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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热带杂交水稻大王”林育庆，日前被推举
为菲华商联总会 （简称“商总”） 新一任理事长。林育
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菲中之间的友谊深深根植在民
间，两国民间经贸往来从未中断。

菲华商联总会创建于 1954 年，如今有全菲 170 个华
侨华人社团加盟，是菲律宾规模最大的华商组织。商总
不仅为菲律宾华人提供援助，也对菲律宾的发展起到极
大的促进作用，近年更是多次组团访华，接待中国访菲
代表团，搭建中菲经贸往来、地方交流的平台。

采访在林育庆的办公室进行。大班台上，放着地球仪、
菲中两国国旗，墙上是巨幅菲律宾山川照片。一侧柜上，摆
放了多幅林育庆与菲中政商人士的合影，其中有现任总统
杜特尔特。林育庆特别指看他与“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
平的合影以及袁隆平赠予的手迹“知识、汗水、灵感、机
遇”。他说，袁隆平激励我永不松懈。

林育庆毕业于国立菲律宾大学机械系。20世纪70年
代，他的好友、后来当选菲律宾总统的约瑟夫·埃斯特拉
达表示，如果当选国家总统就优先发展农业，向中国学
习，了解如何做到让十几亿人口粮食自给自足。林育庆

闻之，即投身水稻科研。
20世纪90年代，林育庆前往中国拜访“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随后数十年，袁隆平多次来菲，帮助林育
庆研究如何让源于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在热带“落地”。

2001 年 1 月 17 日，林育庆推出了菲律宾第一个热带
杂交水稻品种“SL-8H”。袁隆平评价：“西宁 8 号 （即
SL-8H） 是适合热带地区种植的高产、优质、多抗的先
锋杂交稻。”如今，“热带杂交水稻”在全菲超过40万公
顷农地种植，提高了菲律宾粮食安全，且已推广到印
尼、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东盟国家。

林育庆表示，数十年与中国业界的合作让他相信，
菲中两国民间的经贸往来、业界合作始终非常实在，他
有信心未来合作会更加深入。

如何看菲律宾华人在菲中关系中的作用？林育庆说，
菲律宾华人勤劳务实，对菲律宾整个社会发展的贡献得到
菲政府和民间的肯定。作为菲律宾华人，无论何时，推动菲
中两国友好与合作，是他的必然之选，是本分。

如何令中国业界对菲中合作有信心？林育庆分析
说，菲律宾不仅物产丰富，且有 1 亿多人口，近几年
GDP 增长都达到 6%以上，现政府推出“大建特建”计
划，所以菲律宾不仅有市场，且发展空间很大。菲律宾
是讲英语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且非常重视教育，劳动
力素质不错，被世界各国争相聘请。比如，菲律宾本土
有200多万人在国际商务外包中心工作，每年为菲律宾赚
取 200 多亿美元外汇；1000 多万海外劳工在全球从事护
士、教师、家佣、船员、油田工程师、家庭看护师等职
业，他们中许多都是大学毕业，一年可寄回300亿至500
亿美元外汇。这证明菲律宾人不但有很强的购买能力，
且一旦外资企业需要，通过菲律宾完善的教育体系，可
以较快培养起产业工人和技术人员。

在菲中关系全面提升、菲律宾经济突飞猛进的新形
势下，商总新理事会怎样开拓新局面？林育庆表示，商
总将推动菲华业界积极抢占菲中合作先机，还会努力融
合老侨、新侨，并积极引导中资、华资投向对菲中都有
利的产业。

（来源：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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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祸得福”事业起步

