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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手起家创建出一个庞大的商业帝
国，张建安是新加坡优联能源和得运德
士的创办人和董事会主席，办公室里摆
满了各种奖杯、奖牌和荣誉纪念品。“光
荣的桂冠都由荆棘编成”，光环背后是张
建安无数吃过的苦、流过的汗、熬过的
夜和不为人知的心酸。

艰苦创业 站稳脚跟

出生在福建潮安东凤镇，张建安 10
岁时跟妈妈一起从汕头乘货船到新加
坡。“那时父亲患病，全靠母亲帮人洗衣
服和当女佣来维持生计。父亲过世后，我
和母亲相依为命，住在非常偏僻的地方，
人生地不熟，也被叫做‘新客’。”

不忍心看着母亲过度操劳，张建安15
岁就辍学工作。最初在一家批发瓷碗盘和
茶壶的商店做杂工，从早到晚搬货、端
茶、扫地、送货、洗厕所，什么都干，一
星期工作7天，每个月工钱 30块钱。尽
管工作琐碎而辛苦，张建安还是会抽空
写日记和读书。他越来越意识到，这不
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21 岁时，张建安注册成立了自己的
第一家公司，做日用品二手批发。母亲把
存了 10年的积蓄拿出来支持他创业。虽
然付出了很多心血，但生意并不理想，两
年后结束营业。首次创业以失败告终。

但张建安并没有气馁。1975年，他向

朋友借了2000元做本钱，在新加坡马林台
租了一家店面卖桶装液化石油气。“当时
人们主要用木炭、木头和土油来做饭，煤气
属于高消费，只有有钱人家才用得起。不
过，我觉得这是未来的趋势，市场会很大。”

创业不易，张建安一人身兼数职，每天
扛着26公斤的煤气罐，穿梭于大街小巷。一
个人既要做销售，也要服务顾客，还要修车、
做电焊工。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10多年的
发展,2000年，张建安的公司承接了一项美
国充气跨国公司的业务，成为新加坡第一家
本土煤气供应商。

除此之外，张建安还主动出击，在新加
坡的熟食中心、购物中心和批发中心推广
罐装煤气。如今，张建安的公司，占据了新
加坡罐装煤气行业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

连续出击 拓展市场

2003年，新加坡政府开放出租车市
场。张建安看准时机，大胆尝试，投入
300 万新元创立了出租车公司。公司发
展迅猛，从创立时的50辆出租车一度攀
升到 5500 辆，一年的营收额约 2 亿新
元，净盈利1000多万新元，成为新加坡
的第二大出租车公司。

“我们有自己的加油站，所有出租车
司机加油都可获得30%的优惠。我们也给
出租车司机提供很多优惠的奖金制度，如
无交通意外和无拖欠车租奖励、忠诚度奖

励金等。”张建安说，出租车是一个以人为
本的服务行业，管理也要以人为本。

2016年，张建安整合公司内部一家负
责零售液化石油气分公司和一家负责压缩
天然气和柴油的分公司，成立优联燃气控股
公司，并于2017年在新加坡凯利主板上市。

2017年，张建安与女儿设立了子公司
“优联电力”，为家庭、工业和商业用户提供
电力零售服务。“电力服务公司的成立，圆
了我一直想拥有全方位能源公司的梦想。”

大胆投资 自在生活

除了经营煤气、出租车和电气生意，
张建安在投资方面有自己的独到眼光。

1985年，张建安在直落古楼买了一栋
独立式旧洋房。“业主当时要价 80 万新
元，我忍痛买下。10年后，这个占地1万平
方英尺的洋房，卖了400多万新元。”2007
年，张建安以2500万新元收购了位于加冷
盆地的著名建筑海京楼，准备改建为水边
酒店和休闲娱乐场所。不久，政府宣布有关
地段被征用供发展体育城，给予3900万元
赔偿。短短10个月内，他赚了1400万新元。

张建安也投资咖啡店、商业大厦、
工厂和旧店铺。

秉持着无欲则刚、无私天地宽、无求
品自高的“三无”理念，张建安活得自在而
充实。工作之余，他喜欢做公益、打高尔夫
球、爬山，和家人出国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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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的味道”

清晨5点半，62岁的印尼归侨张巧珍已在厨房忙碌起
来。和面，糯米面团揉成丸子，包上红糖心，上锅蒸
熟，滚上新鲜刨出的椰丝……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张
巧珍总要这样耗费一整个早晨，做一大桌印尼糕点。这
是张巧珍从母亲身上学到的“绝技”，也是家住头塘华侨
三区的张巧珍一家一直以来的传统。

“这手艺都是我妈传的，以前我上班，下班回来就能吃
到我妈做的糕点。”张巧珍回忆起年轻时的光景，脸上露出
淡淡的笑容。60年前，2岁的张巧珍随父母从印度尼西亚回
国，被安置在广西百色，从此在百色华侨农场（今百侨区）扎
下根。高中毕业后，张巧珍在当地华侨农场七队担任小学教
师时，结识了丈夫——同为印尼归侨、当时在百色华侨农场
淀粉厂做机修工作的曾春祥。如今，大学毕业的女儿曾妮，
也回到百侨区下属百色华侨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

