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画 王锦松（原载《联合早报》）

约翰纳斯·史迪约诺（Johannes Setijono）

（3）制药业动态

■ 2023年 3月28日（星期二）

■ Tuesday, March 28, 2023
Lt:Win
AA55印华论坛/副刊

中洪建交再次证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
■ 国际锐评

在洪都拉斯宣布与台湾
当局“断交”后，中华人民共和
国与洪都拉斯 26 日宣布建
交。至此，世界上已有182个
国家同中国建交，而台湾当局
所谓“邦交国”仅剩下13个。
这一强烈反差说明，一个中国
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与
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洪都
拉斯的抉择顺应大势、合乎民
心，站在了历史正确一边和绝
大多数国家一边。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

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
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和
法理事实。1971年联合国大
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了一个
中国原则。近年来，从巴拿马
到萨尔瓦多，从尼加拉瓜到洪
都拉斯，台湾当局所谓“邦交
国”纷纷选择与其“断交”，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或复交，
都是基于一个中国原则作出
的政治抉择，顺应了世界大
势，符合本国利益，反映了民
众愿望。正如洪都拉斯外长
雷纳所说，“与中国建交是政
治决定，世界一直都在朝这一

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洪都拉斯无条

件同中国建交，代表了拉美国
家谋求有尊严发展的强烈愿
望。洪都拉斯是中美洲重要国
家，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发
展问题。而美国一向把拉美视
为自家“后院”，长期推行“门罗
主义”，粗暴干涉拉美国家内
政，阻挠它们与他国友好合
作。2020年美国通过所谓“台
北法案”，威胁对那些想与中国
建交的国家实行报复。前不
久，在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
公开表示愿与中国建交后，美
国马上派一名总统顾问赴洪访

问。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
称，“美国试图阻止洪都拉斯落
实‘转向北京’的计划”。这种
无理阻挠注定徒劳无效。《纽约
时报》评论道，洪都拉斯与台湾

“断交”是对台湾的打击，也是
美国的挫败。

多米诺骨牌的倒下，原因
不在朝夕间。越来越多的国家
看明白了，与中国建交，是大势
所趋、人心所向，可以在相互尊
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实现共
赢，完全符合本国和人民的根
本和长远利益。洪都拉斯国会
副议长拉塞·托梅表示，洪都拉
斯人民对中洪关系发展有很大

期待，非常希望两国关系能更
加紧密，实现经济、政治、文化
等多个领域的交流。

根据最新消息，中方欢迎
洪都拉斯支持和加入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
议，在有关框架下推动交流借
鉴和务实合作。同时，中方还
愿意以扩大进口、鼓励投资、
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优先实施
惠民生项目等方式，尽快形成
一批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释
放建交“红利”。洪方承诺遵
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
一步密切两国关系，全速推进

两国各领域合作。这体现了
双方推动双边关系起好步、开
好局的真诚意愿。中洪务实
合作、互利共赢，不仅造福两
国人民，也将对加强发展中国
家团结合作、推进国际关系民
主化产生重要影响。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
原则是国际大义，“台独”势力
逆流而动注定失败。任何人
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
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事
实将证明，越来越多的国家会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 廖省：林越

美国失去信用 逐渐失去世界
■ 巴厘：意如香

李卓辉近照

现年 85 岁的李卓辉老
前辈，是印华文坛泰斗级人
物，一生为印华文化事业奔
走奋力，不遗余力，早期曾
担任华校高中部教师，上世
纪 60 年代参加雅加达《新
报》集团，负责《忠诚报》执
行编辑与主笔。苏哈托旧
政权倒台后，2000 年起，印
尼进入民主开放时期，李卓
辉更是积极投入复苏华文
报的办报生涯，曾为新加坡
《联合早报》，与马来西亚
《星 洲 日 报》撰 写 评 论 。
2001年应邀担任印尼《国际
日报》总编，以及印尼《星洲
日报》主笔。2013 年创办
《印尼巴厘风采》期刊，2014
年担任《印华日报》总编，
2018年起创办电子版《印尼
新报》，担任总编辑至今。
电子版《新报》办报风格新
颖，彩色图文并茂，可读性
高，资料殷实可靠，已经成
为海内外媒体追捧的消息
来源，诚是印华报业界的荣
耀。

