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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加斯加华商总会会长蔡国伟——

我在马达加斯加见证中马友谊
本报记者 贾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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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漫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钦廉
林场天堂分场，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生机盎然、色彩
斑斓的图景。绿油油的牛角椒、红彤彤的指天椒、
金黄的哈密瓜丰收在望。罗汉松林下，中药材天
冬、百部等长势喜人。

归侨黄敬群种植的40亩红薯和30亩辣椒，就位
于钦廉林场天堂分场内。钦廉林场成立于 1963 年，
1978年开始陆续接收安置从越南归国的侨胞3800多
人。其中，1400 余名归侨被安置在北海片区的乌
家、石湾、天堂三个分场。

钦廉林场天堂分场位于北海市主要蔬菜集散
地、种植基地——合浦县常乐镇，支持一些有闯劲
的职工先行种植哈密瓜、苦瓜、青瓜、辣椒等瓜果
蔬菜，涌现出一批种植大户。他们建起了蔬菜大
棚，发展瓜果蔬菜种植业，率先走上了致富路。

黄敬群就是受惠者之一。在农业技术人员的精
心指导下，她采用了人工授粉、加强施肥管理等种
植新技术，大大提高了种植产量，今年预计将实现
产值50万元人民币。

侨眷黎志辉也从种植新技术中尝到了不少甜
头。以前，他和妻子是林场纤维板厂的员工。厂子
效益下滑后，夫妻俩来到天堂分场种起了辣椒和哈

密瓜，日子有了新奔头。今年，黎志辉家买了小货
车，还新建了大棚。

回忆起前些年刚起步的情景，黎志辉说：“那时
没有种植技术，我们采用农耕式的落后做法，种植
收入只能满足家庭日常开销。”后来，林场带领职工
们学起了新技术，建起了新大棚，还通了水电路，
包括黎志辉在内的广大种植户走上了致富新路。

“我们用上了现代化滴管、喷灌设施，产量提高
了，质量也有了保证。”黎志辉说，“我们这里环境
好、水源好，种出来的瓜果蔬菜深受采购商们的喜
欢，远销湖南、湖北等地。这几年都是商家主动联
系我们，到田间地头高价收购，销路一点不用愁，
我们的收入也在逐年增加。”

目前，天堂分场已带动职工种植900多亩瓜果蔬
菜，“林菜收入”成为林场职工发家致富的重要法
宝。为有效利用林场林地资源、推动生态富民，天
堂分场还采取“林药模式”发展林下经济，在罗汉
松林下种植天冬、百部等药材，积极推广一批示范
种植项目。目前林场已种植中药材821亩，为不少归
侨侨眷提供了就业岗位。据统计，2020年，钦廉林
场的10户归侨家庭依靠种植瓜果蔬菜，收入超过了
10万元。 （据中新社电）

郑士美，1903 年生于福建晋江安
海的一个华侨家庭。郑士美年少时，
在南洋经商的父亲从菲律宾运回房屋
建材，为家人在晋江建成了首座“番仔
楼”（民国时期闽南地区对华侨回乡修
建的中西合璧式民居建筑的一种俗
称）。五四运动爆发时，郑士美正在晋江
安海养正学校读书，受学校鼓励学生追
求救国强国真理进步思想的影响，郑士
美萌生出不能安于眼前优渥生活而对
国家、对社会碌碌无为的意识。

1919 年，郑士美随父兄赴菲律宾
半工半读，后在马尼拉华侨公学任
教。虽远在异乡，但祖国的内忧外患
和家乡安海遭遇的种种天灾人祸，紧
紧牵动着他的心。他与旅菲同乡一起
排演了 《亡国恨》 等活报剧，通过演
出筹款，为救济家乡出钱出力。20世
纪20年代，北洋政府治下的中国，政
局不稳，军阀混战愈烈。这一时期，
曾短暂回国探亲的郑士美亲身经历了
兵荒马乱下社会的动荡、民生的艰

难，更加坚定了他探寻救国良方的决心。
1928年，郑士美再度赴菲，执教于怡朗华商中学，并兼任华商

会秘书。从此，郑士美开始参与华商会日常会务工作。在他的努力
下，该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爱国华侨手中，也吸引了更多怡朗华
侨共同参与到华商会倡导的反帝救国活动中。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激起
了旅菲华侨的愤怒，华侨纷纷自发组织开展各种抗日活动。郑士美
等人经常在华商中学作时事报告，宣传抗日救国，抵制日货。1935
年，十九路军爱国将领蔡廷锴到访怡朗，怡朗侨社在华商会礼堂举
行了有上千人参加的欢迎大会，郑士美作为侨团代表，在会上再次
宣讲抗日救亡迫切意义，赢得热烈掌声。

