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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厝的诉说

中西结合的高墙红瓦，雕饰精美的房梁窗栏，主楼裙楼的 80
多个房间……位于江口镇海星村的这个红砖大厝令人印象深刻。

“主楼是 1952 年建的，当时是当地最大的房子。”大厝的主人林
振美介绍，祖上都在南洋经商，从事汽车零部件销售。上世纪50
年代，家族事业发展顺利，祖辈父辈们就决定在老家海星村修建
楼房。“主楼总共花费 8万块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家族又开
始建设两侧的裙楼。如今这座大厝只住着我们夫妇两人。”

在海星村，这种大厝并不罕见。红砖大厝的“邻居”也是一
座大厝。房主介绍：“这个房子是1962年用曾祖父从印尼寄回的
侨汇建造的。当时，就连建房子用的洋灰、钢筋和工人吃的米面
油都是从印尼运回来的。”

走出大厝，眼前是一个街心花园，穿过蜿蜒的小路，就到了
海星公园，这是海星村人休闲、娱乐、健身的所在。“我们村常
住居民 2000多人，海外乡亲 4000多人。村子里的公共设施基本
都是海外乡亲慷慨解囊修建的。海星公园、村里的活动场馆，甚
至路灯都来自侨捐。”身兼海星村侨联主席的海星村支书吴彬，
也是华侨的后代。“我爷爷奶奶在印尼，父亲 7 岁的时候去印
尼，后来回国在华侨大学读书。我们村外出打拼的人在新中国成
立前主要是下南洋讨生活，改革开放之后出去的人则大都在阿根
廷开超市。现在，我们村有两个几百人的海外侨胞工作联谊群，
有什么需要了，在群里招呼一声，大家都会积极响应。”

去年疫情期间，在海星村党支部筹划及倡导下，海星基金会
应运而生，海内外乡亲踊跃捐款捐物，助力家乡防控疫情。去年
2月末，海星慈善基金会通过微信等平台发出捐款倡议，仅用了
10天左右时间，就筹集到95万元善款。

“国内的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很多海外乡亲想回来投资。海
外乡亲一直都有回到家乡投资兴业的传统。我们村的第一家侨资
企业是上世纪 80年代建的华美针织厂。后来，海外乡亲们还投
资了轮胎厂和火电厂。现在，他们考虑的方向主要是工业园和生
态农业。”吴彬说，“包括我们村在内的很多村都成立了涉侨工作
站，希望继续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农场的故事

高铁抵达涵江火车站。出站不久就能看到宽阔的马路、整
齐的侨居房、郁郁葱葱的竹园和时尚崭新的商业区。这里是
赤港华侨农场。

1960年1月，莆田赤港华侨农场成立，陆续接纳了印尼、越
南、缅甸等7个国家的2000多名归侨。之后，又有众多越南华侨
拖家带口在赤港华侨农场落了脚。安置住房，分发粮食衣物，安
排子女免费就学……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归侨们在这里得到了
精心照顾。

“父母一代很辛苦，他们面对的是一片荒芜的盐碱地。”谢建
华3岁随父母来到赤港华侨农场，种过10年地，当过计件工人，
如今是农场颇有名气的企业主。

“我是1961年跟随父母从印尼坐船回来的。从晋江中学高中
毕业后，我被安排在汽车修配厂做车床工。2000年，我自己承包
了一个机械修理厂，后来转给了儿子经营。”闲不住的李雪仙如
今经营“老娘粽子”铺，在当地很受欢迎。

他们的经历正是农场发展的缩影。
从上世纪 60年代到 80年代，农场归侨们种植防护林、加高

加宽堤坝、砌石护坡、种植水稻，完成了从海外工人到农民的
转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场实行生产队承包制，农
业职工成为赤港归侨的新称谓。1997 年，赤港华侨经济开发区
正式挂牌，农场逐渐实现从农业向工业的跨越。在改革开放的
大背景下，归侨开始尝试办工厂、做生意，当上了老板。

“农场增挂开发区的牌子，事实证明这个模式是成功的。”赤
港华侨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党委副书记、主任陈瑢说，“现在，农
场又迎来了非常好的发展机遇。一方面，2012年，莆田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升格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为其中重要科
技工业园的赤港经济开发区迎来重大发展机遇。另一方面，莆田
正在大力推进‘强产业、兴城市’工作，涵江区已经开始升级改
造。在这个过程中，农场可以利用自身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丰
富多元的侨民特色，建设东南亚风情特色小镇等。”站在规划图
前，陈瑢豪情满怀。

