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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男，1957 年 5 月出生，闽清坂东溪西
人。1977年参加工作，先后在县供销社、县财政
局任职；1990年起历任梅溪乡副乡长，白中镇镇
长、党委书记，县审计局党支部书记；2007年1月
起任县政协副主席直至2017年7月退休（期间，
2010年3月至2016年12月抽调白金工业园区担
任副总指挥兼办公室主任）。退休后任县诚信促
进会会长。

白金工业园区是我县实施“大园区”战略的
重中之重项目。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强力推
进下，已成为县域经济新的增长极，逐步显现良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4月27日，本报记者
和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黎义晖一起采访了白金
工业园区建设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县政协原副主
席张文，听其讲述了他在担任白金工业园区副总
指挥兼办公室主任期间，园区从筹备、规划、建
设、招商到现在的发展崛起过程。

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是闽清一瓷、二瓷、电瓷
厂、造纸厂等国营企业鼎盛时期，闽清工业发达，
工业基础雄厚，是莆田地区有名的工业强县。后
来由于产品的创新力不足、竞争力不够等因素，
一瓷、二瓷逐渐走向衰败。21世纪初，闽清县内
许多低产能、高污染的工业企业也面临着被淘
汰、被转型的窘境，严重影响了我县整体经济发
展。

2006 年县乡换届后，县委县政府深感闽清
的发展受到立地条件的严重制约，发展遇到瓶颈
问题。当时，县委常委会经常讨论研究如何突破
闽清发展瓶颈问题，多位县领导多次在常委会上
极力建议要建一个大工业园区，认为闽清没有一
个大工业园区平台，招商很难，也无法强有力地
推动经济发展。如果政府单靠卖地，卖一块少一
块，没有实体经济，县财政也难以做到可持续发
展。于是，筹建白金工业园区问题摆在了县委县
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

2009年5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支持福建

省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意见》。这个文件
的出台，给了福建省大政策背景，也赐予我们闽
清发展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作为福州市的一分
子，闽清已经比兄弟县市区落后了，要想融入海
西建设，要想弯道超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就不能
失去这个发展的大好机会。县委县政府经过审
时度势、深思熟虑，把 2010 年定为“工业发展
年”，举全县之力发展工业，并在桔林乡召开了一
场务虚会，共同探讨了建立白金工业园区的可行
性，同时指定由工业园区建设管理经验丰富的县
委副书记肖华负责筹建白金工业园区。

肖华受命后，干劲十足，马上带队到白樟、白
中、金沙一带现场考察。当时白金工业区那些地
块只是芦苇滩，杂草丛生。肖华卷起裤腿，深一
脚浅一脚地踩进烂泥地实地勘测。经过详细考
察论证，他在县委常委会上提出闽清建设白金工
业园区的条件成熟：一是面积上，初步估算大小
地块约有六七千亩，已具备开发的条件；二是地
缘上，闽清离福州只有30多分钟车程，福州有大
量的产业要转移，腾笼换鸟，闽清可以承接一部
分产业，招商有条件（有米下锅）；三是县情上，闽
清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人员储备和历史积淀上都
有优势。

为了筹建白金工业园区，肖华带领考察组跑
了福州高新区、金山工业区好几趟，还赴沙县金
沙工业区、尤溪洋中工业区、尤溪县城工业区以
及周宁县、柘荣县等很多地方考察学习。经过一
段时间充分的前期准备，2010年3月底，终于成
立了白金工业园区指挥部，4月1日在白中镇正
式挂牌。肖华担任园区总指挥，我担任副总指挥
兼办公室主任。园区指挥部成立后，马上安排编
制规划，开展征地拆迁等工作。

园区最先规划的范围是“两白一金”，即白
樟、白中和金沙三个乡镇的部分工业区域，所以
取名为“白金工业园区”。后来，白樟的白洋工业
区、坂东的朱厝工业区也划入白金工业园区，
2014 年池园的宝新工业园、已建成的黄石工业
区也相继划入白金工业区。现在的白金工业园
区规划总面积涉及5个乡镇是1013公顷，其中可
利用工业用地约6000多亩，近5平方公里。

闽清是山区县，一马平川的地块没有。在规
划时，我们根据地域特点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
是“组团式”规划，如池园镇以电瓷为主，坂东镇
主打箱包、白中镇主要做机械设备等；二是“串珠
式”规划，利用125县道和202省道这两大交通动
脉，把几个零散分布的工业集中区像珍珠一样串

