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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投资办厂大获成功

近日，在北京华侨大厦，中外嘉宾一起见
证上好佳集团董事长施恭旗接受中国政府友谊
奖这一荣誉。耄耋之年的他精神矍铄，言谈中
充满对祖籍国中国的感情。

“能够受颁这个奖项，我非常感动，这是一
份崇高的殊荣，更是一份厚重的责任。”谈及此
次获奖，施恭旗直言，他热爱祖籍国中国。他
和家人不忘父辈教诲，牢记中华美德，一直践
行“受人点滴之恩，当涌泉以报”的信念，坚
持履行社会责任。

施恭旗祖籍福建晋江，出生和成长于菲律
宾。1946 年，他的父亲施阁头、母亲李梅芬在
马尼拉建了一间小型的家庭手工作坊，以包装
玉米淀粉和咖啡为主。20 年后，手工作坊扩转
为晨光有限公司，主要代理销售淀粉、咖啡、
糖果等食品。心灵手巧的施恭旗自幼在父亲身
边学习经商知识，脚踏实地，很快成为父母的
好帮手。

施恭旗介绍说，他年少时喜欢看华语电影，
那时的许多影片都是以上海滩为背景拍摄的，让
他感觉到上海是个很繁华的都市，心中充满向
往。上世纪80年代初期，掌管晨光公司的他多次
来中国考察，尤其对上海情有独钟。

1993 年，施恭旗所在的晨光公司与上海市
食品杂货总公司、上海虾片食品厂签订合作协
议，开始生产膨化食品，后又创建上好佳 （中
国） 有限公司，1994 年 10 月正式投产。目前，
上好佳集团已在中国多个省份开设 12家生产公
司，并拓展了在越南、缅甸、柬埔寨、泰国、
印度尼西亚、南非等地的业务。

“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经过30多年
的耕耘，上好佳已成为中国名牌和驰名商标，
这主要感谢中国这片投资的福地。”施恭旗说，
上好佳能在中国取得今天的成就，其中凝聚了
企业员工共同的智慧和汗水，“我和上好佳同仁
很荣幸，能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更
是参与者和受益者！”

“创富为仁是我的追求”

随着企业逐渐发展壮大，施恭旗先后向上
海慈善基金会、上海长宁区社会福利院、上海
红十字会等部门捐款。近年来，他也没有停止
过慈善事业。在中国遭遇地震、雪灾等灾害
时，他总是第一时间捐款捐物。

“创富为仁是我的追求。企业应该在创造财

富的同时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这也是上好佳
集团企业文化中的重要一环。”施恭旗说，他这样
理解“慈善”这一概念：把“慈”字拆开是兹心，兹
心为慈；“善”是心中要常怀善的念头。坚持取之
于民、用之于民，饮水思源、回馈社会，这一直是
他坚守的信念。

施恭旗还多次为妇女儿童事业慷慨捐资，
在海外致力于慈爱老幼、扶贫义诊、关怀贫
童、扶助贫民等工作，并将宋庆龄基金会推向
海外。

“宋庆龄先生是我钦佩的中华女性代表之
一。”施恭旗说，1994年，他和海外志同道合的
朋友共同组建海外的宋庆龄基金会机构，30 年
来以“爱播人间，善行天下”为宗旨，在中外
积极开展各项公益慈善方案，让越来越多的海
外普通民众体会到中国人的慈爱精神。

在经商的同时，施恭旗还把促进中外民间友
好交往作为自己事业的一部分，一直默默无私地
为中外民间交流牵线搭桥。“数十年来，做好推动
中外民间友好交往事业，已融入了我的血液里，
现在我的孩子也传承了这份责任。”施恭旗说，由
于上好佳在中国各地设厂的关系，他有机会为海
外学者、企业界与媒体朋友访华牵线搭桥，介绍
中华文化与中国的美丽风光；他还经常邀请中外
艺术团体互访演出交流，促成中国和国外的多个
省市缔结友好省市协议。

“我们的根在中国”

谈及对中国的感情，施恭旗回忆起很多年
前，他推着轮椅上 80岁高龄的母亲逛上海南京
路。看到街道两边熟悉的中文招牌和热闹的街
景，他的老母亲感慨地说，这才是我们的祖
家，才是我们的根！我们要为她的繁荣强盛出
力。施恭旗说：“这句话让我永远铭记。这就是
中国人说的血缘、亲缘。”

施恭旗有6个子女，15个孙子、孙女。他将
中国的业务主要交给两个孩子和执行团队打
理，其他孩子有的已在上好佳工作，有的在世
界多个国家、地区工作、实习或留学深造，其
中有一个孙女在北京上学。施恭旗说：“我很欣
慰她能扎根中国，学习中华文化。”

