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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發展來解決困難」「天下第一村」華西村經濟新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旻 江蘇江陰報道）

2024年1月1日，清晨的陽光穿透薄霧揮灑在深
紅色的華西金塔上。「天下第一村」——華西
村黨委書記、華西集團董事長吳協恩手裏拿着
根油條，在路上簡單吃完早餐，便來到辦公室
進入工作狀態。「2022 年，華西向國家交稅
7.76億元（人民幣，下同），2023年的數據還
沒出來。」吳協恩語氣平靜地對香港文匯報記
者表示，「本來我們計劃在2023年打一個翻身
仗，但沒想到經濟壓力還是較大。總算到第
三、第四季度，企業利潤明顯回升。我相信
2024年我們會有較大的發展。」
2023年12月31日黃昏，41歲的華西煉鋼廠員
工陳先生與上初中的孩子在村裏的中心廣場做直

播，身後背景是聳入雲霄高328米的74層村辦五
星級酒店——華西村龍希國際大酒店，他的直播
間裏聚集着兩千多位「粉絲」。
「我剛開始做直播，是為了鍛煉口才。今天漲
粉一百多。」陳先生表示，「我告訴大家我們煉
鋼廠在2023年12月創下日產鋼坯6,900噸，超越
歷史最高紀錄。」寒風中，陳先生的聲音興奮，
「華西村名氣大，一舉一動受關注。天南海北的
人都對華西村好奇。」

傳統工業盈利 轉型海洋工程
「華西目前盈利的是傳統工業。我們在上一個
十年就已轉型升級，較早轉變增長方式，但反而
受疫情衝擊大，為啥？」吳協恩解釋道，「我們
轉型的產品大都是出口供應下游企業，受到疫情
影響較大。」他舉例說，「疫情發生前，我們直
接進出口銷售額最高峰時一年達5億美金。受疫
情影響最嚴重時卻不足兩億美金。」
「不過，咱們也在市場上競爭幾十年了」，吳協

恩面容平靜，「華西是在競爭中求生的，從過去的
鄉鎮企業發展到規模企業，再經歷這幾年疫情下經
濟環境的內憂外患，我們都是從競爭中過來的。」
「我們的海洋工程已經走出來了！」吳協恩瞬
間笑容明亮。
2023年11月16日，華西海工投資建造的中國

最新一代自升式海上風電安裝平台——「華西
1600」1,600噸自升式海上風電安裝平台在青島
成功交付。
華西1600是中國自主研發設計、具有完全自

主知識產權的自航自升式風電安裝平台，具有信
息化和自動化程度高、裝備國產化率高、深遠海
施工作業安全性好，並充分考慮營運的經濟性和
施工作業的便捷性，是滿足深遠海風電場及新一
代大兆瓦海上風機安裝要求的第四代風電安裝平
台代表作。
「這是我們積極響應國家『十四五』海上風電
發展號召，於2022年6月30日投資建造。」吳
協恩說，今年，華西集團會增加投資六七億元，
做產品延伸，「我們靠發展來解決困難，通過全
方位為新能源公司提供更優質的服務，實現新的
經濟增長方式。」

實施村企分開 企業輕裝上陣
「這個電梯老快哦！」 華西村龍希國際大酒
店中心電梯內，一群來華西「跨年」的上海遊客
七嘴八舌誇讚高速上升電梯的平穩，他們去70
層旋轉餐廳大快朵頤跨年餐。 華西的旅遊在復
甦，酒店停車場滿滿當當，對海內外遊客依然具
有強烈吸引力。
「最近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總基調是『穩

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
後破』。」吳協恩說，近三
年間，華西以穩為主，完成了
村企分開。
自2021年 1月起，吳協恩着

