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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滇藏交界普渡桥追忆旅印藏族爱国侨领马铸材

浙江青田华侨引种保加利亚黑莓：荒山变果园 协奏共富曲

浙江侨商冀参与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中新社迪庆 8 月 2 日
电 在 云 南 与 西 藏 交 界 澜
沧江畔溜筒江村，至今矗
立着一座名叫“普渡桥”的
铁索桥。桥墩旁立着一块
石 碑 镌 刻 有《 修 普 渡 桥

记》。年代久远，石碑上的
文字已不易分辨，但上述
4 个字依旧清晰。

因这座桥“化险为夷”
的 人 群 中 ，还 包 括 了 1950
年至 1951 年由云南进军，
和平解放西藏的部队与后
勤运输人马。而在部队之
中，就有参与捐资修筑“普
渡 桥 ”者 —— 旅 印 藏 族 爱
国侨领马铸材的后代。

滇藏茶马古道上的老
人，无人不知马铸材。溜筒
江村是旧时茶马古道的险
关要隘和军事重地，有“溜
筒锁钥”之称，村中 75 岁的
鲁茸立青告诉记者，在普渡
桥修筑之前，只能在江面悬
挂过江溜索，运送人马与物

资，极为不便且艰险。1948
年，曾在此留下斑斑血泪的
马铸材与纳西族商人赖耀
彩，集资修筑了普渡桥，让
从此地跨越澜沧江的人马
化险为夷。

马铸材藏名叫荣坤·次
仁桑珠，1891 年出生于中甸
县（今迪庆州香格里拉市）
独克宗古城。他幼年家贫
失学，少年进入独克宗“公
鹤昌”商号当学徒，青年时
在茶马古道上从事马帮贩
运，行商于滇、藏、川和印度
之间，中年创立“铸记”商号
成为一代藏商巨贾，并侨居
印度噶伦堡四十余载。

“ 外 公 的 一 生 爱 国 爱
乡。”马铸材外孙和强在香

格里拉独克宗古城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抗日战争时
期，由于日军占领缅甸，茶
马古道便成为中国西南唯
一的陆上通道。当时，旅
居印度的马铸材组织民族
商班和马帮，从印度经由
茶马古道抢运回大批国际
援华物资。“他还携手四家
商行捐款 25 万元，购买飞
机献给祖国抗战。”

1950 年 初 ，马 铸 材 曾
团结旅印华侨反对民族分
裂、维护祖国尊严，积极支
援西藏和平解放和建设事
业。和强告诉记者，当年，
马铸材听闻解放军即将进
入西藏，便写信给其正在
云南昆明读书的儿子马家

瑜、侄子马家麟，让他俩投
笔从戎加入解放西藏的部
队。“外公如愿以偿，马家
瑜被分到卫生队，马家麟
担任察隅边防检查站副站
长，他们跟随解放军经由
普渡桥进入西藏。”

而 当《中 央 人 民 政 府
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
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于
1951 年 5 月 签 订 后 ，马 铸
材召集了在噶伦堡的旅印
侨胞，庆祝协议的签订与
西藏和平解放。

此 后 数 年 间 ，马 铸 材
又积极支援西藏建设，为
青藏和川藏公路建设采购
和运输钢材、汽油、粮食等
国内紧缺物资，曾受到西

藏军区的嘉奖。
“外公一生中最为高光

的时刻是 1953 年 9 月，他受
原中侨委邀请，率领旅居印
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的 70
多位华侨代表回中国参加
国庆观礼。”和强说，在北京
期间，马铸材受到原中侨委
主任何香凝的会见，何香凝
亲绘《猛虎图》相赠。“他如
获至宝，一直精心珍藏。”

1963 年 10 月，马铸材因
病去世，享年 73 岁。和强
说，国家一直未忘记马铸材
的爱国爱乡精神。“2015 年
9 月，国家颁发给外公一枚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
作者：缪超 史广林 李嘉娴

中新社丽水 8 月 5 日
电“ 这 么 好 的 果 子 ，希 望
让 中 国 国 内 民 众 也 能 尝
到。”说话间，保加利亚华
侨曾子平泡了一壶用黑莓
树叶特制的茶，“黑莓简直
全身都是宝”。

曾 子 平 口 中 的“ 宝
贝 ”，是 被 誉 为 保 加 利 亚

“国宝级”水果——黑莓。
据 了 解 ，黑 莓 原 产 于

北美洲，是近年颇受欢迎
的第三代水果代表品种，
被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认 定 为 第 三 代 新 型 特 种

果。由于其营养丰富，也
被欧美国家赞誉为“生命
之果”“黑钻石”。

4 年前，在保加利亚从
事贸易业的曾子平回到家
乡浙江青田，“跨界”当起
了新农人，在该县石溪乡
黄山垄村承包荒山种起了
黑莓。

“ 原 先 这 里 是 大 片 荒
废闲置的土坡，连路都不
好 走 。 现 在 每 年 六 七 月
份，到了黑莓的成熟期，山
坡梯田之上，架子上的藤
蔓之下，长满了红黑相间
的小果子，看起来十分喜
人。”回忆起黑莓种植的过
程，曾子平坦言，为了让黑
莓“漂洋过海”来到中国，
更好地适应当地环境，其
付出了不少努力。

