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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百年航程航程 有有““侨侨””精精彩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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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贤钟，出生于福建古
田。1923 年，年轻的雷贤钟
因生活所迫，远渡重洋，到
马来亚谋生。他开过荒，放
过牛，种植过橡胶，经过 20
余年苦心经营，终于拥有了
自己的橡胶园和规模较大的
伐木场。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雷贤钟欢欣鼓
舞，更加关注祖国的变化。
得悉海南气候、土壤适宜种
植橡胶，1953 年春天，雷贤
钟响应海外华侨回国参加建
设的号召，带领 18 名橡胶工
人回国考察，决心为发展中
国橡胶事业作出贡献。

雷贤钟回国后，立即到
海南的琼海、万宁、陵水、
崖县、保亭诸县，考察当地
的气候、土质及橡胶品种。
他发现海南原有橡胶是低劣
的实生树，胶水产量很低，
遂从马来亚引进橡胶良种，
选中保亭县南山乡作为种植
基地，并出资成立华侨侨福
垦殖公司，着手组织垦荒、
栽种橡胶。

1954 年 1 月，雷贤钟返回马来亚。他先对当地橡胶
良种作深入调查，而后将特优品种移植到自己的橡园
中。1955 年 11 月，雷贤钟把橡胶良种共 200 株胶苗以及
一些芽条，用药物处理后装入木箱，运上英国“海后”
号客轮，经过近一个月的航行后抵达海南。其所运回的
胶苗及芽条经培植和芽接后全部成活。

雷贤钟带回橡胶良种并培植成功的消息传到北京，
全国侨联主席陈嘉庚特地从北京赶到海口会见他。1956
年，雷贤钟作为归国华侨代表出席全国第一届侨代会，
当选为侨联委员，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广东省人
民政府非常关心雷贤钟的生活，准备在广州华侨新村安
排房子让他定居，他婉言谢绝，带领全家及几十名职工
到南山乡安家落户。在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里，他们挥
锄开荒、洒汗种植，终于垦出成片橡胶园，并建立橡胶
苗圃。

1958 年，周恩来总理视察海南，在西联农场接见
雷贤钟时指示说：“要多繁殖优良种苗，加快发展我国
橡胶事业。”雷贤钟遵照总理指示，同科技人员和工人
一起刻苦攻关，对橡胶良种进行精心移植、杂交组合
和无性繁殖，终于培育出胶量多、生产期短的良种。
同时，为加速橡胶生产步伐，他还竭尽全力组织人
员，把良种橡胶推广到广东、广西、云南、湖南、福
建等省份。

1984年雷贤钟病逝，终年81岁。
（广东华侨博物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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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游”带火海南侨乡小镇
符宇群

华侨华人如何在海外远程
办理国内文书手续？如何加强
华裔新生代中文教育？如何引
导青年华人在当地参政议政？
海外华商如何参与家乡投资建
设？……围绕这些华侨华人关
注的议题，近期，法国、西班
牙、意大利、德国、比利时等
欧洲多国侨团自发联手，接连
举办多场座谈和互访活动，探
讨旅欧侨界沟通协作、为侨服
务的新路子。多位受访侨领表
示，旅欧侨界各地一条心，拧
成一股绳，将有利于对外合力
发声，为华侨华人争取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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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团聚首 聚焦侨界“痛点”

春夏之际，法国塞纳河畔迎来一艘特殊的游船。
来自法、西、意、德、比5国的34家侨团代表汇聚在游船
上，热烈的讨论声一时间充满船舱，“远程办证”“投资创
业”“新生代培养”等关键词不断在他们的发言中出现。

这场特别的聚会由法国12家侨团联合发起，其
他4国侨界22家侨团应邀前往巴黎参会。在两天时间
里，5国侨领还密集召开了多场座谈会，就疫情期间解
决华侨华人回国办事难题、帮助海外华商更好投资经
商、加强侨二、三代中文教育与文化认同、引导华侨华
人融入当地社会与参政议政等话题展开讨论。

“疫情暴发后，法国各地侨团之间因为抗疫物资
分享、派送等加强了联系和合作。我们最近在总结疫
情期间为侨服务经验时发现，这种多地侨团横向联系
的做法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可以拓展到为侨服务的方
方面面。为此，我们和西班牙等国的侨领进行了讨论，
大家一拍即合，决定组织一场欧洲侨界的联合行动，
总结大家的困难，分享好的经验做法。”活动主办者之
一的法国青田同乡会会长叶旭群对本报记者说。

