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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琳达办公室的墙上，还有一幅放大的照片格外引人注目：
一群十几岁的孩子紧紧簇拥在她身边，比画着胜利的手势，每个人
的脸上都露着大大的笑容。

“这些都是北川中学的学生。”王琳达望着照片，嘴角不由上扬。她
骄傲地说，自己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北川中学终身荣誉校长。

事业成功之后，王琳达最近十几年一直致力于慈善公益
事业，并因此拿了大大小小各种奖项荣誉。仅仅是中国慈善
领域的最高政府奖项“中华慈善奖”，她就连续拿了4年。然
而，最让她引以为傲的，仍是这个始于8年前的教育慈善项目
——援建北川中学。

2008 年 8 月，刚从国外进修回来的王琳达听说，北川中
学在汶川地震中遭受重创，学生们只能在临时搭建的板房校
舍内学习。在和中国侨联主席林军及其他几位副主席见面
交流之后，王琳达立刻决定，加入中国侨联重建北川中学的
队伍。

一片空地，除了和人一样高的野草，什么都没有……
在这样一片荒芜的土地上，王琳达再次用她强大的拼劲与
爱心，将别人眼中的难事变为现实。从开始画设计稿到一
栋栋坚固的校舍拔地而起，两年之间的艰辛旁人无从想象。

为了尽快拿出理想的设计方案，王琳达组织一支来自
麻省理工大学、哈佛大学、香港大学、清华大学、同济大
学和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建筑设计师团队，先后召开 12
次方案讨论会。具体建设中，联系施工单位，派遣技术人
员，甚至去水泥厂、钢材厂挑选价廉物美的建材……在恶
劣的自然环境下，王琳达坚持每一项工作都亲力亲为。

“这比我做任何一个工程都艰苦。”王琳达感叹。然而，
当她看到，当初在地震中失去亲人、失去家园而失去笑容的孩子、老
师，因为她的努力和真诚重新展露笑脸，心中是从未有过的满足。

让王琳达自豪的，不仅是她建起了一座崭新的北川中学。“8年
过去了，我还在那里。”王琳达说，这8年，自己从未离开，而且与
这座学校建立了更加深厚的关系，也成了更多孩子的“王妈妈”。

校舍建成之后，王琳达发现北川中学的许多老师在地震中遇
难，师资紧缺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于是，这几年，她一直忙
碌着，利用自己多年从事教育积攒的资源，组织北京的中学教师赴
北川中学进行长期支教。

几年来，支教教师的机票、食宿、补贴等费用，都由王琳达一
人承担。学校缺点啥，她就第一时间买了送过去。每隔两三个月，
她还会亲自去学校看一看老师和学生。为了北川中学的建设，王琳
达前后捐助的资金已超过2000万元，投入的心血更是难以计量。

做这一切图什么？王琳达从办公桌上拿起一张近年来北川中学
逐年递增的升学率统计表说：“孩子们的成绩就是给我最大的回报。”

如今，王琳达依然行程满满，一天工作 14 个小时是常有的事。
谈及未来，她的眼神温暖而坚定：“我的目标是办百年教育、办百所
学校，我做不完就让我的孩子们继续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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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位于北京西南
四环的怡海花园，人们
惊叹于其中完善的配套
设施，尤其是坐落在成
片楼海中的幼儿园、小
学、中学和老年大学，让
人亦十分感慨社区里浓
厚的教育氛围。

这座小区的开发者
是一位来自香港的女商
人——怡海集团董事局
主席、中国侨商联合会
常务副会长王琳达。20
多年前，她率先在开发
社区的同时办起教育，
成为内地教育社区建设
的先行者。

“开始大家都管我
叫‘开发商’，听着挺刺
耳的，但现在这里的孩
子都管我叫‘王妈妈’，
连大人们也跟着一起这
么叫。”和记者聊起社区
居民对她称呼的转变，
王琳达脸上露出灿烂的
笑容。她说，这个转变
正是源于她对社区尤其
是社区教育的投入与付
出。虽然因为忙碌一
天，嗓子已明显有些嘶
哑，然而说到自己的“社
区梦”和“教育梦”，“王
妈妈”依旧兴致勃勃。