连起来。
园区建设过程中，最难的是征地拆迁。我在

白金工业园整整干了7年，征地拆迁真的让我尝
遍了辛酸。征地拆迁最早从白中开始，为使园区
征地拆迁推进更顺利，当时县委要求白中籍的副
科级以上干部全部回到白中，与镇两委、村干部
联合编成拆迁工作组，“5+2”“白+黑”，天天下
村征迁，连续干了一个多月。其实百姓的想法很
简单，就是想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征地补偿
是有政策规定和统一补偿标准的。大部分征迁
户经过工作人员的宣传、动员后都非常支持园区
的建设，很快就签订了补偿协议。但也有一小部
分群众心里有想法，为了能获更多补偿款，使出
各种手段来刁难、抗拒征拆迁工作，对工作人员
扔砖头的、抛汽油瓶的、爬楼顶扬言跳楼的、砸坏
勾机的、让老人趴在勾机上阻工的……各种把
戏，五花八门，可谓使尽了浑身解数。最危险的
是2011年在池埔村的一次拆迁中，拆迁户竟然
叫七八十个老人赖在房屋里抗拒拆迁，在楼顶用
粪便泼工作人员，用砖头扔干部，还推倒楼顶栏
杆，差点砸中楼下的工作人员，想想真是可怕。
后来，政府被迫采取了强硬措施，依法拘留十几
人，才平息了这场恶性拒迁事件。时任副县长、
园区常务副总指挥林志斌曾说过经典的一句话：

“从池埔到池园的这条路，每一步都有一个故
事。”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攻坚，工作组完成了园
区百分八十的拆迁任务。

征拆迁基本结束后，园区工作重心马上转入
招商引项目。闽清山地多平原少，这是制约工业
园区发展的致命短板。没有大的地块，引不进大
的项目。地不平，造成土地开发成本大，三通一
平，加上地面物赔偿、土地报批完后每亩要16万
多。虽然招商条件不够优越，但在招商问题上，
县里的原则是宁缺毋滥，不是什么商都招，要“双
向选择”，就是在投资商选我们的同时，我们也要
选择环保节能的、税性高的、投资强度大的企
业。为了促进招商引资，当时县政府出台了工业
园区招商奖励办法，用奖励性的政策来吸引外商
投资。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在历任
县委县政府班子的领导和园区指挥部的不懈努
力、县直各部门的密切配合、社会各界人士的积
极推动下，几年时间，县政府投入6亿多元进行
园区的开发建设，园区配套设施逐步完善，入驻
企业逐年增加，人气渐旺，逐渐显现出良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目前园区共入驻企业 86

家，其中有礼恩电缆、民天食品、浩通管业等一批
优质企业，已投产企业 46 家，2017 年实现产值
66.2 亿元，税收达到 7543 万元。虽然园区内还
有很多闲置的土地，但那都是一笔笔宝贵的财
富，是我们招商引资的本钱。而随着园区的开发
建设，社会效益也开始凸显。其中，百姓受益最
大的就是新开辟一条12米宽的125县道横贯园
区，从白中池埔起，途经梅坂、攸太、霞溪、池园福
斗到池园镇区，再到上莲。过去，池园上莲一带
的县人大代表一直呼吁125县道白中至池园段
要进行路面拓宽、改弯降坡，他们做梦都没想到
园区的建设会直接给他们修一条新路，这更是沿
线百姓想所未想的。如今此路一通，造福了池园
上莲这一带的百姓，群众出行大大方便快捷了，
沿线的村庄和企业也受益巨大。梅坂、攸太、霞
溪、福斗等村庄昔日都是有名的边远落后村，新
路修后，交通非常便利，都进行了美丽乡村、幸福
家园建设，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听说霞
溪村去年还评为全省乡村旅游特色村，这在过去
谁能想的到啊！

老百姓是感性的，是注重现实的。如果老百
姓早点能看到工业园区建设带来的变化，或许当
年的征地拆迁就不会那么艰辛了。比如说，白中
梅坂的何某当初是一个非常难啃的钉子户，因嫌
补偿少也曾用过极端手段抗拒征拆迁。但后来
工作组再到何某家走访时，态度是 360 度大转
弯，变得非常客气，又是端茶又是递烟，并连声说
政府政策好，不要计较她过去的无理难缠。每次
碰到我，心中都充满了感激，她总说要是没有园
区建设，没有征地拆迁，没有工作组的动员，她的
儿子至今还不知道能不能娶到媳妇，她们也不可
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何某原先的土房子破破
烂烂，环境极差，现在分到了三套住房，除了自己
住，还有空闲房子用来出租，家人也到园区企业
上班，经济收入增加，生活一年比一年好过，整天
乐呵呵的，真有一种“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样子。