东经178°、南纬18°，斐济首都苏瓦
正沐浴着第一缕晨光。湛蓝的海水轻轻拍
打着细软的沙滩，湿润的海风自南太平洋
而起，徐徐吹过一片片绿色的诺丽果林。

2009 年，初到斐济的陈灿言没有想
到，这种在当地随处可见的果树会为他
的生活和事业带来巨大变化。

“当时我的身体状况很差，有医生告
诉我说‘时间不多了’，我就和妻子一起
来到斐济，想看看这里的风景，好好休
养一下。”再忆当年，陈灿言感慨不已。

在被誉为“人间天堂”的斐济首都
苏瓦，陈灿言第一次见到了诺丽果。

诺丽果并不好看，马铃薯大小，浅
绿色，凹凸不平的表面爬满了圆形黑
点。诺丽果也不太好吃，生吃会有苦
味，很难下咽。

“诺丽果虽其貌不扬，但医用价值很
高，当地人都称它为‘上帝之果’。”陈
灿言介绍。

对陈灿言来说，诺丽果更是意义非

凡。在当地朋友的介绍下，陈灿言开始
长期食用诺丽果，他还将诺丽果叶捣碎
后敷在右侧脖颈的肿块上。

“一段时间后，肿块穿孔，脓血流
出，伤口软化愈合了。”陈灿言说，“也
许是神奇的诺丽果，也许是斐济的风
光，让我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

陈灿言敏锐地意识到了诺丽果中蕴
藏的商机。由于诺丽果自身气味怪异，
鲜有人能接受，陈灿言便把目光转向了
诺丽叶。“我们联系了国内外的一些实验
室，测量了诺丽叶中的营养成分，并与
果实对比，发现诺丽叶同样具有较高的
营养价值，在某些指标上更是超过了果
实。”陈灿言说，“作为广东人，喝茶是
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萌生了
将诺丽叶开发成茶产品的念头。”

2013 年，陈灿言开始了诺丽茶的研
制。他从国内聘请专业的制茶师，针对诺
丽叶研发出全新的发酵技术和培育方式。

“在这之前，没有人研究过诺丽果叶的营养
价值，我一直在摸索如何将中国成熟的制
茶技术更好地引入诺丽茶的研制中。”

经过一次次失败与尝试，2017 年，
诺丽茶正式问世。

因地制宜 深耕技术

经过多年打拼，南太平洋的阳光为
陈灿言的皮肤镀上了一层健康的棕色。
如今，他经营着一家诺丽茶厂和一片数
百亩的诺丽果种植庄园。“从种植到生
产，再到深加工，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条
完整的产业链。”陈灿言说。

在研制与生产诺丽茶的过程中，陈
灿言也遇到不少困难，员工管理和技术
革新是他一直操心的两件大事。

“斐济风光宜人，生活节奏比较慢，
被称为‘用来忘记时间的国度’。”陈灿
言说。为了保证生产的连续性，他在工
作合约上对员工做了更细致的要求，并
根据工作量发放薪资，同时予以一定的
奖金激励，大大提高了员工的积极性。

“为了保证诺丽果树的质量，我们聘
请并培训了许多熟悉斐济自然环境的当
地农民照料果树。”陈灿言说。

开始大量生产后，陈灿言又发现了
新的难题——诺丽叶的品质很难保证，
很多达不到发酵茶叶的要求。

2017年，陈灿言与海南大学食品学院
开始科研合作，进行诺丽叶功能性评价与
新产品开发，以提升产品品质和附加值。
陈灿言介绍说，通过产学研合作，庄园培
育出了更多品质优良的诺丽果树品种。

“虽然种植成本提高了，但茶叶质量也大
大提升，这是值得的。”陈灿言说。

专人照顾、不使用化肥和农药、定
期检查、个性化采摘……陈灿言悉心照
顾着每一棵果树。只要身在斐济，他每
周都会亲自检查果园的虫害和施肥情况。

功夫不负有心人，诺丽茶在当地和
海外市场赢得了广泛认可。

陈灿言自豪地说，现在，斐济各大
商场和机场的免税店里，都能购买到诺
丽茶。“诺丽茶已经进入澳大利亚和中国
香港销售。它还被斐济政府作为国礼赠

送给其他国家领导人。”