25年后，走在怡海花园鳞次栉比的高楼之间，王
琳达经常还能回想起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情景。

“当时在香港，我拿尺子在地图上量，看这儿离天
安门挺近的，开车 10 多分钟就能到。”1992 年，在参
加了北京第一届香港招商会后，颇有魄力的王琳达决
定，和几位朋友一起前来投资地产。

在那之前，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内地开发房地产的
港商之一，王琳达在广州、深圳等地已做成一些项
目，但是对于北京，她几乎一无所知。

来了之后的第一眼就让王琳达犯了傻：一大片被
废弃的垃圾场，目之所及只有满地荒凉和3个大沙坑，
远处灰蒙蒙的天和光秃秃的地分不清界限。

同来的另 4位股东很快打了退堂鼓，只有
王琳达选择留下。“我非常重视承诺，我想既然
已经和当地政府签了约，就要讲诚信做下去。”

支撑王琳达坚持下去的更大动力，是在她
心中扎根多年的一个梦想——“我想做一个配
套完善的完整社区。”这个如今看来并不特别的
想法，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还是一件新
鲜事。即使是在北京或是南方一些相对开放的
城市，都没有王琳达当时在国外见到的集学校、
医院、邮局等配套设施为一体的成熟社区。

于是，在北京南城这片没有路、没有水、没
有电、没有天然气的荒凉土地上，王琳达独自
一人开始“设计”、“剪裁”，描绘她的“社区梦”。

艰辛不言而喻。去其他城市投资地产的
朋友两三年内就开始挣钱，王琳达却因一些
客观因素等了3年还没法进地开发。而这不是
最难的。根据规划，社区里将建设学校。王
琳达主动揽下这个任务，却在办理教育执照
时屡屡碰壁。为此，她曾在冬日的雪天里，
踩着高跟鞋，多次拜访相关部门，最终用诚
意打动了审批者，在社区里建起教学质量数
一数二的中小学。

王琳达的“社区梦”不仅是建设完善的配套基础
设施，更是让住在这里的居民成为真正的一家人。

在接受采访的当天上午，王琳达刚刚在社区的老
年大学给那里的老人们庆祝集体生日。在老年大学建
成的 17 年间，这里总是王琳达来北京后到的第一站。

许多年迈的老人
听说她要来，即
使腿脚不便，也
会让家人推着轮
椅 送 他 们 来 见
她。

“我就像一个
村长。”王琳达笑
说。现在，走在
社区里，许多人
都认识她，而她
也在企业家之外
有 了 更 多 的 身
份，比如老人们
的女儿，孩子们
的妈妈，整个社
区的大家长。

“我最喜欢这个小马。”王琳达小
心地从办公室书柜最显眼的位置取出
一个3D打印的模型——一匹身插双翅
的白马站在蔚蓝色的地球上。相比周
围其他制作精美的奖杯和证书，这个
小模型显得有些简陋，但王琳达将它捧在手心，极其
珍视，“因为这是学生们亲自制作送给我的生日礼
物。”

王琳达属马。在她2015年过生日时，北京八中怡
海分校的学生们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一个小马模型送
给她。“我们怡海的孩子，科技创新能力和实践动手
能力都特别强。”夸起这些“怡海的孩子”，王琳达毫

不吝啬溢美之词，甚至比谈到自己的两个孩
子更为兴奋，而她也早已成为孩子们口中喜
爱的“王妈妈”。

从 1997 年第一所学校在社区建成，到
2017年，王琳达将迎来自己“教育生涯”的
第20个年头。一个企业家办教育，最初在很
多人眼中是不靠谱的。但王琳达用行动证
明，她要做的不只是盖楼建校，还有踏踏实
实地教书育人。

