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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侨乡我的侨乡··我的家我的家

辟蛮荒为粮仓

红星农场在广东省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
县。向北依次是雷州市 （原海康县）、遂溪县，这
也是古代雷州一州三县的格局。在海外华侨华人
心目中，雷州是个大概念，过去湛江属雷州管，
如今雷州半岛都属湛江管。

有别于珠三角经济区蓬勃的制造业、科技研发
和现代服务业，地处粤西的雷州半岛主打特色农业。

在雷州半岛，大片鲜润的红土地，把县道、
乡道都染成了红色，与深绿色的农作物、半空中
凹着立体造型的云，一起构成让人眼睛无法移开
的美景。

历史上的雷州除了多雷暴，还是蛮荒之地。
《隋书·地理志》称：“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大率土
地卑湿，皆多瘴疠，人尤夭折……尽力农事，刻
木以为符契……诸僚皆然。”在被贬谪至此的苏辙
笔下，雷州“陆水奔驰，雾雨蒸湿……出有践蛇

茹蛊之忧，处有阳淫阴伏之病。”
自南宋起，雷州知军事何庾、戴之邵先后率

雷州百姓挖渠筑堤，堤防海潮，渠送水解旱，同
时用淡水冲刷盐碱化的农田。巨大的沟渠网络，
最终造就了东西洋22万亩良田的“雷州粮仓”。

汉代，徐闻港商贾云集，官办商船从这里起
航，携带黄金杂缯，换回明珠碧琉璃。隋唐时
期，口岸东移至广州、泉州。雷州人或因生活所
迫，或因战乱，沿祖辈南洋经商的水道背井离
乡，越南、马来西亚……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
据不完全统计，雷州半岛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有 20
万左右。

从海外归故乡

新中国成立后，大批华侨回流雷州半岛。
现属广垦糖业集团的丰收公司位于雷州市，前

身为收获农场和南光农场。公司纪委书记、工会主
席彭达皓告诉记者，雷州半岛接收安置归侨有三个
高峰，分别是上世纪50年代的马来西亚归侨、60年
代的印尼归侨和70年代的越南归侨，丰收公司接待
安置越南归侨约 1000人。为解决他们的工作生活
问题，农场用自筹加联合国难民署援助的资金，建
起年产5万吨的菠萝罐头厂。无论是台风受灾补助
还是危房改造，公司都是归侨优先。目前，所有归
侨都参加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实现了生有所
养、老有所依、失有所济、伤有所保。

第七届全国侨联委员、丰收公司侨联会原主
席何伟粼对农场历史非常熟悉。1951 年，面对橡
胶封锁，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一定要建立我们
自己的橡胶生产基地”的决定，解放海南岛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转为林业部队，在雷州建起代号为
0110、0111 等的垦殖场，开荒种橡胶，并开始接
待安置归国华侨。之后经历了国营农场、建设兵
团及恢复国营农场建制各阶段。

何伟粼高中毕业后进农场工作，如今已退
休，两个女儿在深圳。

目前，湛江地区共接收安置归侨12041人，其
中农垦系统接近 8000人，主要安置在雷州半岛的
十几个农场里，地方接收 4000多人，安置在地处
雷州市的奋勇华侨农场。

雷州市委办公室原副主任吕金文至今还保存
着 1940年生于马来西亚的出生纸。他父亲是制胶
工人，1953 年响应国家号召到雷州种橡胶，砍竹
搭房，泥糊篱笆为墙。适龄儿童就近读书，考上龙
门中学的吕金文还获得助学金。在部队服役后，吕
金文回到海康工作。如今生活安逸。

吕金文说，国家能生产合成橡胶后，不再需要
那么多橡胶树，加上橡胶树产值低、易被台风刮断，
现在种的多是甘蔗、菠萝、香蕉，还有剑麻、桑树。

以勤劳创美好

12 岁的黄秀文从越南回来正赶上中秋。农场

杀猪发月饼，全家住进砖瓦房，父母有了工作，
他插班读书，“很温暖的”。现在他包了 50亩地种
甘蔗，日常管理全机械化，只有砍甘蔗要人工。
因为要留一截明年再生，用机械，留多了浪费，
留少了会把泥土带进机器。

越南归侨凌亚水比较腼腆，听人说，他种的
甘蔗平均亩产 7.5 吨，一个榨季纯收入 8 万多元，
家里盖起小洋楼、添了小汽车，曾荣获广垦糖业
集团公司“优秀党员”。见到记者，他只是低头抿
嘴笑。记者好奇为什么他的产量高？原来除了管
理用心，他还按照土壤检测结果试用药肥。他哥
哥凌钦龙也是好样的，作为丰收公司甘蔗基地公
司生产办主任，管着近1.5万亩的甘蔗地，去年盈
利360万元。

