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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尔侨商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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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柴桥
街道素来有“中国杜鹃花之乡”
的美称，花木种植历史悠久。目
前，柴桥花木种植面积 2 万多
亩，年产值达 5 亿多元，已形成
集生产、销售、社会化服务为一
体的花木产业体系，成为当地
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图为 5 月 11 日，柴桥街道
的万亩田野中，杜鹃、茶梅、红
叶石楠等各类苗木连绵成片。

郑凯侠、杨云中摄影报道

本报电（李月） 建党百
年世界华人书画大典日前在
上海启动，从即日起将面向
海外华侨华人书画家和国内
书画家征集作品。

该书画大典组委会宣
布，从即日起接收世界各地
华 侨 华 人 书 画 家 入 典 作
品。应征书画作品要求创
新、高雅脱俗、健康向上。
每位作者提交作品两幅：一
幅统一为横幅 100厘米×56
厘米为标准尺寸 （寓意：
100 代 表 中 国 共 产 党 建 党
100 周年，56 代表 56 个民
族）；另一幅四尺全开至丈
八整张横竖不限。征稿日
期：2021 年 5 月 9 日至 2021
年9月30日。

当天，与会嘉宾还应邀
到民涂智能科技参观并举行
现场书画笔会。

“退休是‘退而不休’，我凭现在的精力可以干
到 70 岁，还要经常去国外走走。”在接受本报采访
时，今年 55岁的秦平爽朗大笑说。秦平是江苏省南
通市海门区三星镇林西村人。自 1998年第一次走出
国门，他在海外打拼已有 23年。从远赴罗马尼亚打
工，到在“彩虹之国”南非创业成功，再到转战

“赤道之国”厄瓜多尔，秦平凭借一腔热血不断书写
精彩人生故事。

赚到“第一桶金”

“小时候家里穷，人多地少，不能自给自足，必
须走出去。”秦平说，小时候，他和父母兄妹一家五
口住在 30平方米的老房子里。父母为了生计做小生
意，他也跟着学。

1981 年，一从村办太阳中学毕业，秦平就到三
星镇叠石桥市场租了一个小摊位卖绣花枕头套，依
靠自产自销，一年能挣五六万元。他还随同村里长
辈到武汉、哈尔滨、重庆等人口多的大城市销售家
纺产品，从摆地摊做零售，逐渐开拓到批发市场。

1986 年，当地政府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村里的
金属家具厂力邀秦平加盟跑供销。他一口答应，一
跑就是 4 年。“我几乎以厂为家，节假日也不休息，
经常去比较偏远的地方出差，条件非常艰苦。”秦
平说。

作为厂里最年轻的供销科长，他有时不得不处
理一些麻烦账。有一次，浙江丽水的一个工厂拿了
货没有付款，还失去了联系。秦平按照地址找到这
家工厂。得知钱被挪用、只能折算成厂里库存的货
品后，秦平立即在当地了解了同类产品的价格，发
现对方提出的折算价格不是批发价而是零售价。随
后，他和工厂展开协商，避免了损失。

随着叠石桥家纺市场发展得越来越成熟，秦平
决定离开家具厂，重做起老本行——家纺。1994
年，他赚了十几万元人民币，拥有了人生的“第一
桶金”。

创业“彩虹之国”

1998 年 5 月，回国订货的“发小”郁平、郁飞
兄弟俩请他到罗马尼亚做店长。由于见证了两兄弟
在海外发迹的过程，秦平拿出 15万元入股，由此踏
上了前往罗马尼亚创业的旅程。

两个月后，中国和南非建交，公司打算开拓在
南非的业务。秦平被派往南非出任公司总经理。此
后几年，秦平把进货、销售、财务、报关等工作了
解得一清二楚，慢慢积累了创业基础。

得益于敏锐的商业嗅觉，秦平注意到南非的服
装市场容量很大，而中国的服装产业有优势，于是
他决定独立创业。2005 年 5 月，不惑之年的他，在
南非约翰内斯堡创办南非力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主营服装贸易，一举成功。一年销售额可达 2000万
元人民币，利润也不断增长。

“南非是改变我人生的一个地方，让我非常留
恋。”秦平说，“南非是我的‘第二故乡’。”

扎根厄瓜多尔

2007 年，秦平离开南非，把事业重心转向南美
洲国家——厄瓜多尔。

“中国的电子产品相比日、韩产品性价比更高，
对当地人很有吸引力。”秦平说。2009年，他成立公
司，主营平板电脑、安防监控系统、音乐播放器等
数码电子产品。在厄瓜多尔首府基多与南部城市瓜
亚基尔，各设立了两个门店，每个200平方米，雇请
中外员工6人。