李卓辉办报积极认真，
一丝不苟，作为报刊总编，
每天撰写时事评论，时效性
强，评论公允客观，尤其对
印尼时事的评论，具有很强
的导向性指导意义，对华人
正确认知印尼时局，发挥了
极为有益的正能量辅导作
用。李总是华文报业难得

的翘楚编辑人才，知名度
高，经常获邀参加海内外
（包括香港与中国内地）时
事讲座会，其评述观点深入
浅出，深获受众认同赞许。
更难得的是，其在办报过程
中，极为重视培养印华本土
写作人才，积极引导写作者
端正写作作风，对《印华作
协》举办的《金鹰杯》比赛，
总是不遗余力地予以鼓励
支持，经常为文赞颂文友们
的文艺作品，营造发表作品
的广阔平台，予以客观的正
面评价。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李
卓辉总编近十二年来，不辞
劳苦，收集数百名印华写作
者的生平事迹，出版了十部
文集记录文友们的写作生
涯，让印华写作者在印华文
坛里永葆一席之地，充分肯
定了印华文友作品的存在
价值，从不遗落掉一个印华
写作者，是李卓辉总编对印
华文坛所做出的不可磨灭
贡献，应予以客观公正的积
极评价肯定。这十本文集
是：1《印华写作精英风雨人
生》，介绍 50 名著名印华作
家。2《群岛星火光芒闪
耀》，介绍 49 位印华作家。
3《赤道火花自强不息》，介
绍 47 位印华作家。4《五湖
四海殊途同归》，介绍 49 位
印华作家。 5《包容宽大风
雨同舟》，介绍 48 位印华作
家。 6《热爱生命笑傲江
湖》，介绍40位印化作家。7
《艰苦奋斗情怀千岛》，介绍
50位印华作家。8《峥嵘岁
月丝路飞响》，介绍 49 位印
华作家。9《磨难奋进生命
礼赞》，介绍 44 位印华作
家。10 《峥嵘百年再创辉
煌》，介绍33位印华作家。

总共介绍了470位印华
作家。包括华侨作家 154
位，华裔作家 85 位，印华作
家 231 位。李总希望，能再
为后起之秀的年轻写作者，
每年出版一至两本文集，为

印华文学营造不断创新的
发展空间，再创印华文坛历
史的新辉煌。李总还计划，
准备收集编写百年华校的
正副校长名册，记录他们为
印尼华文教育，所付出的杰
出无私奉献，以激励现代印
尼三语学校的教育工作者，
用老一辈华文教育家的光
辉典范，作为借鉴学习的榜
样。李总用心良苦，诚心诚
意为印华文化工作者，发掘
记录他们的丰功伟绩，实应
给予高度点赞。

另外，李卓辉总编还把
多年来在办刊发表的评论
文章，结集成书，出版了十
多本评论文集。如《华社路
在何方？》、《印华先驱人物
光辉岁月》、《奉献牺牲奋进
鹊起》、《中华情印尼梦》、
《改革激流迂回迈进》、《新
改革新战略大博弈》、《铭记
历史缅怀先烈珍惜和平》、
《历史悲剧寻找真相》、《民
主改革时代政治风云》、《大
江浩海印华风云》、《新时代
新丝路新挑战》、《新蓝图新
建设新首都》、《自力更生面
向亚洲振新经济》、《廉政民
主走向大改革时代》、《坚强
奋起百年复兴》、《中山思想
共进大同中华会馆》等等，
这些文集作品都是李总精
辟的思想结晶，已经成为了
印华文坛宝贵的历史文献，
成为了研究印华史册的珍
贵作品。足见李卓辉老前
辈，作为印尼华文报业的泰
斗人物，其在恒存印华历史
文献中所做出的奉献，是不
可替代的中坚关键人物。

