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VERSEAS CHINESE NEWS OF FUJIAN 2020 年 2 月 9 日 星期日 印尼版第 795 期发往120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并在美国、菲律宾、印尼、澳大利亚、南非、匈牙利、英国、阿根廷、波兰、西班牙、阿联酋及台湾地区落地印刷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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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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溪村早就被我“盯上”了。大概
七八年前，翻看《将乐县地名录》时，书
上说它：“地势形似瓜形，村前有一小
溪，取名瓜溪”。我当即闪现出这样的
疑问：这瓜，究竟是冬瓜、南瓜、胡瓜、
西瓜还是苦瓜呢？

不久前，蒙友人盛情邀约，在曾连
续担任瓜溪村支部书记 16年之久的
81岁老人肖文绣（又名肖水清）的带领
下，我走进瓜溪，了却心愿。

色彩斑斓看瓜溪

和南方的众多村庄一样，瓜溪的
主基调是绿色的。瓜溪是闽北将乐县
余坊乡的一个建制村，全村不到 800
的人口，却有着近9000亩的林地和千
余亩的耕地。村中房舍排列有序，错
落有致，一条清澈的小溪穿村而过，蜿
蜒流向远方。行走在村中溪畔，不时
地遇到在翻晒稻谷的老人或妇女，个
个热情有加。

“别看我们村子小，早年的瓜溪却
是将乐到泰宁的必经之地，来来往往
的商人都要在这里歇脚。”肖文绣耳力
不太好，但行走自如。走到村尾，他缓
缓地转了个身子，望着不远处一幢老
旧的房子说：“听父辈们说，朱德总司
令带队伍到将乐时，曾在那房子住
过。”

除了目之所及的绿以及点染其中
的缤纷色彩，我想，瓜溪骨子里的一抹
亮色必须是“红”。因为，这里是名副
其实的红土地，是革命老区村，是苏区
将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曾三进
三出余坊，建立红色政权。瓜溪儿女
积极加入余坊游击队，十分骁勇善
战。据《红色中华》150期报道，1934
年 2月，余坊游击队途遇四五十名刀
匪，“一个冲锋，就把这股刀匪打得五
零四散……”

“父辈们说，红军就是救苦救难的
兵，纪律严明，和村里人鱼水情深，白
天在我们村后山挖战壕，夜间学习开
会。”肖文绣说，在当地，还广传着一段

“红军井和红军面”的佳话。
1933年11月，红军闽北独立营营

长杨衍炬、政委李秀南率领 600余名
战士奉命在闽北将乐、顺昌一带活动，
任务是“保卫赤色泰宁，配合主力红军
打击敌人，开辟新区。”有一天，瓢泼大
雨过后，小溪原本十分清澈的溪水如
同黄泥汤一样浑浊不堪。乡亲们要喝
水，得踩着没膝的泥泞，走上好一段道
路到余坊村挑水。

得知这一情况后，杨衍炬当即决
定，带领战士们加班加点在村子东侧
凿井。时值寒冬，冰封雪舞。满身泥
泞的战士们咬紧牙关，轮番苦干。当
地群众见状，从家里抱来柴火，在边上
烧起了火堆，让战士们轮番取暖。经
过连续奋战，一口宽1.1米、深7米的
方形水井终于挖成。

为了表达谢意，乡亲们拿出家里
的屯粮，就地舀起清澈的井水，煮粉干
给红军吃。红军个个饥肠辘辘，但纪
律严明的他们哪舍得吃群众的口粮。
在乡亲们的一再热忱恳求下，每位红

军战士才肯象征性地吃上几口。待红
军离去，乡亲们拿起碗筷来吃粉干，才
发现这次的粉干特别香、特别滑润。
为了表达感恩之情，村里人把这口井
取名“红军井”，把用这井水煮的粉干
叫“红军粉干”。

肖文绣讲述的这些故事，大多可
以在《红色热土·将乐中央苏区纵横》
等当地汇编的苏区史料中得到佐证。

走着走着，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绕
到瓜溪村溪畔的另一侧。指着眼前一
栋写有“建设新农村”字样的青砖瓦
楼，肖文绣说：“这里就是知青楼啦，是

我参与规划，和知青们一起建设的楼
房，在当时可气派了。”

据《将乐县志》记载，1965年至
1971年，将乐县先后接收来自福州、
莆田、泉州等地的知青2717人。“知青
平时主要参加生产队劳动，和村民一
起出工，种菜种稻，养鸡养鸭，早出晚
归。乡亲们教知青干农活，知青教乡
亲们识字学文化。”在瓜溪村浓墨重彩
的绿色和红色基调中，因着这些知青
的到来，又添加了青色，青色意喻着青
春和激情、坚强和希望。

