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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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耄耋之年整理旧物，看到珍藏箱
底的一沓信，那是几十年前父母从马
来西亚寄给我的。

在我们侨乡，习惯将来自海外亲
人的汇款书信，称为“侨批”。我收藏
的这 54封侨批，按日期先后，首封是
姨母寄给我的，末封是堂兄黄诗贞代
母亲转侨汇时寄给我的，还有一封是
父亲寄给回国探亲的母亲的，其余51
封都是父母亲寄给我的。

我之所以珍藏这些侨批，是因为
它记载着父母艰难的创业史和他们对
我的爱。我必须永远感念，也让后代
子孙铭记。

一

我出生于一个极度贫困的家庭。
父母亲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结婚，1932
年生了大儿子；1934年全家随我爷爷
回到福建省永春县湖洋老家定居。在

这里他们又先后生下3个儿子、4个女
儿。由于子女多，父亲又沾染赌博恶
习，一家生活难以为继，不得不先后将
我的2个哥哥和3个妹妹过继给他人
抚养。家里只留下了二哥黄诗建、我
和大妹黄李3个孩子。1951年，厄运
降临，父亲因病去世，年仅 40岁。祖
籍广东汕头的母亲程香牢记着父亲临
终的嘱托：无论怎么困难，也要把我培
养成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母亲带
着我，于 1952年改嫁给郑南，也就是
我的养父，他给我取了现在的名字。
从此，我在养父和母亲的抚养下长大，
从小学一直到读到大学毕业。许是困
难的家庭磨练了我的意志，我的学习
一直很优秀，最后考入清华大学，为养
父和母亲争了光。

二

养父最先于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侨居马来西亚柔佛州。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不久，养父就变卖了大部分家
产（只留下一处橡胶园，由朋友代理经
营），返回永春老家定居。此时他的结
发妻子已去世，他们有俩儿子（即我的
长兄俊泉和二兄金海）。1954年，养
父收到朋友来信，说马来西亚将实行

“国有化”，规定如业主不在当地生活
超过一定年限，其橡胶园等不动产将
收归国有。为了保住那块橡胶园，养
父匆忙返回马来西亚。只是当他回去
时，橡胶园已被收归国有。他不得不
又开始了第二次的创业。

1956年初，养父接我母亲回马来
西亚团聚，从此他们相依为命，省吃俭
用，一点一滴积累资金，奋斗了将近20
年，才重新买下橡胶园和房产。在他
们艰苦创业时，还要不断挤出血汗钱
来供我读书，实属不易。

三

对我而言，侨汇是经济支持，侨批
是精神支撑。依靠父母的侨批侨汇，
我从1956年（初中二年级）起，便在学
校寄宿，过着独立的校园生活，直到大
学毕业。父母亲寄给我的第一笔侨
汇，应该是在1956年夏天。当时他们
担心我年幼，不会管钱，便把侨汇寄给
校长代收、代管，却没说清楚（校长误
以为是给学校的捐款），这笔钱几经周
折，近两个月后才到我手里。此后，他
们就直接寄钱给我了。

当时，闽粤一带侨乡流行着“南洋
钱，唐山福”和“家书抵万金”这两个俗
语。“南洋钱”，是指东南亚一带的华侨
寄来的侨汇；“唐山福”则指国内的华
侨家（亲）属享福。海外侨胞习惯称自
己的祖国为“唐山”，可见大唐盛世在
海外有极广泛的影响。

对我而言，“家书抵万金”更有意

义。亲人背井离乡去南洋淘的“金”，
是用血和汗换来的，因而对他们汇来
的钱要知恩、感恩、珍惜、俭用，要经常
写信向他们表达思念、问候和感谢之
情，这样的“家书”才能“抵万金”。

从我父母亲的来信，可以看到他
们创业的艰难；从我姨母来信中，可以
看到海外华侨华人的真实生活状况。
我几次往返于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
尼时，也深有体会：多数华侨都有艰难
的创业史，而他们现在仍然保持着特
有的勤劳俭朴。

四

在父母的所有来信中，我最难忘
的是 1966年 12月 26日母亲来信和
1967年1月22日父亲来信。当时，我
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写信给父母，提出
要改回原来的姓名。母亲在信中直接
指责我“忘恩负义”，要我“悬崖勒
马”。父亲的信是在我写信向他解释
原委、求他原谅后，专门写来安慰我
的。他不但理解我，还允许我自己决
定。

看到养父如此大度、通情达理，想
到他十几年来对我的信任和栽培甚至
胜过对待他的亲生儿子，我决定不但
不改名字，而且子子孙孙都做父亲的
后裔。

经历这次改名风波，我与父亲更
亲密无间。1978年他回国探亲前，只
告知了我一人，回国后在老家只呆了
几天，就让我带他去北京看病，其实主
要是想了解我在北京的生活状况。最
后我从北京送他去深圳，他由深圳取
道香港，飞回马来西亚。

