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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海外乡亲素来爱国爱乡，成
为建设侨乡的一股重要力量，为振兴
文昌、繁荣侨乡创建了丰功伟绩，为
故里兴办公益事业所作的贡献尤为
卓著。

“文昌之所以文化繁荣、人才辈
出，离不开海外乡亲鼎助教育事业。”
文昌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文昌人受传统文化影响深刻，千百
年来形成了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即
使漂泊海外也不忘桑梓情。

在文昌，几乎每个乡镇都有海外
乡亲捐建的中小学校、成立的教育基
金会。在文昌的学校里，随处可见海
外侨胞、港澳台胞捐建的校舍，以华侨
名字命名的屋舍数不胜数，这些凝聚

着华人华侨的期盼和心血。
1938年，当时的文昌县716所中

小学，得到华侨资助的占80%。1584
名乡侨捐助银元24.45万余元，建校
面积达1.36万余平方米。据不完全
统计，1987年至2017年，文昌海外乡
亲、港澳台同胞捐资近4亿元，新建
扩建的教学楼、图书馆、科学馆、师生
宿舍楼500多幢。同时还捐建校门、
围墙、校道、凉亭、花坛、草坪等，添置
各种教学仪器设备。

比如文昌中学从办学之初至今，
校园里许多建筑物都由海外乡亲捐
助建成，这些建筑或以捐助者本人或
以其先辈命名，承载着海外乡亲对故
乡的深情。担任文昌中学校长达10

年之久的詹行烍先生，为筹款建校曾
三下南洋，遍访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地发动海外乡贤捐资办学，郭巨川、
郭镜川、王兆松等近千名华侨尽其所
能，慷慨解囊，筹资近10万银元，使
得文昌中学迁于现址，实现了历史性
的大搬迁。

改革开放后，海外乡亲捐资助学
成为推动侨乡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
力量。1985年文昌中学提出“发动
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国内群众捐资
办学，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办好文中”，
校董会主动联系东南亚各国侨领，多
次赴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访
问，沟通乡情，激发了广大海外乡亲
支持文中建设的热情。

从1985年至今，有泰国、新加坡、
印尼、澳大利亚等地共500多人（或团
体）为文昌中学捐资兴学，捐赠款额达
8000多万元。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海外
乡亲继资助家乡办学之余，又掀起捐
资办医的热潮。当时文昌各乡镇的
卫生院大部分都由海外乡亲捐资兴
办。此外，海外乡亲也十分关心故里
的公共设施建设，帮助乡亲改善生
活、生产条件。

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文
昌乡侨资助打井409口，建自来水塔
45座；办电250多宗，使792个村庄
27171户家里电灯代替了煤油灯；造桥
101座，修路388条，总长达708公里。

文昌的华人华侨从东南亚各
个国家带回来各种各样的美食、
产品，不仅改变了文昌人的生活
习惯，还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1898年，马来亚华侨邝世连
乘坐一艘帆船，带回一小袋咖啡
种子，在如今文昌市文城镇（迈号
片区）自家院子里，种下了海南第
一棵咖啡树，开启了海南咖啡种
植史。

据邝氏后人回忆，当年邝世
连带回的咖啡种子，最后成功种
出的咖啡树仅有12棵。遗憾的
是，2000年邝家翻新房屋时，这
批树的最后两棵被砍了。当时的
咖啡树虽已远去，但它的“子子孙
孙”遍布文昌各村落。更为重要
的是，炒制咖啡的技艺和喝咖啡
的习俗传入当地千家万户。

文昌“80后”创业者周经镍
的外公外婆均为南洋归侨。
2019年，他辞去某国企设计院的
工作，创建“迈号咖啡”这一品牌，
开发出多款咖啡饮品及文创产
品，并尝试制作咖啡花茶、咖啡果
皮茶。

如今“迈号咖啡”成为文昌咖啡品牌的代
表，而当地另外一种颇具经济价值的农产品
——斑兰，亦是华侨从南洋带回来的，如今在文
昌重兴镇已发展成为当地人脱贫致富的产业。

重兴斑兰农庄是集农旅、休闲、生态观光于
一体的田园式康养度假生活农庄，其最大的亮
点在于深入挖掘华侨从南洋引种的斑兰历史文
化渊源，做足斑兰文化特色文章，以此带动斑兰
经济效益，形成产业效应，壮大集体经济，助力
乡村振兴。

为进一步激发华侨华人来文昌、回文昌创
新创业热情，文昌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于2022年
开展了首批“文昌市侨胞创新创业示范点”评选
活动，重兴斑兰农庄获评文昌市归国华侨联合
会首个“侨胞创新创业示范点”。

文昌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侨胞创新创业示范点”作为侨联组织服务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团结凝聚新侨人才的重要载体，
是服务新侨人才创新创业和助力侨创工作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平台，在提供合作平台、助力创新
引领、综合为侨服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集聚
支撑作用。

下一步，文昌将继续抓住机遇，用好侨胞资
源，最大限度团结凝聚广大侨胞，当好“贴心
人”，加强与侨胞的交流合作，将丰富的侨胞资
源转化为支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
力。 （本版策划/撰文 孟晓）

关注2023年第九届海南文昌南洋文化节

4月7日，2023
年第九届海南文昌
南洋文化节如约而
至。

此刻，来自 31
个国家和地区的海
外华侨华人、港澳台
同胞以及国内、省内
嘉宾共 400余人已
经齐聚文昌，这场盛
事拉开序幕。

南洋文化节是
侨乡文昌和广大侨
胞 的 一 场 春 之 约
会。从2012年第一
届海南文昌南洋文
化节至今，这场春之
约会历经9届。

这场春之约会
意义非凡，它是游子
与故乡之间的约定，
更是一场共话未来
的聚会。在这个重
大的节日里，文昌延
续与海内外华人华
侨之间的“情”，学习
探索“下南洋”精神，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
共谋发展，共同助力
文昌全域航天城建
设。

