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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下一个“种子梦”

20世纪60年代，我在越南出生。我的祖籍是广西防
城港。早年，祖辈为了谋生，举家移居海外。

回想年幼时期在海外的生活经历，与饥饿有关的记
忆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那时，家中贫寒，孩子又多，
身为长子的我经常下田帮父母种水稻干农活，希望通过
自己的努力让家人吃饱饭。然而，让我沮丧的是，不管
我和家人怎么埋头苦干，每到收获的时候，田里结出的
稻穗总是又细又小，产量很低。见我自责，父母便安慰
道：“其实原因不在于人，而是我们没有优质的水稻种
子。”听了父母话，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好的稻
种，让和我一样的孩子们都能过上吃饱饭的日子。就这
样，一个“种子梦”在我心里生根发芽。

后来，我回到广西生活，在广西华侨学校学习农业
知识后，进入南宁当地农业部门工作。工作中，我有更
多机会跟随专家下田进行稻种研究，由此对种子行业产
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期间，我作为技术人员，多次前
往越南进行中国杂交水稻示范和推广方面的技术援助。
在积累实践经验的同时，我深深感受到，一粒良种对农
民是多么重要。

2008年，我开启创业生涯，成立广西万川种业有限
公司，主要从事优质农作物种子的培育、繁殖和推广等
工作。

创业初期，我曾被市场浇了一头冷水。由于公司缺
乏自有品种，育种水平低，技术人员无法解决产品的来
源问题，销路一度举步维艰。后来，我们与广西当地以
及外省多家科研院所开展研发合作，终于在数年努力后
在商业化育种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育成了一批品
质、产量、抗性俱佳且适应市场需求的水稻、玉米和蔬
菜新品种，为解决公司产品种源问题提供了保障。这段
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一个想法：一家种子企业只从事种
子销售业务是走不远的，只有加大投入研发出优质品
种，掌握核心种源，才能有更长远的发展。

让农民获得好收成

我们从事农业的人，很难在办公室坐得住。这些年
来，我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田间地头度过。

2015年，我投资4000多万元人民币，在广西横州市建
立了一座科研基地。除了建起科研大楼、加工车间等基础
设施，我还租下100多亩土地，重新规划翻整，打造成现代
化农作物育种基地。每到新品种试种时，我就把家“搬”进
基地，每天早中晚下地三次，观察种子的生长情况。

培育优良品种的过程非常漫长。通常，我们试种
1000多个品种，才能从中选出 1—2个优质品种。挑选出
来的品种在投放市场之前还必须经过权威机构的审定。
虽然路途漫漫，但我始终坚守一个目标，那就是培育生产
品质优、产量高的种子，真正帮助农民增收致富。

让我欣慰的是，近年来，我们科研基地培育出的圻优
166 等优质杂交稻品种，入选广西好稻米十大优质品种。
此外，我带领农作物新品种选育团队埋头研究，经过数年
耕耘，培育出在恶劣环境下仍能获得好收成的优良玉米品
种——万川 1306、万川 973 等。这些品种抗病性强、耐贫
瘠、耐干旱及水涝，受到国内多地农民的好评，并远销越
南、柬埔寨等东盟国家。

为了让好种子给农民们带去好收成，我采用“企业+
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公司向合作社提供种子，分发给农
户种植；农作物成熟后，企业提供回收渠道，拓宽农户销
路，增加农户收入。除了广西的科研基地之外，我还在新
疆、甘肃、福建、四川等地建立了生产基地。

每年8月至10月，水稻开花抽穗，就到了我和同事们
最忙碌的时候。我们奔波于全国各地的生产基地，以便及
时掌握授粉、除杂等情况。农作物生长与其所处的土壤环
境、气候条件息息相关。为此，我特别注重深入各地农村，
与农民面对面交流，了解他们对农作物品种的喜好和需
求，带领科研团队有针对性地研发培育品种。近年来，我
们公司的优质水稻品种已累计推广120万亩，优质普通玉
米品种累计推广150万亩。

在海外推广中国优质品种

4月初，我赴海南三亚参加 2023年中国种子大会暨
南繁硅谷论坛。会上，3000多名国内外嘉宾和种业专家
共聚一堂，探讨如何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我们公司专
门布置了特展，介绍研发培育品种的最新成果，并与全
国多家科研机构达成合作意向，将在未来进一步加强品
种研发的相关合作。

最近，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等东盟国家的同行也
纷纷发来邀请函，希望我们公司能够尽快去当地进行优质
农作物品种的示范试种，助力当地农业发展。

