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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豆 言少

南島科任人的這些年那些事 晉江經驗 海外發展意義
當飛機從高空往下降落

的時候，我手裡捧著蔡崇達
的《草民》看著，高空上，
飛機開動時忘了關掉的手機
噠噠聲響起，我打開微信，
我在飛行期間，孩子他爸已
經告知遠在美國的孩子們，

我們這次回到納卯參加菲律賓科任南島分會
換屆就職典禮，另一邊，納卯的鄉親加藝發
來微信，說是他哥加萍已經在機場等我。領
完行李，我把行李交給了孩子她爸，為了納
卯鄉親的這份情誼，我坐上了加萍的車，來
到了下榻的金合歡酒店。

回想起30年前，第一次來到納卯，那時
我是客，在舊機場的台階摔了一跤，很多人
關心我要來扶我，人群中還有一個小孩，他
們給我的溫暖讓我至今不能忘卻，後來我與
外子決定在這個城市安家。

三十年後，在這秋日時分我再次回到納
卯，雖然我們家四口所謂的兩國四地的居住
地沒有了納卯，但納卯依然是我孩子們的家
鄉，我卻不知道我是客還是主？春花秋月，
收穫幾許？

到目前為止，科任同鄉總會南島分會
的所有就職慶典都是由我來擔任司儀，這次
的慶典，當我進入金合歡酒店二樓的慶典現
場時，舞台上寫著科任同鄉總會南島分會第
十九連二十屆職員就職典禮，對我來說，只
是數字的變化而已。

站在舞台下，與我側身而下的一隻紅色
的獅頭，那個面龐似曾相識，我回到舞台問
道：今天來參加慶典表演的納卯中華中學舞
獅隊的表演者當中是否有科任的孩子。

人群中果然有人回復，「是的」。他是
阿燦，阿生的兒子，而且還是中華舞獅隊的
隊長呢。

回想到1997年以前，那時，居住在納卯
的科任人也就寥寥幾戶人家，老一輩科任人

有呂孫博與許志忠，他們的孩子們也沒有了
父輩故鄉的情感。那時，週末節假日，我們
遠在市區之外的家，常常是科任新僑的聚集
地，那時，阿生還是單身漢，我還曾經想幫
他介紹對象呢。

閩南人下南洋，一旦在當地立足，總
會牽親帶戚，科任人也不例外。沒過幾年，
來到納卯打拼的科任人越來越多，在未獅亞
宿務那邊，科任人也越來越多。在馬尼拉的
菲律賓科任同鄉會的鄉賢們的大力支持下，
為了更好地聯絡旅居在棉蘭島以及未獅亞群
島的科任鄉親，菲律賓科任同鄉總會南島分
會，于2002年3月在納卯成立了。

直到這次大會主講人，科任同鄉總會
的名譽理事長施振謀鄉賢在演講中提到當年
成立南島分會的往事，我才恍然一驚，歲月
催人老，南島分會已經走過22年頭了。我那
時才出生不久的熊孩子們現在已經離巢。我
當年幫他主持婚宴的阿利的大女兒已經快要
上大學了。我第一次當媒人的阿媚，孩子已
經16歲了，記得當年叫我阿豆姨的她，在當
媽媽後，我讓她女兒叫我「老姨」，後來我
當全職媽媽的時候，每次送午飯到龍華學校
的時候，阿媚的大女兒總會跑過來抱著我喊
「老姨」。

我們的主講人說得好：「在科任同鄉總
會悠久的歷史長河中，旅菲科任鄉賢不但為
我們奠定了良好的物質基礎，更為我們留下
了豐富的精神財富，雖然我們旅菲科任有南
島分會及五大姓氏家族會，但科任先賢留給
我們「共姓科任」的理念，一直都在影響著
一輩輩的科任人。」

那年頭，只要家有喜事，在納卯的科任
鄉親會在家裡準備自助餐，邀請大家舉家聯
歡，孫造家是科任鄉親常去光臨的地方。就
職慶典雖然已經結束了，今晚科任鄉親又將
在孫造家聚集把酒言歡話當年。

(10/21/2024)

10月15日至16日，習近
平總書記回到福建考察調
研並發表重要講話，著重強
調創新發展「晉江經驗」，
充分激發全社會投資創業活
力，為繪就更加美好的中國
式現代化新畫卷奮勇爭先、

開拓創新。
身為旅菲的華僑同胞，我們大部分

人都來自泉州地區。在上世紀六、七十年
代，晉江人連溫飽問題都未能解決，人均
地區生產總值和人均收入均低于全國平均
水平。我們眾多同胞正是在那樣的特殊時
期，被迫下南洋謀生以尋求發展。

