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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税 优 先 考 虑 小 微 企
业 ；继 续 推 进 惠 企 利 民 措
施；进一步加大向农村和边
远地区义务教育的投入力
度 ；地 方 政 府 要 当“ 铁 公
鸡”，不该花的钱一分钱也
不能花，该给市场主体的钱
一 分 都 不 能 少 ……11 日 中
国两会闭幕后的总理记者
会如往年一样，民生热点占
据了大量篇幅。对于中国
老百姓来说，每年都能够领
到两会“民生大礼包”。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解
决就业问题、保住老百姓的

饭碗，就需要保市场主体。
与大中型企业相比，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受疫情冲击
更大，但它们量大面广，吸收
了绝大部分就业。据统计，
全中国有 1.5 亿市场主体，其
中个体工商户数量达到 1 亿
户，带动了近3亿人就业。可
见，保市场主体，需重点关注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今年，这些市场主体再
次收到了“重磅大礼”。中国
政府已经明确，在今年6月底
之前，把小微企业的留抵税
额一次性退到位；对小微企
业年应纳税所得额 100 万元
至300万元部分，再减半征收

企业所得税；引导大型平台
企业降低收费，减轻中小商
户负担；帮扶政策向餐饮、住
宿、零售、旅游、客运等行业
倾斜……一项项政策释放的
减税降费红利，对经营困难
的市场主体进行精准帮扶。

“有就业才有收入，生活
有 奔 头 ，也 为 社 会 创 造 财
富。”——这句简单朴实的话
语，说出了中国政府的政策
逻辑：“保市场主体”就是最
大的保就业、保民生；扶持特
殊困难行业，也是让民众的
生活有温度，让经济迸发更
多生机。

此外，中国政府还不断

完善医保、教育等基本民生
保障。今年，中国政府将进
一步加大向农村和边远地区
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居民
医保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分别
再提高 30 元和 5 元，建立大
病医保制度，总体上城乡居
民看病的报销比例能够达到
70%……这些举措将为更多
的中国民众带来红利，巩固
脱贫攻坚的成果，减少因病
返贫、因大病致贫的现象。

更多的惠企利民政策意
味着更多的财政支出。今
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将
比去年扩大 2 万亿元以上。

同时，地方政府被要求要当
算着钱花的“铁公鸡”。今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再
次出现“要坚持政府过紧日
子”的表述。政府过“紧日
子”是为了民众能过“好日
子”——这是中国两会代表
委员们的共识。

这就不难理解，中国政
府何以能够常年保持全球最
高的支持率。今年初，全球
最大公关咨询公司爱德曼发
布《2022 爱德曼信任晴雨表》
报告显示，2021 年中国民众
对政府信任度高达 91%，蝉
联全球第一，达到 10 年来新
高。在国家综合信任指数方

面，中国也位列全球首位。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莫因·哈
克认为，中国的治理模式是
以人民为中心的，都是为人
民的福祉而做出的决定。

“政府要始终把发展经
济的目的放在保障和改善民
生上”——总理记者会上释
放的这一信息坚定明确。过
去一年，中国政府以民之所
望为施政所向，克服诸多风
险挑战，保持经济稳健前行，
不断改善民生。新的一年，
中国政府将继续以保障和改
善民生为出发点，不断“爬坡
过坎”，尽力为中国人民创造
更加美好的生活！

看懂“紧日子”与“好日子”了解中国政府支持率何以节节高

男设计师
施添宜刚开始在雅加达创

业时，遭受了重重阻碍。当他
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后，许多男设计师纷纷仿效，与
女时装设计师们一样成为受人
尊敬的设计师。或许可以说印
尼男设计师更勇于打破常规，
因此取得的成就更为突出，也
更引世人瞩目。

安德列安·颜（Adrian Gan）
出生于1962 年。他只接受私
人订单和设计新娘礼服。但
是，若偶尔参加服装表演的话，
他往往因别出心裁的设计而备
受瞩目。安德列安敢于尝试新
的款式和材料。在2006 年唯
一一次服装秀中，他展示了折
纸工艺；在2008 年的“芭莎时
尚协奏曲”上，他作品的灵感源
于巴东房屋建筑。安德列安的
设计总是独出心裁，令人眼花
缭乱且充满女性魅力。他曾荣
获 2004 年幸运之星奖（Lucky