今年以来，一系列积极信号让我倍感兴奋，种业的
春天又来了！

10年前，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我积极投身
其中，致力于拓展面向东盟国家的种子出口贸易，并在越
南建立多个农作物示范试种基地。不过，过去 3年，受新
冠疫情影响，海外基地运营一度停滞。如今，疫情阴霾消
散，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今年，我打算尽快着手恢复
海外基地运营，将3年间我们在国内积累的优质品种推广
到海外市场，为中国和东盟的农业合作出一份力。

目前，我们公司每年出口杂交水稻、玉米、蔬菜种
子约2500吨，年销售额超6100万元人民币，是广西种子
出口海外数量最大的种子企业，也是广西开展同东盟农
业合作的代表企业之一。

今年是我创办公司的第 15 年。我定下了一个新的
“五年计划”：未来5年，投入1000多万元人民币，与国
内科研机构加大合作，研发更多优质农作物品种，进一
步扩大在国内各地以及东盟国家的市场布局，帮助农民
更快更好地走上致富之路。

创业之初，我曾许下一个心愿——“专注一粒种，
倾尽万川情”。这是我的梦想，也是前行的方向。未来，
我将继续向着这个目标不断努力，为实现“稻花香里说
丰年”的美好图景贡献应尽之力。

（本报记者 严 瑜采访整理）

越南归侨、广西万川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全满：

“种业的春天又来了！”

创业15年来，越南归侨、广西万川种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吴全满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田间地头度
过的。寻找培育产量更高、成品更好的优质种子，
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是他创业的初心，也是坚守至
今的理想。这名稻田里的追梦者，曾经荣获第八届

“中国侨界贡献奖”二等奖。最令他骄傲的是，他
精心培育的优良品种，让国内外许许多多农民的脸
上有了喜获丰收的笑容。

以下是他的自述。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图为吴全满在公司的科研基地。 受访者供图

梨花风起正清明，在横跨上海市嘉定区华亭镇和江苏省太仓市
浏河镇的“四季亭浏”长三角乡村振兴开拓区，数千亩梨花盛开，
吸引游人前来踏青赏春。

参与建设“四季亭浏”项目的上海愚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市场部
负责人贾腾飞介绍：“我们有个理想——让农场变工厂、田间变车间、
菜园变花园，打造农业4.0版本，也让更多年轻人爱上农业。”

从传统农业转入文旅新赛道，选择从海外回国创业的贾腾飞希
望，“四季亭浏”项目能够使“一产”优起来，“二产”强起来，

“三产”旺起来。他透露，得益于农产品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
生产，他们已在上海全市开设直营农产品销售门店50余家。

在上海，“侨助乡村振兴”并非孤例。“华亭镇原本没有花卉产
业，我们和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合作，将春城鲜花升级包
装，结合非遗文化，打造电商平台，催生了华亭镇鲜花产业。”华
亭镇新侨人士、上海超大新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花卉部经理孙陈
介绍，当地“无中生有”，打造出姹紫嫣红的“浏岸花鸣·拾里花

庭”项目。
文化是乡村振兴的根与魂。上海拥有独具特色的海派文化。在

城区，文化场所随处可见。在乡村，文化服务如何便捷触达村民？
华亭镇侨联主席周红亚在当地创立了乡土咖啡品牌“HOUS咖

啡空间”。“归国后，我抱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积极带动文化产业
进乡村。”周红亚以咖啡为媒，结合公益服务、非遗文化等，把咖啡
空间打造成集文化展览、休闲咖吧、法治宣传、便民服务于一体的
文化空间。

走进华亭镇新侨驿站，侨界摄影家陈启宇在此举办“小城故事
多”主题个人摄影展，用一幅幅照片展示了 40 多年来嘉定城市变
迁、地方风土人情和百姓生活风貌。

沪上侨界投身乡村振兴，一个个项目在乡土间“遍地开花”。
上海瀛东度假村位于崇明岛，崇明区侨联主席、崇明瀛东度假

村总经理杨霞说，崇明瀛东度假村帮助当地乡村改建设施、管理文
旅项目、运营种养殖业，“希望立足区域特色，有效开发乡土资
源，让农民收获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

中国侨商联合会监事、上海市侨商联合会副会长王闽1992年从
国外回到上海市宝山区罗泾镇创业，助力家乡打造文化名片、建设
归国留学人员创业基地等。王闽表示，“希望更多人能够怀着乡情
回到乡土，用先进理念和技术振兴乡村。”

在上海环钻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凯捷看来，“只有
产业振兴才能把人留住，让乡村保持生机活力，这就需要在乡村构
建产业链，形成凝聚力。”他从英国回国后，曾参与一个乡村振兴
方案，依托当地资源禀赋，规划投资建设酿造产业及相关配套，实
现了乡村内部的产业循环。