手實施村企分開，將華西村和
華西集團在資產、人員、職能等方面逐一釐清，
使村委與集團的管理邊界清晰、職責清楚。與此
同時，以法治化、市場化為前提，華西村實施村
社分離，2021年10月成立村股份經濟合作社，
將部分股本量化至華西村2,672名合作社成員，
每人10萬股。「集體有一塊，村民有一塊就更
清晰了。」
村企分開後，村委治理村莊、為村民服務；合
作社承擔村委層面經濟平衡，管理村裏的集體資
產，並確保集體資產保值增值。
經過近三年改革發展，華西集團建立了「權責
法定、權責透明、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公司
治理機制；形成了制度管人、流程管事的現代企
業基本管理秩序。
「華西始終堅持走集體經濟、共同富裕這條道
路不會變，但是不能吃大鍋飯。」吳協恩對此特
別強調，實施村企分開後，「照顧困難家庭、老
弱病殘等全部由村裏承擔，企業則輕裝上陣，更
具競爭力。」◆直播的陳先生父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 攝

▲吳協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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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江西科技學院，

創建於1994年的江西省高

級職業學校）今年迎來30

歲生日，我今年也正好30

歲。十年來，我從母校收穫到太多。如

今，我覺得，我應該為母校做點什麼。設

立獎學金，只是自己表達謝意的開

始……」2023年12月30日，「90後」新

疆青年米拉迪力．麥麥提阿伍拉在母校江

西科技學院30周年校慶之際，捐獻100萬

元人民幣，設立「石榴籽民族團結獎學

金」，以獎勵為民族團結事業作出貢獻的

學生和資助家庭困難的學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逍 江西報道

米拉迪力的家鄉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和田地區策勒縣，地處昆崙山北

麓、塔克拉瑪乾沙漠的最南端。十年
前，他背着包、拖着箱子，來到離家
4,000多公里的南昌求學，也和來自天南
海北的同學相處融洽。

在校創業 售新疆特產獲第一桶金
在校期間，他得到了老師、同學的很
多幫助。「現在我的普通話，除了略帶
新疆口音，大體還算標準。你很難想像
到，我直到上初中時，基本上連一句完
整的普通話都表達不清楚。沒有老師和
同學的幫助，我怎麼可能順利畢業、開
心生活？」他逐漸喜歡逛瓷器店，喜歡
參觀八一起義紀念館，還喜歡吃南昌美
食白糖糕、炒粉。
米拉迪力回憶，在校期間，家裏不時
會郵寄過來一些新疆特產。小夥伴們對
切糕都十分喜歡，每次都是一搶而空。
於是，他萌生出銷售新疆特產的想法，
並和夥伴們付諸現實。他在收穫第一桶
金時，幫助了家鄉700多名貧困戶。
在創業路上，他發現全國高校幾乎都

有學生在創業，遂在網上發起倡議，聯
合全國47個城市、150多個創業團隊的
新疆籍大學生，搭建首個「數字絲綢之

路」平台，組建「新絲路創客駝隊」平
台，影響帶動6,000多名大學生創業。

「民族團結一家親」並非喊口號
米拉迪力說，經歷多了，慢慢會發

現，我們的成功並非只源於自己努力，
也有時代的饋贈和周圍人的幫助。「以
前，我們的特產有時臨近過年賣不完，
是老師幫忙推銷賣貨，甚至是他們自掏
腰包進行內部消化。」畢業之後，米拉
迪力留在南昌繼續創業，「2019年，我
們想大幹一場，拿出所有資金囤貨，但
疫情突然發生，貨物全部發霉。在社會
各界和學校的幫助下，我們獲得了免租
金商舖，享受到創業擔保貸款。」
前段時間，米拉迪力餐廳裏的一名店
員的孩子得了重病要做手術，他就在朋
友圈轉發店員的求助募捐消息。令他想
不到的是，不少學校領導和老師默默關
注並捐款。他說：「學校不僅關心一個
畢業了的學生，還關心學生的員工。我
覺得，要為學校做點什麼。設立獎學
金，只是自己表達謝意的開始，相比之
下自己為學校做的是遠不如學校為我做
的。」
米拉迪力設立的石榴籽民族團結獎學
金不分民族，母校裏任何滿足以上條件