Strike Awards）、2002 年度潮人
设计师诺基亚时尚奖（Nokia
Fashion Award），1985 年他曾在
苏珊·布迪哈尔佐服装设计教
育学校（LPTB Susan Budihard-
jo）的学生比赛中夺冠。

黄炳福（Oei Ping Hok，印
尼名穆萨·维迪亚特莫佐Musa
Widyatmodjo），于 1965 年在雅

加达出生。从美国费城的德雷
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毕
业回到雅加达后，于1991 年开
启了他的时装设计师生涯。除
了设计师事业，他也活跃于设
计师协会，曾当选印度尼西亚
时装企业家设计师协会会长
（Asosiasi Perancang Pengua-
saha Mode Indonesia，简称 AP-

PMI）。
如今，穆萨

仍担任印度尼
西亚时装企业
家设计师协会
顾问。他根据
生产过程分五
种商标推出自
己的产品，这些
品牌可以在一

些著名大型商场看到，如“穆萨
之M”（M by Musa）。穆萨也专
注于男士服装，尤其是峇迪
（batik）衬衫。峇迪衬衫融合了
印尼传统蜡染花裙布、纺织品
和刺绣品的特色，给人以优雅
却又充满男子气概的印象。这
类产品都以“Musa Widyatmod-
jo”品牌出售。而为印尼国家

银行（BNI）、中亚银行（BCA）、
金融银行（Danamon）、酒店以
及航空公司等设计的员工制服，穆
萨使用的商标是“Musa Co”。

目前，穆萨正参与倡议在
雅加达椰风新村商场（Kelapa
Gading）举办雅加达美食时尚
节（Jakarta Food and Fashion
Festival），旨在通过设计师和顾
客的见面会以推动时装业发展。
他也在椰风新村商场为需要开拓
市场的印尼设计师设立了时尚秀
展馆。穆萨曾是1990 年女士时
装设计师比赛决赛选手。

奥古斯特·苏萨斯特罗
（Auguste Soesastro）1981 年 8
月10 日出生于雅加达，他是陈
月明（Tan Yueh Ming，印尼名哈
迪·苏萨斯特罗Hadi Soesatro）

和 彦 蒂·苏 萨 斯 特 罗（Janti
Soesastro）的儿子。奥古斯特中
学毕业后，父亲建议他去学建
筑学。但是完成学业后，奥古
斯特却选择成为时装设计师，
并去了巴黎。在巴黎服装公会
学院（Ecole de la chambre syn-
dicalede la couture parisienne）
学习，之后又去纽约开创事
业。2008 年，他开始在纽约展
出他的“宫廷”（Kraton）品牌作
品。次年，他得以参加纽约时
装周并在雅加达举办了时装秀。
自2010年他父亲去世后，奥古斯
特就搬回雅加达。同年，为迎接美
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妻子的来
访，他被请去总统府举办时装表
演。奥古斯特专门选择环保材
料制作礼服。他认为，制作衣
服时有好的因果循环很重要，
而好的因果循环始于材料纤维。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
设 中 的 角 色 和 贡 献（第 二
册）》。本篇未完待续）

华人时装设计师
欧阳春梅（MYRA SIDHARTA）

（2）

今年是母校万隆华侨中学成
立75周年。拜读了部分老师校友
们的纪念文章，我心中颇有感触，
同时，也勾起我对往日青春无忧校
园生活的回忆，一幕幕往事不觉涌
现脑海。

1961年下半年小学毕业后，我
进入万隆华侨中学升读初一上，班
主任是林振森老师。他那微微卷
起的发型让我印象深刻，和善的笑
容予人容易亲近的感觉。

他教的语文课，有一篇是苏联
作家的文章，忘了题目、忘了作者、
忘了内容，我只记得书中主人公的
名字——马克希维奇，一个很稀奇
而特别的外国名字。时至今日，每
当想起马克希维奇这个名字就自
然会想起林振森老师。

