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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侨乡浙江省青田县，九山半水半
分田。县侨联主席叶毅青热情推荐记者去
方山乡龙现村采访。她说，那里是“侨乡的
侨乡”。

山村美景如诗画

龙现村距县城 20 多公里，只需半小
时的车程。

站在龙现村出入门户坑口宫，一眼望
去，仿佛天公随意那么一抖，漫山遍野便
被罩上一袭绿纱。一座座农舍身形款款，
从山脚下缓缓“走”向村口。蓝天上白云
舒卷，山林间白鹭翻飞，阡陌中男人挥汗
劳作，村间空地女人闲话家常……好一个
世外桃源！

山的主峰叫奇云山，海拔 1164 米。翻
过山，便是温州。

该村大学生村官洪宇利介绍说：“相传
明洪武年间，村女浣衣误吞龙珠孕二龙，
一龙飞天一龙入潭，后时有真龙显现，全
村百姓在龙的庇护下而繁衍生息，故而得
名为‘龙现’村。”

有龙的地方，自然不会缺水。
龙现村的水，清洌甘柔。山谷间，因

为水流冲击形成的深潭就有十几个。村民
们把潭水引到房前屋后，清水绕村，养
鱼、种菜。

山里的雨总是行色匆匆。刚才还是细

雨蒙蒙，转瞬间乌云盖顶，倾盆雨水兜头
而下。水在山谷欢腾跳跃，浪花飞溅，瀑
布直坠，轰轰水声传震空谷。两三刻钟，
黑云尽褪，小村之上又空澄如明镜。

曾经的漫长岁月中，龙现村偏居一隅，
人们饱受闭塞、贫穷困扰。但是勤劳智慧的
龙现村村民独辟蹊径，创造出一个独特的
种养殖奇观——稻田鱼。这种被称为“稻鱼
共生系统”的种养殖方式，田面种稻、水体
养鱼、鱼粪肥田，鱼稻共存。收完水稻，放水
捞鱼。每当此时，村民们的笑容就会灿烂如
花。

作为稻田文化的一环，龙现村的鱼灯
舞在参加新中国 50 周年国庆大典时，获
得“天下第一鱼”的美称。2005年，经联
合国粮农组织评定，稻鱼共生系统被列入
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在中国属
于第一个。

不只是稻田，在深潭，在村民屋前庭后
的水塘，田鱼都随处可见。少则几尾，多则
几十尾，甚至成群结队。它们身披红鳞，在
水里折返浅游，可爱至极。因为人鱼久处，
当地村民竟把田鱼视作家禽一般。

“联合国村”侨味浓

龙现村现有户籍人口 1500 多人，其
中华侨800有余，还有2000多名华侨华人
未在册，村人遍布 30 多个国家。有的家
族团聚时，参与者竟然从 20 多个国家蜂
拥而至。久而久之，该村被誉为“联合国
村”。

吴乾奎是村里乃至县里侨界的始祖级
人物。作为最早出国的华侨，100多年前，他
为青田石雕走向世界立下汗马功劳。那时，
只要欧美国家有知名展会，吴乾奎都会携
带石雕前往参展，并斩获不少奖项。

1905 年，吴乾奎贩茶至比利时布鲁
塞尔，正值该城红眼病肆虐。因为茶叶
明目清肝，他推销的茶叶对治疗眼疾助
力甚多。他也因此获赠布鲁塞尔市政府
颁发的“荣誉市民”银制奖章。为表彰
他“能观光胜国”，清政府驻比利时大
臣杨兆鋆为其题写“海外观光”匾额。

一身荣耀的吴乾奎，没有忘记反哺乡
里。他积极参与县内路桥建设，热心筹建青
田、温州等地学校，还认购了当时浙江省政
府发行的丽温公路股券。因其赤子之心，时
任青田县长为其手书“唯善为宝”匾额。