李卓辉老前辈一生岁
月峥嵘，是热心无私奉献的
著名文化斗士，因此如果华
社文化团体，能够考虑给予
颁发“印华文化特殊贡献
奖”，则是实至名归，深信必
能获得印华文友的认同支
持，也必将成为印华文化界
的集体荣耀。善莫大焉，功
德无量矣！

土耳其和叙利亚交界处2
月6日发生连续两次里氏7.8级
地震，带来巨大灾难。国际援助
物资随即涌入土耳其。叙利亚
因被美国颠覆，当地无助的灾民
却遭西方漠视。

2月7日，叙利亚驻联合国
代表萨巴格宣称，由于美方制
裁，许多运送救援物资的货机不
敢在叙利亚机场降落。他说：

“最讽刺的是，美国一边吹嘘向
叙利亚提供了数十亿美元，一边
在叙境内疯狂掠夺包括石油、小
麦等在内的属于叙利亚的资
源。”

美国陆军官方Ins账号3月
7日发布照片，显示美国陆军正
搬运救灾物资上直升机，并配
文：“看看第101空降师是如何
发挥作用的。第一突击士兵们
（First Strike Soldiers）持续工作，
以支持美国国际开发署对土耳
其地震灾民的救援工作。”

但美国陆军扛着的救灾物
资上写的居然是中文，和中国援
助叙利亚的物资一模一样。中
国连夜空运到叙利亚的救灾物
资为何出现在美军的肩膀上，成
了美军方宣称是救援土耳其的
物资？这种诡异的现象引发了
全球网友的好奇，大家对此事刨
根问底。

原来，中国把救灾物资移交
给叙利亚政府人员，叙政府派人
转运到灾区时，部分车队被美军
拦截，所有物资遭抢。因在叙美
军没用到，就把抢来的救灾物资
送给土耳其。美国想吹嘘自己

“行善”，却把“民主的伪善”展示
在世人面前，自毁信誉！

美国CNN网 23日称，Tik-
Tok高管周受资出席美国众议
院听证会，回应“国家安全”的蛮
横指责。媒体称，这是“充满敌
意的听证会”。议员将美国对隐
私保护的失败全“甩锅”Tik-
Tok。华盛顿对 TikTok 的态度
已歇斯底里，缺乏证据的美国议
员进行“丑陋的政治表演”，“政
客5个多小时的纠缠和政治哗
众取宠”。让世人大开眼界。

CNN 称，对于周受资的耐
心说明，已预设立场的美国议员
没有耐心倾听及平等对话。《华
盛顿邮报》用“对抗性”这个词来

形容听证会上满脸敌意的议
员。《连线》杂志称，当周受资就
TikTok的商业行为进行说明时，
议员常打断发言；当他要求就议
员们感兴趣的事项发表评论时，
却常被阻止或忽视其发言。这
是美国的“平等”吗？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4
日表明：“美国政府迄今没有提
供任何证据证明TikTok威胁美
国国家安全，却一再对有关企业
做‘有罪推定’和无理打压”，美
方应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
原则，为各国企业在美投资经营
提供开放、公平、非歧视的环境。

2018年，脸书(FaceBook)被
爆多达5千万用户信息失窃，引
起轩然大波；但美国国会却无所
作为。美国媒体“共同梦想”23
日评论，美国封杀TikTok，却不
支持全面审核美国隐私保护法，
说明其根本不关心隐私保护问
题，纯粹是仇视中国企业罢了。

路透社称，美国商务部23
日公布，将14家中国实体列入
出口管制“未经核实清单”，意味
着美国出口商向这些实体发货
前需要经过调查。被列“清单”
的中企须在60天内证明产品的
用途，否则将被列入最高限制的

