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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改革开放已满 40 周年。回头望去，沧海桑
田。在这激荡的四十年里，闽清作为福建的一个小小山区
县，许多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特别是房地产
行业，从闽清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项目华侨城开发
之后，迅速崛起、繁荣，到如今闽清座座楼盘拔地而起，遍地
林立，不能不说是闽清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社会迅速发
展的一个缩影。

4月11日下午，本报记者与闽清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黎义晖一起，采访了闽清县原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姚文
彬，听其讲述了闽清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房地产行业的发展
历程和感悟：注重招商引资开发房地产项目的前瞻性，以房
地产带动闽清居住品质提升的引领性，以及闽清房地产在
继续发展中融入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姚文彬的工作经历相当丰富，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曾在
原福建省军区独立团当过兵，退伍后在闽清二瓷当过工
人。1979年开始从政，历任坂东派出所副指导员、指导员、
所长，白樟乡副乡长，省璜乡人大主席、党委书记，坂东镇党
委书记。2002年调到县委统战部任常务副部长，2003年升
任县政协副主席兼统战部部长，2013年10月退休。2016年
7月起担任闽清县企联会会长至今。

改革开放以前，谈及闽清，人们都觉得这是一块被交通
限制了发展的地方。我七十年代时在福州当兵，当时闽江
梅埔大桥还没有修建，去福州要乘坐“南平班”或“峨洋班”
轮船（俗称“汽仔”），需要花上一天的时间才能到达福州台
江码头。后来随着公路、铁路的发展，闽清的交通有了极大
的改善。路通了，就要思索怎么改善城区面貌，怎么提升县
城形象，怎么改变人们的居住品质，这是闽清在经济社会发
展中非常关键的问题。

闽清是福建省重点侨乡，闽清人在南洋很“牛”。
上世纪初，六都人黄乃裳带领以闽清人为重点的福州
十邑乡人漂洋过海，成功开辟诗巫“新福州”，使闽清及
整个福州地区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侨乡之一。目前，仅
马来西亚闽清籍海外乡亲就有20几万人，整个诗巫市
以讲闽清“六都话”为主。改革开放后，从中央到省市
都强调要打好“侨牌”，要充分发挥华侨优势进行招商
引资。闽清县委县政府也非常重视，千方百计发挥侨
乡优势，引侨资、聚侨力、汇侨智，助力闽清发展。我那
时是政协副主席兼统战部长，自然是重任在肩。

我记得大概是1995年开始，县委县政府为了招商
引资，成立了经济顾问组，选择一些有经济实力的企业
家，每年聘请几位作为招商引资顾问，鼓励海外乡亲回
乡投资项目。2004年，美国高景集团公司董事长黄先
生（美籍坂东人）就是在我们大力推介、主动对接下，回
乡置业的房地产大亨。当时黄先生从美国回到闽清，
看到闽清县城又小又脏又乱，很是感慨。其时，黄先生
在福州已开发有房地产项目，在福州海关旁建的“新侨
联”房产项目算是当时福州的地标式建筑，非常有名。
时任县委书记陈大强率县招商引资领导小组成员去

“新侨联”参观后，被其新式设计惊艳到了，当时就想如
果闽清引进这种设计，将大大改善县城面貌及百姓的
居住环境。当时招商，可以说我们用的是“千山万水、

千言万语、千杯万盏”的精神与努力，最后以浓浓的乡情、亲
情、热情终于把黄先生打动，最终促成黄先生开发建设华侨
城项目，成为了闽清房地产开发的一个历史性转折。

闽清的房地产发展起步较晚，21世纪初房地产开发环
境并不乐观，闽清县城面貌在福州五区八县里是非常落后
的，整个县城就一条解放大街，而解放大街中段南侧（原新、
旧百货公司地段）更是破败不堪，最高的建筑只有一座世纪
大厦。闽清人热衷于自己建房，喜欢独门独栋的思想根深
蒂固，那时县内所谓的楼盘，实际只是粗放式的“火柴盒式”
的简易商品房，所以在闽清进行房地产开发可以说是举步
维艰。