锦江的期待

江口，雅称“锦江”，是莆田东部门户。2019年，经福建省
委统战部、省住建厅、省文旅厅、省侨联实地考察、综合评定，
江口镇被认定为福建省侨乡文化名镇。

江口，被认为是个相当传奇的地方，一个制造首富的福地。新
加坡首富黄志祥、黄志达兄弟，就是江口人，而且与多次问鼎印尼
首富的陈江和是同一个村——石西村。印尼与东南亚华人几乎家
喻户晓的“印尼钱王”李文正，祖籍也是江口。江口还出了一位马来
西亚侨商——佳通轮胎的创办人林德祥，祖籍是江口的海星村。

“穷达身外事，升腾故乡情”。江口的海外乡亲对故乡的“反
哺”，从最早的铺路搭桥开始，到引进资金和项目，兴办企业事
业，形成了电子信息、五金机械、鞋革服装、食品加工、塑胶制
造五大支柱产业格局。

如今的江口，正在充分挖掘自身的侨乡资源，走向一条鸟语
花香的发展之路。

小桥流水、红砖古厝……近年来，江口镇的蒜溪南洋文创小
镇雏形已现。小镇涉及蒜溪流域的官庄、东大、上后等村庄，自
然景观独特，背靠万亩山林，面向千亩良田，蒜溪蜿蜒流过，构
成了一幅“山体—村庄—农田—溪流”的美丽画卷。

据悉，江口镇将陆续投入36.6亿元，围绕“十里蒜溪景、百
年南洋风、千载驿道情”的主题，打造蒜溪南洋文创小镇——利
用东大村中南洋风情的古建筑群以及承载上千年光辉的福莆古驿
道，全力打造莆田市乡村旅游品牌；利用上后村现有的华侨古民
居、莆仙民居，进行建筑“修旧如旧”，并结合上后“民俗馆”，
逐步发展为特色民宿的旅游路线。

“在江口，几乎家家都有在海外打拼的亲朋好友；在江口，
几乎处处都能看到侨的印记。海外乡亲回到家乡，必定会吃上一
碗江口卤面，和亲友一起共话家常。在江口，卤面被赋予了特殊
含义，寓意长长久久、绵绵不断，成为人们祈望吉祥平安的象
征。”江口侨联主席卢国珍说。

的确，江口卤面也像一根扯不断的丝线，把海内外乡亲紧紧地
连在了一起。江口的发展一路走来，自始至终，都有侨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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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莆田市江口镇，总人口约7.5万，归侨
侨眷6.2万，有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超过38万
人，分布在65个国家和地区。全镇共有规模以
上企业76家，其中海外侨胞投资36家。据不完
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江口华侨华人共捐赠
4.8亿元人民币，为家乡建设作出巨大贡献。如
今，江口在努力打好“侨”牌的同时，积极开拓新的
发展之路。

图为东大村蒜溪流域。

图为江口镇上后村侨居。 （本文照片均为蔡 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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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当地时间 4 月 22 日，美国
国会参议院以压倒性表决结果，通过
了一项解决针对亚裔仇恨犯罪的法
案——《新冠肺炎仇恨犯罪法案》。

该法案还需等待美国众议院审
议结果。虽然该法案抚慰了饱受仇
恨犯罪伤害的亚裔群体，但是解决
美国的种族主义顽疾，显然不是通
过一个法案就能做到的。

近一段时期以来，世界多国的
华侨华人在“反对仇视亚裔”的抗
议浪潮中，站上了第一线。

美国亚特兰大6名亚裔女性被枪
杀事件的舆论风波仍未平息，多位
亚裔老人公共场所被暴力袭击的案
件不时见诸媒体报道，众多亚裔被
种族歧视言行羞辱攻击的遭遇令人
痛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全球范围内发生的针对亚裔的仇恨
犯罪案件屡禁不止。作为亚裔群体
的重要组成部分，身处海外的华侨
华人也深受其害。

亚裔群体拒绝继续当“哑裔”。走
上街头游行示威、在社交媒体持续发
声、诉诸法律手段惩治犯罪、自发组
织并参与社区安保巡逻行动……今
年 3月以来，“反对仇视亚裔”的呼声
和行动声势浩大，在全球引发广泛反
思和声援。

多国华侨华人四处奔走，勇敢
发声；理性维权，推动立法，为惩
治仇恨犯罪和维护亚裔权益做出巨
大努力。

纵 观 近 代 以 来 的 华 侨 华 人 历
史，从过去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到
如今积极发声、依法维权，华侨华
人参与“反对仇视亚裔”活动精神
可嘉，影响深远。

