乡典范，
为世人所津津乐道，像醋味飘香一样绵
延不断。

尤扬祖先生有感于永春老醋的与
众不同，以及民间各家自酿的发展弊
端，毅然斥资兴办酿造厂，传承民间酿
造工艺精华，结合科学方法精工酿制，
使永春老醋重新焕发生机，并得以声名
远播。

如今在乡村振兴中，永春醋产业与
醋文化相得益彰、蓬勃发展，赋予了永
春老醋新的内涵，在更高质量上持续造
福一方、香飘四海。相知多年的兄弟，
始终念念不忘永春老醋的缠绵滋味，怀
着一颗火热的雄心，誓将永春老醋继续
发扬光大，想方设法开拓新的醋园，力
主秉承古法酿造工艺，让永春老醋滋味
更悠远绵长、沁人心脾。

一切恰逢其时，已万事俱备，期待
那醋味更浓时。

（李文新/文 姚德纯 林文兰/图）

醋
味
正
浓
时

我的家乡是闽西北部的宁化治平
畲族乡。家乡四面皆山，山顶、山腰、
山谷随处可见杨梅树翠绿的倩影。春
回大地时，杨梅树沐浴在绵绵春雨中，
舒枝展叶尽情地吮吸着春天的甘露，
在春风摇曳中茁壮成长。

“端午节，杨梅红出血”，这是流传
家乡的农谚，也就是说端午节到了，杨
梅熟了。儿时的我，每每农历五月，端
午前后，我就会呼朋唤友跟随大人，结
伴上山摘杨梅。这是品尝新鲜杨梅最
好的去处。山中采杨梅，犹如寻找梦
中的情人，万绿丛中，点点红艳，你欲
寻访的那位却总是遮遮掩掩，蓦然回

首，它却在暗中为你
把脸儿涨得紫红。看
到满树熟透的杨梅压
弯了杨梅树枝时，我
们个个满口生津、馋涎欲滴，像猴子似
的争先恐后爬到杨梅树上，当你拨开
枝叶，小心翼翼地把个大、色红的杨梅
捧在手中，轻轻地亲它一下，甜味、鲜
味让你忍不住一口吞了，只有在你咬
破它之后，那酸味才令你的牙缝发出
咝咝的呻吟。我们在杨梅树间跳来蹿
去，吃得满腮湿红，满嘴清香。有时吃
多了，大人也不会责怪孩子，只会笑着
说：“吃吧，杨梅性凉，清虚火……”有

时一不小心把杨梅核咽进肚子，大人

也不会骂孩子，只会安慰说：“没事，杨

梅核能清肠，吞下去能带走肠胃里的

毛发……”待我们吃饱尝够，摘满一箩
筐时，就唱着歌儿，满载而归。回家后
把杨梅用清水洗净倒在簸箕里，呼邻
唤舍，大家一起品尝新鲜的杨梅，边吃
边啧啧称赞：“好甜！好爽！”

杨梅采多的人不仅自己吃，还纷

纷挑到乡里的集市上卖。端午时节的

街头街尾摆满了鲜

嫩欲滴的杨梅。村

里家家户户的屋檐

下挂满了一篮篮熟

透的新鲜杨梅。那从早到晚飘飞弥漫

在村里的缕缕酸甜清香，不知不觉给

乡民们平平淡淡的生活染上了一层层

温馨甜润的暖色……

是的，家乡的杨梅是撩人的。它

好似十七八岁的江南小姑娘，红艳艳

的，水津津的，轻轻一捏，就流蜜汁

儿。甜只淡淡的，酸却如绵绵的相思，

回味隽永。它的形状是圆的，和大的

龙眼一样大小，远看并不稀奇，拿到手

里，原来它是遍身生着刺的哩。这并

非是它的壳，这就是它的肉。只要等

它渐渐长熟，它的刺也渐渐软了、平

了。那时放到嘴里，每一根刺平滑地

在舌尖上触了过去，细腻柔软而且亲

切。颜色更可爱呢。它最先是淡红

的，似娇嫩婴儿的面颊，随后变成深

红，像害羞的少女，最后是黑红了——

不，我们说它是黑的。然后它并不是

黑，也不是黑红，原来是红的。太红

了，所以像是黑。轻轻地咬开它，我们
就看见了那新鲜红嫩的内部，同时我
们也染上了一嘴的红水。不成熟的杨
梅是酸中带甜,成熟的甜中孕酸。少
年时生活贫困的我唯一能吃到的水
果，就是家乡水灵灵的杨梅。每每看

到色泽艳丽、汁多味美的杨梅，就垂涎

欲滴，胃口大开。一颗一颗的放进嘴

里，一面还没有吃完，一面又早已从脸

盆里拿起一颗，一口气吃了二十几颗，

有时来不及把核一一吐出来，便一直

吞进了肚里。吃得“十指纤纤尽红

染”。“生了虫呢……蛇舔过了呢……”

母亲看见我吃得快，吃得多，便这样的

说起来，可我依然我行我素，顶多多洗

一下，便又迫不及待丢进嘴里，便囫囵

吞下，待到肚子胀胀的才笨拙地腆着

圆滚滚的小肚子，走了开去，叹气似的

嘘出一声“咳”来……爬上饭桌，咬了

一口豆腐，哎哟，牙齿酸倒了，连豆腐

也咬不动了，难受极了，才恍悟刚才吃

了太多的杨梅，惹得全家哈哈大笑。杨

梅多时，母亲便把鲜食剩下的晒干或浸

烧酒制成“杨梅酒”，母亲说，这杨梅酒

是一味药，治痢、解暑，红艳甘醇，久藏

不腐，喝上一口，顿有舒气爽神之感。

家乡杨梅红又甜。多少年来这鲜

美的杨梅植根家乡的大山，吸吮家乡

土地的营养，沐浴着家乡的阳光，哺育

了一代代乡民。如今，尽管有各色包

装精美的话梅、杨梅干及人工栽种的

杨梅，可我不爱吃。我最想吃的，还是

那散发着缕缕泥土清香又红又甜的家

乡纯天然杨梅。因为，这鲜美的杨梅，

渗透着我曾经有过的欢乐时光与绵延

乡愁。 （连允东）

自6月9日起，厦门规划展览馆开展

“绿水青山看厦门”摄影展及“忆峥嵘岁

月、赞辉煌成就”档案图片展。

“绿水青山看厦门”摄影展展现的是

厦门市资源规划局系统干部职工用镜头

记录厦门生态文明建设者守卫绿水青山

的经典事件、生动场景和感人故事；展现

厦门资源保护、生态修复、绿色扶贫等建

设的辉煌成就和幸福瞬间；描绘厦门自

然、人文风貌。 （夏乔）

厦门推出摄影展及档案图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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