2004年9月，县委县政府召开解放大街中段南侧拆迁
改造部署会，要求各有关乡镇和部门务必高度重视积极参
与，全力配合，共同促进拆迁改造顺利开展。当时这个区域
拆迁涉及 15 个单位，3 栋私房，6 套集资房，沿街长度 285
米，总拆迁房屋建筑面积21301.5平方米，拆迁难度可想可
知异常艰巨。

在拆迁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与阻碍，其中一大
难题就是如何做通老百姓的思想工作。闽清人最早买房看
的是所在地段热闹不热闹、便宜不便宜、方便不方便，对日
照、朝向、采光、通风、户型等因素考虑不多、意识不强，更不
用说什么学区房、电梯房等现在人买房非常看重的要素
了。做老百姓的工作没有捷径，只要用心去做去想，天下没
有不可能的事，关键看你能否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我记得
当时聂家祖厝、沿街商铺起初都很不愿意拆，抵触情绪很
大。在县、镇、村三级干部无数次的走访、沟通、解释、动员
下，最终做通了他们的思想，得到了他们的理解、支持与配
合。有几户没有征用的还主动找开发商商量，表示只要安

置合理，也愿意支持开发。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很多人除了
当时分的几套房，还用安置款在福州、厦门等地买了房，随
着房价年年飙升，如今都是赚的盆满钵满。

克服了重重压力阻力，我们终于啃下了“签订拆迁协
议”这块硬骨头。2005年4月，解放大街中段南侧正式进入
拆除阶段，5月，闽清华侨城项目举行了奠基仪式。之所以
称为“华侨城”，无不得益于闽清是华侨之乡，黄先生又是作
为归国华侨来投资这个项目，取名“华侨城”再合适不过了。

黄先生在房地产行业中可以说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也是闽清城区拆迁改造项目中“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当
时没有人敢接手的项目，黄先生却不畏流言蜚语和艰难境
地，敢吃这“第一口螃蟹”，除了具有超前的眼光，他还有干
大事的魄力，这是我们闽清人应该从这类华侨身上学习的
地方。

华侨城建成以后，售价最高1888元/平米，最便宜也要

1588元/平米，这在当时已经算是高价了，当时的园丁花园、
金茂花园才卖到每平米800多元，贵了一倍的价钱，却赢得
了人们的青睐，因为它打破了闽清原有“火柴盒式”的户型，
第一次让闽清人感受到了什么叫欧式风格，什么叫一梯两
户，什么叫公寓式的楼房，虽然贵，却贵的值，大大提升了闽
清人对居住理念、居住品质的定位。

由此，华侨城成为了闽清地标式建筑，代表了闽清县城
的形象。当时的闽清邮政公司制作了一种明信片，把华侨
城全景作为封面，背面点缀梅城梅花，这样的明信片被寄往
全国各地和海外乡亲，这种宣传在当时是非常给力、非常有
鼓舞性的，很多海外乡亲看到闽清还有这样一个华侨城，他
们感到很高兴，这也是一种无形的吸引力，吸引着他们回家
乡探望、投资。华侨城在引侨资、聚侨力、汇侨智方面，发挥
了其不容小觑的作用。所以，本届县委县政府提出要充分
发挥本土闽清、国内闽清、海外闽清“三个闽清”的优势作
用，我是非常认同的，只有紧紧集聚“三种闽清人”的力量，
拧成一股绳，闽清才会发展得更快、更好。