应当说，征迁户的安置房建设也是值得一提
的。当时安置房之一的梅坂小区以统规统建形
式，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时任福州市市长
杨益民包挂闽清、联系梅坂村，经常到梅坂村调
研，参观了新建成的安置区后很满意，充分肯定
了小区建设成果。今年3月份，省委常委、市委
书记王宁到攸太、梅坂、田中、黄石等几个村调研
指导，看到安置区的建设和村庄发生的巨大变
化，他非常满意，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转眼间，七个年头过去了。白金工业园区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荒芜之地到厂房林立，如今
已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更喜
人的是从路开通后沿线乡镇、企业、百姓受益巨
大，昔日山旮旯村庄瞬间华丽蝶变，群众出行更
加便捷，百姓生活质量稳步提升，……现在回想
起来，当年所有的苦和累、酸与甜、笑和泪都是值
得的。应当说，当初县委县政府建设白金工业园
区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但欣慰之余也有遗憾，
以前闽清的工业发展错失了几次良机，当外县大
发展工业园区时，我们工业区只是零敲碎打；当
我们园区建起来想申报省级工业园区时，政策却
关门了。目前，由于种种原因，白金工业园区申
报省级经济开发区还未通过。现在县里成立了
白金工业园区管委会（属市级工业园区），仍在积
极争取申报省级经济开发区。所以说，抓住机
遇，对于一个地区发展来说是极其重要、极其关
键的，错过一个机遇，就等于错过一个时代。

当然，也有些人对工业园区的建设有些微
词，这都是正常的，我们理解。他们说招商大商
没看到，土地却闲置在那里，但这要一分为二、客
观全面地看待问题。应该承认，目前园区招大
商、招好商的数量确实不多，招商上我们遇到一
定的困难瓶颈，这与闽清的立地条件、整个经济
下行、投资环境有一定关系。其次，工业园区的
整个配套设施还不够完善，吸引力不够，也影响
了招商的成效。但这些征下来的地就是全县的
财富，现在外县周边的工业用地越来越少了，以
后这些都是“香饽饽”。另外，他们没看到社会效
益，园区投了几个亿，单单路就修了一两亿，路通
了，沿线的乡镇、企业、百姓受益是非常巨大的。

创业艰难百战多，园区建设路漫漫。我在白
金工业园区工作七年多，倾注了心力，也倾注了
感情。退休后，我心里依然牵挂着园区。今年初
我在县“两会”上看到了县政府工作报告：2018
年我县继续深入实施“大园区”战略，持续推进

“三大园区平台”建设，工业园区实现产值68亿
元以上。其中白金工业园区突出抓好经济增长
点，重点新推出1098亩工业用地对外招商，加快
博尔达机电、液晶电视等16个项目建设，动建金
泉机械、中福水表等15个项目，推动普洛机械、
民天食品等9个项目建成投产。进一步完善园
区基础设施和服务配套，力争获批省级经济开发
区……当我听到陈忠霖县长作这个报告时，我很
高兴，很欣慰，也很期待。我想，县委县政府的思
路和方向是正确的，闽清今后要思考的就是如何
进一步完善园区配套设施，如何进一步提升招商
软环境、提升各种服务。我认为，关于基础设施
和配套服务，白金工业园可以依托白中镇，对镇
区进行升级改造、颜值提升，然后完善服务设施，
解决园区教育、医疗、购物、娱乐等问题，这样既
能够提升原有镇区的配套服务品质，也能辐射到
工业园区，这才是双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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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张 文 整理◎ 王广兰 黎义晖

闽清是福建著名的侨乡。从清末民国以
来，在先贤黄乃裳的带领下，大批闽清人下“南
洋”垦荒，在马来西亚成功开辟了一个诗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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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马来西亚就有华人华侨
600多万，其中闽清籍华侨约20多万人，语言以
闽清六都话为主，口音纯正，词汇丰富，令人惊
叹。