然而，自改革開放以來，晉江經濟總
量平均每三年翻一番，相當于每三年就在
已有基礎上再造一個晉江，實現了從「高
產窮縣」到「福建第一」、「全國十強」 
的驚人跨越。

20 餘年來，「晉江經驗」已然成為晉
江乃至整個福建省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
一大法寶。同時，它也是我們海外同胞愛
拼敢贏、發展成功的理念源泉。

為此，筆者想跟大家深入探討一下，
「晉江經驗」對于我們在海外發展究竟有
著怎樣至關重要的意義。

一、愛拼敢贏精神，激勵拚搏奮進
愛拼敢贏精神，不論在什麼時代，

都激勵著無數在海外闖蕩的人們，勇敢地
面對各種困難，以頑強的毅力和不屈的鬥
志，努力開拓新的市場，積極尋求發展新
機遇，為實現自我的夢想和家族的繁榮而
不懈努力。

二、誠信經營理念，成功立業之本
誠信，一直以來都是晉江企業在發展

歷程中始終堅守的核心準則。在海外發展
的征程中，唯有以誠信為本，方能贏得海
外客戶的信任和尊重，構建起長期穩定的
合作關係，為企業在海外的持續發展築牢
堅實的基礎。

三、因地制宜發展，適時靈活求進
在海外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有著獨

特各異的文化背景、市場環境以及政策法
規。「晉江經驗」中所蘊含的因地制宜發
展理念，教導我們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
適時調整發展策略，以靈活應變的姿態應
對各種變化和問題，及時抓住機遇，實現
自身發展。

四、市場導向引導，不斷發展創新
以市場為導向，是「晉江經驗」的關

鍵內涵之一。在海外發展的過程中，我們
要時刻密切關注市場動態，精準把握市場
需求，持續不斷地進行發展創新。提升企
業的核心競爭力，滿足海外市場的多元化
需求。

五、注重品牌意識，增強核心競爭
品牌，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

部分。在海外發展中，我們應注重品牌意
識，全力打造具有影響力的品牌。通過提
高品牌的知名度與美譽度，樹立良好的企
業形象，為我們在海外市場的長期穩定發
展贏得機會。

感恩回饋理想，促進友好合作
在海外發展中，秉持感恩回饋的理

想，積極履行企業的社會責任，遵紀守法
和誠信納稅，以及幫助弱勢群體。這樣不
僅能夠促進企業與當地社會的友好合作關
係，樹立良好的聲譽，還能為企業的長遠
發展營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環境。

縱觀歷史，海外同胞憑藉著頑強的
毅力和不屈的精神，勇敢地踏上異國他鄉
的土地，開啟了充滿挑戰與機遇的奮鬥歷
程。

我們既是「晉江經驗」的參與者，積
極投身于家鄉晉江的經濟建設；又是貢獻
者，為「晉江經驗」的豐富和完善貢獻智
慧和力量。

更是傳承者，將「晉江經驗」傳播到
全球各地，讓這一寶貴的精神財富在世界
舞台上綻放光彩。

付玉成

秋蟬
應 該 是 秋 蟬 的 季 節

了，聽秋蟬鳴叫好像就聽到
了豐收的號子，每天 「知
了、知了」的一片，叫得
人既開心又煩心，開心的
是該是秋收的季節了，大
半年的辛苦勞作總算是有

個說法；煩心的是太吵鬧了，真理也不需
要到處大喊大叫，不就是個秋收嗎？何必
這麼高調！秋蟬的叫經常從早晨就開始，
一直叫到晚上，直到天完全黑下來，人們
開始在屋前房後乘涼才得以停息。而且是
天氣越熱，它叫得越歡。我家門前有棵大
槐樹，後院是滿園的竹子，夏秋兩季的白
天，屋裡屋外叫聲一片，屋裡是母雞下蛋
後「個個大、個個大」的叫聲，屋外是蟬
的「知了、知了」叫聲，二者遙相呼應，
吵得人中午打個盹都不行，更不用說小夫
妻之間說點悄悄話。一般情況下，秋蟬叫
了，天氣就快要轉涼了，糧食也應該顆粒
歸倉了。俗話說：秋後的螞蚱，蹦不了幾
天，秋蟬也一樣，等到糧食收完，它就不
叫了，因為它知道再叫也就沒有什麼意思
了，屬於它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于是，秋
蟬開始脫殼，它們短暫的一生即將進入
休眠，蟬要變成蛹，藏在地下或者樹根下
面，只留下一個空殼還掛在樹幹或樹枝
上。