因势利导 做大产业

提起在斐济多年的创业经历，陈灿言
提到最多的词是“机遇”。

2018 年 11 月，中国与斐济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驻斐
济大使钱波表示，2017年斐济约有40%的
外商投资来自中国，中国是斐济最大的
投资者。

中斐经贸合作累累硕果让陈灿言备
感兴奋。南太平洋劲吹的“一带一路”
暖风更让他对未来信心十足。

“斐济是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重要的
战略伙伴。‘一带一路’倡议让华商在海
外投资时更有信心和底气。我们是在顺
应时代发展趋势做事情。”陈灿言感慨地
说，诺丽茶产业为当地民众提供了新的
就业机会，填补了诺丽叶产品的市场空
白，还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现在，除了诺丽茶，我们还生产许
多诺丽果的衍生品，如果汁、香皂、面
膜等。下一步，我计划继续扩大诺丽果
树的种植面积。”陈灿言说。

2017 年，陈灿言与广东英德的一家
茶业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把广东
英德的茶苗引进斐济，并配合当地科研
团队开发研制新产品。

“中国传统的茶文化博大精深，制茶
技术非常成熟。我希望加强与国内制茶
企业的合作与交流，借助诺丽茶的生
产，为中国茶文化的海外传播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陈灿言说。

现在，陈灿言在广东东莞东侨智谷产业
园设立了办事处，推介诺丽茶。同时，他也
在为诺丽茶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做各种准备。

“未来，希望诺丽茶能够得到中国消
费者的喜爱。”陈灿言说。

上图：陈灿言在斐济诺丽果种植庄园
查看果树长势。照片由陈灿言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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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广东东莞的东侨智谷产业园见到陈灿言时，他正在自己公
司设在园区的办事处里泡茶。随着茶叶上下翻滚，一股清幽的茶香弥
漫开来。“这是斐济的诺丽茶，欢迎大家品尝。”陈灿言热情地介绍说。

当生长在南太平洋岛国的诺丽叶遇上中国的制茶技术，会产生怎
样奇妙的化学反应？斐济诺丽茶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灿言讲述了他与诺
丽果结缘的创业故事。

商 界 传 奇

林育庆介绍“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赠予的手
迹“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关向东摄

近日，“海外侨胞与‘一带一路’建设研讨会”
在广西东兴市召开，来自美国、泰国、越南等10余
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侨领、侨商代表齐聚一堂，
以“弘扬丝路精神、凝聚侨界力量”为主题展开深
入探讨。

泰国广西总会主席李铭如表示，“一带一
路”建设将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与世界各国
共享，华侨华人迎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弘
扬“丝路精神”，需要实际行动。

马来西亚广西总会会长吕海庭表示，“一带
一路”建设已给马来西亚侨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
处。当前，马中两国政府合作建设的“关丹产业
园”项目进展顺利，吸引大批中资企业投资，带来
大量就业、创业机会。

中共东兴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雪群介
绍，目前，广大侨商积极参与中国东兴—越南
芒街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互市便民临时浮
桥、华侨特色小镇等一批重大项目有序进行。

中国侨联副主席齐全胜建议侨胞们重点关
注自己熟悉的地区和领域，注重创新开拓，注
重社会公益，注重团结合作，讲好丝路故事，
在政策沟通、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来源：中新网）

日前，由河南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办
的侨务资源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及出彩河南
项目对接会在郑州举行，来自全球 40多个国家
的200余名海外侨领和海外华商代表与会。

4月7日，经过众多祖籍河南的侨领、侨商牵
头，河南省 12个海外合作项目完成签约，项目涉
及文旅、教育、经贸、科技、医疗、航空、物流、媒体
融合等领域。

河南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守刚表
示：“衷心希望广大侨胞在项目合作、技术转
移、科技交流等方面发挥优势，牵线搭桥，帮
助河南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

美东河南同乡会会长张富印表示，家乡是他
以及众多海外华侨华人无法舍弃的根，美东河南
同乡会对于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及河南家乡建
设有着强烈愿望。