1930 年，吴乾奎重修了自家宅院。所
需钢筋水泥均由美国运抵，很多物件是

外国政要赠与，这种阵势曾轰动整个青
田。宅院外以木石固定，屋内用中式木制
结构打造。整体建筑中外结合，气势恢
宏。故居已由其后代无偿捐赠使用。现
在，这里已是省级文保单位，专门陈列展
示华侨文化，成为当地对外宣传的一个
窗口。

时光流转。1978 年，中国打开对外开
放大门，青田人的眼光瞄向世界。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和许多侨乡一样，龙现村也
出现了出国打工、旅居甚至移民的高潮。
带着梦想，人们从村里走出去。带着收获，
人们从各国走回来。来来回回间，就有了
家家有华侨、户户有侨眷的新格局。因为
与世界的联系多了紧了，小村的气象逐渐
非同一般。

漫步村中，一座座高大气派的红楼，
一处处石墙灰瓦的农舍，清水穿堂，绿荫抱
舍，街道整洁干净，美不胜收。

最有特色的是满街悬挂的世界各国的
国旗。原来，这里楼舍的主人，都会在门
前插上一面自己旅居国家的国旗。侨胞的
门前，还有统一定制的门牌，上面清晰标
注着主人的姓名和旅居国家。

远方归来的乡亲，不仅带来世界的各
种资讯，也带回异国他乡的生活方式。现
在，咖啡是村民们最爱的饮料，红酒是酒桌
上的必备品。咖啡、红酒已深度融入村民的
日常生活。

村里常驻西班牙、意大利的侨胞有
200 多人，欧元需求旺盛。早在 2012 年，
龙现村就设立了外币兑换点，堪称全国首
例。从此，村民不用出村就能轻松换汇。
洪宇利告诉记者，2018年，村里兑换点的
交易额达到1500万欧元。

侨牌打得更精彩

龙现村现任村长是 56 岁的西班牙归
侨吴立群。

他 1995 年出国。语言不通、生活不
便，每周工作 7 天、每天工作十六七个
小 时 …… 初 到 异 国 的 他 ， 历 经 许 多 磨
难。

在“乡帮乡，亲带亲”的青田习俗下，
凭一口青田话，吴立群筹资 24 万欧元，在
西班牙第五大城市萨拉戈萨 CBD 做起日
料自助餐。依靠诚信和创新，他不断调试
饮食品味，创造了4个月回本的佳绩。最好
的时候，日营业额达到1万欧元。

事业顺风顺水时，他被祖国的大好
商机吸引，对故乡亲人的思念之情也日
胜一日。吴立群由衷地觉得，中国更对
他的口味。2016 年的一次聚会上，他和
几个同学一拍即合：与故乡一起发展，
回报祖国。

2016年年底，吴立群回到家乡，2017
年5月当选龙现村村长。

吴立群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村
容村貌抓起，推出了垃圾分类和公厕革命。
两年多的坚持和努力，村民已形成了文明
卫生和爱护家园的良好习惯。通过资金的
投入，村内各类景观质量水平得到明显提
升。如今，龙现村已成为市级精品村。

振兴乡村经济，是吴立群必须破解的
重大课题。通过“千企结千村”等项目，
他内引外联，分别完成了“农遗探寻线旅
客接待中心”“半亩鱼宿”项目建设。这
让村民们离建设 3A 景区的梦想又前进了
一大步。

吴立群的理念和努力，得到侨胞的鼎
力支持。他们纷纷拿出闲置住房积极筹建
民俗综合体建设，无偿提供十几处场地建
设各类文化馆、陈列馆。在筹建“各国票
据馆”“世界货币馆”的过程中，侨胞更
是踊跃认捐，现已募集到 80 多个国家的
票据和货币。

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优美的自然山
水风光，独特的侨乡优势，让吴立群对未
来信心十足。他说：“美好生活已经开
启，美丽乡村就在不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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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和缅怀广大华侨烈