秋天是個令人愛恨交織的季節，秋收
讓人們充滿希望和喜悅。不管收成好壞，
努力了總會有些回報。這時候，秋高氣
爽，涼風習習，秋陽讓人感覺到舒適和愜
意， 雖然二十四個秋老虎，一點也不比三
伏天好受，但是早晚還是比夏天要舒服得
多。季節的變化有點類似人和社會，夏天
不太願意退出歷史舞台，在失勢之前還想
作點垂死掙扎，耍一番威風。秋蟬的叫也
就是跟著起哄，裝腔作勢的推波助瀾，咋
一聽，像是示威，其實是在哭泣，短暫的
生命即將結束，你唱罷來我登場，給它的
時間已經不多了，所以它千方百計的想找
點存在感。小的時候，孩子們喜歡捕蟬，
從夏天一直到秋天，用一個小網子做成袋
狀，開口處固定
在竹竿的一端，
聽到蟬叫就悄悄
的靠近它所在的
樹 桿 ， 看 好 時
機，一個猛子，
眼急手快的將網
子罩過去，說是
遲那是快，就在
蟬想飛離樹桿的
時候逮著正著。
捕蟬一定要學習
螳 螂 ， 沉 得 住
氣 ， 秋 蟬 很 機
靈，稍有動靜就
會飛走，飛的方
向一般是離開樹
枝斜向上45度左
右，有的邊叫邊

飛，順帶著還會撒下一泡尿以干擾你的視
線。飛走後的蟬會歇停在更高更隱蔽的樹
幹或樹枝上，再想抓就困難了。小時候農
村生活單調，捕蟬是孩子們重要的課外活
動之一，抓到秋蟬後一般將其翅膀剪短，
讓其飛不遠，有時會用線繫上提著玩耍，
村裡有人家裡養著八哥，蟬也是八哥愛吃
的食物之一。放學後，孩子們經常三五成
群的在樹下瞄著，就圖能夠抓著新鮮，然
後就送給八哥。其實，秋蟬是個好東西，
它脫的殼是中藥，換季化蛹後本身也是一
味中藥，所以有時候我們會收集蟬殼賣給
藥鋪，也能換得幾個子兒。

秋收完畢，秋蟬也就消停了，季節開
始轉涼，葉子黃了，草木變枯，瑟瑟之感
撲面而來，令人感覺到很是失落，尤其是
傍晚的時候，一抹紅霞靜悄悄地消失在西
邊的大山裡，一股清風撲面而來，頓時會
感覺到一份淒涼，身體的涼與心裡的涼交
織在一起，有一股子說不出的滋味。從秋
蟬的熱鬧到突然的安靜，開始還真不太適
應。也難怪，繁華之後便是寂寞，這是事
物的普遍規則。所以，人們應該追求平和
的生活，避免過度起伏，對比越大，失落
也就越多。

我從小就有悲秋的情結，每每在傍晚
時分看著天邊的彩雲，眼見著天色從明亮
到灰暗再到黑夜，不禁會從心底感覺到孤
單和清冷，這可能與我童年生活的不幸有
關，這種情結已經整整陪伴了我一輩子，
尤其是不忙的時候，總感覺到生活只是簡
單的重複，沒有什麼新奇的東西能夠帶來
新鮮的感受，白天找事忙，晚上忙著找
事。

冥冥之中有一種世界末日雖未到來，
但已經不遠了的感覺。是啊，人生三萬來
天，轉眼過了大半，從季節上講已經是深
秋，秋蟬剛剛停歇，寒冬轉眼即至，熱鬧
了大半輩子，突然要停下來了，多少還是
有些不習慣，十分懷念秋蟬的叫聲，真希
望能夠像秋蟬一樣，脫胎換骨，明年還能
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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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先衛

宰相肚裡能撐船
「宰相肚裡能撐船」，

這句古老的諺語蘊含著深邃
的人生智慧和寬容的處世哲
學。

在 古 代 ， 宰 相 作 為 一
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重要官
員，肩負著治理國家、協調

各方利益的重任。他們所面臨的問題錯綜
複雜，需要應對的局面千變萬化。例如，
在政治決策中，可能會出現不同官員之間
激烈的意見衝突；在利益分配時，各方勢
力可能會為了自身的得失而爭鬥不休。然
而，一位真正有智慧、有胸懷的宰相，不
會因為這些矛盾和紛爭而睚眥必報，而是
以寬容和包容的心態去化解矛盾，尋求和
諧的解決方案。

