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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介夫 （1908—1998），马来亚归侨，出
生于广东梅县石坑镇，1928 年随堂兄下南洋
谋生，在新加坡、马来亚从事华侨教育工作
近10年。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之际，马来亚华侨广
泛组织群众发起爱国运动，号召民众抵制日
货。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马来亚华侨成立
抗敌后援会，号召团结一切力量援助祖国，
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李介夫也加
入了后援会，积极协助和支援抗日群众运
动。他和许多进步华侨青年一样，不愿在祖
国生死存亡之际苟且偷生，立誓回国，为保
卫祖国、反对法西斯侵略而战。1938 年夏，
李介夫经马来亚抗敌后援会介绍和八路军香
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推荐，回国到陕甘宁边
区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曾留校担任指导员
及李维汉办公室主任秘书。1940 年至抗战胜
利期间，他历任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成立后
首届执委会主任、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
议员，为边区文化宣传、经济发展、抗日救
亡活动和华侨统战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 年 1 月，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取得
胜利后，“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成为当
时的主要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向
南挺进，急需大批干部随军南下，接收和管
理新解放区。中共中央和军委批准第四野战
军直接领导建立“南下工作团”（简称“南工
团”），从军政单位抽调高级干部出任领导，
吸收和训练青年知识分子成为革命战士。南
工团下设三个分团，一、三分团设在北平，
二分团设在天津。2 月 24 日，南工团在 《人
民日报》《北平解放报》《天津日报》 等报纸
上刊登招考启事和简章，主要从平津地区招
考大学生和部分高中生。此次招考得到很多
高等院校学生的热烈响应，超过 1000名学生
报名参加考试。南工团总团团部选在北平东
四头条华文学校。

1949 年，李介夫加入南工团随军南下，
担任“土改工作团”团长。1950 年 6 月 30
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土地改革法》，新解

放区也有计划、有秩序地开展了土改运动。李介夫作为“土改工作
团”团长，在广东正确贯彻和执行了党的土地改革路线和政策，积极
推动完成土改任务。1951年10月8日，南下农村工作团编委会编印内
部刊物 《南工团》 创刊号，刊登了李介夫在南工团博罗队整顿队伍会
议上的报告。

1952年，李介夫调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并先后出任湖南
师范学院副院长、湖南省侨联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侨联顾问等
职。在湖南工作期间，他深入基层，贯彻落实侨务政策，推进地方侨
联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为发展对外经济和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供稿）

惠侨实实在在

我祖籍福建，是土生土长的
“福清哥”。今年1月，我怀着无比
激动的心情，作为 19 名闽籍华侨
代表之一，列席了福建省十三届
人大六次会议。这是福建省人民
代表大会首次邀请华侨列席。我
们参加了大会全体会议和各代表
团的分组审议。

大会期间，福建省人大常委
会特意召开一场列席华侨征求意
见会，听取华侨们对福建涉侨工
作和人大涉侨法治工作的意见。
大家畅所欲言，为家乡发展建言
献策，提出了不少好点子。例
如，建议鼓励小微企业利用侨胞
的资金、技术、人脉等优势，向
海外延伸产业链；建议鼓励社会
资金包括华侨华人投入资金用于
乡村振兴等。

应邀列席省人民代表大会，
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份沉甸甸
的责任。我经过认真调研思索，
提出了3方面建议。一是建议进一
步保护海外华侨及归侨侨眷的权
益；二是建议加强省涉侨部门与
其他部门的协调配合，充分发挥
涉侨部门的职能作用；三是建议
省人大及涉侨部门建立研究机
构，依托侨领、学者等专业人士
开展“一国一策”相关研究，更
好地了解掌握海外侨情。

福建是知名侨乡，海外侨胞
在福建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在涉侨立法方面，福建
省一直走在前列。2016年9月1日
起施行的 《福建省华侨权益保护
条例》，对海外华侨回乡投资、定
居、入学、就业等方方面面作出
了具体规定，还明确了华侨在人
大代表选举、列席全省两会等方
面的政治权益。