黄俊禄脸上有风吹日晒的痕迹，眼神专注。
他 11 岁从越南回来，被分到潮汕。那里人多地
少，跑去深圳打工挣了几万块，自己做生意又亏
掉了。1996年来红星农场投奔舅舅，包了30亩地。

“你不懂技术吧？”“不难，勤问，勤学。”
为保证制糖，承包地的80%要种甘蔗。头脑灵

活的黄俊禄就到其他农场包地种菠萝，现在规模达
到六七百亩。挣到100万元时他开始买房，现在房
子已买到徐闻和佛山。

菠萝自然成熟在 6 月，一般清明前就开始采
摘。新一季菠萝10月后休眠，将近两年才能收获。

看到凤梨比本地菠萝收益更高，黄俊禄又种
了400亩凤梨。凤梨需要催花3次，从太阳下山到
夜里一两点，隔天一催。现在的他，背着120万元
房贷和60万元种地投入，“如果来年平平安安，没
寒潮冻坏花，我就翻过来啦”。

曹桂芬家客厅还坐着脸带笑容的印尼归侨余
连水。1961年回国时她才1岁，高中毕业后在农场
工作：割胶、幼儿园、淀粉厂、畜牧公司……靠
劳动攒了20万元，盖起了小楼。

有些矜持的何亚贵1938年生于印尼，1959年自
愿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在广东中山上培训班学开拖
拉机时，认识了如今的爱人。1960年来到红星，现
在退休金有 2000 多元，“回来好，好在生活有保
障”。余连水插话说，在印尼，不工作就没有钱，她
留在印尼的姐姐就是这样。

李敏和红星农场人事科长彭定宝带我们去看农
场自营的3000亩优质菠萝生产基地、菠萝品种园、给
苏联时期旧屋穿衣戴帽的特色民宿以及保存历史遗
迹的军垦文化展、知青园。农场正谋划建立包括饮
食广场、水上乐园（垂钓、游泳、划艇、漂流）在内的主
题公园，兼顾农业观光、四季奇异瓜果采摘、科普教
育与户外拓展体验，打造乡村旅游新业态。

雷州半岛在中国大陆最南端，隔琼州海峡与
海南岛遥遥相望。去年 9 月 26 日，徐闻港区南山
作业区客货滚装码头 （综合交通枢纽中心项目）
开港运营，粤琼两地海上航程缩短一半，互联仅
需 1小时。人们憧憬着：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
能给雷州半岛带来更美好的未来。

上图：雷州半岛多彩的土地。 黄余武摄

雷州半岛话桑麻
本报记者 张稚丹

“我老板答应的事，只一件做
到了，就是两轮车换成了四轮。”
快人快语的曹桂芬笑道。

她好像忘了自家住进了三层小
楼。一层大客厅里，柜式空调、摆着
好茶好酒的多宝格、宽大舒适的木
沙发，茶几上的功夫茶……她“老
板”李敏很沉稳地坐在一边。

1978 年底，正上幼儿园的曹
桂芬从越南回来，过河时水没到脖
子，“拽着我哥背的箩筐，差点被
冲走”。

上世纪90年代，农场职工开始
承包土地，她和亲戚雇车队开四天
四夜到北京卖菠萝。顾客说：“便宜
点吧，你又不差这一块钱。”她说：

“我差好多块钱，所以才来北京。”在
北京，她与广西玉林人李敏相识相
爱。李敏1993年就到处闯荡，日本
没去成，就开始做小生意，1996年早
早用上了电脑。生二胎后求安定，
两人回到农场。大专学历的李敏，
现在是红星农场菠萝产业园区党支
部书记兼经理。

本报电 （熊颖、戴明福）
浙江湖州市南浔区历来名人辈
出，在近现代涌现出了以“四
象八牛七十二金黄狗”（以象、
牛等动物体型大小来衡量财富
多少，简称“象牛”） 为代表
的丝商巨贾，也有民国奇人张
静江、报告文学家徐迟、两弹
一星元勋屠守锷等名人。“象
牛”的后裔有很大一部分旅居
海外。为了让南浔籍“象牛”
后裔及海外乡贤更加深入地了
解家乡、回归家乡、反哺家
乡，由中共南浔区委统战部、
区档案局等主办的南浔区“象
牛 ” 后 裔 侨 贤 故 乡 行 暨 浔

“迹”乡贤叙事项目启动仪式，
日前在南浔举行。40余位“象
牛”后裔侨贤追寻先辈的足
迹，寻根故里，共寄乡情，共
话发展。

据悉，浔“迹”叙事项目

启动后，将通过人物访谈及相
关史料收集拍摄等工作，记录
南浔“四象八牛七十二黄金
狗”等南浔侨贤及后裔在致力
发展、弘扬文化、推广教育、
热心公益、共同致富、传承家
风等方面的浔“迹”故事，充
分展示海内外南浔乡贤积极投
身家乡建设的鲜活事迹。

