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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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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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位于连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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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小镇，曾是福建

省重点项目，福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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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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侨
社
发
出
避
免
歧
视
倡
议
书

呼
吁
正
确
看
待
疫
情

2021年11月21日 星期日 印尼版 第885期OVERSEAS CHINESE NEWS OF FUJIAN 發往 120個國家和港澳台地區並在美國、菲律賓、印尼、澳大利亞、南非、匈牙利、英國、阿根廷、波蘭、西班牙、阿聯酋、及台灣地區落地印刷發行

Friday September 20, 2019 2019年9月20日(星期五) 国信体育 M4Friday September 20, 2019 2019年9月20日(星期五) 国信体育 M4

OVERSEAS CHINESE NEWS OF FUJIAN 2021 年 11 月 21 日 星期日 印尼版第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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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及台湾地区落地印刷发行

社址：福州华林路139号 邮政编码：350003 总编室：87875392 副总编室：87875375 传真：87814007 编辑部：87873681 经营部：87849730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福建侨网：http://www.fjqw.gov.cn

本着“知侨、爱侨、为侨”的理念，
为应对新时期侨情出现的重大发展和
深刻变化，2019年6月，晋江市龙湖镇
党委、政府指导龙湖镇侨联正式启动
《龙湖侨史资料》编纂工作，并于2020
年11月份完成出版。

十户人家九户侨

龙湖镇地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
市泉州的东南沿海，是著名侨乡，“十户
人家九户侨”，素有“侨乡中的侨乡”的
美誉。全镇旅居海外华侨10万多人，
旅居港澳台同胞12万多人；全镇归侨
侨眷6.5万人，占全镇总人口数的四分
之三。

龙湖华侨足迹几乎遍及世界各
地，主要分布在菲律宾、马来西亚、新
加坡、印尼、泰国、加拿大、阿联酋、南
非、巴西等国家。无论身居何处，行走
多远，龙湖侨胞始终葆有爱国爱乡的
情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该
镇侨亲累计捐赠10余亿元，支持家乡
教育、文体、交通、电力、水利、医疗等
有关建设，推动了侨乡经济社会发展。

走进龙湖，那一栋栋华侨建造的
古大厝、洋楼，谱写了一曲华侨华人爱
国爱乡的不朽乐章，叙说着绵绵不断
的乡愁情怀。据不完全统计，龙湖镇
现保存较好的洋楼 153栋，大多建于
上世纪30年代前后，多数为两层至两
层半结构。其中单层面积最大的为梧
坑村拱辰别墅，高两层半，占地面积
833平方米，建筑面积 1775平方米。
坐落于福林村的“端园”建筑精美，已
成为石构建筑的学术案例。

正是这一份份的家国情怀，成就
了龙湖侨乡随处可见的“华侨元素”，

散布着厚重侨史、精美侨厝、独特习俗
等，更是形成了独具魅力的闽侨文化
遗产集群，《龙湖侨史资料》的编纂则
对此以文字形式保存了下来。

攻坚克难创侨史

由于受到编纂工作经验及资料来
源等诸多因素的限制，《龙湖侨史资

料》难免存在遗漏。但细细分析其编
纂成果，不难发现，群众期待、侨亲支
持是最大的收获。正如书中序言写到
的：《龙湖侨史资料》能帮助我们熟悉
华侨华人的奋斗史；能帮助我们感受
海外侨胞的爱国心；能帮助我们成为
侨务工作的实干家。

龙湖镇人文积淀丰厚，侨力资源
丰富，但至今还没有编纂过地方史料，
特别是侨史资料。这就意味着编纂工
作要从零开始，从散落于各处的各种
材料中寻找、发掘、整理、编撰。从最
初的策划构思到启动实施，均得到了
晋江市、龙湖镇领导的重视与支持。

时任晋江市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市海联会会长黄文福，
时任龙湖镇党委书记陈希轩
为该书作序，旅港乡贤、全国
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原副
主任施子清为该书题签。编
辑过程中，编委会成员先后
到泉州市华侨历史学会、晋
江市委党史和地方志办公
室、晋江市社科联、晋江市档
案馆、市政协文史委等单位
请教交流，得到这些部门领
导的指导和帮助；市侨办、市
侨联及镇分管领导长期关心
该书的编辑进度，并及时协
助解决遇到的困难。

编纂工作启动以来，该
镇建立健全了一支坚强有力的编辑工
作队伍，先后聘请黄文福等8位同志为
顾问，聘请泉州华侨历史学会会长刘
以榕教授等11位侨史专家及文史工作
者为学术顾问，聘请刘清裕等15位龙
湖乡贤为编辑。同时，指导龙湖42个
行政村及各中学、教委遴选确定具备
较高素质的69名侨史信息员，从而构

建完成覆盖海内外、涵盖史料与乡野
的编辑工作队伍。期间，为配合编辑
工作，还专门建立菲律宾、香港、澳门3
个镇村两级同乡会会长微信交流群，
为资料征集和审核提供帮助。

编委会注重细节、聚焦侨亲，在厦
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庄国土教授、泉州
华侨历史学会刘以榕教授等专家学者
的指导下，从征集、购置、查阅线索资
料入手，采访、询问知情人，指定、安排
专人负责研究课题和研究方向，从而
完成了预定的全部工作目标，让龙湖
乡亲的海外奋斗史有了更加具象的展
现。出版后，得到了海外侨胞、港澳同