令人欣喜的是，今年家乡在
惠侨方面又有新举措，十分务实
暖心。1月，福州市公安局在全国
率先开通“海外 110”报警服务
台，专席受理海外福州籍华侨华

人报警求助服务。3月，福州“海
外110”报警服务台又推出“一码
六办”户政便侨服务，方便海外
侨胞远程办理居民身份证、户籍
等业务。

作 为 闽 籍 海 外 侨 胞 中 的 一
员，我深刻地感受着来自“娘
家”的温暖。带着这份温暖，我
们以主人翁的姿态见证家乡发
展，参与家乡建设，备感荣幸，
备受鼓舞。

共享发展机遇

这 段 时 间 ， 我 曾 到 福 州 平
塘、厦门集美等多地考察调研，
深入了解福建各地产业发展及招
商引资环境。目前，我计划依托
集美软件园三期项目，发展文化
传媒产业。此外，我还开办了安
保培训公司，计划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中资企业、华侨
华人企业等培养更多安保人才，
为这些企业的海外发展提供助力。

回忆这些年，我事业的每一
步都离不开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
机遇。

1989 年，我 17 岁，只身来到
厦门打拼。1993 年，有了一定积
累后，我开始创业。那时候，中
国改革开放迈入新阶段，我赶上
了好时候。厦门作为第一批经济
特区，经济发展充满活力，营商
环境持续优化，让我充满干劲。
从一名普通的装修工人，到自己
组建工程项目管理团队，我在厦
门赚到了“第一桶金”。

2008 年 ， 我 来 到 加 拿 大 发
展。搭乘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
快车，我瞄准商机，开始深耕国
际贸易行业。我经营的国际贸易
公司利用在北美市场的渠道优
势，将更优质的“中国货”带到
北美市场。近年来，我们全力打
造跨境电商、“微超市”手机端等
创新模式，希望将国内日益火爆
的电子商务引进北美，并利用现
有大型仓储资源建起海外仓、在
中国自贸区建起跨境量贩仓。

2021 年 12 月，厦门经济特区
迎来建设 40 周年。40 年辉煌巨
变，我亲身见证并经历了其中的
32 年。从一个落后的沿海小城到
高颜值的国际化大都市，厦门是
中国改革发展的一个缩影。在庆
祝厦门经济特区建设 40 周年文艺
演出中，我和其他三位华侨华人代
表合唱《我的中国心》。“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这歌
声里，有我一路走来的故事，更
有海外游子的桑梓深情。

牵线中外合作

今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
放，推动外贸外资平稳发展。

近年来，中国持续推进高水
平开放，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和
华侨华人到中国投资兴业，分享
中国市场和发展机遇，进博会、
服贸会、消博会、东博会等为经
贸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

福 建 侨 海 资 源 优 势 明 显 ，
1580 多万闽籍华侨华人分布在世
界188个国家和地区。改革开放以

来，福建省坚持以侨引侨、以侨
引台、以侨引外、台港澳相结
合，形成了独特的开放格局。今
年福建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充
分发挥福建“侨”的优势，增进
与华侨和华裔新生代情感交流，
创造一切条件引侨资、聚侨力、
汇侨智，深化闽港闽澳合作。

随着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
展，共建“一带一路”带来更多
机遇，福建省的区位优势、人才
优势和资源优势将得到进一步释
放。看未来，我信心十足。

作为加拿大多伦多华人团体
联合总会主席，这段时间，我基
本每天都保持紧张工作的状态，
把了解到的最新惠侨措施、项目
信息、招商引资政策及时介绍给
加拿大各侨团。同时，我还主动
汇总其他省市相关政策和信息，
并安排对口企业或机构，进行项
目的前期对接。

人们常说，“走南闯北福清
哥”。可无论走得再远，家乡和祖
国始终在我心中。我会继续努
力，始终以“嘉庚精神”为引
领，为中外经贸文化交流作出更
多贡献。

万株樱花竞相开万株樱花竞相开

采茶、制茶、点茶、品茶……近日，浙江省温州市
文成县海外传播使者、意大利籍友人西蒙一家和文成共
富主播李济宁走进侨乡——文成县平和乡，探茶园、访
茶企、品茶艺，在“寻味”侨乡共富路的同时，和海内
外网友“云”端体验传统制茶技艺，品味宋韵文化
魅力。