“为了让知青统一居住，集体生

活，村里根据县里要求统一建了这栋

砖木结构的‘小洋楼’。”时任村支书的

肖文绣脑袋活络，受这幢“知青小洋

楼”启发，带领乡亲们吹响了“统一设

计、统一规划、统一建造”，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号角。经过两三年时间的

努力，一幢幢、一排排的砖瓦“洋楼”拔

地而起，各家各户都喜迁新居。如今，

行走在小洋楼的弄堂里，依旧可以感

受到当年的那种“洋”气。

几年前，瓜溪村重新开启新村建

设规划。但乡亲们难舍知青情结，自

发组织保护知青楼。在第三次全国文

物普查中，这些建筑群被定为不可移

动文物。

余音缭绕听瓜溪

瓜溪是灵动的。这灵性蕴含于大
自然赋予瓜溪的五彩画板上，交融于
瓜溪简朴而又厚重、轻悠而又凝重的
人文历史底蕴中。

行至村中老年活动中心，已是夕
阳西下，只见几个老人正围聚在一起，
自娱自乐地吹拉弹唱。“胡琴三弦手中
抱，大家来听瓜溪调……”老人们演唱
的正是瓜溪木偶的“吵台戏”（注，开演
前的唱段）。

瓜溪木偶可谓是将乐民间文艺的
一朵奇葩。1937年，长汀人李号明与
瓜溪村民肖善欧合资成立瓜溪木偶剧
团，表演布袋木偶，深受欢迎，演出足
迹遍及泰宁、邵武等地。可惜，好景不
长，1939年，李号明去世，剧团散伙。
直至 1961年，肖善欧“重操旧业”，召
集三兄弟集资自制木偶，改用提线。
1984年，瓜溪肖姓族人再次派人赴连
城学提线技艺，并从泉州购置木偶32
尊。

瓜溪木偶剧团艺人凭借精湛的传
统线规和娴熟的表演技巧，创造了《郭
子仪拜寿》《珍珠塔》等一批剧目。

回荡在瓜溪上空的，除了戏剧声，
还有隆隆的枪炮声，这声音英勇而又
悲壮。据1988年4月出版的《江西党

史研究》和《中共将乐地方史（第一
卷）》载，1934年 2月 18日，“东方军
奉命从东线将乐、顺昌地区撤围。这
标志着，敌人由防御转入进攻，红军由
进攻转入防御。”将乐人民在闽中特区
委和当地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下，集中
全力投入“反围剿”。3月18日上午，
敌第89师从大源出发向余坊推进，中
午时分掠进瓜溪。红 21师部队在瓜
溪附近山头奋力阻击，瓜溪儿女们积
极支援红军，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激战
由此展开……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呀。”
谈及这段历史，肖文绣深深地感叹
道。

瓜溪村的前世今生

行走瓜溪，还可以不时地感受到
先民遗风。在村尾石径古道上，仿佛
穿越历史，可以听到来往客人的匆忙
脚步声。这条清代古驿道经由铜坑山
边沿瓜溪走向，从大源乡西田村到余
坊乡瓜溪村、余源村，通往泰宁。在村
尾木廊桥上，苔痕处处，往昔来往过客
歇脚聊叙的场景早已不复存在。桥
下，溪水潺潺，一路向远，流经泰宁朱
口镇后汇入大金湖，流向金溪，直通闽
江……

村里人大多姓肖（萧）。这一姓氏
是将乐第二大姓，全县肖氏户籍人口
1.5万多人。其中将乐北片万安、大源
等乡村的肖姓发祥地就在余坊乡瓜溪
村，开基祖是肖日进，原居河南固始。
据村中族谱记载，肖日进生于宋庆元
五年（1199年），去汴京考举人未中之
年，到福建游历，从邵武王家际来到将
乐北乡龙溪（今瓜溪村）定居。肖氏始
取字辈为“日伍原林，六宗克永，友廷
定继，向应从汗”，续取字辈为：“汉朝
启世代，善庆昭文明。祖德仁声远，长
开作述新。”

肖氏族谱记载，瓜溪原来叫龙溪，
瓜溪村周围的山像观音的座莲，村民
分住在坑里、杨家地、上瓜溪、竹林排、
大厝下、排下、外瓜溪等地。“听先前的
村中老人说，很早以前，有位老翁从延
平府到江西，途径这里，在龙溪边洗
漱，突然遭遇暴雨，遗忘了插在溪边上
的木杆。当他从江西返回时，惊讶地
发现这根木杆的尾上竟然长出了枝
叶，形似瓜果。后来村里人便把此地
取名为瓜溪。”肖文绣说。

这一说法和《将乐地名录》上的说
法不同。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重要的是，时下勤劳善良的瓜溪人，家
家户户都过上了幸福美满的好日子。

（李宣华 文/图）

﹃
有
声
有
色
﹄
瓜
溪
村

瓜溪人家瓜溪人家

 瓜溪祠堂

 瓜溪村“知青楼”

位于福州市仓山区的林浦村，北
临闽江，侧对海峡会展中心，是第七批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因内河濂江环
岛，洲渚绵延，得名“濂浦”，后因大量
林氏族人迁入并取得显赫成就，遂更
名为“林浦”。