1936 年，郑士美等人发起组织怡朗华侨救亡协会 （简称救亡
会），与暗中破坏的国民党特务针锋相对，使菲律宾华侨中的抗日爱
国进步力量日益壮大。救亡会开展的主要活动有：编印 《民族斗
争》刊物，宣传团结抗日反内战；与菲律宾政界联系，揭露国民党
恶行，争取同情支持；举办读书会，组织华侨各阶层参加救亡运
动；团结“协议社”“海萍社”等侨团，建立华侨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通过怡朗华侨妇女救国协会，募捐赞助八路军和新四军；组织
四批华侨青年归国抗日，奔赴延安或参加新四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入侵怡朗，对华侨中的抗日骨干展开抓
捕，郑士美等人被迫分散转移至多地隐蔽。为帮助郑世美躲避敌人的
告密和搜寻，他哥哥一度放出郑士美病逝的假消息，却被国民党特务
咒骂“早死早好”，可见当时国民党反动势力对他在菲律宾侨社影响力
的忌惮。1944年，为光复菲律宾，配合美军反攻，郑士美与菲律宾华侨
各界劳动团体联合会领导人许立等人成立了“菲共华委统战工作委员
会”，负责团结协调菲各界及侨团的抗日工作，并组建“华侨抗日锄奸
义勇军”，一直战斗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其间，郑士美
等人还创办了《侨商公报》，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1947年，为躲避美蒋反动派的迫害，郑士美被迫撤到香港。在
香港，他广泛团结各界人士，继续针对国民党腐败统治开展反内
战、反独裁、反饥饿、反迫害等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郑士美
回国，先在中央统战部任职，后到福建从事侨务工作。1964年，郑士美
因积劳成疾在晋江病逝。临终前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以此表明
他对自己一生革命信念和斗争经历的无怨无悔。在他的影响下，堂弟
和子侄辈共16人加入共产党，成为侨乡晋江著名的“党员之家”。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供稿）

打开市场通道

1997 年 6 月 23 日，我第一次到马达加斯加
（以下简称“马国”）。刚下飞机，我心里就打起
了退堂鼓：当地人大多都只简单围了一条白布当
衣服穿，基础设施陈旧落后，生活条件相当艰苦。

开弓没有回头箭。经过考察，我发现，之前
已有不少侨胞在马国做起了服装、鞋、箱包贸易
生意，且多数集中在塔那那利佛。面对城市饱和
的服装市场，我只能另辟蹊径，走“农村包围城
市”路线。当时，马国 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
蕴含巨大商机。

说干就干。1998年，我瞄准时机，举债4万
元人民币，采购了一批纺织服装产品，运到马国
销售。当时，我雇佣一名当地司机，开着一辆破
旧的二手车，开始了在马国农村摆地摊的创业之
路。不认识路，我只能车开到哪就卖到哪；语言
不通，我就按计算器讲价。此间，我常常风餐露
宿、食不果腹，其中的艰辛一言难尽。由于恶劣
的卫生条件，我一度患上疟疾，在鬼门关走了一
遭。但不管怎样，我都咬紧牙关，决不放弃。就
这样，我一个部落一个部落地走，既批发又零
售，直到把手中的货物卖完。

这是我在马达加斯加赚的第一桶金。同时，
我也打开了家乡泉州通往马达加斯加的市场通道。

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后，我进一步拓展生意
网络，成立了马达加斯加天球国际进出口有限公
司。通过几年努力，我在马国经营的纺织服装、
鞋帽、电子产品占当地市场的65﹪以上。

在做生意的同时，我也把较先进的经营理念
和生活方式带到了马国各地。这些年，马国人民
的面貌焕然一新：不但改变了光脚的习惯，也穿
上了漂亮的衣服。

中马友谊深厚

回想起来，我当初下定决心要留在马国发
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马国民众非常善良友
好。不到马国，就不知道中马友谊有多深。