近年来，南浔区打响“水
晶晶南浔·沉甸甸乡愁”品牌，
深化侨贤“同心·三服务”工
作，先后成立南浔区“象牛”
后裔上海联谊会，引导“象
牛”知名后裔回乡寻根共达 25
批次 165 人次，增进“象牛”
后裔对家乡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引导“象牛”后裔通过设
立基金会、捐资助学等多种方
式，助力家乡共同富裕示范样
本建设，充分展现“象牛”后
裔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南浔“象牛”后裔故乡行南浔“象牛”后裔故乡行

近日，来自俄罗斯、爱尔
兰、埃及等国家和地区的华文
媒体代表探访了位于安徽省休
宁县的万安罗盘制造作坊“吴
鲁衡罗经老店”。这是在安徽黄
山举行的“海外华文媒体走读
黄山”系列活动之一。

黄山市休宁县万安古镇有
1700 多年历史，是徽州四大古
镇之一。此地也是中国仅存的
手工罗盘的产地。罗盘又叫罗
经，是风水探测的工具。1915
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万
安罗盘斩获金奖。2006年，“万
安罗盘制作技艺”入选首批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吴鲁衡罗经老店”是传袭
八代、享誉300余年的罗盘制作
世家。“吴鲁衡罗经老店”已经
形成了一定的集群规模，其中
既 有 万 安 罗 盘 非 遗 技 艺 传 习
馆 ， 也 有 万 安 罗 经 文 化 博 物
馆。同时，他们还在屯溪老街
开设了窗口化的“吴鲁衡罗经
文化体验馆”，形成“罗经老
店+非遗传习馆+文化博物馆+
文化体验馆”四位一体的非遗
产业发展模式。

吴鲁衡罗经第八代传人吴
兆光是店里的“技术担当”。在
古色古香的店里，现场制作罗
盘引起了海外华文媒体代表们
的浓烈兴趣。他们仔细了解选
料 、 车 盘 、 分 格 、 清 盘 、 写
盘、油货和安装磁针等流程，
详细询问每一个步骤的特点与
所耗时间。

吴兆光介绍说，自己主要
负责安装磁针，因为这是罗盘
制作工艺中的“核心技术”，也
是家族不外传的技艺。正是因

为每一个程序都比较耗时，所以他们虽然采用了部分流水线作
业，但一年也只能制成约1000个罗盘。

一块天然磁陨石是万安罗经文化博物馆镇馆之宝。这块陨石
上附着着数十枚钢针，以让它们获得磁性。磁化的钢针具有灵敏
度高、不易退磁的特点。吴兆光在精密测定磁针的重心后，将其
牢固安放在罗盘圆孔里，而且不能使支点产生阻力，以便指针自
由转动。

在制作现场，吴兆光说：“指针的准确性直接决定了罗盘的优
劣。俗语说‘罗盘差一线，富贵看不见’，这从侧面说明了磁针准
确性的重要程度。”

说起罗盘制作工艺传承，吴兆光坦言，自己小时候天性爱
玩，不爱这种工艺。但是退伍2年后，就慢慢喜欢上它了。“我认
为，对传统文化和技艺的喜爱是需要一定年龄作为支撑的。没有
年龄的沉淀，很难感受到其中的精髓。”

吴兆光对海外华文媒体代表们说，自己之所以要办博物馆，
一来是因为有不少藏品，想要让它们展示在世人面前；二来是很
多人对罗盘的认知出现偏差。“我认为，罗盘在更大程度上是传统
文化的一种展示窗口，是中国部分人群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
知在文字与符号上的一种体现。”

谈及现状和未来，吴兆光说现在遇到了好时代，越来越多的
人接触并热爱上传统文化，这也是行业继续延续的土壤。“当然，
我也希望罗盘的功能性可以不断拓展，因为这是其存续的核心动
能所在。无论如何，我会继续传承好这门技艺的。”

在观看完吴兆光的制作表演后，几位海外华文媒体代表都表
示这些罗盘很精美，值得收藏。《爱尔兰华人报》 副社长周瑞琮
说：“罗盘制作技艺太精湛了！小小罗盘不仅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的
高超智慧，而且承载了徽文化的精髓。”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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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吴兆光正在进行安装磁针技艺表演。 张晨翼摄

漳江口红树林

福建省漳州市漳江口红树林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云霄县漳江入
海口，为福建省最重要的湿地生态
系统类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亦
是国际重要湿地之一。由木榄、秋
茄、桐花树、白骨壤、老鼠簕等组成
的天然红树族群，为水鸟、鱼类、贝
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繁殖场所，是
中华白海豚的洄游地。

图为夕阳下的漳江口红树林，
色彩斑斓、光彩夺目。

赵 敏摄 （人民视觉）

侨 乡 新 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