4月23日上午，本报记者与县委党史研究室
主任黎义晖一起采访了长期从事侨务工作老干
部、县政协原副主席兼统战部长许政钊。从他
的娓娓道来之中，深深体会到我县改革开放40
年的历史，既是侨乡崛起与振兴的建设史，也是
一部充满艰难曲折的侨务工作发展史。

许政钊，男，1934 年出生，闽清坂东文定
人。1951年参加工作，先后在坂东五区、县委组
织部、省委组织部任职。1961-1982年历任塔庄
镇任党委书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宣传部
长。1983 年起任县委统战部长，1987 年任县政
协副主席兼统战部长直至1996年退休。

改革开放后 20 多年，我都在从事统战工
作。1978 年我任县委宣传部长，当时统战还未
列入党委重要工作，没有独立机构，工作合并在
宣传部内。那时交通、通讯等都不发达，会议精
神传达没有现在这么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后，到了年底我才去省委开会听取会议精
神。那次会议听后，感觉这精神很新鲜，第一次
听说“搞活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视侨
务工作”等新鲜词语。

1983机构改革之后，我转任统战部长，后任
县政协副主席兼统战部长，一直到1996年退休，
这其间我都参与侨务工作。我县作为全省著名
的侨乡之一，在外华侨仅马来西亚诗巫就有20
多万人，与县内人口差不多，现在澳大利亚、新
加坡、日本、美国等世界各地华侨都有闽清人。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封闭时代，因为政治原
因，南洋不准华侨回国，也不准中国人去南洋，
国内与华侨没有交流的机会。那个年代，“海外
关系”由于阶级斗争、政治因素显得较敏感。华
侨、侨生招干、招工等关系都被限制，没有充分
发挥侨生、华侨的力量，侨生都无法得到重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开始重视
侨务工作。闽清二都人侨生黄广坦得到提拔，
被任命为省侨联主席，他非常关心支持闽清的
侨联工作，要求闽清发挥侨乡优势，促进闽清经
济建设，并拨款10万元帮助闽清建了一座“华侨
旅行社”。因工作关系，那时我与黄广坦联系密
切，他经常教导我，侨务部门要按照党的“一视
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原则进
行工作，要贯彻保护侨汇政策，妥善接待安置归
侨、难侨，引导华侨回国投资，重视关心华侨侨
生教育事业，做好申请出入境和华侨观光、探亲
的接待工作等。在他的关心重视与支持指导
下，我县也开始重视侨务工作，并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侨务工作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首先是恢复侨务机构用侨生。侨联、侨办、
台办、工商联等机构先后恢复成立起来，选拔工
作人员也照顾侨生或有侨背景关系的。比如，
我县的陈孔忠是侨生，原来是县新华书店的一
般干部，组织部门根据上级精神，提拔他为侨联
主席。他凭借侨背景和海外关系熟的优势，调
配了许多优秀侨生到县各部门工作，充分发挥
了侨生人才作用。

其次是落实政策护侨益。“文革”期间，华
侨、侨生受到打压，使用也受到限制。像刘家
波，1953年回国，原先被嫌疑海外有政治关系，
文革时受到处理，三中全会政策调整后得到了
平反落实。还有，许家钦，其胞兄家栋、家开是
南洋四大财团之一，他们的家族在海外很有影
响力，改革开放后，落实了华侨政策，安排到县
侨联任副主席。过去，特别是解放初期，评为华
侨地主的财产一律没收。为落实华侨政策，县
政府出钱向贫下中农赎回财产还给华侨。我记
得当时县政府花了70多万元为50多户华侨赎回
财产，华侨十分感动。像黄传宽在马来西亚也
是一个有实力的财团，他曾经因为华侨财产全
部没收心中有气，发誓永不回国，并“忠告”身边
的华侨：“不要回去！”后来得知老家的华侨财产
赎回物归原主后，很感动，他亲自与家人回来感
谢政府，同时还鼓励其他华侨回国探亲，帮助我
们协调处理各种侨务问题，争取侨心。八十年
代台湾亲属探亲会亲，双方必须在香港会面，审
查很严格，我们统战部门就积极帮助台属协调
好各方关系，让他们顺利地在香港会面。

三是加强联络争侨心。在对外联络方面，
那时主要是“派出去”与“请进来”两种方式。最
早派出去是1990年夏季，马来西亚诗巫乡亲发
起成立世界十邑同乡会，邀请福州十邑各县2名
官员到新加坡参加成立大会。当时筹委会主席
是闽清人张晓卿，他说闽清是重要侨乡，要多