升读初一下时，换了林民善老
师任班主任。他身材高瘦，双眼炯
炯有神，写得一手很漂亮的字，令
班上同学争相模仿。其中一位同
学叫吴展辉学得最好，从写字歪七
扭八到写出端正而苍劲有力的漂
亮字体。我也曾经努力学过，却因
没有恒心而半途放弃。从初一下
到高一下，林民善老师一直是我们
的班主任。

刚升读初中时，我的物理成绩
较差。为此，他给我买了不少相关
的物理课外书。在他的帮助下，我
的物理课成绩有了很大的进步。
他还多次鼓励我参加学校举办的
时事科普知识比赛，两次获得第一名。

以前回印尼探亲时，我曾经相
约几位同学去拜访他，其时他已经
是万隆有名气的中医针炙师。很
遗憾，不久后就接到他不幸逝世的
恶耗，真让我难过。想想我读中学
时能有很不错的学业成绩，和林民
善老师的帮助与鼓励是分不开的，
每念及此，怀念感恩之情不由的油
然而生！

1962年，为了支援西爪哇查地
露胡(Jatiluhur)水库的建设，在中华
侨团总会的组织下，学校挑选了几
百位初二以上的学生组成义务工
作队前往斗望(Karawang)附近的查
地露胡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
很幸运的，我也获选参加了。记得
当时同班同学何尔志也报名了，却
因身材矮小而落选。

一个星期的义务劳动，对于像
我们这些没吃过苦、干过粗重工作
的学生而言，顶着烈日,冒着风雨，
还要睡在简陋的大棚、时刻担心蛇

虫鼠蚁和要命的毒蝎子的袭击，虽
然很辛苦，但却是一个颇为难忘而
颇有意义的人生经历。

就读初三下时，班主任林民善
老师为了让我们有更充足的时间
来准备迎接初中毕业考试，特地利
用假日给我们补课。

有一个星期天补完课后，趁着
时间还早，我和同班同学何尔志骑
着脚踏车在学校里绕着大礼堂兜
圈。其时孙洪范老师正在礼堂北
侧的一间课室给高班同学补课，看
到我们一次次的经过教室，于是把
我们拦住，还扣留了我们的脚踏
车，下课后才还给我们。

一向循规蹈矩、又是学生会干
部的我突然间如此“被罚”，心里的
羞愧和委屈实在难以形容。看到
课室里的同学像看戏一样看着我
们被责罚，真让我感到无地自容。

其实我并不熟悉孙洪范老师，
只知道他是Toto (国内人)，讲一口
北方腔普通话，很多同学都听不
懂。他教高中的生物课，同学们背
后都叫他孙悟空，好像是长住学校
宿舍的。

高一上时，有一天，班主任林
民善老师点了我、刘忠经、刘宜瑞、
饶影珍等几位同学星期日帮孙老
师清理位于学校球场旁边的生物
室。生物室里有不少动植物标本，
我们要把玻璃柜里装着动物标本
的容器或动物标本拿下来逐一拭
抹干净。植物标本则较难清理，因
为一不小心就容易毁烂。

或许接触的时间多了，渐渐觉
得孙老师没有想象中的严厉，慢慢
的还听得懂他说的北方腔普通话
了。他一面指导我们如何清理标
本，一面还教我们如何辨别植物标
本和如何制作,还教我们如何结绑
绳子才不会松开，午餐时还蒸了南
瓜给我们吃。

生物室的清理工作才到下午
完成。后来，我们这些同学还为此
得到学校的表扬和嘉奖！

我升读高一下时，孙洪范老师
教我们生物课。有一次，他给我们
布置了采集植物标本的课余作
业。为此，我们班上几个同学相约
利用假日去郊外采集标本。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刘宜瑞、
刘忠经、廖水源、饶影珍、吴莉英和
我等(忘了还有谁)带备雨具、干粮
和水等必须品坐小型巴士(Oplet)到
连旺(Lembang),准备徒步前往芝沙
鲁哇瀑布(CurukCisarua)。

