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 年 64 岁 的 李 家 超
（Lee Ka Chiu John）先生，将
于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
出任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李家超是香港
回归中国，并由港人治港 25
年来选出的第6任特首。

在此之前，他曾长期执
掌香港纪律部队，即警察系
统的工作。由于李家超在
维护严格的法律和秩序方
面建立了良好的声誉，直
至 2021 年晋升为港府二号
人物政务司司长。

李家超长期担任公职，
成 绩 和 能 力 备 受 肯 定 。
2022 年 4 月 6 日，李家超正
式宣布参选香港第6任行政
长官，他是该次选举中唯一
的香港行政长官候选人。

随后在 5 月 8 日举行的
选举中，总共1461人组成的

“选举委员会”，有 1416 名
成员投票支持李家超，而反
对者仅有 8 人。李家超的

高票当选，充分反映了香港
社会各界对他的高度认可
和期望。北京和香港大部
分市民都意识到，自2019年
以来经历了严重黑暴与疫
情，香港迫切需要一位强有
力的舵手迎难而上，带领港
人走出困境，保持繁荣稳
定，重现东方之珠之风采。

笔者注意到近期有关
香港的公众舆论，选举过程
中，社会各界积极发表意
见 。 13,000 多 名 市 民 提 出
47,000 多条建议，反映了公
众对香港迈向新未来的渴
望。

事实上，除了西方那些
戴有色眼镜的政客，坚持对
香港由乱到治发出阴阳怪
气的评论之外，满怀善意关
心香港前途的，不单是中国
大陆和香港人自己，还有印
尼官方及民间的由衷期许。

那么，远在 3000 多公里
以外的印尼，为什么需要一
个繁荣稳定的香港呢？

笔者作为一位土生土
长的印尼人，抛开那些波诡
云谲的政治问题不谈，只从
印尼和香港在经贸合作与
人民往来的生活层面，提供
几组有关数据，即可说明其
中的意义。

首先看双方之间的生
意额度。

印尼是香港第 23 大贸
易伙伴，在东盟排名第 6。
在过去的 25 年里，印度尼
西亚对香港的出口以年均
0.7% 的 速 度 增 长 ，从 1995

年 的 1.82 亿 美 元 增 加 到
2021 年的50亿美元。

2021 年，印度尼西亚向
香港出口 21.55 亿美元，增
长 25%，自香港进口 17.9 亿
美元，对香港及中国整体贸
易实现顺差。印尼出口到
香港的主要产品是黄金、煤
炭和珠宝。还有400多家印
尼店铺遍布全港，是印尼产
品对外销售重要的国际化
渠道之一。

2021 年 12 月，印尼驻
香港总领事馆举办了一场
题为“捕捉印尼在新常态下
的投资机会”的投资研讨
会。印尼驻港总领事 Ricky
Suhendar 表示，即使在席卷
全球的新冠疫情大流行期
间，印尼与香港之间的经济
关系在 2021 年仍在增长和
完善。

这一年香港对印尼的
投资达46亿美元，比上一年
增加了16.15亿美元。

两位香港企业家也分
享他们在印尼经商的经验
和感言。来自香港的投资
公司路劲基建有限公司（港
交所：1098）高级副财务官
黄志明说，该公司在印尼投
资了多条收费公路，如跨爪
哇收费公路项目和跨苏门
答腊收费公路项目。另一
家联合威尔实业有限公司
执行主席Dominic Tam表示，
他们在印尼投资建立了玩
具工厂。

近年来，由于与其他
亚洲竞争对手相比，印尼的

投 资 环 境 不 断 改 善 且 具
吸引力，印尼已成为香港
投 资 者投资的重点国家之
一。

出席此次研讨会的我
国海事和投资统筹部长卢
胡特(Luhut)说，随着印尼投
资环境的不断改善，我们正
在为香港提供多元化投资
机会。

为卢胡特部长此言提
供佐证的，是印尼有关媒体
新近公布的以下统计数字：
仅2022年上半年，香港对印
尼的投资就实现了 35 亿美
元。

事实上，印尼与香港之
间似乎享有“传统友谊”的
关系，早在印尼与中国还没
有复交的数十年前，香港就
一直充当着印尼与中国大
陆经贸关系的桥梁和纽带。

再看印尼人在香港的
有关数据。

目前，约有 18 万印尼人
在香港生活和工作，居印尼
向海外派遣劳工人数的第
四位。他们大部分是从事
家政服务的女佣，以辛勤的
劳动为香港的发展繁荣作
出了贡献。