请，请了闽清8个人。但后来新加坡政府只批了
5个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时的中国，经济不
发达，综合国力不强，在国际政治上没有地位，
处处被限制。我们当初去新加坡要由深圳转香
港乘飞机，那时香港还没回归，审查严格，出行
很难，单单从深圳到香港就花了一天时间。1991
年马来西亚探亲政策开始放宽，允许国人去探
亲，但还必须有人担保，每人要交1000马币担保
金，手续还是烦琐，要在香港签证、乘飞机。那
一年，我带了21人去马来西亚探亲。到了诗巫
机场，很多华侨来迎接，有的是社团，有的是亲
戚，也有的是围观看热闹。由于是第一次来，双
方都感到很好奇新鲜，许多当地人看热闹说：

“咿！他们人怎么也和我们长得一样，也会讲闽
清话？”此后，每年黄乃裳垦场周年纪念活动，世
界十邑同乡会都邀请我们参加。

从八十年代起，我县若有重大活动或与侨
务有关的活动，都邀请在海外有影响力、有威望
的侨胞回来参加。如六都湖头黄乃裳纪念馆是
黄德春在马来西亚募捐钱建的，落成剪彩时，许
家栋组织了20多人华侨回国。三都文定许氏祖
墓重修竣工，邀请旅美华侨许俊珽回乡主祭，之
后许俊珽还在老家建别墅，年年带子孙回来探
亲。1989 年举办坂东影剧院落成典礼，市侨联
副主席刘我辉作为发起人，动员启德行组团50
人参加活动，县主要领导都参加剪彩，当时在海
内外颇有影响力。后来逢到黄乃裳130周年诞
辰等重大节日，都邀请华侨回乡。功夫不负有
心人，慢慢地，双方在请进来、派出去之间，增强
了联络，加深了感情。之后，回国探亲的华侨就
渐渐多了起来，我们下大力争取侨心也开始发
挥作用了。当时回国华侨看到家乡发展还很落
后，乡亲生活还不富裕，纷纷为家乡尽己之力。
最早的是华侨捐了5部车给我县，2辆旅行车、2
部轿车、1部中巴车，当时华侨的这个捐赠举动
轰动了福州全市各县区，他们啧啧称赞：“闽清
了不起，县委领导坐的是进口车！”

改革开放之前，华侨回来探亲的主题是寻
根问祖；改革开放后，华侨回来以旅游为主，但
都是来旅游完就回去了。省侨联主席黄广坦敏
锐地发现了这种情况，指示我们要争取侨心，动
员华侨回闽清走走，争取让华侨为闽清做点贡
献。1987年黄双安首次从印尼回乡到福州。黄
广坦及时告知我县这一信息，我们马上到福州
去迎接他回闽清。黄双安4岁就去了南洋，我们
陪他参观介绍了他的祖厝和坂尾小学后，他很
高兴，脱口就说要为老家捐建六中教学楼和坂
尾小学校舍。后又陪他去参观台山公园，他也
很高兴，又当即表态要赠送几套活动木屋给公

园，并请马来西亚的工人专程到台山公园安
装。那个时候，台山的木屋房成了公园标志性
的建筑，为公园增添了一道靓丽的景色。后来，
张晓卿回国时，我们也去福州接他回闽清，陪他
参观金沙祖厝和他父亲早年读书的学堂“云龙
书院”，他也表态为金沙中学建一栋教学楼，继
之又建了下林小学。八九十年代的闽清，许多
华侨开始由探亲寻根问祖到为家乡办公益事
业，那时几乎各乡镇都有华侨捐资办公益事业，
而坂东、塔庄、三溪、白中、金沙、云龙等乡镇华
侨更集中更多，修祖厝的、修乡路的、建桥梁的、
建校舍的、建凉亭的、建公园的、建老人会的
……华侨捐建公益达到了鼎盛高峰期。九十年
代后，逐步发展为投资办企业。首次是黄双安
投资办二化药厂、刘会干投资创办一瓷陶研所
等。后来有合资，也有独资。如许长华独资姆
禄厂、茶口粉干厂、双峰陶瓷厂，朱祥南创办高
登陶瓷厂，许赞丕出资5000万元人民币合资许
村电站（占股东80%）等。现在的启源大酒店当
初也是启德行与梅城宾馆合资共营的，后来启
德行要求独资，现在仍经营很好，马来西亚华侨
客商多住于此，成为闽清对外联络的重要桥梁
与平台。