“要做就做一流的，因为办学校就意味着
一份责任，绝不能误人子弟。”王琳达将“一流
的学校、一流的教育”几个大字挂在学校进门
就能看见的墙上，也把这句话揣进心里。

社区里的学校刚刚成立那几年，为了和
老师开会探讨教育理念，王琳达常常忙到夜
里一两点，“眼睛都熬红了”。她还记得，2001
年，自己大病了一场，“那次就是累病的”。但
即便如此，办好教育的初心始终没有动摇。

没有做过老师，王琳达就从平时对自己
孩子的教育入手，研究摸索。没有专业背
景，她就专门跑去哈佛、耶鲁、牛津、剑桥

等十几所世界名校上课“充电”，学习国外优秀的教
育理念和办学经验，带回自己的学校试验。

“其实在具体的办学中，没人教我，就是自己去
想，去探索。”为此，王琳达没有少费心思。为了拓
展学生的综合能力，她尤其注重学校的社会实践教
育，曾经亲自策划设计教案，利用外出春游的机会，
在短短两个小时的步行路程中，边走边教，给刚刚进
入小学的孩子们上了一堂包括语文、数学、英语、地
理、历史、生物等多门学科在内的生动课程。“当时
孩子们和同行的家长都感觉很好。”王琳达说，这样
的尝试，自己带着学校的老师做过很多。

如今，说起教育，王琳达头头是道，俨然专家。
她的教育集团也越做越大，已经拥有涵盖早教、幼儿
园、小学、中学、国际学校、培训学校以及老年大学
在内的12所教育机构。

“我是中国民办教育协会里唯一的海外代表，这
让我特别高兴。”说起自己对于教育的热情和责任，
年过花甲的王琳达依旧执着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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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阳别墅位于福建泉州鲤城区后城街西北侧，是侨商蔡
德燥于清光绪三十年 （1904年） 所建。该建筑布局巧妙，匠
艺精湛，但是整幢建筑却令人诧异地没有上漆，这背后隐藏
着一位爱国侨商为“实业救国”理想耗尽心血的故事。

济阳别墅又称后城蔡宅，坐北朝南，建筑为穿斗式木构
架，主体建筑为硬山式翘脊屋顶，柱、梁、枋、檀、椽等木
质构件皆用榫卯铰接。临后城街筑有3米高的红砖封壁围墙，
墙东侧设一正大门，西侧设小门为平时出入使用，围墙大门
额上雕嵌“济阳别墅”。

济阳别墅主人名唤蔡德燥。据晋江族谱研究专家蔡马追
介绍，蔡德燥，字克宽，小名燥官，1866年出生于晋江梧林

村。现在居住于济阳别墅中的蔡文榕是蔡德燥的孙子、蔡联
泰之子。他介绍，蔡德燥出生于贫困家庭，13岁便随族人下
南洋，坐上木帆船远渡重洋到了菲律宾。

在菲律宾，蔡德燥先是打工糊口，后为肩挑小贩。因一
向讲究信誉，他在当地商界有口皆碑，生意越做越大。后来
在菲律宾、英国等国以及香港、上海等城市从事跨境贸易，
颇负盛名，逐渐成为显赫一时的华侨富商。

由于为人处世得体，蔡德燥还被当地华商推荐担任了马
尼拉市华侨商会的会长。1910年，他又被宗亲们拥戴为菲律
宾柯蔡宗亲会第三届总理。

蔡德燥事业有成之后，迁居泉州。1904年，他在泉州后城
买地并雇工建厝，因为其族为济阳衍派，所以后来将大厝命名
为济阳别墅。蔡文榕称，济阳别墅其实有“三奇”，除了大厅雕
刻着诗句的“四扇门”外，还有“矮屋顶”和“不刷漆”。

“‘矮屋顶’是因为当时泉州规定府文庙附近的建筑物
不可以高过府文庙主殿，所以导致济阳别墅屋顶斜度不够；
细心的人会发现，济阳别墅整栋厝都没有刷漆，这是因为蔡
德燥把筹备用于油漆工序和‘谢土’的钱，全都捐给了国
家，总数有2万块银元。”蔡文榕如是说。