士为祖国革命事业作出的牺牲和贡献，自今天起，本报与中国侨

联合作，推出“追梦中华·华侨英烈”主题报道，介绍华侨英烈的

英雄事迹，彰显他们的拳拳爱国之心。

人物简介：朱云卿（1907-1931），
广东嘉应（今梅州）人。1921年随叔父
到印尼做工，1924年秋归国，1925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任红一方面军参
谋长兼第一军团参谋长、红四军参谋长。
1931年5月21日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年
仅24岁。

万里赴戎机
朱云卿，原名云，字国声，1907年生于梅城

上市辅廷路一个贫苦市民家庭。1919年秋，他
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梅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

1922年，在县立高等小学毕业后，朱云
卿跟叔父来到荷属印度尼西亚做工。1924年
中，朱云卿得到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瞒着
叔父，自筹路费，乘船回到广州，成为黄埔
军校第三期步兵队学生班的一员。

在黄埔军校，朱云卿刻苦学习军事知识和
革命理论，研读马列著作，积极参加各种军事
训练，并于1925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 年 1 月，朱云卿在黄埔军校毕业
后，留在广东省农民协会军事部工作。10月
上旬，朱云卿受中共广东区委的委派，前往
韶关，担任中共北江特委委员，负责主办北
江农军学校。11月中旬，农军学校第一期正
式开学。朱云卿亲自讲授军政课，并带领学
员到曲江县黄岗等地作社会调查，帮助地方
组织农会和农民自卫军。

1927 年 9 月，朱云卿参加了著名的秋收
起义，并随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在毛泽东、

朱德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正式成立红四军之
后，朱云卿担任红四军三十一团团长。

黄洋界大捷
1928年8月下旬，湘赣两省敌人纠集4个

团的兵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
剿”。素有井冈山“北大门”之称的黄洋界首
当其冲，其时留守井冈山的只有31团的两个
连和32团，形势非常严峻。

朱云卿团长和何挺颖政委作出安排：命令
31 团 1 营的 1、3 连守卫黄洋界；2 连留在永新
敌后滋扰敌人。同时，朱云卿和何挺颖因地制
宜，排兵布阵，构筑了竹钉阵、竹篱阵、滚木擂
石阵、壕沟阵和射击掩体等五道工事。

8 月 30 日，从上午到下午，红军打退了敌
军 4 个团的十几次冲锋，自己的弹药越来越
少。朱云卿命令将龙源口战斗时缴获的迫击炮
抬上来，向敌人轰击。炮弹打中了敌人的临时
指挥所，敌团长陈纪良受重伤。红军杀敌冲锋
号吹响起来，军民齐声喊叫“冲啊！”“杀！”，朱
云卿率部奋起追击。敌军以为红四军主力回到
了井冈山，连忙撤退。

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粉碎了湘赣两省
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会
剿”，保卫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活捉张辉瓒
1930 年 8 月下旬，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

在湖南浏阳会师，成立红第一方面军，毛泽
东任总政委，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
司令，朱云卿任参谋长。

1930 年底，蒋介石调集了 11 个师加上 2
个旅共 10 万人马，发动第一次反革命“围

剿”。毛泽东命令红军于12月29日转移到君埠
至龙冈一带隐蔽。当天黄昏得到情报，来自东固
的张辉瓒率领国民党师部和两个旅已到龙冈。
当时红军没有军用地图，朱云卿马上到实地勘
察，制成战略图，供总部研究，下达命令。

30 日拂晓，战斗打响了，敌先头部队
登 上 黄 竹 岭 附 近 山 头 ， 遭 到 红 军 迎 头 痛
击。18 时许，朱云卿指挥红 3 军团和红 4 军
从龙冈北面高山上压下来，势不可挡，敌
军全线崩溃。一夜激战，张辉瓒被活捉，
师部和两个旅被全歼。

朱德总司令后来回忆道：“在打破 1930
年12月30日一次围剿时，他 （朱云卿） 的计
划、布置都很好。活捉张辉瓒，他是有功的
一个。”