众所周知，去年以来，仇恨亚
裔的犯罪与新冠肺炎疫情密切相
关。疫情如镜，照出人性善恶，也
照出人情冷暖。疫情暴发后，美国
和部分西方国家的少数政客和不良
媒体极尽甩锅之能事，并煽动种族
主义仇恨，将新冠病毒污名为“中
国病毒”和“武汉病毒”，导致一些
国家和民众将对社会混乱失序的愤
怒发泄到亚裔身上。一时间，亚洲
面孔成为仇恨犯罪的最佳借口。身
处其中，华侨华人更是首当其冲。
面对侮辱性和伤害性极强的仇视犯
罪行径，忍无可忍的华侨华人终于在
沉默中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作为客居海外的中华儿女，6000万华侨华人的基因里
都有“以和为贵”的文化传承。一直以来，作为大多数国
家里的少数族裔，华裔素以吃苦耐劳、勤劳友善和低调隐
忍的形象示人。即使在异国他乡遭受不公和委屈，他们也
大多选择忍气吞声、息事宁人。但疫情暴发之后，频发的
歧视亚裔行为和犯罪，让华侨华人警醒：退让不仅没有赢
得尊重，反而招来更多歧视。如今，华侨华人纷纷走上街
头抗议游行，或是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心声，众多其他族裔
民众也自发加入提供强大应援。

“反对仇视亚裔”浪潮是大多数华侨华人主人翁意识觉
醒的必然结果。最近的“反对仇视亚裔”活动中，华侨华
人群体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一致，不少“华二代”“华三
代”表现更是亮眼。出生长大在海外，他们早已融入住在
国。作为住在国公民的一员，反对种族歧视，他们为他人
而战，也为自己而战。

反对仇视亚裔，依然任重道远，华侨华人尚需努力！

“近几年，我每年都会回一次家，每次都能看到新
的变化。”4 月 28 日，回到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的阿联
酋永康商会会长范崇勇开心地说。

范崇勇在迪拜从事电子产品生意。2012 年，他时
隔多年后回到家乡——永康市石柱镇云溪村，发现村里
的红砖墙全部粉刷一新，差点连自己的家都没认出
来。范崇勇说，看到家乡越来越好，自己也希望为家
乡出一份力。2019 年，范崇勇在云溪村承包 100 亩土
地，帮助村子盘活闲置土地资产，发展种植业。目前已
投入近百万元人民币。

“近些年，永康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回家乡生产、经

营，但他们常年待在海外，接触的法律等都不一样，我
们需要帮助华侨华人熟悉中国国内的环境，保护其自身
权益。”希腊华人华侨总会副会长、永康侨商会副会长
张莉麟说。

目前，永康有归侨侨眷约1万人，侨胞1046人、海
外留学人员700余人，分布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统
计，近些年，当地共有600余名留学人员回乡创业，有
侨资侨属企业200多家。

4月28日，永康成立涉侨法律服务中心，将帮助回
家乡发展的华侨华人解决法律纠纷，保护华侨华人权
益。该服务中心成立后，每月将设置开放日，免费为华

侨华人提供咨询服务，每季度开展法律讲座，普及法律
知识。

“目前，中国对涉侨法律越来越重视。”雷欧律师事
务所及杭州分所执行主任、涉侨法律服务中心项目总负
责人施金鑫说，中心成立后，永康籍华侨华人就有了自
己的法律平台，可以更好保护自身权益。

永康有“五金之都”的美誉。65岁的匈牙利和平统一
促进会副会长、福建省通产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范
高庭说，自己“生在永康，长在福建，流浪在海外”。如今，
家乡对华侨华人的保障不断强化，期望自己未来能为家
乡的发展尽微薄之力。 （据中新网电）

浙江永康华侨华人——

年年回乡变化多 愿为家乡尽“薄力”
张 斌 胡丁于

““高速高速””通到火焰山通到火焰山
吐鲁番盆地吐鲁番盆地，，夏季炎热夏季炎热，，素有素有““火州火州””之称之称。。

火焰山是吐鲁番火焰山是吐鲁番著名的景点著名的景点，，位于吐鲁番盆地的北位于吐鲁番盆地的北
缘缘。。现在现在，，火焰火焰山下公路四通八达山下公路四通八达，，GG312312国国道道犹如一犹如一
条丝带蜿蜒飘逸在大漠戈壁中条丝带蜿蜒飘逸在大漠戈壁中，，将城市和景区系在一将城市和景区系在一
起起，，构成了一幅幅美丽图画构成了一幅幅美丽图画。。图为图为 44 月月 2626 日拍摄的新日拍摄的新
疆吐鲁番市火焰疆吐鲁番市火焰山脚下的山脚下的GG312312 国道二堡立国道二堡立交桥交桥。。

蔡增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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