抵逹连旺时，我们感到一阵阵

的寒意，那时连旺的气温比现在还
要冷得多。下车后，忘了是谁带
路，我们往西边方向沿着山边的小
径边走边聊，风趣的刘宜瑞经常逗
得大家哈哈大笑，一路上嘻嘻哈
哈，兴致很高。我们时而走过农田
小路，时而又钻进林木茂盛的山
路，一边留意山边的林木是否有可
以采作标本的植物。但是一路所
见，尽是蕨类植物。

忘了不知走了多久，我们终于
抵逹芝沙鲁哇瀑布。我们兴高采
烈的站在远离瀑布的平地上，看飞
泻而下的瀑布发出哗啦哗啦的轰
鸣声，强风把漫天水花吹得四散飞
舞，令接近瀑布的游人全身湿透。

启程返回连旺的半路，突然天
昏地暗，不久后就下起雨来。雨越
下越大，雨具都不管用。我们顶着
风雨湿漉漉的到逹连旺，吴莉英要
我们先去她连旺的家，让她家人准
备点心和糖水以舒缓我们饥寒的
感觉。雨势稍停后，我们就乘坐公
共小巴回到万隆。虽然没有采到
什么植物标本，但为我们带来了兴
奋难忘的郊游乐！

1966 年 3 月 12 日是星期六。
晚上，苏哈托军人政权发布一项命
令，宣布封闭全印尼所有的华文学
校，禁止华人使用中文名字、禁止
在公共场合举行包括春节在内的
华人风俗节日的庆祝活动。封校
令后的星期一早上，不知道学校被
封消息的同学和知道被封但想看看实
情的同学回到学校,发现校门口已经有
军人把守不给进入。我们失学了!

记得封校前夕的最后一节课，
虽然放学的钟声己经响起，但是，
由于外面一直下着大雨，大部分同
学都继续留在课室里。班主任徐
益英老师和大家聊天、讲故事、唱
唱歌、玩游戏等。气氛温馨而热
烈，令人难忘。似乎冥冥中预示着
是我们在母校上的最后一堂课！
时光荏苒，美好幸福的中学生涯也
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可读书时期的
一桩桩往事却仍然历历在目，可堪
回味与缅怀。

今天正好是印尼华文学校被
封56周年的日子，我们永远不会忘
记没有了母校而失学的悲愤、彷徨
和无奈。在以无比感慨而略带沉
重的心情纪念母校成立75周年之
际，想起母校老师们的培育和教
导，我心怀感恩之情。愿已各散东
西、天隔一方的老师同学们健康、
幸福！

(2022年3月12日写于香港)

■ 香港：吴文根（印尼归侨）

难忘青春岁月
当俄罗斯突然对乌克兰发动军事

行动的那一天，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
验室就紧急销毁鼠疫，炭疽菌，霍乱等
致命性疾病的病原体，美国正试图掩盖
研发生物武器的证据，防止生物细菌武
器资料落入俄罗斯手中。令全世界正
义人士更把眼光聚焦在“乌克兰”！

大家心里明白，美国70年前设立
的德特里克堡实验室是病毒细菌武器
的大本营，而在乌克兰研发的只是美国
生物细菌武器的冰山一角。如果俄罗
斯能在美国的乌克兰生物实验室里找
到蛛丝马迹，那美国就会成为全世界的

“公敌”，美国现在开始感到害怕了。
3月10日，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

纳申科夫少将公布，俄方在乌克兰生物
实验室的文件中发现了五角大楼资助
研究致命病原体隐蔽传播机制的证
据。以及在乌克兰实施生物计划的材
料，包括从乌克兰实验室向澳大利亚和
德国转移生物材料、蝙蝠项目、UP-4候
鸟研究项目和在俄罗斯捕获乌克兰鸟
类的协议，还有生物实验室销毁证据的
证明书。俄方称，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
军事活动“类似侵华日军731部队”，并
将资料在网上公开。