在巴黎这场聚首之前，法国侨界多位代表专程
赶赴巴塞罗那，与西班牙侨界就共同关注的议题进
行了初步会晤。会上，两国侨团代表签署了《合作
备忘录》，承诺建立长期联络和资源对接机制，为
旅欧侨界合作打头阵。

“疫情两年多来，欧洲侨团在为侨服务工作中
经常碰到一些共性问题，比如，应该怎样和国内涉
侨机构和驻外使领馆等部门之间保持联系，及时收
到他们发布的涉侨政策和利好信息；侨团用什么渠
道和方法相互沟通、为华侨华人解决问题；在国内
的侨胞因疫情无法返回国外，居留过期怎么办；在
国外的侨胞遇到国内身份证过期、驾照过期、需要
办理委托书等情况如何解决等。这些问题，因每个
地方的政策不一样，解决方案也会有差异。通过近
期的交流，各侨团可以探讨已有的模式和未来的创
新方案，形成优势互补，更好地为侨排忧解难。”
西班牙侨商总会会长金浩对本报记者说。

集思广益 掀起“头脑风暴”

座谈会期间，围绕旅欧侨界遇到的难题，各侨
团代表纷纷献计献策。

在海外华侨华人办理国内业务方面，叶旭群表
示，国内有关部门在疫情期间推出了系列惠侨服
务。以自己的家乡浙江青田为例，“侨海通”“全球
通”等项目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国
的部分城市设立了海外站点，为侨胞线上办理出入
境和户政业务等提供便利。如果未来旅欧侨界加强
合作，推动这些服务站点间的联动，将有望使服务
范围更广泛地覆盖欧洲各地。

“海外远程办理业务虽然是疫情期间推出的特
殊政策，但我们希望疫情之后这些措施也能够成为
常态化服务，长期惠及海外侨胞。”叶旭群说。

针对华商投资创业问题，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华
人华侨社团联合总会主席张晓荣在座谈会上总结了
回国投资的注意事项。他表示，旅欧侨界不仅应该
分享成功经验，也应该总结失败经验，帮助后来者
少走弯路。同时，应积极打造旅欧侨团交流合作的
平台，促进资源信息共享。

“以往旅欧华商和在欧投资的华侨华人往往依
托私人人脉网络，在欧洲开展商业活动。但要想
扩展业务版图，势必涉及跨行业、跨地域的合作
和沟通。这时，如果能够建立起旅欧侨团间的合
作机制，实现商业经验和信息上的互补互通，就
将有效增进大家的认知度和信任度。”意大利中
国总商会会长黄智晓对本报记者表示，“在促进
旅欧侨界合作的同时，也有必要共建和谐侨社，
避免恶性竞争，实现互补互利，带动为侨服务事
业进展。”

有关侨界新生代的培养问题，法国华侨华人会
主席蔡君柱指出，如何发挥新生代的独特优势和主
观能动性、传承为侨服务的事业，这是旅欧侨界亟
须解决的问题。

“过去，我们做了不少引导新生代的工作，比
如开设中文学校，培养他们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
豪感；很多侨团也设置了青年委员会或青年小
组，鼓励和吸收他们成为后备力量。但在实际运
作中，新生代发挥的作用很少，他们仍然像是局
外人。现在也有一些青年组织，例如法国成立了
华裔青年协会等，他们在维护族群利益方面发挥
了独特作用。只是，他们规模小，没有达到广泛
的代表性。作为社团侨领，作为长辈，我们有责
任带领他们走出困境，引领他们在社会事务中发
挥积极作用。”蔡君柱说，“如何组织和发挥他们
的作用，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向国内涉
侨部门的各类培训班推荐合适人选等。目前的当务
之急，是吸引青年兴趣，增加侨团事务对他们的吸

引力。”
在比利时青田同乡会会长吴晓伟看来，融入和

传承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侨界新生代融入当地社会并参政议政，和新

生代接受中文教育、增强文化认同，这两点互为支
撑。旅欧侨界在鼓励新生代融入当地社会和参政议
政的同时，必须加强中文教育、传播中国文化。这
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样也是一场持久战。”
吴晓伟对本报记者说。

落至实处 探索长效机制

法国法华工商联合会会长戴安友表示，加强旅
欧侨团的联系与合作，宗旨就是拓展为侨服务的广
度和深度。旅欧各侨团能将各地华侨华人的诉求和
建议及时汇总起来，以便统一向有关部门反馈，提
升旅欧侨胞的归属感。