“实体清单”。好一副“霸道”嘴
脸。

《亚洲周刊》刊载台湾资
深媒体人陈国祥《美国正在失
去世界》的评论：“美国外交从
特朗普时代的脱群往结盟方
向努力，拜登挥动制华与抗俄
大旗，结合盟邦声势夺人，看
似已对中俄形成包围圈，但穿
透表象，放眼长程，即可了然
美国正在失去世界，对国际秩
序的主导力持续衰退，中国正
取 而 代
之 ，成 为
地缘政治
的主要塑
造者。”

最
近 ，洪 都
拉斯总统
卡斯特罗
扬言弃台
投 中 ，显
示美国在
中南美洲
的影响力
已 衰 退 。

美国把中南美视为“后花园”，不
断培植亲美政权，成立由其主导
的美洲国家组织。近年中国不
断挑战，在美洲推动共赢的“一
带一路”，令美洲多国更倾向北
京。

3月10日，沙特、伊朗与中
国发表联合声明，沙伊将恢复邦
交。两国对抗多年，对中东多国
的内乱影响深远；如今在中国调
解下，将摆脱多年的分裂和战
乱。中国成功团结中东，给了美
国一记耳光，意味着美国在中东
地区的影响力正在下滑、衰落。

北京于俄乌冲突一周年时
提出“政治解決乌克兰危机”的
立场，习近平主席20日访俄并
与普京会谈。《华尔街日报》称，
习主席可能与乌克兰总统通话，
这将是俄乌战事以来双方可能
和谈的最佳机会。而美国还希
望战争持续，引起和平人士的不
满。

中美在东南亚的影响已分
出高下。中国提供实惠，东盟在
现实利益考量下协调合作。美
国反对“一带一路”立场违背东
盟利益，除了在南海问题上撑
腰，对东盟经贸助益有限，无法
与中国主导的 RCEP 相提并
论。东南亚呈现“东风压西风”，
非洲更是一面倒向中国，美国无
法蛊惑，发展中国家几乎全是

“亲中”，美国霸权欲振乏力。
最近，美联储为自救而继续

加息、再印钞票。美军袭击叙利
亚境内武装组织，造成19人死
亡。世界形势诡谲多变，美国失
去“信心”和“信用”，其主导的自
由民主正在“失去世界”！美国
国力及威望衰退，以“霸道谋私
利”的行径已不得人心。

德 萨 医 学 公 司（Dexa
Medica）有着同样的发展历
程 。 1969 年 ，高 庆 德（Ko
Khing Tik，印尼文名鲁迪·
苏 迪 诺 Rudy Soetikno）和 同
事们一起成立了一间名为
德 萨 医 学（Dexa Medica）的
小公司，如今已成为印尼
21 世纪初最大的处方药生
产 企 业 。 德 萨 医 学 公 司
（Dexa）在第二代领导人菲
力·苏 迪 诺（Ferry Soetikno）
手中发展成为一间全球性
的公司，不仅能满足国内市
场的需求，同时还满足东南
亚、非洲乃至欧洲市场的需
求。德萨的业务包括新化
学实体药品、仿制品牌药、

带有天然药物和营养药物
徽标的非专利药以及非处
方药的生产及销售。德萨
旗下有几家子公司，如阿努
格 拉 氩 医 药 公 司（Anugrah
Argon Medica）、菲隆制药公
司（Ferron Pharmaceutical）及
银马制药设备公司（Inmark
Pharmaceuticals dan Equilab）。

然而，到了新秩序初期，
1967 年颁布《外资投资法》
（UU PMA）和1968年颁布《国
内投资法》（UU PMDN）约1年
后，约有35家外资药品企业
进入印尼国内市场，例如辉瑞
（Pfizer）、葛兰素史克（GSK）、
雅培（Abbott）、诺华（Novartis，
即PT. Ciba Geigy）等外资药品