探寻茶乡共富路径

好山好水出香茗。眼下的平和乡，漫山遍野的茶树
将一座座山丘点缀得绿意盎然。

在茶园负责人蔡永游的带领下，西蒙等人走进平和
乡九龙山生态茶园深处，化身采茶工，穿梭于茶垄之
间，体验采茶乐趣。

“以前我对茶并不了解，没想到采茶、制茶的过程
如此有意思。”西蒙说。

平和乡是茶叶之乡，茶产业是当地支柱产业之一，
位于平和乡田东村的九龙山生态茶园种植面积达 1700
多亩。

蔡永游介绍，“近年来，我们通过和茶园所在的田
东村以及当地茶农‘抱团’合作，成立茶产业联合体，
由企业负责茶叶加工销售，村集体帮公司牵头收购茶
叶，农户负责种茶、采茶，有效地带动了周边农户增收致
富，推动田东村272户农户创收超700余万元人民币。”

传承传统匠心技艺

“文成种茶、制茶历史悠久，在制作工艺上传承刘
基贡茶八步制法。”蔡永游一边展示起手工炒茶的技
艺，一边向西蒙介绍。

“手工制茶需手不离茶、茶不离锅，炒茶过程中要

用力将茶叶压下去、烫出来，炒制过程中要不断变化手
势，炒出色香味形俱佳的干茶。”蔡永游说。

伴随锅里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茶香，蔡永游告诉西
蒙，“虽然机械炒茶效率更高，但手工炒制的茶叶更
香，冲泡次数也更多些。”

在行家的指点下，西蒙端坐炒茶锅前，翻炒、按
压、揉搓，动作有板有眼。

“茶闻着非常清香，口感也很醇厚，好喝！”西蒙品
着手工茶冲泡的茶汤谈道，“制作、品味一杯手工茶，
不仅需要足够的耐心，更需要匠心的沉淀。”

“云”端传播宋韵文化

“中国饮茶史经过唐代烹茶、宋代点茶、明清泡
茶、当代饮茶等发展阶段。其中，宋代点茶在中国茶道
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西蒙和文成共富主播在茶艺师陈
丽丽的介绍下，系统了解了中国传统茶文化，并和海内
外网友一起沉浸式体验宋式点茶。

在茶艺师的精心指导下，一盏蕴含宋式风雅的点茶
在西蒙手下新鲜“出炉”。

“这个茶沫看起来就像咖啡的奶泡，喝起来味道清
淡又不寡淡，非常独特。”品尝着与冲泡的茶水截然不
同的点茶，西蒙对着镜头说。

当日，百余名海外华文学校的师生借助网络平台体
验宋式点茶的制作。身处意大利的瓦伦蒂娜说，“通过
此次线上研学活动，我更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了，迫不及
待地想要亲手尝试制作点茶。”

文成县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围绕“宋韵在
文成”主线，文成县以春节、元宵等民俗节庆为切入
点，结合共同富裕、文旅融合等推出了系列主题海外传
播活动。

（据中新社电）

百年百年航程航程 有有““侨侨””精精彩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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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

“娘家”的温暖焐 热侨心
本报记者 李嘉宝

列席福建省人代会，走

访各地考察投资项目，分享

招商引资信息……最近，加

拿大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

会主席翁国宁在家乡福建，

度过了一段忙碌而充实的时

光。政策暖侨，机遇利侨，

翁国宁对参与家乡未来发展

建设更有信心。

以下是他的自述。

侨乡茶 韵引来海外朋友
范宇斌 陈 洁

侨 乡 新 貌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达人
谷景区万株樱花竞相绽放，吸引不少
游客前来观光游玩。

上图：达人谷景区俯瞰。
左图：游客在达人谷景区游玩。

胡学军摄

翁国宁列席福建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 受访者供图翁国宁列席福建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