歷史上，許多著名的宰相都展現出了
這種寬廣的胸懷。比如唐朝的房玄齡，他
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朝堂上，面對眾多官員
的不同觀點和建議，總是能夠以平和的心
態傾聽，即使有人對他的決策提出質疑，

他也能以寬容的態度對待，從而贏得了眾
人的尊重和信任，為唐朝的繁榮穩定做出
了重要貢獻。

「宰相肚裡能撐船」這句諺語所傳達
的寬容精神具有普遍的價值。在我們的日
常生活中，人與人之間難免會產生摩擦和
誤解。如果每個人都能擁有像宰相一樣的
胸懷，以寬容和理解對待他人，那麼許多
矛盾都可以迎刃而解，社會也將更加和諧
美好。

這 種 寬 容 的 品 質 是 中 華 民 族 傳 統 美
德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體現了我們文化中
對於和諧、包容的追求。從古至今，無數
的文學作品、詩詞歌賦都讚頌著寬容的力
量，激勵著人們培養這種高尚的品質。

總之，「宰相肚裡能撐船」不僅僅是
一句簡單的俗語，更是一種值得我們傳承
和發揚的精神財富，它提醒著我們在面對
人生的種種挑戰和不如意時，要以寬容大
度的心態去應對，這樣才能成就更美好的
人生，構建更和諧的社會。

鄭亞鴻

問得好
近年來，北約不斷鼓

吹「中國威脅論」，北約秘
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更是多
次發表相關言論。 10 月 15 
日，在一場重要的國際場合
中，挪威國家廣播電視台
（NRK）的記者沃拉斯馬爾

對他進行了長達20分鐘的採訪，其中一段關
于中國「威脅」的談話。

斯托爾滕貝格表示，中國的大規模軍
事投資，特別是遠程飛彈和核武的發展，
對北約的安全造成了影響。

沃拉斯馬爾提出了質疑，問道：「在
過去的 40 年中，中國有對多少個國家進行
過軍事幹預？」斯托爾滕貝格說，中國曾
進入越南。沃拉斯馬爾：「在過去40年裡，
中國並沒有對任何一個國家進行過軍事幹
預。」斯托爾滕貝格反駁中國確實進入越
南。但沃拉斯馬爾馬上提醒他，那是40年前
的事。沃拉斯馬爾隨後又問：「中國在多
少個國家設有軍事基地？」

斯托爾滕貝格答：中國在少數國家設
有軍事基地。

沃拉斯馬爾再問：「中國祇有一個設
在吉布地的大型軍事基地。和中國不同，
美國在這40年裡至少攻打了13個國家，在至
少80個國家裡擁有750個軍事基地。這些軍
事基地有許多甚至就在中國的家門口，而
你認為中國對北約構成威脅？

斯托爾滕貝格在面對這些質問時顯然
相當尷尬，所謂的「中國威脅論」這下不

攻自破。記者用事實說話，戳到了要害，
難怪斯托爾滕貝格支支吾吾一時半會兒都
接不上話。這充分說明，面對真相，所謂
的「中國威脅論」實質上是難以站得住腳
的。斯托爾滕貝格堅持中國對北約構成威
脅，這簡直就是「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中國與歐洲在地理上相距遙遠，並且一直
秉持和平發展的理念，致力于與各國友好
合作，這一點有目共睹。中國何時、用什
麼方式威脅北約? 倒是1999年5月7日，以 美
國為首的 北約對位于貝爾格萊德的中國駐
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大使館進行了轟炸，
導致3名中國記者遇難，數十人受傷，大使
館建築嚴重損毀。這筆血債，中國人不會
忘記。

整個採訪，記者提問堪稱精彩而犀
利，這數據擺出來，不僅打臉北約「中國
威脅論」說法，更是直接揭穿了美國和
西方的雙重標準，一邊鼓吹「中國威脅
論」，圍堵中國;一邊自己卻到處建造軍事
基地，到處煽風點火，挑起戰爭。北約作
為美國的「小跟班」 ，唯美國馬首是瞻，
今年以來，美國、加拿大、澳洲、義大
利、德國等國軍艦，組團侵闖台灣海峽。
這究竟是誰威脅誰 ? 那些動輒就把「中國威
脅」掛在嘴邊的人，應該自己先好好照照
鏡子。

沃拉斯馬爾對斯托爾滕貝格的質問問
得好，我們也應為這位敢于挑戰權威、追
求真相、主持正義的記者點贊!

(2024年10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