这些同胞在香港工作
的薪水从 800 万印尼盾起
步，相当于他们在国内最低
工资的 4 到 5 倍，每年为我
国赚取了大量宝贵的外汇。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
长罗致光博士曾经在雅加
达费尔蒙（Fairmont）酒店出
席 香 港 经 济 贸 易 讨 论 会

（HKETO）上表示，在香港打
工的印尼劳工及外劳人数
日益增多，他们的薪资最少
有800万盾。其工资将随着
劳工的需求来决定。他说：

“现时我们已调升他们的工
资，特别是来自印尼的劳
工。他们除了获得合理的
工资，印尼劳工也享有如同
香港居民的权益，他们每个
星期休假1天。”

显而易见，在 2019 年香
港发生可怕的骚乱期间，印
尼女佣也和他们的雇主一
样担惊受怕，倍感困扰。但
自从香港局势平静之后，在
港印尼人切实有了安全感，
他们与当地老百姓都无比
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大好
形势。而香港方面得益于
此，至今仍为全部劳工提供
广泛的就业机会。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
出结论，印尼作为香港的重
要的贸易伙伴和劳工来源
国，无论官方和民间，不管

是从理解中国的角度，还是
从自身利益考虑，都将毫无
保留地尊重和支持“一国两
制”方针，并希望全世界尊
重香港《基本法》及相关法
律制度。因为我们知道，香
港作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
重要的经济金融中心，其繁
荣稳定，不仅是中国之幸，
也对以印尼为龙头东盟大
有裨益。

最后，我还想用一句印
尼民间谚语，奉劝某些别有
用心，企图搞乱香港的国家
和政客好自为之。

Jepit dulu paha sendiri,
baru cubit paha orang lain (ra-
sakan akibatnya sebelum me-
nyakiti orang lain)——先捏自
己的大腿，再捏别人的大腿
（伤害别人之前自己感受一
下后果）。

（作者系印尼华裔总会
(INTI)教育部负责人，印尼
中华伊斯兰教联合会(PITI)
副秘书长）

印尼为什么需要一个繁荣稳定的香港？

■ 2022年 6月21日（星期二）

■ Tuesday, June 21, 2022
Lt:Ric
AA55印华论坛/副刊

■ 雅加达：韩善美（Pusanti）

13、辅选郁慕明
刘皓怡爸爸的社交圈

比较广，皓怡从小和爸爸
的同事、朋友有所接触或
见面。

父母喜欢收集朋友所
赠书画作品，皓怡并不以
为意，后来发现其中有一
幅是贾景德赠给父亲的书
法作品。出生于 1880 年的
贾景德，山西省泽州府沁
水县人。网上资料显示，
他是“阎锡山与袁世凯合
作的牵线人，中原大战晋
绥系高层唯一的支持者，
阎锡山永远的秘书长，也
是 阎 锡 山 最 后 的 送 葬

人 ”。 这 位
“ 阎 锡 山 的 笔
杆 子 ”在 阎 锡
山过世的当年
——1960 年 ，
也 在 台 北 过
世。贾景德写
给刘父的书法
作 品 ，还 在 落
款写上是应刘
父 雅 嘱 而 作 ，
很是特别。

曾 担 任
“空军总司令”的王叔铭，
是刘父的上级，更是他的
长辈和老师。刘父称王叔
铭为“老师”。王叔铭当年
担任中央航空学校飞行教
官 ，后 升 为 航 校 教 育 处
长。刘父作为学员曾受教
于他。刘家子女都称王叔
铭为“王爷爷”。

王叔铭，山东诸城人，
黄埔军校一期毕业。西安
事变时，王叔铭曾驾驶一
架教练机开往西安，声称
要救出蒋介石，让蒋十分
感动。抗战期间，王叔铭
是 国 民 党 空 军 第 三 路 司
令，堪称一名勇将，成为抗

击 日 军 一 道 最 有 力 的 防
线，人称“王老虎”。

1946 年 6 月，王叔铭调
任空军总司令部少将副总
司令。国共内战时期，辽
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都
有 他 的 身 影 。 1948 年 12
月，新华社公布四十三名
战犯名单，王叔铭名列其
中。三年多的内战，国民
党军队的陆军和海军都被
解放军打怕了，只有空军
的建制保存完整。撤至台
湾后，王叔铭深得蒋介石
重 用 。 1952 年 3 月 ，升 任