企业（Kompas, 2009），印尼国
内制药业迎来了一个挑战。
外资企业和本地企业之间不
可避免地产生竞争，且越演越
烈，迫使一些本地企业家不得
不做出战略调整，比如像卡尔
贝制药（Kalbe Farma）那样打
入品牌仿制药市场，同时还效
仿外资公司建立医药代表营
销制度。

本地企业随后纷纷瞅准
机会，在外资公司不以为意的
偏远地区扩大影响力。他们
在当地增加医药代表的人数，
设立药业大商会（Pedagang-
BesarFarmasi，简 称 PBF）分
支，或者使用药业大商会所提
供的服务。除此之外，他们还
仿制并推出新产品，有时甚至
比原制药厂抢先一步推出新
产品，或者以高价出售独特的
混合产品（当时还允许这样操
作）。当时，由于印尼尚未实

施《专利法》（UU Paten），这种
行为还在法律许可范围内。

随着药厂数量的不断增
加，对原料和经销商的需求也
不断扩大，企业家们抓住了这
个机遇。1969年，法兰斯·蔡
瑞建（Frans TjoaSoei Kian，印
尼文名 Frans S Djajaseputra）
创立药品经销公司——格峇
油兰药物有限公司（PT. Ke-
bayoran Pharma）。 林 瑞 昌
（Lim SwieTjiang，印尼文名占
米·苏达达Jimmy Sudharta）于
1975 年创立神奇羚羊公司
（Menjangan Sakti），从事制药
业的原材料贸易。时至今日，
这些企业依然活跃在国内的
制药行业，如神奇羚羊公司收
购了一些企业，并于1981年
组建门萨集团（Mensa Group）
企业协会。该协会主要负责
药品原材料、食品、饲料和化
妆品的进口和贸易、药品和医

疗设备的生产及配送。
主动出击与市场竞争
功夫不负有心人，积极主

动的营销策略让一些制药企
业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印尼
处方药生产排行第一的卡尔
贝（Kalbe Farma）制药公司，就
是其中一家这样的公司。卡
尔贝于1971年推出的处方药
Neo Entrostop（腹泻用药）和
Promag（胃药），后来成为非处
方药，至今仍在胃药市场中有
超过80%的份额，而1953年创
立的太平洋速描有限公司
（PT. Tempo Scan Pacific）和柯
尼麦斯有限公司（PT. Koni-
mex）则凭借“平价产品”如
Bodrex（退烧药）、Konimex、
Konidin和Inza，称雄非处方药
市场。当时，这些企业威震四
方，足以与控制东南亚市场份
额的外资企业相抗衡。

汪友山（Ong Joe San，又
名埃迪·连梦Eddie Lembong）
是另一位成功创建印尼民族
药剂事业的企业家。他于
1971年创建的法洛士有限公
司（PT. Pharos），是印尼第一

家获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Badan PengawasObat dan
Makanan，简称BPOM）颁发的

“药物优良制造证书”（Cara
PembuatanObat yang Baik，简
称CPOB）的企业。凭借着坚
韧不拔的精神，汪友山将法洛
士打造成为一家实力雄厚的
大企业，在激烈的竞争浪潮中
巍然屹立。其拳头产品有
Nourish Skin（皮肤营养类）、
Omepros（保健/治疗胆固醇）、
Viostin DS（治疗关节损伤）和
Albothyl（治疗口腔溃疡）。如
今，法洛士集团下属几家分公
司，分别是印尼法洛士有限公
司（PT. Pharos Indonesia）（处
方药和非处方药）、从事保健
品零售的世纪健康护理公司
（Century Health Care）（2013年
的数据表明其属下有500个
经销点，包括药店和商场）及
仿制药药房（Apotek Generik，
2013 年的数据表明其拥有
300个经销点）。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
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
册）》。本篇未完待续）

汪友山林瑞昌

岁月峥嵘无私奉献印华文化事业
高度点赞文化斗士李卓辉老前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