井冈山扬名
1931 年 3 月，蒋介石对我军发动了第二

次反革命“围剿”。朱云卿主持起草了《关于
争取第二次战争胜利的意义及地方武装的任
务的通令》，其中提出的战术原则在第二次以
至其后几次反“围剿”中都发挥了重大作
用。在紧张的工作中，朱云卿积劳成疾。5
月15日，在红军发动总反攻的前夕，中央将
朱云卿送到东固后方医院治疗。21日，他不
幸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24岁。

1937年，朱德总司令亲自为朱云卿写了
传略，作出高度评价。1983 年，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将朱云卿列入 193 名对中国革命作
出杰出贡献的军事人物之一，载入 《中国大
百科全书·军事》卷。 （姜文浩编）

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

井 冈 山 上 勇 杀 敌

上海侨联举办侨界盛会
10月18日，上海市黄浦区侨联主办的侨界盛会“我

爱这土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主题活
动。主题活动由“栉风沐雨还人间”“赤子同奏强国曲”

“同创梦想新时代”三大篇章构成。活动选取许多发生在
黄浦、发生在“侨”身边的故事，重温“侨”与新中国同风
雨、共荣光的历程。

上海市侨联副主席兼秘书长陶勇说，希望黄浦侨
界人士抓住历史机遇，乘势而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做出新的贡献。 （据中国侨网）

南侨机工雕塑海南开展
10 月 18 日，“纪念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 80 周年

图片、雕塑展”第二站在海南省海口市骑楼老街开
幕，为期15天。展出的历史图片和雕塑作品展示了南
侨机工修建滇缅公路、运输抗战物资、抢修运输车辆
的艰辛历程及感人事迹。

1939年，受爱国侨领陈嘉庚感召，3200多名南侨
机工回到中国，共有 1800余人在抗战中献出生命。在
南侨机工中，海南籍南侨机工达800多人，占总人数的
1/4。 （据中国侨网）

湖南侨联慰问老归侨
10月17日下午，湖南省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孙

民生先后上门走访慰问了湖南省政府参事室老归侨何
陆古和抗战老兵老归侨翁明今老人。

孙民生表示，老归侨们为祖国的社会发展和经
济建设奉献了青春、贡献了力量。70 年来的沧桑巨
变，饱含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党和人民永远不会
忘记这个群体。希望老人们保重身体，安享幸福晚
年生活。 （据中国侨网）

龙岩培训基层侨联干部

近日，由中国侨联主办，福建省侨联、龙岩市侨联

承办的基层侨联干部培训班在福建省龙岩市举行。培
训班为期3天。

福建省侨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学员们要有“长
江后浪推前浪”的危机意识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的昂扬斗志，好好珍惜学习机会，进一步拓宽视野，
拓展思路，提高政治素质和增强业务能力，与新时代
同行，在新征程建功，为推进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作
出新贡献。 （据中国侨网）

风韵南粤秋令营开营

10 月 20 日，由中国侨联主办、广东省江门市侨联

承办的2019中国寻根之旅·风韵南粤秋令营在五邑大学
文化交流中心举行了第一期法国团开营仪式。

市侨联相关负责人在开营仪式上表示，希望营员们能
够主动学习汉语，认真体验中华文化，领略侨乡风光，感
受江门人民的热情好客，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做中华文化的自觉弘扬者、中外交流的积极促进者和

“一带一路”的热情支持者，努力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
献青春力量。

（据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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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潭浅游的田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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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侨乡

插满国旗的街道

10月20日，第七届“首尔·中国日”开幕，由韩国首尔市与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共同
主办。本次活动旨在展示中国多民族文化特色，推介中国文旅资源。活动吸引众多韩
国民众及华侨华人前来观赏，创下历届活动规模和参与机构数量之最。

图1：“中国非遗文化展示区”，山东的非遗传承人展示潍坊风筝技艺。
图2：现场演出。 中新社记者 曾 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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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中国日”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