“我们希望旅欧侨界合作真正落到实处。为
此，我们正在抓紧整理代表们反映的问题和意见建
议，争取形成合力，解决侨团面临的共性问题。”
叶旭群说。

“加强旅欧侨界沟通交流、信息共享，必须建
立完善合作机制。”金浩说，“首先，应建立长效
沟通联络机制，各侨团选定固定联系人，定期进
行信息沟通，提高工作效率；定期开展互访，对
合作领域、合作事项、合作重点进行磋商，推动
合作深入开展。其次，建立点对点深层次合作交
流机制，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对合作项目和投融
资需求等进行认真研究磋商，对具体有意向的合
作项目实行专人专项负责制，推动具体合作项目
顺利落实。”

张晓荣表示，旅欧侨界组建为侨服务“联合舰
队”，将有利于实现资源和信息共享，帮助和服务
广大华侨华人。此外，在旅欧侨界联合过程中，各
侨团应利用平台，团结一致，广交朋友，构建和谐
侨社。

“侨团就是朋友团。通过合作机制，不管旅欧
华侨华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获得联合支援，这将
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张晓荣说。

“在多个侨团的牵头下，旅欧侨界的联合机制
已经逐渐有了轮廓。虽然各项事业不会一蹴而
就，还有待长期探索实践，但只要各侨团群策群
力，对外合力发声，相信许多难题都将会有解决
方案。”吴晓伟说。

“每逢有火箭发射那几天，村里停满自
驾游车辆。”在中国知名侨乡海南省文昌市
龙楼镇铜鼓岭山脚下的好圣村，村民郑超
说，自家茶饭店生意最好时，一晚上接待
了21桌客人。

郑超最先在村里开起茶饭店，向前来观
看火箭发射的游人提供当地的文昌鸡、海鲜
等特色餐食，“受疫情影响，游客数量虽不比
往年，但依靠老客，店里生意也不错”。

好圣村与中国首个滨海航天发射场
——文昌航天发射场的直线距离不过 5 公
里。走进好圣村，整齐的琼北民居掩映在
椰林绿影间，让人仿佛身处“世外桃源”。
近年来，航天蔬菜种植、绿色养殖、文化
旅游等新兴产业陆续在村里落地，村民生
活蒸蒸日上。

来自贵州的游客沈女士一家五口人专
程到龙楼观看 5 月 10 日的天舟四号货运飞
船发射，此后在小镇上逗留几日，“感受当
地的椰风海韵、美丽乡村，体验特色农家
美食，很舒服”。

离好圣村不远处的龙楼镇南海港片
区，也是游客“打卡胜地”。游客不仅可以
感受海边渔港风情，还可以直击火箭发射
升空的壮观场面。每逢火箭发射期间，这
里的民宿“一房难求”，附近的海鲜餐厅、
农家乐也是“一桌难求”。

“这里的景色很好，民宿需要提前预订
才行。”来自海南陵水的马先生说，此前他
已来过南海港多次，对于观赏火箭发射的
最佳位置颇有心得，“可以一边喝椰子一边
看火箭发射，感觉很奇妙”。

近年来，乘着航天发射这股东风，龙
楼镇大力发展航天旅游业。围绕航天资源
优势，龙楼建设航天科普中心、椰子王国
观光工厂、铜鼓岭旅游区等景点景区，设
计航天亲子游、文化游、研学游等不同旅
游产品，广受市民游客喜爱。据统计，自
2016年至今，龙楼镇累计接待游客约180万
人次。目前龙楼现已建有宾馆 40 余家，商
铺、饭店900多家。龙楼镇农村居民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从 2009 年的 5559 元 （人民币，
下同） 攀升至2021年的19171元。

据介绍，文昌市正在谋划推进文昌航
天主题公园、航天主题博物馆建设，推动
商业航天发射区和航天旅游区同步规划建
设，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航天旅游基地。
龙楼镇将利用“航天+滨海旅游”资源，打
造航天旅游消费服务产业聚集区。

郑超说，作为龙楼镇的航天旅游示范
村，好圣村已引进企业建设民宿，“相信
将来会有更多游客走进龙楼，航天旅游一
定会更热闹”。

（来源：中新社）

希望田野 丰收在望希望田野 丰收在望
时 下 ， 海 南 各 地 水 稻 迎 来 成 熟

期，农民们利用晴好天气，进行大规
模机械化收割，水稻收割工作逐渐进
入高峰期。

图为 5 月 14 日，海南省定安县高
秀洋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区，稻穗金
黄，农民丰收在望。

张 茂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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