岁月如流水，转眼改革开放40年了。改革
开放几十年的成就，是大家难以想象的。前段
时间我到北京看望我弟弟，他原来住在五环，周
边环境基本上像农村一样，但现在已经建设得
非常漂亮，成为北京市区的一部分。再说我们
闽清一个小小的山区县，原来条件很差，人们常
说我们县城是“一根烟走遍全城”。七十年代的
春节，县城基本空城，大家都回乡下过年。八十
年代起，我县提出了“大城关、大工业、大交通”
的战略，经过这些年历届县委县政府的努力，现
在到处高楼林立，交通便捷，工业发达，商业兴
旺，群众生活富裕，现在春节回乡下过年的人少
了，县城街道车水马龙，热闹繁华。去年底，县
里组织我们老干部参观梅溪新城建设新面貌，
很振奋，也很震憾，感觉这几年闽清变化非常
大，我看这个“三大战略”现在已基本实现。2015
年，我又去了一趟马来西亚美里，发现美里发展
不大，与20年前相比没有什么变化。华侨许赞
丕既感叹又无奈的说：“现在南洋与唐山没得比
啰，输了许多了。”如今我也85岁了，能
活到今天，亲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我感到无比幸福。

几十年的侨务工作，我与“侨”结
下不解之缘，有很深的情结。同时，我
也深深地体会到，我们党是伟大、光
荣、正确的党，党的侨务政策是切合实

际、卓有成效的。海外关系做的好不好，首先取
决于我们国家的国力、经济、政策如何。只有国
力强盛、经济发达、政策得人心，华侨才会享到
祖国的福。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
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已
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
感与日俱增。现在世界离不开中国，国际社会
也越来越尊重中国，华侨的地位也随之明显提
高。过去马来西亚政府规定华侨只能任副职，
现在可以任正职了，刘贤镇都当上了中央部长
（现已退休）；原来南洋的华人学校受排挤，不准
华侨学习汉语，只能学习英语和马来语，现在当
地政府支持办华文学校；过去与华侨来往神神
秘秘，去马来西亚要辗转深圳、香港再乘飞机，
耗费一两天时间，现在完全开放沟通互访，直接
从长乐飞过去，几小时就到了，有的华侨还包机
回来探亲，像走菜园一样方便。其次，我也深刻
体会到，只要我们服务做到家，华侨是舍得出钱
出力不求回报的，因为他们有一颗爱国爱乡的
赤子之心。比如丰达公司老总许长华第一次见
面问我“你有什么任务？”当时文定中小学混办，
不便于学校教学管理，教师、群众都有所反映。
我就向他提出能否捐建一所中学，大约需要100
万人民币。他非常豪爽：“我出200万！”陪同参
观访亲的时任县委书记张守祥、县长陈孔香进
一步建议：“最好要新建一所标准的教学楼”，他
当即表态：“可以！”于是许家三兄弟就为家乡共
同捐资近 1000 万元人民币建了现在的文定中
学。当然，我们在工作中也有做的不够到位之
处，以前华侨回乡投资办企业，办公益事业，也
曾因资金使用管理不到位、企业经营管理不善，
影响了华侨投资的积极性，这方面今后我们在
工作中要认真反思，加以改进。

百年前，闽清乡人随黄乃裳先生飘洋过海
到南洋去谋生创业，过去华侨一代、二代几乎都
回来过，最多的回来达20多次，毕竟中国是他们
的祖国，闽清是他们的祖籍，是他们的根。无论
走到哪里，他们都流着中国人的血，都有一颗中
国心。我们闽清人在海外也很有本事，特别在
马来西亚和印尼、新加坡等地。如在马来西亚
闽清人有四大财团，分别是张晓卿的常青公司、
刘家的启德行、许家的德大公司、黄传宽的传宽
机构，在印尼有黄双安的帝源集团等。现在的
华侨一般都是三代或四代了，但他们对祖国依
然有感情，华侨永远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从这个层面来说，现在我们应当一如既往
地持续做好侨务工作，正确看待“海外关系”，实
事求是反映海外华侨爱国爱乡的事迹，同时要
切实维护广大侨胞的合法正当权益，紧紧抓住
侨心，引进侨资，发挥侨智，凝聚侨力，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大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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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与与改改革革开开放放同同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