“空军总司令”，1957 年升
任“参谋总长”。1998 年，
王叔铭以 93 岁高龄去世。

刘 皓 怡 1988 年 结 婚 ，
证婚人是王叔铭。

皓怡父母为了锻炼身
体 ，一 直 都 有 参 加“ 早 泳
会 ”，子 女 都 跟 着 学 会 游
泳。这个“早泳会”是吴延

环于1954年创立，台湾各地
相继成立早泳会，延续至
今。早泳会有时会组织到
金山海水浴场活动，皓怡曾
跟随玩耍，在海水里被小水
母蜇得手脚都是包。

吴 延 环 是 刘 家“ 豆 汁
儿会”的常客。刘父称他
为“大哥”，皓怡兄弟姐妹
叫他“吴伯伯”。皓怡制作
系列电视片《国术天地》，
是吴延环题写片名。

1910 年 出 生 于 北 平 的
吴延环，抗战期间在敌后
打游击。史料记载一段轶
事 。 1949 年 ，周 恩 来 有 意
邀请暂居美国的著名作家
老舍回国，作为老舍旧相
识的吴延环，也从台北给
老舍写了一封信，邀他到
台湾。老舍对新中国寄予
厚望，最后选择返回中国
大陆。

刘 父 从 空 军 退 役 后 ，

转往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
会。二级上将许历农是该
委员会主任委员。1918 年
出生的许历农，安徽贵池
人，毕业于黄埔军校江西
第三分校 16 期工兵科，从
排长、连长一直做到师长、
军长和司令，参加过皖南
事变、平津战役。许历农
晚 年 致 力 于 两 岸 和 解 交
流，曾担任促进国家统一
的新同盟会会长。

刘父作为退除役官兵
辅导委员会的委员，在许
历农的领导下，从事党务
工作，参加军眷党部组织
中的固桩辅选。

每 到 选 举 的 时 候 ，刘
皓 怡 家 里 来 往 客 人 比 较
多，选举台北市“议员”或
台湾“立法委员”。候选人
要扫街拉票，就会亲自登
门拜访有影响的人物，邀
请参加竞选大会，在选民
云集的场所登台演讲。年
轻时的吴敦义和郁慕明，
皓怡都是在他们登门拜访
时见过或结识。

刘父作为郁慕明竞选总
部总干事，应该说郁慕明就

是刘父当年在国民党中辅
选出来的，从选台北市“议
员 ”到 台 湾“ 立 法 委 员 ”。
1940 年出生于上海商人之
家的郁慕明，在刘父面前是
晚辈。此前刘父接触郁慕
明几次后，认为这个年轻人
不错，有理想抱负，思想活
跃进步，时代使命感强。

郁慕明常来皓怡家中
作 客 ，称 刘 父 为“ 叔 叔 ”，
称刘母为“婶婶”。皓怡称
郁慕明为“大哥”，也帮郁
慕明助选拉票，还特别从
印尼返台助讲。皓怡结婚
时 ，郁 慕 明 女 儿 当 伴 娘 。
皓怡大女儿结婚时，郁慕
明托皓怡小哥带到印尼一
副对联。

郁慕明与皓怡一家始
终保持着良好关系。皓怡
大哥在疫情发生前从美国
返台，还在皓怡小哥安排
下，与郁慕明小聚。

1985 年 11 月 11 日台湾
报纸有一则报道，描绘刘
父作为郁慕明竞选总部总
干事的工作，称其作风“依
旧大将风范”。

（未完待续）

椰城一帘烟雨
——台湾影星刘皓怡小传

■ 闻 喜

刘皓怡父亲（中）与郁慕明（左一）、
朱惠良（右一）等合影

今年，是母校诞辰的七
十五周年，回忆往事，历历在
目，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是
母校陪伴着我们成长 。如
今，我们都巳经走过了大半
个人生，有成功的喜悦，也有
失败的沮丧，有对前途茫茫
的彷徨，亦有苦尽甘来的满
足。在人生的道路上，摸爬
滾打，跌宕起伏，是常有的
事。一路走来，始终庆幸自
己是新友中小学的校友，多
年得到母校的薰陶和老师们
的教诲，把我们培养成为一
个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真诚
朴实，知恩图报的人，教育我
们，踏踏实实做事，堂堂正正
做人。

老师，是灵魂的工程师，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母校拥
有许许多多可敬佩的老师，
有克己奉公，严谨执教的刘