五

我参加工作以后，父母亲几乎没
有再寄钱给我，因为我已能自食其
力。大约是1975年，突然收到双亲寄
来一笔大额侨汇（人民币1500元），我
很惊讶，就写信问母亲。得知父亲为
安排后事，卖掉一块橡胶园，用于购买
墓地，修建合葬墓，剩下的钱寄给我的
两位兄长（每人 5000 元）和
我，其余留下做自己和母亲的
养老金。

收到这笔钱，我心里很不
是滋味：做儿子的，不能为二
老养老送终，却让二老卖掉家
产来资助我们。所以我一直
舍不得花这笔钱，直到养父去
世后我才把它转寄给我亲二
哥，委托他将生父的墓修葺一
新、立上墓碑，供后世子孙瞻
仰，以此告慰生父在天之灵。

我珍藏养父和母亲的侨
批，是为了永远铭记和感念他

们的养育之恩。可惜父母在世时，中、
马两国尚未建交，我无法前去探望，更
无法伺候床前，甚至无法见到他们的
最后一面。1992年，我妻子受邀赴吉
隆坡参加国际会议，我委托她去为父
母扫墓。后来中马两国建交，2005
年，我终于来到双亲墓前，祭奠他们的
在天之灵，并将我编绘的养父一支的
族谱交给继承父亲家业的侄儿保管，
让 他 和 子 孙 们 记 住 在 中 国 的 根 。
2013年，我又带领老伴及次子全家去
马来西亚祭拜父母，让子孙们记得安
息在此的先祖。

愿父母永远安息在他们辛勤耕耘
的第二故乡。 （郑金纯）

点点滴滴见亲情

闽粤侨批是世界记忆遗产。一封

封侨批不仅仅是华侨思乡念亲的家

书，蕴含着他们对祖国、故里和骨肉亲

人的一片片深情；也记录了华侨下南

洋的艰苦奋斗史，浸透着侨胞的血泪

和汗水。

今年 80岁的永春人郑金纯珍藏

54 封侨批，时间跨度从 1956 年至

1973年，讲述了他养父、生母、姨母如

何从马来西亚柔佛州麻坡通过侨批渠

道寄回家书及侨汇5400多元港币，供

养他从初中、高中直至上清华大学毕

业的真实细节，点点滴滴见亲情。这

一感人事例，让我们感受华侨在异国

他乡顽强拼搏的精神和热爱故乡的情

怀，感人至深。

郑金纯从一个华侨子弟成长为汽

车制造专家。他 1960年考上清华大

学农机学院（后改名汽车工程系），毕

业后相继在上海、北京供职于汽车农

机企业，退休前担任北汽集团技术处

长，从事汽车设计和引进技术国产化

工作。他与永春六中同学、厦门大学

校友陈亚妍组成幸福的家庭，长子毕

业于复旦大学，后来留学于美国休斯

顿大学；次子为清华大学硕士毕业生。

（陈鸿鹏）

侨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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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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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1973年,郑金纯的养父、生母
及其家人摄于麻坡。 ▲郑金纯、陈亚妍全家福

枫叶染红的深秋时节，我和几位文友怀揣着
对红军长征出发地的崇敬之情，走进了位于宁化
县西部的淮土镇凤山苏区村。展现眼前的是稻
谷飘香、烟叶金黄、莲子饱满的一幅丰收图景。

凤山村的王支书早就在村口等候我们。一
下车，他就热情地为我们当向导，带我们来到“红
军街”旧址。他边走边介绍说：“这是凤山村千米
长古街，是原来的凤山街。也就是当年中央主力
红军长征集中出发地遗址。”举目望去，这条长约
千米、宽约4米的古街，街面铺着鹅卵石，沿街两
旁建有土、砖木结构的民宅。有几座古旧的土坯
房特别显眼。走进古街就好似走进了炮火连天
的革命战争年代。此刻我心生疑窦：当年红军为
何要选在凤凰山（今划为凤山村和赤岭村）集结
出发，而不在其他地方呢？王支书的一席话让我
豁然开朗。他说：“凤山村与江西石城县接壤，当
年地处中央苏区腹地，山峦起伏，森林茂密，往西
南70公里便是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地势非常有
利于大部队隐蔽集结行动。”我凝望长长的古街，
眼前仿佛腾起缕缕硝烟，从硝烟中走来一队队雄
赳赳、气昂昂的红军战士；耳际仿佛传来响亮的
军号声。我的思绪飞向了那如火如荼的土地革
命战争时期。

1934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
苏区日益缩小。10月6日，参加石城阻击战的红
3军团第4师、红1军团第15师（即少共国际师）
主力部队奉命陆续撤退至石城南部和宁化的凤
凰山一带。红4师师部设在凤凰山街松竹居。凤
凰山老街及周围山坡、赤岭、梨树、大王等村庄许
多民房和祠堂庙宇都住满了红军，部分战士搭棚