华侨城之后，闽清的房地产迅速繁荣起来，以黄先生为
代表的一批房地产企业家竞相在闽清投资开发。而黄先生
对闽清的贡献远不止一个华侨城，他还作为股东之一投资
了坂东华侨城，开发了坂东商贸街，把永辉超市引入坂东，
让坂东成为一个真正的商贸旺镇。“小小闽清县，大大六都
洋”说的就是坂东的繁荣。就闽清县城来说，如今房地产项
目也呈现出遍地开花的态势，阳光城、学林天下、恒晟晶都、
恒翔冠城、恒昌财富、荣域学府、万旭御园、荣域外滩、御景
豪庭、锦江一号、博士后、理想湾、蓝波湾、城镇官邸、城镇公
馆、融尚公馆、晨光新明珠等一大批房地产项目如雨后春
笋，拔地而起，拥有一梯两户、复式楼、连排别墅、休闲漫道、
园林景观、步行街、儿童娱乐场、健身路径、电梯直达地下车
库的楼盘早已变为寻常，市容市貌变化翻天覆地、今非昔
比，人居环境不断改善，城市品位不断提升，闽清形象也越
来越高大、越来越靓丽，闽清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也越来
越饱满。

改革开放还在继续，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闽清的房
地产在经历了一轮又一轮开疆拓土之后，闽清人已从单一
的对物质文明的向往发展延伸为多元的对精神文化的追
求。闽清要想取得长远的发展，不管是房地产开发还是公
园等公共场所的社会民生建设，我认为都应该融入更多的
文化因素，特别是闽清传统文化、特色文化，像闽清的民俗
文化、礼乐文化、陶瓷文化、祠堂文化、鼠船米船文化等都应
该被铭记、被传承，它们应该成为助力闽清房地产发展的重
要因素，以传统的精神内核和新时代的姿态，发展成为闽清
这座小城的重要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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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姚文彬 整理◎ 吴俊青 黎义晖

许建平，女，籍贯福州市晋安区，1953年1月出生于闽
清。1969年9月参加工作，历任下祝公社妇联干事、梅溪公
社妇联会副主任兼管委会秘书、县妇联干事、县委办秘书、
县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县信访局局长、白中乡乡长、白中
镇党委书记。1998年9月起任闽清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
委常委、宣传部长，县人民政府调研员，县政协党组书记、主
席。2012年1月任县政协正处级干部，2013年6月退休。退
休后任县老体协协会会长。

4月8日，本报记者与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黎义晖、原
主任吴必銮一起采访了原县政协主席许建平，听其讲述了
闽清改革开放40年来，自己曾经主政过的白中镇两个小山
村的巨大变化。她深深感叹：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如今已换
了人间！

1992年初我到白中乡任乡长，1993年县乡换届后，我
任白中镇党委书记一直到1998年底换届，在白中镇干了两
届前后7年。那时30多岁，是人生最美好最青春的时期。
应该说，我对白中的感情是很深的，包括我的儿子小学、初
中在白中读过，对白中都有情结。

今年春节，儿子一家从厦门回闽清过年，我特意带着儿
子、儿媳妇、孙子一家到白中镇走了一趟，参观了攸太和霞
溪两个村。30多年后故地重游，看完后我和儿子都感慨万
千，真的是变化太大了，可以说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一点都
不过分。

攸太村刚刚完成美丽乡村建设，村里投资几百万新建
了“红色领航”党建主题公园，公园里有音乐喷泉、流水假
山、亭台廊阁，还有健身步道、绿树花草和健身舞台等非常
漂亮，慕名前往参观游玩的人很多。特别是晚上跳广场舞
的人非常多，非常热闹，周边几个村的大妈都会开车或骑车

赶来跳舞。
回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县经济不景气，基础设施

非常落后，工业产能低下，环境污染严重。当时白中是工业
重镇，以有多少条烟囱论英雄，全镇大大小小的陶瓷厂有几
十家，烟囱林立，足以让白中人引以为豪。那时攸太村是白
中工业最集中的地方，生产152×152mm瓷砖，陶瓷厂都是
烧煤，环境污染非常严重，土路被运输车碾得路面变形，晴
天土粉和煤灰满天飞扬，可谓“黑尘滚滚”，雨天到处坑坑洼
洼，泥泞不堪。从工厂里下班回来的工人满头满脸都是粉
尘，像个“白毛女”，只剩下两只眼睛看得见。运煤的司机像
个非洲人，黑不溜秋的。路边菜畦里种的菜，菜叶都落满了
又黑又厚的粉尘，白菜是黑的，花菜也是黑的，田里的稻谷
也是黑的，周边栽的柑桔都不敢吃。后来，县委县政府下决
心大力整治环境污染，工业转型升级，原先烧煤的小瓷砖厂
慢慢关停并转，引进节能型、无污染、高效益的企业，重点发
展烧天然气的大瓷砖厂，现在大烟囱不见了，环境慢慢变好
了，又可以看见蓝天白云了。