2013年，秦平抓住机遇，将节能环保的 LED 电
子产业引进厄瓜多尔。2017 年，他又进军智利。

“LED 灯的销量较大，一个国家的销售额大概在 500
万美元左右。”让他备感自豪的是，他的公司生产的
LED路灯已经安装在厄瓜多尔、智利的乡镇道路上。

亲帮亲、邻帮邻、户帮户，一直是林西村人的
良好传统。自己事业成熟后，秦平积极带动家里人
和同乡外出打拼。“赚钱的同时也要想着别人，尤其
是要帮助年轻人走出去。”这些年，秦平从身边做
起，鼓励了一大批村里的年轻人出国闯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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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侨宅里里外外都是文化”

“你看，这块墙砖上有一个回环贯
通的中国结图案，是 100 多年前的赶马
人刻的，寓意马帮永远走在茶马古道
上，没有尽头。”

“再看我们脚下这条方石镶心、卵
石铺边的古道，是真正的‘马路’，骡
马走在上面不易打滑。过去，马锅头赶
马，最爱走这种路。现在，这可是村里
仅存的‘化石路’！”

带着记者穿行在东莲花村高低错落
的侨宅之间，67岁的张会君几乎能够说
出每片砖瓦的门道。这位嗓音宽厚、谈吐
斯文的回族老人是土生土长的本村人，
守护身旁的这些侨宅已有15个年头。

故事要从 2006 年说起。那年，北
京、昆明的多批建筑专家陆续来到东莲
花村，调研古民居历史文化。张会君在
村里小学做了多年校长，熟悉村里情
况，便主动提出给专家们做向导。

透过专家的眼睛，张会君“大开眼
界”：“没想到，我们习以为常的这些老
宅，竟然藏着这么厚重的历史文化！”

在此之前，张会君只知道，作为曾
经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东莲花村的
老一辈多以赶马为生。民国年间，一些
马锅头有了好营生，回村建起阔气的大
宅子。后来，部分人外出经商，移居泰
国、缅甸等国，成为侨民。宅子空置下
来，经年累月，失于维护。

专家来时，不少侨宅摇摇欲坠，成
了“危房”。而被历史尘土掩埋的砖瓦
柱石，依旧忠实记录着独具一格的马帮
文化以及马锅头们走南闯北的足迹。

“抬头看，瞧见那幅文房四宝的泥
雕彩画了吗？旁边画着一个信封，上面
写着‘烦面呈马先生’‘印度寄’等文

字，一看便是一封海外乡亲寄回的家
书。这就是 2006 年专家来调研时发现
的。”张会君抽回思绪，指着“马路”
边一座侨宅的外墙装饰，向记者感叹：

“那时我才意识到，村里的建筑里里外
外都是文化，太珍贵了！”

从那时起，张会君给自己派了一份
新工作——收集整理东莲花村马帮文化
的历史材料，同时动员村民们一起保护
老侨宅。

“回来找记忆的侨胞特别多”

2007年，东莲花村被评为云南省历
史文化名村，次年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
村。“我们村能成功入选，靠的正是大
大小小数十座侨宅！”张会君高兴之余，
也为村里的变化感到欣喜：村里乡亲对
老侨宅的保护修缮工作越来越上心，不
仅自发成立了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建设委
员会，还将不准乱拆老宅子、不准新建水
泥房等保护事项写进村规民约。

“之前，宅子都是铁窗，里面开了
幼儿园，乱糟糟的。不像现在，铁窗换
回了最初的木花窗，门楣、廊画、阶梯
等物件经过修缮，也都恢复成老样子
了。”走进马家大院，张会君打量着古
色古香的庭院，眼里满是欣慰。

位于东莲花村核心位置的马家大
院，建成于1941年，主人马如骥是村里
颇有名望的马锅头，20世纪50年代远赴
泰国生活。作为东莲花村老侨宅的典
范，马家大院在修复之后，保留了大理
当地民居“三坊一照壁”的建筑特色。
二楼藻井的多幅彩绘也重现“容颜”，
其中既有大理本地的风光名胜，又有往
昔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景象，尽显马帮
商人的开阔眼界。

踩着嘎吱作响的木阶梯，登上马家

大院的碉楼，放眼远眺村子全景，青瓦
飞檐造型各异，角楼院落鳞次栉比。

不只是马家大院，这些年，东莲花
村里的许多古民居和马家大院一样，

“修旧如旧”，变回本来模样。
“近两三年，回村找记忆的海外侨胞

特别多，每年都有好几批。”张会君的伯
父张子义是村里出国最早的华侨，在泰
国清迈侨界颇有名望。“前两年，我伯母
近90岁高龄，还专门从海外回来，并把泰
国、缅甸等地的族人都召集到这里，开了
一个家庭大聚会。看到这些熟悉的宅院
保存完好，他们高兴得不得了！”

那次聚会之后没多久，张子义长女
张素兰从缅甸寄来一幅亲手绘制的水彩
画。近处，映日荷花，接天莲叶；远
处，古村宁静，溪水环绕——画的正是
东莲花村的景致，画上还有题诗：“游
女思乡情满怀，深居缅甸梦回莲”。