蔡德燥乐善好施，对公益事业十分热心，曾资助过不少
泉州人赴菲谋生，并允许失业的同胞在自己店中栖身或打
工。除了热心公益事业外，蔡德燥对于“实业救国”的理想
更是笃定不移。19世纪90年代，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欺凌，一大批爱国实业家怀抱“实业救国”的理想，着力兴
办民用工业。

蔡德燥爱国爱乡，在振兴中华、救亡图存上从来不甘人
后。得知福建铁路建设正在招股后，他毅然把济阳别墅的油
漆钱、谢土钱以及他手头上的余钱，共约2万块银元，全部购
买了铁路股份，以实际行动支持“实业救国”。

铁路股权毫无收益，蔡德燥也没有半句怨言。据文献记
载，蔡德燥还踊跃购买了以“孙文”名字签署的公债达数万元。
时任“外交总长”的伍廷芳到菲律宾，号召华侨共同振兴民族工
商业，保护国家权益。蔡德燥接受伍廷芳建议，致力经营国货，
当时的政府曾委任他为菲律宾“中国国货总代理商”。

抗日战争时期，菲岛沦陷，蔡德燥在侨界中游走宣传，
动员华侨支持抗日，并鼓励儿子蔡联璧在菲律宾参加“南洋
华侨技工服务团”回国抗日。20世纪40年代，蔡德燥辗转返
乡，一生奔波导致疾病缠身，于1944年溘然长逝。

（来源：《泉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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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徽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
议和安徽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在合
肥相继开幕。列席安徽两会的数十名
海外侨胞为安徽的“引进来”、“走出
去”积极建言献策。

美国“一带一路”总商会会长张
传荣建议，安徽应利用好海外侨界资
源，把产业布局、资源优势紧密与国
家“一带一路”建设相结合。俄罗斯
安徽华侨华人联合会会长陈齐建议安
徽完善基层涉侨组织，更好服务侨
商。

听取建言后，安徽省外 （侨） 办
主任王信表示，目前安徽在海外建立
了 30 个侨胞联络站和安徽侨梦苑，为
海外侨胞来皖投资兴业提供了有利条
件。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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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印尼中华总商会第五届理事
会就职典礼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纪
辉琦连任总主席。

印尼中华总商会是印尼最有影响力
和代表性的华商组织，多年来始终秉持

“团结华商、造福社会”的宗旨，在“求
同存异，和谐包容”的精神指引下，携
手共进，推动印尼国内外企业界的交流
合作，为印尼社会的繁荣发展不懈努
力。印尼中华总商会融聚了各行各业的
精英，对印尼经济的繁荣发展担负着重
要责任。

纪辉琦希望能够通过印尼中华总商
会这一平台，将印尼广大华商的力量凝
聚起来，运用华商本身的各种优势，为
印尼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
献。

（来源：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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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论 语 丝

中国是农业大国，“三农”问题一直是中
国政府非常重视的问题。中国的农业今后更
加大有可为，所以我们现在正在酝酿在新农
村建设方面做更大的投资。
——泰国卜蜂（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

中国不但消费潜能庞大，生产原料供应和人
力资源也很丰富，已晋级为世界主要经贸国。假
如你在中国的投资产品有了响亮的品牌，又有研
发设备，一定能搭上全球市场的列车。
——马来西亚金狮集团主席及执行长钟延森

华商看中国发展

华商谈经商之道

别人常说，魔鬼在细节，但我告诉我的
团队，完美细节，魔鬼就不会到来。细节是
关乎企业生死存亡的核心要义。
——印尼金光集团执行董事黄荣年

盘谷银行迅速发展的一部分原因在于我
们尽力吸收优秀的有银行工作经验的人才，
严格恪守“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用人
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以能力来判断和
启用人才。
——泰国华裔银行家陈有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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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王琳达此前与北川中学学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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