“我常常告诉他们，我们的根在中国。”施恭
旗说，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
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
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
儿女共同的梦。新一代华侨华人接受了良好的
中西方文化教育，更理解中西方各自的优点和优
势，要牢牢树立家国情怀，涵养中华文化气质，为
促进中外友好交流多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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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国家外
国专家局）在北京举
行中国政府友谊奖
颁 奖 （补 授） 仪
式，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部长王晓萍
向上好佳集团董事
长施恭旗颁发中国
政府友谊奖。领奖
后，施恭旗接受了
记者的专访。

侨 界 关 注

图为施恭旗 （左） 接受中国政府友谊奖这一荣誉。
（来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走进榕树环绕的“革命老区村”广东省汕
头市南社村，新修的水泥路蜿蜒入村，老书
斋、三房祠等革命遗迹静静伫立，诉说着往昔
的红色故事。这片曾经见证革命热血的土
地，如今已成为新时代的“红色侨乡”，以独特
的红色文化和侨乡印记吸引八方来客。

留住“红色印记”

曾经作为哨站的老书斋、曾是中共地下
党秘密交通站的豆菜间、中华苏维埃活动旧
址三房祠、见证红色岁月的老榕树和新建的
红色广场及华侨路……在南社村漫步，时不
时就会和村中的“红色印记”偶遇。

“从大革命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民兵队伍以豆菜间、老书
斋作为红色据点开展地下活动。”南社村党
委书记王顺丰接受本报采访时介绍，老书斋
作为南社村的红色遗址之一，曾是中央红色
交通线中的重要一环，为中共地下党员开展
秘密活动提供据点，以此传递情报、动员青
年，为革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近年来，南社村加大了对老书斋的修复

和保护力度，通过建筑微改造，打造陈列馆，
让这一红色遗址焕发新光彩。与此同时，南
社村加大对红色文化资源的搜集、整理、研
究，结合村内红侨文化和油菜花海等文旅资
源，打造“红侨特色精品示范线”。

“我们组织人员走访老一辈，收集红侨文
化故事，同时对村内红色遗址进行修复，按照
修旧如旧的原则，尽量保存原有样貌，做到保
护好、开发好、利用好红色文化资源。”南社村
党委委员王伟链告诉本报，“目前，我们村每
年春节期间吸引游客超过20万人次。红色遗
址不仅活起来了，也火起来了！”

助力发展教育

作为华侨华人众多的“侨村”，南社村
的建设中，总能看到华侨华人回报乡梓的
身影。在南社村机场北路旁，南侨学校的
校舍被涂成彩色。这里是南社村孩子学习
玩耍的地方，也是南社村籍华侨华人共同
捐赠的“结晶”。

1987 年，旅居泰国的侨胞王细弟同 60
多名旅泰同乡捐资 30 万元支持家乡建设学

校，因华侨华人在学校建设中发挥重要作
用，学校取名“南侨学校”并沿用至今。
1994年，海外侨胞捐资120万元用以新建教
学楼。2003 年到 2006 年，旅居马来西亚等
多国侨胞捐资参与建设综合楼……南侨学
校目前的规模和面貌，离不开一批批华侨
华人的“接力”捐资。

在南侨小学二期教学楼三楼音乐室前，
有一面特别的“芳名录”，上面写着：“马来西
亚曾绍明先生捐建教室一间，人民币二万五
千元。该款系其严亲曾锦端先生、慈母谢玩
霞女士之遗嘱所捐建。”

曾锦端、谢玩霞夫妇是南社村到马来西
亚创业的第一代华侨，虽身居异国他乡，却
一直心系桑梓，尤其关注家乡的教育事业。
他们曾告诫过自己的子女：“我们的根在中
国，在南社村，只要祖国、家乡需要我们，一
定要尽绵薄之力。”临终前，他们在遗嘱中特
意提到，其遗产中必须留出一笔钱，候待有
朝一日，家乡重建学校，作为捐资之用。于
是，他们的孩子曾绍明在1997年回国返乡得
知村里重建学校时，马上认捐教室一间，完
成父母遗愿，也留下此“芳名录”。

涌现发展生机

如今，行走在南社村宽阔的水泥马路
上，道路两旁整洁的村舍、精心开发的旅
游景点和乡村独有的绿意交融，呈现出一
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今年春节前后，南社村“党员种植基
地”30 多亩油菜田变成金灿灿的花海，成
为远近有名的网红打卡地，吸引大批游客
前来观赏。南社村串珠成链的“红色巷”