曾经从母亲那里学来的印尼糕点制作工艺，如今被
张巧珍悉数教给女儿。每次母女俩“做糕”，都要料足量
足，不仅是为了全家人大饱口福，也是为了让街坊邻里
的老归侨都尝尝鲜。

“妈妈每次一早做好糕，总会给附近的归侨婆婆和奶奶
送去。每次送一小份，老人家吃上一两块都很高兴，一高兴
就跟我们聊原来在印尼的故事。”曾妮说，许多老归侨年事已
高，没法亲手“做糕”，但仍然非常留恋印尼糕点的味道，也
很爱和归侨朋友聊聊从前的故事。“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从前
的味道。他们吃得越开心，我和妈妈就越高兴。”曾妮说。

2017年，百色大道通车，曾春祥从淀粉厂退休。“以
前坐班车到百色市要一个半小时，现在自己慢悠悠地开
车去，也就 40 分钟。”曾春祥笑道，现在除了照顾 90 岁
的母亲，他和张巧珍日常爱四处串串门，和从小一起长
大的邻居玩伴聊聊天，傍晚还在小广场跳跳广场舞。

“现在爸妈开车去城里逛街，微信支付溜得很！”曾
妮说着，一家人开怀笑起来。

“‘呀哩’的舞步”

前不久，在百色举办的“广西三月三·乡音播全球”
文艺演出上，印尼侨眷黄玉红带领的百色市华侨管理区归
侨侨眷文艺队表演了一支别具风味的印尼舞蹈《呀哩呀
哩》。这场纪念百色华侨农场建场60周年、印尼归侨回国60
周年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保护法》颁布30周年的
文艺演出，吸引了在百侨区及周边居住的近千名观众。

“我们 10 个人，排练了 6 天就上台啦。”作为文艺队
领舞，黄玉红介绍说，“我们的队员有住在附近的归侨侨
眷，也有在百侨区作工 （打工） 的务工人员。我们的舞
蹈名字叫‘呀哩呀哩’，在印尼语里是开心快乐的意思，
就是希望大家一起跳舞能开开心心的。”

2015年起，百侨区每年举办广场舞比赛，黄玉红的队
伍一直都是“金牌预备队”。“原来农场（百侨区）的文艺
活动比较少，大家只是在厂部作工，有点‘死气沉沉’。
有了广场舞比赛，农场每年都能热闹一阵。”百色华侨实
业有限责任公司侨联副主席叶华说，“百侨区 11 个生活
区，有10支队伍，黄老师的队伍几乎年年都拿第一！”

黄玉红最开始跳广场舞，还源于黄玉红老伴儿杨建
华的一次体检。2009年，印尼归侨杨建华从当时的百色
华侨农场计财科退休，在体检时发现自己有些“三高”。
年轻时在田阳区文化馆工作的黄玉红决定拉着老伴儿

“重操旧业”，通过跳舞锻炼身体。
“最开始跳双人舞，需要两个人配合，门槛有点高，

参加的人不多。后来我们就从手机和电脑上看视频，学广
场舞，更容易学，也更热闹，跳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杨建华
说，如今夫妇两人都退休在家。逢年过节，作为印尼归侨
的媳妇儿，黄玉红会为亲朋好友做上一大盘印尼糕点“黄
金糕”，当地朋友总说她做的好吃，归侨朋友也夸她味道
地道。平常，除了在家带孙子，跳舞是两人最大的爱好。

“现在只要不下雨，我们天天去跳舞！”杨建华说
着，兴奋地拍了拍大腿。

“回家的心愿”

从头塘镇出发，沿百色大道向西北方向行进 19 公
里，位于百色市右江区五塘的中国—东盟农产品交易中
心业务繁忙。

这是百色一号果蔬绿色专列冷链仓储库所在地。
2013年，百色—北京果蔬专列百色一号正式开通，成为
全国首条南菜北运铁路绿色大通道。距离交易中心 3 公
里，越南归侨唐国侨和小儿子唐永周的小楼伫立在百色
大道旁五塘华侨十区的山坡上。

81岁的唐国侨是家族中在越南出生长大的第5代人。
1978年，唐国侨从越南回到中国，在百色市那坡县平孟
口岸落脚。回到祖国，是唐国侨一直以来的愿望。

“在越南再好，那里不是我的祖国。”说起回国的心
愿，唐国侨中气十足，感情充沛，“我们家族5代人在越
南，家里的男人都要娶中国人做老婆。我从小被姑妈带
大，她从小教导我，我们是中国人。”

对于唐国侨的小儿子唐永周而言，回家是唐永周最
大的愿望。作为家中4兄妹中最小的一个，唐永周回国时
刚满 1 岁。2009 年，在南宁工作 10 年的唐永周回到华侨
十区。“我在南宁做缝纫机机修工，两夫妻赚得不算少，
但花的也多，孩子要上学，父母在家年纪也大了。回家
陪陪父母、照顾小孩，比赚多少钱都重要。”唐永周说，
回家后他和父亲兄弟一起种芒果树，养鸡、养鸭、养
鱼，“日子过得挺有滋味”。