2016 年 ，曾 子 平 结 合
此前在福建宁德成功试种
黑莓的经验，专门请来了
海 外 专 家 到 青 田 实 地 考
察 ，结 合 青 田 的 气 候 、海
拔、土壤等因素，改良种植

地的土壤酸碱度等，为黑
莓入驻“新家”做了精心准
备。

流转土地、开荒复垦、
雇佣当地村民种植和管理
……2017 年，曾子平正式将
黑莓引进青田，他的黑莓引
种梦想由此“生根发芽”。

2018 年 6 月，黄山垄村
黑 莓 基 地 迎 来 了 首 次 挂
果 ，由 于 是 初 产 ，产 量 约
3000 斤。

“ 这 是 一 个 很 好 的 开
端。”曾子平告诉记者，经
过筛选和试种，其优选的
3 个黑莓品种已经能够适
应黄山垄村的环境，顺利
生根结果。

如 今 ，当 地 村 民 也 能
与曾子平一起共享致富的
果 实 ，在 家 门 口 实 现 增
收。“土地流转能获得一笔
租金，管理、采收黑莓还能
有工资，黑莓现在成了‘摇
钱树’哩！”黄山垄村一名
村民如是说。

青 田 是 著 名 侨 乡 ，有

33 万华侨华人分布于全球
12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 作
为保加利亚中国和平统一
促进会会长，曾子平期待
能助推家乡共同富裕，也
让更多的海外侨胞们看到
家乡和农村发展的潜力，
吸引更多侨胞回国发展。

以创新研发黑莓树叶
茶为例，曾子平谈道：“国
外民众不爱喝茶，大量的
黑莓树叶在修剪过程中遭
到浪费。但中国民众爱喝
茶，经过专业机构检测，黑
莓树叶富含丰富的黄酮类
物质、多酚等营养物质，制
成茶叶，保留了保健功效，
也更耐保存。”

“ 由 于 中 国 国 内 民 众
对黑莓的陌生感，让黑莓
很难像桑葚、蓝莓、覆盆子
等这般畅销。”曾子平谈及
黑莓销售现状时表示，“我
引种黑莓的初衷就是要让
中国国内民众享受到舌尖
上的健康美味，我有信心
让黑莓走进千家万户。”

伴随中国农村电商蓬
勃发展，乡村迎来全面振
兴，曾子平正借助电商平
台 和 四 通 八 达 的 快 递 物
流，将种在山沟沟里的“宝
贝水果”推向更多地方。

“ 未 来 ，我 计 划 实 现
‘ 种 植 + 采 摘 ’‘ 农 业 + 旅
游 ’‘ 基 地 + 农 户 ’等 发 展
模式，吸引更多人了解黑
莓、品尝黑莓、种植黑莓，
并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

值，让小小果子茁壮成长
为富民产业。”曾子平说，
他很愿意免费向周围村民
分享黑莓种苗。

事实上，曾子平是许许
多多回国创业侨胞的一员。
在浙江，乘着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东风，
将有更多曾经出国“追梦”的
侨胞正携手乡亲们续写在家

“圆梦”的新故事。
作者 范宇斌

加拿大各地华侨华人踊跃为河南赈灾筹款捐物

中新社多伦多 8 月 5
日电 （记 者 余 瑞 冬）7 月

下 旬 河 南 多 地 遭 遇 的 水
灾 牵 动 着 加 拿 大 华 侨 华

人 、尤 其 河 南 籍 同 胞 的
心。记者了解到，加拿大
多 地 河 南 籍 侨 社 及 众 多
华人社团、热心人士近期
踊跃慷慨解囊，为河南赈
灾筹款捐物。

在 多 伦 多 ，加 拿 大 河
南同乡会发起了“老家河
南 ，同‘ 州 ’共 济 ，共 克 时
艰 ”捐 助 活 动 ，成 立 了 工
作 小 组 具 体 负 责 筹 募 捐
赠 事 宜 。 同 乡 会 及 加 拿
大河南商会会长、理事们
率先捐款，河南老乡们相
互转告，纷纷解囊。赈灾
活 动 很 快 得 到 了 诸 如 加
拿 大 华 人 同 乡 会 联 合 总

会、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
协 会 等 当 地 华 人 社 区 各
个同乡会、众多社团及企
业的积极响应，不到 10 天
已募得现金近 51.8 万元人
民币、1.73 万加元，以及价
值 逾 70 万 元 人 民 币 的 物
资。