宿营。9日至12日，红15师及红4、5两师及驻
宁化各部的1.4万名红军，约占中央红军总兵力
的16%，全部集结于凤山村。据古街老人回忆说：
10月12日上午，秋高气爽，正逢凤山村圩日，街
道两旁高挂着红灯笼。古街上熙熙攘攘，挤满了
附近村落赶集的村民。此刻，浩浩荡荡的红军队
伍在红旗的指引下正穿过古街。只见头戴八角
帽，身着灰军装，脚穿布草鞋，肩扛长钢枪的红军
个个威武雄壮，迈着坚定整齐的步子向江西于都
行进，踏上了前途艰险的万里长征。

遐思中我们来到了“五通庙”。据说这是王
氏族人举行族祭活动的庙宇。抬头可见，它是一
座古树环绕、红砖青瓦、古雅大气的庙宇。王支
书说：“1931年10月，红4军第10师29团的一
个连在凤凰山村驻扎时，连部就设在这庙里。”入
庙环顾，斑驳的墙上依稀可见当年留下的红军标
语遗迹。抚摸古旧的庙墙，眼眸中仿佛浮现出当
年发生在淮土的“三峰寨战斗”感人场景。驻扎
此庙的红军战士毅然参加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战
斗，他们紧密配合张瑞标率领的警卫连，杀得敌
人血肉横飞、丢盔弃甲，狼狈逃窜。他们乘胜追
击，直捣城关敌巢，共计毙敌100多人，俘虏200
余人，缴获步枪等武器100多支。重创敌马鸿兴
团，彻底摧毁了禾口张立瑜保卫团，取得了战斗
胜利。我想，这已不是普通的庙宇，而是承载着

一段不平凡的红色历史的革命旧址，难怪被列为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王支书说：“我们小小凤山村，省级文保单位
还有两处，一处是红军井，一处是红军看病所。”
他边说边带我们前往参观。走了一会就来到位
于凤山街附近的“红军井”。展现眼前的是一口
破旧不堪的大圆井，井面用河卵石铺砌而成，平
坦宽阔，井旁的屋墙上挂着一块“红军井”的牌
子。我们走近水井，探头望进，一汪清澈幽深的
井水照得出人影。我脑海中闪出疑问：这口圆井
为何称为“红军井”呢？围绕此话题，我们走访了
附近的老村民。老人说：“这要追溯到1931年，
那年10月9日，红4军第10师29团团长彭雄、
政治委员唐由率部从江西经隘门、大王、凤凰山
进入宁化，其中一个连驻扎凤凰山村。当年凤凰
山村唯一的饮用水井‘蛇岭井’是一口深不足1米
的小方井，由河卵石堆砌而成，井面坑洼不平，来
挑井水的村民一不小心便会人摔水倒，极为不
便。红军进驻后了解到此饮水问题，为解决汲水
困难，连指战员带领红军战士扛铁锹、挖泥土、挑
泥沙、垒石块，苦战几天后才把旧井挖深扩大了
好几倍，成了一口又大又深又圆的新井。同时，
把井面整改铺平了许多，再也不致挑水摔跤了。
从此，军民共饮此井水。村民为铭记红军功德就
称此井为‘红军井’。”

“前面就是‘红军看病所’旧址。”王支书的话
语把我从沉思中拉回现实。昂头望见一座砖木
结构的古屋横卧眼前。木置大门的两边有镶嵌

“囍”字的窗户。我们环视这简陋古屋的四周，发
现外墙上有条“贫民看病不要钱”的红军标语。
王支书说：“这红军看病所是坐落在赤岭村与凤
山村凤山街交界处，为当地王氏后裔举行族祭活
动的王氏总屋。1931年10月红4军第10师29
团某连驻扎凤凰山时，在凤凰山罗家边的王氏总
屋设立看病所。1934年10月6日，从石城阻击
战中随军撤下来的红3军团部分伤病员安排在此
救治。”

是的，军民鱼水情谊深。红军医生不仅救治
红军伤病员，还免费为当地贫民看病。一位耄耋
老人告诉我们，当年有许多贫苦群众接受过免费
看病治疗，诸如肺结核、水肿病、风湿病等疑难病
症都得到治疗。红军医生高尚的医德和高明的医
术赢得了群众的信赖，一时红军看病所门庭若
市。而群众也纷纷主动帮忙救助红军伤员，有的帮
伤员洗衣刷物；有的送鸡送蛋给伤员增加营养……
让伤员安心养伤，早日康复，重返前线，英勇杀
敌。

我们离开“红军看病所”时已是红日西斜，殷
红的余辉把凤山村染得通红，装点得如锦似画。
我想，一个凤山小山村竟有4个省级文保单位，4
个现存革命遗址组成了凤凰山红军长征出发地
旧址群。这些红色旧址承载了中央红军长征出
发的骄人足迹，也见证了凤山人民支援革命的光
荣历史。

（连允东）

走 进 红 色 凤 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