据了解，当日的签约还包括空中、陆上、
海上、网上“丝绸之路”建设项目。河南博物
院、河南博雅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开封汴
绣厂、河南华侨书画院等通过与英国、俄罗
斯、阿联酋等国侨团合作，打造中原文化的世
界品牌。

（来源：中国侨网）

菲华商赴贵州参访茶产业

近日，菲律宾华商经贸联合会经贸考察团在贵州省
贵阳、安顺等地进行商务考察和参观访问，并专程了解
贵州茶产业情况，实地调研贵州旅游资源。

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省侨务办公室主
任肖向阳会见菲律宾华商经贸联合考察团时表示，中国
与菲律宾隔海相望，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
也是共建“一带一路”建设的天然合作伙伴。此次经贸
团来访可加深双方了解，共谋发展。

肖向阳希望考察团发挥优势大力宣传贵州，介绍更
多菲律宾华侨华人和企业家到贵州考察、投资兴业，并
助力贵州特色产品走出去，走向“一带一路”建设相关
国家。双方可搭建交流平台，让贵州企业到菲律宾结交
更多朋友，携手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

菲律宾华商经贸联合会会长蔡鸿语表示，此次活动
旨在加强对贵州省的投资环境和“一带一路”建设有更
深的了解，促进经贸往来、增进文化交流。双方可结合
自身区位优势，发展特色产业，推动区域合作，在“一
带一路”建设中共抓发展机遇。 （来源：中新网）

贵州绿色茶园。 资料图片

吴鹏辉的蘑菇农场，坐落
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以北，距堪
培拉市区 30 分钟车程。这里
早晚温差大、空气好、水质纯
净，十分适合蘑菇生长。

55岁的吴鹏辉笑言，自己
是一个“种蘑菇的农民”。和
他交谈后才知道，过去几十
年，他其实是生意场上叱咤风
云的企业家。

吴鹏辉说，做生意，不能
跟着别人跑，只能比别人跑得
快。2006 年，他移民澳大利
亚。2014年，看到堪培拉地区
良好的自然环境，他买下一片
农场，打算从事农产品种植。
老家福建古田的朋友来看他，
建议他种蘑菇。

“我一想，对啊，古田是
蘑菇之乡，香菇的种植技术
就是当地人发明的，我也刚
好认识很多在福建种植蘑菇
的专业人士，那么我就试试
吧。”吴鹏辉说。

尽管吴鹏辉心里很明白，
投入任何一项新行业，前 3 年
都会遇到各种瓶颈，但是他没
想到，在南半球种蘑菇的难度
异乎寻常。蘑菇来自北半球
的亚洲，澳大利亚在南半球，
气候、环境完全不同。而且，
各种蘑菇对温度的要求不一
样，生长期也不一样，种植起
来非常不容易。

起初那段时间，吴鹏辉天天跟着从老家请来的技术
专家学习，有时候半夜醒来，还要到蘑菇房看一看。经
过几个月的试验，当看到第一个香菇长出来，像一朵花
一样，他特别高兴，心里也开出了一朵花。

走进每一间蘑菇房，对各种蘑菇的习性、生长环
境，吴鹏辉都说得头头是道。比如香菇，因为太香了，
连虫子也喜欢。但是，他从来不用农药。“有我们自己天
然的防虫方法。”

现在，吴鹏辉的蘑菇农场每年产量高达300吨，培育
有香菇、茶树菇、平菇、黑木耳等10多种菌菇品种，成
为澳大利亚最大的亚洲食用菌类的供应基地之一。

今年，吴鹏辉种植的蘑菇顺利进入悉尼通利超市，
进一步在华人超市扩大了销售。现在，他大部分时间都
待在农场，与蘑菇、羊驼、鹿为伴。在他简朴的办公室
里，墙上的摆设都是种植的各种蘑菇。他说：“做生意，
赚钱不是第一位的，而是先把生意做好。吃苦、坚持、
钻研，这就是我的生意经。”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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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鹏辉在展示种植的各种蘑菇。 陶社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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