而霞溪村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生活条件很差，村
里很多30多岁的青年还娶不到老婆。特别是有一件事，我
至今印象还非常深。大约是1993年，当时白中镇正大举招
商引资，但是基础设施非常薄弱。当时马来西亚有很多爱
国华侨回乡捐资办学。霞溪村有一个华侨叫俞贤举，非常
热爱家乡，准备回乡捐资办学。在马来西亚时，他就听回国
的华侨说家乡生活条件很差，尤其害怕蹲茅坑。回来时，他
跟族亲说要捐1.6万马币（当时折合4.8万人民币）给家乡新
建一所学校，别的要求都没提，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住的
地方要有一个卫生间。在今天看来，这当然不算什么要求，
但在当时却难倒了村里的干部。村干部很着急，就跑到镇
政府向我汇报此事，我就让他们回到村里先了解有没有这
样的房间，结果全村没有找到一个带有卫生间的房间。后
来，我专门召开镇两委会进行讨论研究，最终决定在霞溪村
部改造一个带有室内卫生间的临时招待所，这事才算妥善
解决了。

转眼20多年过去了，如今农村茅坑旱厕基本消灭，室
内“卫生间”或“洗手间”走进了千家万户，在房间里上厕所
已不再是不可思议的事了。看看现在的霞溪村，随着新修
县道直通村口，昔日偏僻落后的小山村变成了交通便利的
美丽乡村，家家户户几乎都盖起了楼房，早已不见当年随处
可见“一个茅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四边，蚊蝇横飞、臭气
熏天……”的落后景象了。村前原来的一条小溪修砌了驳

岸，筑起了拦水坝，搭起了大水车；清澈的溪水里，水鸭和小
鱼在欢快地游着；溪边建了党建长廊，老人在廊亭里悠闲地
聊天，小孩们尽情地嬉笑玩耍；村部旁建了道德墙、篮球场、
舞场，从村口一路进去，绿化美化特别好，每逢周末和节假
日，都会吸引很多游客前往踏青、游玩。听说去年评为全市
清风廉政基地，还被评为全省乡村旅游特色村。小山村变
成旅游村，这在20多年前，霞溪人是做梦也没想到啊！那
次我孙子回到厦门，别人问他，厦门漂亮还是闽清漂亮？我
孙子认真地说，厦门漂亮，但是闽清也很漂亮啊！

的确，改革开放40年，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闽清的变化也非常巨大，特别是这十多年来，我们城乡
面貌大变样，县城高楼大厦遍地林立，街道白改黑，沿街建
筑立面统一改造，溪滨栈道风景如画，公园广场随处可见健
身人群。农村开展了“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建设，乡村水

泥路四通八达，水泥路都修到了田间地头，安装了路灯，建
起了休闲公园，用上了自来水，垃圾统一清运管理，越来越
多的人买了小车，过去的轻骑现在都很少人骑了……一句
话，农村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实实在在提高了，农村的环境也
确确实实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宜居。假如说今天俞贤举
老华侨还健在，再回到他的家乡霞溪村，再也不会遇到上厕
所的尴尬问题了，一定会被现在美丽幸福的新霞溪所惊倒。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休止符。去年，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未
来的中国新农村勾画出一幅壮美的蓝图。我相信，在本届
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再经过几年的努力奋斗，我们的
农村一定会更美，农业会更强，农民会更富，闽清的明天一
定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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