胞、龙湖乡亲和侨史研究者、文史工作
者的关注和肯定；多家新闻媒体报道
了该书的出版消息。

存留史实范后世

《龙湖侨史资料》按照“展示龙湖
镇蕴藏丰厚的华侨文化，存留史实；发
扬海外侨胞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垂
范后世；总结侨联工作的经验和不足，
扬长避短；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资治
当今”的编纂工作目标，历时一年多，
经9次修订；全书62.9万字，分《侨情
概况》《侨乡文化》《侨乡影像》《侨界精
英》《菲华社团》《侨史人物》《侨史纵
横》《侨联组织》八章，并附录《龙湖人
在港澳台》，其中包括图片 270幅，图
文并茂，丰富翔实。

全书力求思想性、资料性、学术性
高度统一。

这本书首次梳理了龙湖侨史的发
展脉络。《涉侨编年史》一节
近 9万字，将一幅浩繁的龙
湖人向海外移民的历史画
卷，纵向清晰地展示给了读
者；《港澳大事记》一节近 3
万字，从另一侧面展示了龙
湖人爱拼敢赢、回馈家乡的
热血情怀。

它深度挖掘了龙湖侨界
的杰出人物，不仅展现了龙
湖籍华侨华人在海外谋求生
存、创业发展、融入主流社会
而付出的努力，以及取得的
成就，而且从史学角度再现
诸多侨界杰出人物，如旅菲
华人甲必丹许志螺、旅美医
学科学家许肇堆、厦门市首
任市长许友超、中联部原副
部长许立、致公党中央原副
主席许志猛、菲律宾华人首
富施至成、菲律宾总统中国
事务特使施恭旗等。

编纂工作中搜寻发现了龙湖侨史
的珍贵资料。其中，《菲律宾华侨名人
史略》出版于 1931年，全书收录侨界
名人共138人，龙湖籍许友超等16位
乡侨入录该书；《晋江县檀林国民风俗
改良互助社社章》刊印于 1940年，再
现了 80年前龙湖侨乡一段尘封的历
史；《龙湖侨乡综合报导专辑》成书于
1992年8月，较为完整地保存了龙湖
镇侨情资料。

书中系统收录了龙湖侨厝的人文
风貌，如第二章《侨乡文化》，集中编发
了《龙湖华侨民居》《通瀛书舍》《番婆
楼》《侨乡福林》等篇目，并在《侨乡影
像》一章收入华侨民居照片56幅，展示
了龙湖侨乡民居的人文风貌。此外，
龙湖南侨中学校本教材《以楼说侨》，
以侨捐建筑为载体，映现侨校与华侨
的历史关联。

课题指导：许文倡 课题执笔：蔡奕良

晋江龙湖首编侨史

保护与开发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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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园 （苏素华 摄）

 长顺建筑群 （刘翼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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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以“福裳福水·礼乐汉福”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华礼乐大会暨第四届海峡汉服文化节
11月12日晚在福州市闽侯县闽越水镇举办。福建省侨联主席陈式海、副主席张瑶以及来自11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名嘉宾参加。

当晚开幕式以衣袂飘飘的汉服展示唯美开启，融入闽越水镇“水秀”表演，带来一场融合了
传统文化演艺与华美汉服的精彩视觉盛宴（上图）。

第九届中华礼乐大会暨第四届海峡汉服文化节由福建省侨联主办，福建省侨界青年联合
会、福建省汉服文化促进会、福建汉服天下和闽越水镇共同承办。活动于11月12日至14日在
闽越水镇举行，期间带来了汉服入城仪式、闽台祈福典礼、礼乐文化海丝青年论坛、礼乐主题香
文化展示、中华礼乐茶文化雅集、妈祖海祭仪式等专题活动。 （林潞/文 冶鹏艳/图）

福裳福水在福地福裳福水在福地
第九届中华礼乐大会在福州举行

本 报 讯 11 月
12日，天朗气清，白云
朵朵，福鼎市硖门畲
族乡柏洋村一大早便
热闹非凡，伴随着阵
阵锣鼓声，中华传统
孝廉文化传承节暨第
7届“敬仰太姥”福鼎
市孝文化节正式拉开
帷幕。

现场，柏洋传统
行孝礼仪非遗传承人
雷宜杯带领村民，向观众展示了诵读祝
文、敬奉孝茶等一系列传统行孝礼仪习
俗。据介绍，此行孝礼仪已被列入宁德市
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随后，由福鼎籍
著名词曲人李建创作的歌曲、柏洋村村歌
《梦里柏洋》也正式发布。目前，该歌曲已
在各大音乐平台上线。

在“太姥大爱·丰收孝宴”活动上，当地
村民用当季丰收的果实作为主食材来表达
感恩党、庆丰收之情。“孝宴”邀请了硖门乡
100位60岁以上的老人品尝孝道宴席，30
名身着民族传统服装的畲、汉姑娘及100
位红领巾少年充满仪式感地献上佳肴。

自2014年以来，柏洋村连续举办了
7届孝文化节，评选出一批“最美家庭”

“好媳妇”等典型人物，积极营造尊老、敬
老、爱老、助老的浓厚社会氛围。文化节
活动的成功举办，吸引了海内外众多嘉
宾、游客纷纷前来参与，感知中华孝文化。

（朱婷/文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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