建智老师，有知识渊博，不吝
赐教的庄有士老师，有孜孜
不倦，谆谆教导的潘隽永老
师，也有平易近人，兢兢业业
的黄未央老师，还有一位，最
使我难忘的，是默默无闻、无
私奉献的郑金光老师。

记得七/\年前，听郑金光
老师谈起，三宝垅中华总会 (
中华商务）拥有五所房产，由
于时间久远，有的房产证已
经过期，有的甚至没有房产
证。这五所房产，如果不及
时处理好，迟早会被政府没
收，或被社会上一些不法分
子据为已有。他语重心長的
说，这些房产，都是三宝垅华
人的共有财产，一定要保护
好。随即，从办公桌的抽屉
里，拿出五叠整整齐齐的卷
宗。很显然，这是已经保存
了五十多年的卷宗，郑老师
这种几十年如一日，认真负
责保护公共财产的精神，难

能可贵，使人感动。
郑金光老师，是一位埋

头苦干，不求名利的老师。
虽然，我们从来没有听过郑
老师讲课，也没有听过郑老
师演讲，然而，学校的重大活
动，总是有他在幕后工作的
影子，动荡时期，学生宿舍的
守卫和保护，有他勇敢的奉
献，而三宝垅新友基金会的
会所，得以保存至今，他功不
可没。当时，是郑老师坚持
继续办诊疗所，不但为周围
居民做公益事业，还为新中
的校友们，保存了这块风水
宝地，十分难得呀! 郑金光老
师，是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
老师，是我们做人的榜样，我
们会永远的怀念他。

在此时庆祝母
校诞辰七十五周年
之际，衷心的感谢母
校和母校的老师们，
不忘初心，谨记教
诲，让母校的精神永
放光芒，一代一代的
传下去。

母 校 情
■ 三宝垄：郑群璋

我是新中的第一届髙中
毕业生，但我们班这“第一届
"却来之不易。初中时，我们
之前还有2届师兄师姐，但他
们毕业时，新中没能办成高
中班。看着同学们依依不舍
地转学他校，学校很着急，于
是在我们毕业前夕，新中以
办“师范高中”的名义，把高
中班申请了下来。其实只多
开了一门“教育学”，其他课
程皆与普通高中相同。我们
也就有幸成了新中的第一届
高中毕业生。

由于是第一届，
学校对我们寄以很大
希望，庄校长亲自当
我们班主任，狠抓班
里的学习与思想教
育，亲自指导班委会
工作，还给我们上语
文与教育学。其他任

课教师有：许从令、庄有土、
蔡多全、潘隽永、林锡标、蔡
丰泉、陈清汉、Bu Bin 等老
师。他们都全力以赴，从课
堂学习到实验能力上对我们
加强培养，为使我们将来参
加高考时能取得更好成绩。
庄有土老师还用业余时间办
了数学提高班，给我们补充
了许多教科书以外的数学知
识；许从令老师则结合课堂
授课，给我们讲授了许多政
治时事方面的知识，以免我
们回国高考时在这方面出现
空白；担任学生会辅导员的
潘隽永、李超华老师则教给
了我们许多参与社会工作的
能力……

就这样，我们顺利快乐
地度过了高中学习阶段，毕
业前夕，我们在校老师及新
友社董事们的帮助下，筹办
了毕业特刊，留下了我们在
新中学习阶段的美好回忆。

毕业时我们班34个同学中有
22位回国并都考上了大学，
学校很高兴，由陈有德老师
执笔给我们每人寄来了学校
的贺信，嘱咐我们到大学后
要继续努力学习，将来好为
祖国与人民服务……字字句
句表达了母校对新中学子的
深厚感情与殷切希望，使我
们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今年是母校 75 周年大
庆，也是我们离开母校回国
65周年纪念，65年来，我们目
睹了祖国从“站起来”到“富
起来”的巨大变化，也看到了
自已工作过的地方从贪穷走
向富裕的历程，感到无限欣
慰。回顾自已走过的路，步
步都与母校的教育息息相
关，都凝集着母校老师们的
辛勤汗水……我们庆幸能在
异国他乡遇上这么好的学校
与老师，使我们在人生道路
上迈开健康的第一步，衷心
祝愿新中精神青春长驻，祝
福新中的老师们，同学们幸
福安康!

缅怀往昔岁月
■ 北京：苏新琴

一位印尼公民对第 6任特首即将就职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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