“华侨巷”成为热门景点，大池公园吸引村
民和游客夜晚来此散步，南社村的华侨文
化正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养分。

“南社村正着力打造‘红色侨乡’，以
乡村振兴发展为目标，实施连片治理，创
建具有红色基因和侨乡印记的现代化乡
村。南社村还将依托侨乡优势，加强与海
外侨胞的联系与合作，共同推动家乡繁荣
发展。”王顺丰说，“下一步，我们将重视
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加大对红色
遗址的修复力度，让红色华侨文化焕发更
加绚丽的光彩。”

广东省汕头市南社村：

把“红色侨乡”打造成
乡村文旅新热点

高 乔 张 淇

“五一”假期期间，多地侨乡迎来游客潮。
投身文旅行业的侨胞忙不停，在他们的巧思下，
以“侨”为特色的古宅民宿吸引大批游客。

“‘五一’假期期间，我们民宿的房间被
预订一空。为了迎接客人，我们在日常清洁的
基础上提前做了额外的大扫除。”在浙江文成
长塘村，意大利归侨刘艳与丈夫黄靖创办的

“寒舍迴塘”民宿订单火爆。
“我们的民宿于 2018 年正式开始营业。这

里原本是我丈夫的爷爷居住过的老房子，周围
风景秀丽，空气清新。”刘艳表示，几年前，
在一次回祖宅探亲后，夫妻二人就萌生了在这
里开办民宿的想法。随后，他们将意大利的生
意做好委托，重新回到长塘村，改造祖宅，开
办民宿，这也是“寒舍迴塘”名字的由来。

“改建中，我们专门请设计师改造了老房
子里拆除下来的木制构件，用作现在民宿中的
家具和装饰。”刘艳夫妇“中西合璧”的创意
不仅运用在建筑设计中，也体现在菜品开发
上。“我们用本地食材结合西式烹饪方式做出
来的迷迭香柠檬烤鸡深受住客喜爱，已经成为
我们民宿的招牌菜。”此外，咖啡山药、红酒
焗田螺、西式烘焙等特色菜品也无不体现着这
家民宿的“侨味”。

刘艳介绍，民宿开业后，独特的建筑设计和
特色美食吸引了许多住客远道而来。此次“五
一”假期前夕，她又收到一位“老客”的订单，“这
是他连续5年来我们民宿小住，每次来他都会吃
迷迭香柠檬烤鸡，再配上我们自酿的梅子酒，这

已经成为一种‘默契’。”刘艳说。
在广东潮州古城，充满南洋风情的骑楼建

筑、保留至今的宋城墙残段以及巍峨壮观的广
济楼等景点吸引众多游客参观打卡。“‘五一’假
期，载阳客栈的入住率在80%左右。”旅泰华侨后
代廖奕铭称，客栈保留着潮州传统民居的建筑
风格，是古城中第一家由古宅改造开发而来的
民宿。

1956年，泰国华侨廖振祥为家族出资购置
了这座始建于清代中期的“大夫第”宅院，随
着时间变迁，古宅逐渐空置，杂草丛生。“为
保护家族历史和记忆，2009年我开始对古宅进
行全面修缮。”廖奕铭坚持修旧如旧的理念，
通过传统手工艺修复嵌瓷、木雕，并在此基础
上与现代居住体验相结合，创办了载阳客栈，

“我希望从海外回来探亲的侨胞客人能从老房
子中找到思乡情感的寄托”。

在积累经验后，廖奕铭还将一栋骑楼修缮
打造成茶馆，引入潮剧表演，并经营了一家潮
州菜馆。“我们围绕潮州元素开发了一系列旅
游体验项目，游客们漫步古城，品功夫茶，听
潮剧，在老宅听华侨华人的故事，沉浸式感受
潮州的文化底蕴。”廖奕铭称，“五一”假期期
间，茶馆特地将潮剧的表演场次从每天 7场增
加至12场，满足游客多元需求。

“我们还在茶馆中增设了侨批展示，希望
在深度挖掘更多文旅资源的同时，突出华侨文
化与特色，让侨乡旅游焕发更多活力。”廖奕
铭说。 （据中新社电）

侨特色古宅民居吸引大批游客
金 旭 门 睿

近年来，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通
过非遗展演、财税优惠、特色服务等
激励与支持措施，在公园、景区、市
井街巷打造惠民便民大众茶馆，将闽
都地域特色和茶文化相融合，以点带

面促进大众消费，增添城市别样烟火
气息。

图为近日，民众在鼓楼区黎明湖
公园的大众茶馆饮茶、休憩。

谢贵明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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