2014年，南昆铁路南宁至百色段增建复线工程启动，唐
国侨家的土地因铁路扩建被征用，一家人搬到如今居住的
统一规划搬迁区。新房盖起来，父母搬进来，小车停在家门
口，两个女儿陆续上学，这对唐永周来说，就是稳稳的幸福。

“现在大女儿上初一，住校了，一星期才回来一次。
想她的时候，我就买点东西给她送去。”说起孩子时，唐
永周露出羞赧的微笑，“赚的钱多少都够用，和爸爸妈妈
在一起，和孩子们在一起，心里就满满当当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华侨管理区（下文简
称百侨区），平缓的右江依着地势自西北向东南
蜿蜒流淌。百侨区地处右江河谷南百公路边，东
起百色市田阳区头塘，西至百色市右江区五塘，
东西距离19公里。一条百色大道贯穿百侨区，连
接着百侨区的11个生产生活区，也串连起大道沿
线印尼、越南归侨侨眷和当地居民的点滴生活。
做糕点、出门耍、卖果蔬、约跳舞，百色大道仿
佛一条幸福大道，勾勒出归侨侨眷的生活图景。

2020年是百侨区（原百色华侨农场）建场60
周年，也是当地印尼归侨回国60周年。本报记者
走访了百侨区的3户印尼、越南归侨家庭，听他
们讲述回国后的生活变迁。他们是百侨区60年发
展变化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也是百侨区数千名归
侨侨眷的代表和缩影。在他们的故事里，60年沧
桑岁月，在这里已悄然化作一派岁月静好。

百色华侨农场建场60周年，归侨侨眷讲述生活变迁——

“生活有滋有味，心里满满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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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务书籍出版助力侨务工作

由中央统战部培训中心编写的 《侨务政策法规问
答》（修订本） 和《侨务工作知识问答》近期由世界知
识出版社出版。

《侨务政策法规问答》（修订本） 是在 2015年出版
的《侨务政策法规问答》 基础上，根据形势变化和新
的政策法规修订而成。该书主要围绕侨胞和侨务干
部关注的重点，选择涉侨法律法规、身份认定、出入
境管理、民生保障、引资引智、涉侨教育、涉侨捐
赠、华侨农场等方面内容，设计出 291 个问题并分别
解答。

《侨务工作知识问答》 以 218道问答题的形式，对
侨务基本理论进行了概括性阐释，对中国早期、新中
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以来等各个历史
发展阶段侨务工作的发展环境、主要工作内容等进行
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解答，基本呈现了中国侨务工作
的发展历程。

两本书的出版旨在帮助有关部门和侨务工作者增
进对侨务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政策法规的了解和掌
握，提高实际工作能力和水平，亦有助于华侨华人和
归侨侨眷了解侨务政策法规内容，维护自身权益。

海内外文化机构助力山西文化“出海”

11月26日，山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国际文化交流
联盟 （以下简称“联盟”） 第二次全体会议公布，截
至目前已有海内外 77家文化机构加入联盟，助力山西
文化“出海”。

联盟理事长张明智在工作报告中提到，自联盟成
立以来，成员单位充分发挥其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带领
作用，积极组织、参与海内外文化交流活动，为三晋
文化搭建了一座“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的桥
梁。

联盟成立以来，举办各项主题活动，扩展联盟影
响力，促进海内外文化交流。其中包括围绕“亲情中
华”品牌开展多项主题活动、指导中澳中学生篮球友
谊交流赛、连续 3 年承办“中法文化之春·夏至音乐
节”等活动。

山西省侨联主席王维卿表示，当前海内外开展对
外文化交流的社会团体越来越多，形式和内容日益丰
富，方式和渠道日趋多样，联盟要加强与其联络和交
流合作，要集中联盟优势资源，充分利用山西传统文
化、根祖文化的丰富资源，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文化
和三晋特色文化。

浙江建涉侨数据库护侨益

11月25日，浙江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听取该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浙江省华侨权
益保护条例》（下称《条例》）执行情况检查的报告。报告
指出，侨情底数精准与否，直接决定了依法维护华侨权
益工作的质量和水平，为此，要精密智控，探索建立涉侨
信息库，夯实华侨权益保护工作基础。

浙江是侨务资源大省，目前共有200多万浙江籍海
外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分布在 180 多个国家和地
区，是该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扩大对外交流合
作的重要纽带。

浙江省人大民族宗教华侨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郭
剑彪作报告时表示，自 2018年 12月 1日 《条例》 实施
以来，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在提供涉侨服务、依法维
护侨胞合法权益等方面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工作，为
凝聚侨心侨力、汇聚侨资侨智发挥了积极作用。

“要根据建设数字浙江的总体部署，积极探索‘城
市大脑’的侨务工作应用场景，推动侨情数据共建共
享，实现侨情可视化、交流便捷化、服务高效化，提
高《条例》实施的实效性。”郭剑彪说。

（均据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