“‘侨助乡村振兴’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也是需进一步拓展的广
阔天地。”上海市侨联党组书记、主席齐全胜表示，推动乡村振兴、城
乡融合发展是上海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侨联组织将积极支
持鼓励新侨人士扎根乡土创新创业，推动侨界以各种方式支持和参
与乡村振兴，促进交流合作，不断壮大侨助乡村振兴的力量。

（来源：中国侨网）

时近正午，随着每
周一次的“华侨街”集
市散去，街边的冯家食
馆热闹起来。越南归
侨、食馆老板冯道富端
上一盘白切鸡，佐以两
碗 蘸 料 。 他 解 释 说 ：

“一碗是有鱼露的越南
特色侨味，一碗是加入
柠檬和小米辣的保山
味道。”

近日，笔者走进云
南省保山市昌宁县柯
街镇华侨社区，从远近
闻名的“侨味”食馆中
观察归侨侨眷 45 年来
的生活变迁。

1978 年 8 月 ， 21
岁的冯道富与9个兄弟
姐妹随父母从越南广
宁省回到中国。因安
置地不同，他和两个
哥哥、一个妹妹被安
顿到柯街镇华侨社区
的前身——云南省为
安置越南归侨成立的
柯街华侨农场。同时
期，共 2462 名归难侨
先后安置于此。

“刚回国时，我们
住 瓦 房 ， 吃 集 体 饭 ，
语言不通，但好在总
算安置下来。”冯道富
回忆，他先后在糖厂、生产队、华侨服务中心等
单位工作。20世纪90年代，在大多数归侨侨眷还
以务农为生时，他选择和妻子一同开餐馆。

一开始，冯家食馆开在油毛毡房中，用篾条
编的篱笆做墙，“侨味”并不是那时的主供餐食。
冯道富笑说：“相比之下，当时5毛钱的‘一菜一
馒头’套餐更受欢迎些。”

每每有归侨想念越南风味的菜肴，冯道富便
按其口味制作，炸春卷、扣肉、越南小卷粉等菜
品是归侨必点，而爆炒芭蕉芋粉丝更受本地人喜
爱。久而久之，食馆菜谱渐渐丰富起来，回头客
也越来越多。

2009 年，柯街华侨农场正式改制为柯街镇的
城市社区。这期间，归侨们与本社区及周边民众
交往愈加频繁，这家食馆成为他们许多人通婚交
友、互融互通的见证地。

2010年，冯家食馆开到村中主干道旁，敞亮的院
落能满足近10桌人同时用餐。“附近民众喜欢周末到
这里聚会，不少人结婚时也选择我们的‘侨味喜
宴’。”冯道富介绍，随着社区不断发展变化，食客越
来越多，他还聘用数名嫁到当地的傣族妇女帮工。

今年以来，冯道富的生活更加繁忙。柯街镇
以当地温泉地热资源吸引附近城镇游客，“侨味”
食馆成为新晋打卡地之一。目前，当地已有 17家
侨味特色农家乐，每年吸引游客超3万人次。

如今，面对往来食客，冯道富已能熟练切换当
地方言和普通话与之交流，当初帮工的傣族妇女习
得一技之长，能掌勺烹饪。华侨社区中的留守老人
无法自己做饭时，冯道富就免费提供一餐一饭。在
他看来，“我们不分彼此，就像一家人。”

午市结束，热闹过后的冯家食馆响起收拾杯
盏碗筷的碰撞声。餐桌旁的墙上挂着一面捐资助
学的锦旗。冯道富说：“不少归侨在本该上学的年
纪颠沛流离，所以我们资助当地小学，希望后代
获得更好的教育，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的儿女在城里发展得不错，想要接我过去
生活，但我的生活就在这里。”现在的冯道富深感

“此心安处是吾乡”。“兄弟姐妹在各地经营自己的
事业。不久前，在中越边境云南河口做生意的妹妹
还寄来越南鱼露，让这里的‘侨味’一直延续”。

（据中新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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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侨助乡村振兴”成为一道风景线
范宇斌

“浏岸花鸣·拾里花庭”项目催生鲜花产业。 上海市侨联供图

蚕乡庙会祈丰收蚕乡庙会祈丰收

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
下渚湖街道塘泾村举办塘泾清明
庙会，通过泼蚕匾、看社戏、划
龙舟等多项活动，重现江南蚕乡
传统民俗场景，吸引众多游客前
来感受非遗民俗的魅力。每年清

明节时期，当地十里八乡的蚕农
都要到塘泾村赶庙会，祈求蚕茧
丰收。

图为当地蚕妇用船桨将河水
泼向蚕匾，祈求蚕茧丰收。

王树成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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