在土耳其与乌克兰外长举行会晤
的俄外长拉夫罗夫在会后对媒体表示，
俄方对美国在乌克兰进行的可用于制
造生化武器的病原体实验感到愤慨。
敦促美国就乌克兰建立生物实验室的
活动做出声明，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
验室究竟在干什么？全世界都想知道！

美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新闻会
上称，美国没在乌克兰运营生物实验
室，美方仅在实验室安全上协助乌方，
他指外界散播“虚假信息”。白宫新闻
秘书普萨基回避对美国在乌生物实验
室提问，却凭空指控俄罗斯可能正为在
乌克兰使用生物武器做准备。但美副
国务卿纽兰之前在参议院会上说：美国
在乌克兰有“生物研究设施”，同乌方合
作防止“研究材料”落入俄军之手。美
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称：美国曾向乌国
内的生物实验室提供协助。

病毒专家分析，新冠疫情引起全球
恐慌，有人认为新冠病毒是由实验室泄
漏引起，导致世界对生物实验室的关
注。其次，若因战争等原因造成高致病
性的病毒从实验室泄漏，必将造成大范
围传播，给当地民众造成难以想象的伤
害，第三，生物实验室也是研究生化武
器的场所，在战争中可以造成大量平民
伤亡，危害很大；因此人们的担心是有
道理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
长金灿荣称，生化武器比核武器门槛
低，在近代战争史上，美国在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中使用过。根据公开资料，美
国在全球有330多个生物实验室，还有
一些隐藏、合资的实验室。美国到国外
去搞生物实验室，其动机就值得怀疑。

根据俄方获取的文件，乌克兰境内
数十座生物实验室是按照美国国防部
的命令运行的。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活
动的投入已超2亿美元；五角大楼承包
商参与了相关实验室建设。2021年以
来，美军投入1180万美元在乌克兰军
中开展传染病研究，收集多种传染病菌
株和毒株样本以及4000名乌克兰军人
的生物样本，运往美国沃尔特·里德陆
军研究所。

美国在非洲、中东、东亚、东南亚以
及前苏联地区的2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
200多个生物实验室，有些实验室所在
地曾暴发大规模传染病。驻韩美军的
生化武器实验室设在首尔龙山、釜山、
群山和平泽四个美军基地。2014年间，
这些实验室进行了至少15次危险的炭
疽杆菌试验。驻韩美军曾多次在没有
经过法律申报程序的情况下偷偷地将

“高危险物质”输进韩国。2020年底，驻
韩美军擅自处理了肉毒杆菌和蓖麻毒
素等剧毒物质。2018年，格鲁吉亚的卢
格实验室也发生事故，在那里工作的数
名菲律宾人员死于“毒气”。

生物军事活动非同小可，国际社会
对美国的质疑是正当的。近30年来，
美国境内P4实验室的数量剧增7倍，病
毒泄漏风险不断增多。因国内反对声
日益高涨，美国才选择将大量实验室建
于境外。这些年来，在乌克兰、韩国、哈
萨克斯坦、格鲁吉亚等国都出现美军生
物实验室病毒泄漏事件，但各国的愤怒
抗议却被美国霸权及舆论操纵所逐一
捏碎。

俄罗斯的爆料非常具体，已引起国
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对其真实性的研判
必须由权威国际组织的核查小组进行
认定，绝不能让美国瞒天过海。多少年
了，美国欠世界一个交代。

《国际日报》于12日刊载“国际锐
评”的文章称：“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建议
乌克兰销毁存放于该国公共卫生实验
室的高危病原体，以避免战火导致病菌
外泄，危及大众健康。国际社会纷纷质
疑：美国到底在干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勾
当？”美国不能再“甩锅”了。美国是全
球唯一仍然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20年
来一直反对建立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
公约》核查机制。世卫组织应督促美国
必须履行国际义务，让“实验室”接受多
边核查。

祈愿全球各地研制生物细菌武器
的“生物实验室”都被永久封闭，让人民
大众免于被毒菌感染的恐惧；还世界一
个“海晏河清日，修文偃武时”的祥和、
太平盛世。

■ 廖省：林越

美国在海外设立“生物实验室”
——在万隆侨中读书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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