在马国，无论男女老少，不少人见到中国朋
友会礼貌敬礼，并说一声“西诺，萨拉姆！”
（意为“中国，您好！”）

这背后是中马两国相互支持、真诚合作结下
的深厚友谊。自1972年正式建交以来，中马双方
在涉及彼此核心和重大利益问题上始终相互支
持。中国真心实意支持马达加斯加实现发展，赢
得了马政府和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帮助马修建
了国家公路、首都体育馆、国际会议中心、学
校、医院、基层卫生站等一批基建项目。其中，2
号国道是连接首都塔那那利佛和全国第一大港塔
马塔夫市的重要交通干线，由中国于上世纪70年
代援建，被时任马达加斯加总统拉齐拉卡称为

“一朵马中友谊之花”。至今，马国还流传着很多

中国援建2号国道的动人故事。
进入新时代以来，类似2号国道的援建项目为

中马友谊锦上添花。2017年8月，中国政府援马打
井项目和援马首都郊区公路项目相继签约动工。
打井项目涉及阿齐莫·安德烈法那和梅那贝两个大
区，中国在这两个大区各打100眼水井，极大缓解
了该地区居民用水困难的实际问题；郊区公路项
目，又称“鸡蛋路”项目，全长19.25公里，其中
主线10.25公里，5条连接线共9公里，给当地鸡蛋
运输和人们日常出行带来极大便利。

马国人民有难处，中国会伸出援手。自1975
年起，中国向马先后派出22批次、共计600多名
医疗队员。去年，疫情席卷全球后，中国第一时
间向马国援助了包括医用防护服、额温计、口罩
和护目镜等急需抗疫物资，为马国抗疫雪中送
炭。今年9月24日，中国政府又将援马首批30万
剂国药新冠疫苗运抵塔那那利佛，给马国抗疫注
入信心和希望。

疫情期间，我与在马侨企一起，先后向马达
加斯加内政部、塔那那利佛市政府、宪兵队等政
府部门及其他机构、当地民众捐赠大米、口罩等
各类防疫物资，与马国人民共渡难关。

参与“一带一路”

2021年11月，我有幸到上海参加第四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展厅里，我看到了马达加斯加
特色农副产品展位，感觉非常亲切。

近年来，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马

国的各类农渔业产品和土特产也相继走进中国的
寻常百姓家。这是中马共建“一带一路”的生动
缩影。

作为非洲第一大岛和东非重要国家，马国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是中非共建

“一带一路”的天然桥梁。中国提出的“一带一
路”倡议与马国的发展需求高度契合。

在马国深耕多年，我认为，“一带一路”建设
未来还将为马达加斯加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
会效益。这几年，我又在马国相继投资建设皮革
制造、劳保手套和再生塑料生产基地，从中国派
管理技术人员前往马国培训当地员工，现有生产
员工 2000 多人。马国是一个“秀色可餐”的岛
国，旅游资源丰富，但服务设施不足。未来，我
还将投资马国旅游业。

令人欣喜的是，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中马贸
易额与建交之初相比增长了百余倍。自 2015 年
起，中国连续 6 年成为马达加斯加第一大贸易伙
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中国企业积极为当地创
造就业，用工本地化率达到近90％，培养了大批
技术工人，极大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中马共建“一带一路”为中非深化合作注入
强大动能。“一带一路”倡议也为侨商在非洲创业
创造了很多机会。非洲国家发展潜力大，市场空
间大，蕴含着很多创业商机。未来，广大侨商搭
乘中非合作共赢的快车，一定能实现更大发展、
收获更多成功。

上图：2015年9月，蔡国伟（中）在马达加斯
加首都郊区向当地民众捐赠衣物。

受访者供图

在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市中

心，10层楼高、总面积达4200多平方

米的丽都商场，至今仍是当地的地标性

建筑之一。这座建于2000年的大型商

场，是福建泉州籍侨商蔡国伟事业成功

的重要见证。

从在农村各地摆地摊推销衣服，到

在多个城市建大型批发商场，再到成立

仓储物流中心、拓展跨境电商贸易……

1997年以来，立足马达加斯加，蔡国

伟的商业版图早已辐射到非洲、亚洲、

欧洲和北美等地区。

泉州和马达加斯加都是古代海上丝

绸之路的重要节点。现在，马达加斯加

也是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桥梁和纽

带。跨海越洋，拼搏奋斗，蔡国伟成为

“一带一路”建设的践行者和贡献者。

以下是他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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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钦廉林场探索林下经济新模式

归侨侨眷变身“种植大户”
翟李强 黄福隆

寒冬时节，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的
农民加强果树果苗进行冬管，对石榴树
枝叶进行砍伐修剪，对果苗加强浇水追
肥，助力农业增产增收。

▲◀12月13日，嘉积镇农民在管理
果树苗圃。

蒙钟德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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