如今，迈进马家大院内专设的“侨
胞之家”，就能看到这幅远道而来的彩
画高高挂在墙上。

“更红火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古村焕发新生。闻讯而来的，不只
有故人。

近年来，当地政府投入大量资金，
帮助东莲花村打造基础设施建设。平整
的青石板路将座座侨宅串联起来，清澈
见底的溪流穿村而过。村头还建起一条
以民俗文化和清真美食为特色的东莲花
清真美食街。2016年，东莲花村成功创
建3A级旅游景区。越来越多游客慕名前
来。

东莲花村热闹起来了，马帮后人的
生活更有滋味了。

“萨瓦迪卡！”走进距离马家大院不
远的另一座老侨宅“骐庐”，耳边传来

感应门铃发出的泰语问候。“我们这儿
能做冬阴功汤、凉拌鸡丝，都是我去泰
国 学 回 来 的 ， 这 可 是 我 们 侨 村 的 特
色！”马如骥的堂孙马云旺笑脸相迎。
这座“骐庐”是他的爷爷马如骐1948年
定居泰国前修建的。

几年前，在昆明经营餐馆多年的
马云旺被村里召唤回来，在修缮一新
的 “ 骐 庐 ” 开 了 东 莲 花 村 第 一 家 餐
馆。“要让游客留得住，配套设施得跟
上，我有开餐馆的经验，可以带头为
我们村出份力。”

渐渐地，看到村里人气越来越旺，
许多村民自发成为马云旺的“同行”。

“现在村里一共有7家餐馆。前两年，我
又开了一家客栈，让游客来了既能吃，
又能住！”如今，马云旺的生意重心已
从昆明彻底搬回了东莲花村。

“生意挺好的，一年挣上十来万，
没啥问题！”马宣燕是马如骥的孙媳
妇，在马家大院旁开了一间小商铺，卖
村里妇女做的手工艺品和缅甸玉石。聊
天间隙，前来问价的客人络绎不绝。和
记者说到村里其他妇女，她笑道：“都
闲不住啦，有自己开餐馆的，有去美食
街打工的，还有做手工艺品的，都在忙
活呢！”

2020 年 5 月，一场古民居收购首发
仪式在马家大院举行。在村民自愿的情
况下，巍山县委、县政府对东莲花村部
分古民居进行收购，之后进行统一管
理，强化保护措施，集中开发，进一步
提升东莲花村的旅游效能。

“已有 30 座闲置古民居的户主与政
府签订了收购协议。这可是我们村发展
旅游的一大步！”张会君也将家里的老
宅子拿出来，交给政府打造。说到未
来，他朗声笑道：“更红火的日子还在
后头呢！”

下图：东莲花村村景。范健华摄

【侨情】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建镇是云
南省著名的侨乡之一，海外乡亲 2000 多人，主要分布在泰国、缅
甸、印尼、新加坡、日本等国，全镇有归侨侨眷 3000 多人。其中，
东莲花村是永建镇侨属侨眷较为集中的自然村，海外乡亲多生活在泰
国、缅甸，村里侨属侨眷200余人，占全村总人口的近1/5。

东莲花村又“绽放”喽！
本报记者 严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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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大理南部的巍山坝子，藏着一座古韵淳厚的侨村——
东莲花村。这座历史悠久的回族村子，曾是茶马古道的重要节
点，由此兴盛的马帮运输声名远扬。20世纪40年代，村里一些
马锅头 （马帮首领） 移居海外，在家乡留下一座座融汇多元文
化的居家宅院，静静讲述往昔商贾云集的繁华兴盛。

侨村一度沉寂。然而，有心的马帮后人不忘守护与传承。
他们拂去历史尘烟，保护老侨宅，恢复旧风景，寻觅消逝的马
帮文化，重现侨村的斑斓色彩。如今，在一片碧绿田畴之中，
东莲花村再次“绽放”，漂洋海外的乡亲纷纷回来探亲，天南海
北的游人也正慕名而来……

我的侨乡我的侨乡··我的家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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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焦利英） 中建路
桥集团菲律宾办事处青年志愿
者近日响应菲律宾中华崇仁总
医院号召，积极参与疫苗接种
工作。

连日来，志愿者们坚守在
接种点的等待区、引导区、知
情同意区、接种区、留观区，
进行秩序维护、线路指引、测
温、相关信息辅助登记等志愿
服务。

据悉，菲律宾中华崇仁医
院由菲律宾华侨善举总会创
办，是菲律宾最早的现代医院
之一，也是全菲综合实力排名
靠前的医院。为保证自身安
全，此次参与疫苗接种志愿服
务工作的职工皆已在国内接种
过疫苗。服务过程中，志愿者
们传承雷锋精神，真诚奉献、
不辞辛劳，赢得了医院和服务
对象的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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