的學生，都有機會獲得。在他看來，
「民族團結一家親」並非是喊口號，而
是他發自內心的真實想法，也是他最樸
素的願望。

餐廳躋身排行榜「有信心賺更多錢」
目前，他在南昌經營一家電商公司和

兩家名為「駱駝教授．老巴扎」的餐
廳，是集銷售新疆特產、品嘗新疆美
食、體驗新疆文化於一體的創意空間。
這兩家餐廳躋身南昌各大美食排行榜、
App的前列，吸引很多食客來此，體驗
原汁原味的新疆風情。他說，「巴扎」
就是集市的意思，他很看好這一概念，
期待打造成為大家了解新疆的新窗口。
其中一家餐廳係剛營業不久，他在前

期已投入絕大部分資金，在南昌買房計
劃不得不擱淺。餐廳目前經營尚好，處
於剛回本的狀態。餐廳裏每賣出一個烤
饢，就能賺一元人民幣。「我肯定是有
經濟壓力的，但我很有信心賺更多錢。
最開始和母校溝通的時候，學校領導是
以我創業之初不易為由而婉拒捐款。而
我也並非是不愛錢的人，但你也要去看
到錢花在什麼地方。我希望，就像我最
初得到幫助一樣，如今通過我，更多的
各民族學生也能得到幫助。這很值！」

拍片講述新疆民族大團結故事
「如果有天堂，天堂大概就是新疆的模

樣。新疆雖然距離很遙遠，但新疆人民的心

離大家卻很近，每個人至少應該去一次。」

在米拉迪力眼中，每一個新疆人都是新疆

獨特的名片和形象大使，他也向外界講述新疆故事。

2013年，他在約半年的時間裏，自編自導微電影《做

夢都想》，計劃邀請56個民族的學生出鏡（因有些民族

本身就只有幾千人，難以找到合適的人選，最終有52個

民族的學生出鏡），展現民族大團結。

2015年11月，他聯合全國30所高校在同一天舉行了以

「美麗新疆、和諧新疆、時尚新疆、現代新疆」為主題

的圖畫展。其中，「疆愛進行到底」網絡快閃活動僅一

個小時參與人數就超過20萬。

2016年暑假，他發起的「中國好網民．百名大學生說

新疆」微博話題，得到全疆近萬名大學生積極參與，並

登上微博社會話題榜榜單23名、點擊量超過1,000萬。我

們把一幕幕展現新疆人民生活、人文、歷史、社會等正

能量話題的照片呈現於社交網絡，通過不同的鏡頭把大

美新疆詮釋得淋漓盡致。

留校任教輔導員 以行動引領大學生創業
2018年，江西出台高校配齊少數民族學生專職輔導員

的政策，學校領導找到剛剛畢業的米拉迪力，鼓勵他留

校任教。「當時校長說，『你來做這項工作再合適不

過，而且意義重大。』」米拉迪力說，作為一名創業青

年，他「帶着夢想過來」，同時「背着重大的責任感回

去」，在輔導員崗位上，他可以把自己的故事講給大

家，用實際行動引領更多大學生創業。江西科技學院屬

全日制民辦普通本科高校，根據學校的相關規定，米拉

迪力一面全心做好輔導員的工作，一面能夠兼顧經營從

學生時代已經打下基礎的個人事業。

儘管每天都很忙，但樂此不疲，很踏實。他說：「老

校長希望樹立正確的三觀，人生不要被慾望和金錢所

累。他告訴我，當老師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為幫助少數民族學生盡快適應在南昌的學習生活，江

西科技學院成立了「石榴籽之家」輔導員工作室，米拉

迪力是核心成員。一些剛入學的少數民族學生存在各種

各樣的困惑：適應不了南方濕潤的氣候，英語學習跟不

上，普通話表達不流暢，飲食不習慣等等。米拉迪力經

常關心他們的學習生活情況，鼓勵他們多和同學們溝通

交流、多交朋友，盡快融入校園生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逍 江西報道

特稿

◆米拉迪力與小學生交流互動。 香港文匯報江西傳真 ◆參加青聯民族團結活動。香港文匯報江西傳真

◆米拉迪力．麥麥提阿伍拉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 攝

◆獎學金啟動儀式上，米拉迪力（左）獲頒發榮譽證書。
香港文匯報江西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