七科八进士 三代五尚书

《榕城考古略》中讲到，林浦是“明
尚书林瀚所居，三世五卿，为闽中望
族。”这要从林氏先祖早年从河南固始
跟随王审知入闽说起。林氏先祖入闽
后辗转来到濂浦，耕读为生，直到第21
世林元美在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
考中进士，开始了福州东林家族光耀
门楣的历史。

“进士难，进士不难，难是七科八
进士；尚书贵，尚书非贵，贵在三代五
尚书。”镌刻在林浦四正文化园入口的
石碑上的中华名联，讲的就是林浦林
氏七科八进士、三代五尚书的显赫功
业。

所谓“七科八进士”是指明代林元
美开始，其子林瀚，孙林庭木昂、林庭机，
侄孙林庭坣，曾孙林炫、林燫、林烃，四
代8人中进士，科第流芳。而“三代五
尚书”说的是林瀚任吏部和工部尚书，
林庭木昂任兵部尚书，林庭机任礼部尚
书，林燫任礼部尚书，林烃任工部尚
书。始建于明隆庆年间的尚书里石牌

坊乃是皇帝赐修，两侧横匾书刻的“两
朝宠命，累世翰林”八字，道出了林氏
家族曾经的显赫。就连《明史》也发出
这样的感叹：“明代三世为尚书，并得
谥‘文’，林氏一家而已。”

一门三代 “皆内行修洁”

更令人敬仰的是，林氏一门三代，
虽然都身居高位，却都厉行简朴，清正
廉洁。明德十三年（1518年），戊寅，
三月初八，已达耄耋之年的林瀚带领
孩子拜扫樟山的祖堂，傍晚归家途中，
看到农家老幼，一起在田里插秧，便对
儿子林庭机说：“稼穑艰难有如此哉，
尔曹不可不知。”告诫后代须得知道农
家耕种收获的艰难。

林庭机谨遵父亲教诲，清正自律，
直言不讳。当时他的居所与权相严嵩
为邻，一墙之隔却不与为交。他说：

“人各有能，有不能，趋时干进非我所
能也。”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严嵩
革职，林庭机升任南京工部尚书。他
掌管内务府岁贡后发现，器皿和织造
御服的花费极高，便下令缩减开支、裁
剪人员。当时，芜湖关一位主要负责

商榷关税的主事，借职务之便谋取不
义之财。林庭机便向皇帝上奏疏说：

“钱古大计，不宜以低劣者，择有才望
者。”皇帝听从他的建议下达诏令，选
派干员到芜湖关督促办税，肃清舞弊
之风，每年增收2万余两。

明万历二年（1574年）林瀚的孙
子林烃补太平知府，他依然秉持祖训，
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当时恰逢内阁
首辅迎接母亲入京经过太平府，身边
的官吏建议他去送礼千万不要怠慢。
林烃闻言大怒：“汝欲吾抬帘金媚权贵
耶？”后来林烃两次入京都没有去内阁

府邸私下拜访。“勿以利而弃义，勿以
怒而废礼，勿以疏远而遂志，勿以贫贱
而轻绝。”四正文化园的石刻上记录着
他的高洁。《明史》评价林浦林氏“皆内
行修洁，为时所称。”

清廉风骨 世代永传

“汝辈惟和顺，惟读书，惟守分循
理，以无玷祖宗。”林氏祖辈林元美曾
以这句话告诫后人唯有恭谦和顺，静
心读书，恪守本分，才不会玷污门楣。
林元美任上犹知县期间的政绩之一，
就是创办学堂，并亲自讲学。林元美

归乡后安居庭院，怡情书墨，对教育的
重视成就了林氏一门“养正心，崇正
道，务正学，亲正人”的四正家风。

位于村北的林浦小学的前身是始
建于唐朝的濂江书院。著名理学家朱
熹及其弟子黄榦、清代大儒朱柏卢都
曾在此讲学。书院里，师生们用来洗
笔的笔洗石臼镌刻着“知鱼乐”三字楷
书，传达出“临水知鱼乐，观山爱马迟”
的豁达心境，而平台上的石栏刻着的

“文光射斗”“濂水龙腾”8个大字楷书，
则不失为家风育人的真实写照。

2020年濂江书院获评第一批“省
直机关廉政教育点”，许多机关单位都
曾组织党员干部前来参观学习。林氏
廉洁修身的家训，与现在的廉政教育
一脉相承，通过廉政文化潜移默化地
学习和教育，增强了廉政教育的效果，
推动了廉政教育常态化全覆盖，也加
快了廉政教育活动落地见效。

近年来，林浦小学也开展了许多
精彩纷呈的活动，传承“四正文化立
校，濂水文化润心”思想，教师和学生
讲解当地历史文化上百场、诗词朗诵、
公益阅读活动、文艺汇演，建设高品质
校园文化，一代代学子徜徉在浓厚的
人文气息和历史底蕴中。随着城市建
设的不断兴起，这座千年古村正逐渐
成为现代文明与历史古迹的交汇地，
以崭新的面貌面向未来。 （林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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