文昌是知名侨乡，是120万文昌
籍华人华侨根之所在。家乡的房屋，
是他们永远的归宿，更是游子在外的
念念不忘。

将南洋风格与本土元素相结合
是海南侨乡建筑的普遍特点。位于
文昌市松树下村的符家宅，不但海
南人文元素随处可见，还将南洋风
格的时尚大气与本土人文的低调、
质朴风格相结合，其建筑理念中的
开放性与浓浓的故土情怀，表现得
淋漓尽致。

符家宅规模宏大，占地面积约
1300平方米，由3栋连体2层瓦顶房
和8间横屋组成，共有34个房间，是
海南比较传统的三进单横屋式。3间

连体的大屋结构相近，均为中间中
堂、两边配以卧室的设计，中堂旁的
台阶通往2楼。3间正屋之间的2楼
都勾连相通，横跨天井，把院落划分
为8个小天井。

关于这座老宅的回忆，还要追溯
到20世纪初。当时，松树下村村民
符永质、符永潮、符永秩为了生计，远
涉重洋，赴新加坡经商，而后回家乡
兴建房屋，便是如今的符家宅，又称

“松树大屋”。
除了结构设计外，木雕、石雕、灰

塑、浮雕、阴雕、镂空等中式传统工艺
在符家宅的细节处彰显无遗。兽首
傲然雄踞在檐头，莲花浅浅地雕在拱
形窗框上方，木窗上镂雕的松树与蝙

蝠还清晰可见。墙头与墙脚的彩绘
灰塑与青苔夹缠在一起，墙头几何线
条组合方式具有岭南建筑的风格，收
敛贵气，简约明快。2009年，符家宅
入选海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类似的华侨老宅还有林家大院、
韩家宅等，这些都是文昌宝贵的历史文
化遗产。

异国他乡艰辛创业，衣锦还乡
建房立业。文昌文南老街、铺前胜
利老街等老街建筑，是将南洋风格
与本土元素相结合的建筑典范，昔
日繁华的景象刻画在这里的一墙一
柱中。

作为文昌城区一道独具特色的
街道景观，文南老街已经成为游客到

文昌旅游“打卡”的热门选项。
整条老街的长度百米有余，沿

街两侧建有许多中西合璧式的南洋
风格骑楼，随处可见的栏杆、墙体都
刻有雕工精致的雕花，还有颇具美感
的窗楣和木制的百叶窗，充满南洋风
情。

有着百年历史的文南老街是文
昌发展的见证者，也是城市发展的
缩影。老街一楼是各式各样的商
铺，二、三楼则是住房，偶尔还能看
到当地人在自家店铺门前饮茶，惬
意且随性。漫步其中，可体验到浓
浓的生活气息。

如今，百年骑楼依旧令人耳目一
新，处处传承着侨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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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400余名嘉宾齐聚2023年第九届海南文昌南洋文化节

一片丹心报桑梓 百年不变赤子情
百年老宅今犹在

开展公益为故土

投资兴业助发展

用文昌迈号咖啡豆冲出来的黑咖啡。
本版图片均由文昌市融媒中心提供

拳拳赤子心，殷殷爱乡情。一直以
来，文昌华人华侨热衷在故土投资兴业。

亿嘉广场是文昌知名商圈之一，
亦是香港同胞、实业家邢福成在家乡
投资兴业的成果之一。

“在外风光，家乡却落后，我脸上
无光……”2002年，满心欢喜的邢福
成刚回到家乡，眼前较为落后的小县
城却让他高兴不起来。于是他决定
要用自己的后半辈子，为家乡的发展
作点贡献。

2003年，邢福成把事业重心转
移至文昌。有朋友认为他走错路了，

劝他回去。“在人生的后半辈子能够
为家乡多做点事，值得！”邢福成坚定
地说。

随后，他投资7000万元，兴建文
昌中学初中部（现文昌实验中学）。
紧接着，亿嘉广场、银辉楼拔地而起，
成为当时文昌的商业地标。

在文昌全力推进乡村振兴工作
中，也少不了华侨的助力。

由爱国华侨、文昌市侨属企业协
会副会长林明存投资创建的文昌腾达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绿色生
物肥料的研制开发和应用指导。在不

断发展的20多年间，林明存的肥料厂
优先吸纳困难群众入股与就业，为当
地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助力。

“现在公司有48户脱贫户入股，
每年都有几万块钱的分红，还有5户
脱贫户在我们这里实现了稳定就
业。”林明存说。

当下，像林明存这样的侨胞更是
数不胜数，每当家乡人民需要他们
时，总会挺身而出。

每当文昌有灾害发生，海内外乡
亲也总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自发组
织救灾赈灾活动。比如2014年超强

台风“威马逊”袭击文昌，造成重大经
济损失。广大侨胞、港澳同胞和侨资
企业慷慨解囊，共捐资人民币1218
万元，支持家乡灾民恢复生产，重建
家园。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香港
文昌社团联会（香港文昌同乡会）常
务副会长陈礼豪得知家乡的后勤保
障物资较为紧缺时，踊跃发起募捐，
并积极筹措防疫物资。涓涓细流成
大爱，这些善款和物资通过不同方
式源源不断地送达文昌防疫一线，
为防疫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文昌中学潘正洲楼。 文昌市联东中学教学楼由华侨捐资建设。 文昌市公坡镇英敏小学体育馆由华侨捐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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