身在河南的多位加拿
大 河 南 同 乡 会 理 事 积 极
投身当地救援与捐赠，昼
夜奔波，想方设法购买了
灾区急需的大型抽水机、
发 电 机 、灶 具 、食 品 等 物
资 ，分 批 送 至 郑 州 、新 乡
和 鹤 壁 等 地 受 灾 民 众 手
中。

在 蒙 特 利 尔 ，加 拿 大
魁 北 克 河 南 同 乡 会 及 商
会、蒙特利尔华人联合总
会 、蒙 特 利 尔 华 商 会 、加
拿 大 中 国 洪 门 民 治 党 满
地 可 分 部 等 逾 50 个 华 人
社团、企业共同发起支援
河 南 抗 洪 救 灾 捐 赠 活
动 。 截 至 8 月 4 日 晚 ，蒙
特 利 尔 华 人 社 区 已 募 得
善 款 加 币 逾 5 万 元 、人 民
币逾 6 万元。当地华文媒
体七天文化传媒仅用 3 天
时间筹备，举办了一场华
人 社 区 支 援 河 南 义 演 直
播活动；之后又参与推动
了 全 球“ 视 频 号 ”博 主 直

播，继续为河南加油并募
集善款。

在 温 哥 华 ，加 拿 大 河
南 同 乡 联 谊 总 会 暨 总 商
会 发 起“ 支 援 家 乡 一 片
爱 ”筹 款 活 动 ，同 样 得 到
当 地 华 人 社 区 以 实 际 行
动作出的积极呼应，已筹
集 到 人 民 币 约 20.7 元 、加
币 逾 1.4 万 元 。 近 日 ，河
南籍乡亲们又主办了“洪
水 无 情 ，隔 海 有 爱 ；祈 福
河 南 ，重 建 家 园 ”为 河 南
祈 福 活 动 。 来 自 华 人 社
区 的 约 百 名 代 表 人 士 点
亮明灯，共同为河南人民
的平安祈福。

中新社衢州 8 月 3 日
电（柴燕菲张斌）“侨商参
与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很
有优势。之前，在参与祖
（籍）国、特别是浙江省经
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浙江
侨 商 就 做 了 许 多 帮 扶 工
作。接下来，我们希望聚
焦浙江正在加快发展的地
区，实现产业导入、项目落
地。”浙江省侨商会会长廖
春荣 3 日在接受中新社记
者采访时如是说。

2 日至 3 日，浙江省侨
商会组织代表赴该省衢州
市 考 察 。“ 我 第 一 次 来 衢
州，改变了我对浙江内陆
地区的印象，这里发展建
设速度很快。”瑞典侨商、
浙江省侨商会副会长、浙
江依爱夫游戏装文化产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汪维佳向
记者透露，她希望将住在
国的管理经验、理念带到
浙江。

衢州是浙江最西部的
内 陆 城 市 ，辖 内 6 个 县
（区、市）均属浙江加快发
展的“山区 26 县”。今年，
浙江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
历史使命，“山区 26 县”能
否 实 现 跨 越 式 高 质 量 发

展、能否取得标志性成果，
事关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全局。

面 向 来 访 的 侨 商 们 ，
衢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高屹介绍说，围绕交通先
行 、城 市 赋 能 、产 业 振 兴
等，该市近年来不断争取，

实现诸多项目落地，未来
发展可期。如产业振兴方
面，当地正实施六大产业
链提升工程行动，计划到
2025 年 ，基 本 形 成 与 国 际
国内先进制造业集群相匹
配的产业基础和产业链体
系。

高 屹 坦 言 ，地 处 内
陆 ，衢 州 在 综 合 发 展 指
标、对外开放等方面仍存
在 短 板 ，“ 侨 商 们 在 对 外
开 放 方 面 有 独 特 优 势 和
有 利 条 件 ”，希 望 能 共 谋
发展。

衢 州 市 委 常 委 、统 战

部部长傅根友表示，在中
国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的大势下，衢州发
展迎来重大机遇，“我们将
为侨商提供最为优质高效
的服务，创造更优的发展
条件和环境。”

“下一步，我们重点考
虑如何利用先进的科技、
管理经验，赋能传统产业
的改造升级。比如农业，
利用新技术、新模式，推动
农业产值、效率的提升，帮
助浙江山区的乡村民众实
现加快发展。”廖春荣说。

浙江是中国重点侨乡
省 份 ，有 200 多 万 海 外 华
侨华人、港澳同胞分布在
世 界 180 个 国 家（地 区）。
数据显示，目前，来浙江投
资 创 业 的 侨 资 企 业 已 达
4.2 万多家，侨资企业数和
投资额占到浙江全省外资
企业总数和外资投资总额
的六成以上。

考 察 过 程 中 ，浙 江 省 侨 商 会 一 行 走 访 有 关 展 厅 ，
了解衢州产业特色。 张斌 摄

浙江省侨商会考察的衢州江山一家制造业企业
生产车间。 张斌 摄

华侨曾子平

荒山变果园 黑莓

加拿大侨界驰援河南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