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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庚精神激励我
刻苦学习认真做事好好做人

□ 刘与铭（越南归侨）

我于 1932 年在越南出生，

多年的抗法战争导致我在 15 岁

之前迁居了 5 处，就读了两所越

文学校和三所中文学校，童年受

尽了折腾和磨难。在一次战乱中

我大妹不幸中流弹身亡，我父亲

见状不得不于 1947 年冬带我回

国到集美小学插班就读五年级。

当年在同学中我年纪偏大，

不仅表现好，学习成绩也很好，第

二学期当上班长，还被选上当乡

长（号称乡长，实际是纠察队长或

是学生会主席），分管一班纠察队

员在课间站岗放哨，维持课间正

常秩序。

值此机会我必须对当年的叶

文佑校长表示深切的怀念和永远

的感恩。因我在毕业前的两个月

断绝了侨汇，没钱交膳费，不得不

向校长请求停学，但叶校长一听

即回答说“太可惜了！这两月的膳

费我替你交，读到毕业，将来你有

就还我，没有就算我送你……”

我于 1949 年夏小学毕业后

回乡寄住在越南侨眷张芳伍家中

帮忙农活，幸得两个多月后厦门

获得解放。当年枋湖小学校长连

鼎文得知我学习成绩很好，便请

我到学校义务教三年级的功课和

教村里的夜校文化课，夜校里都

是成人，卓经盆村长和农会主任

陈柚柑也来学，以利提高文化水

平。我于 1951 年春到禾山中学

（后改称“三中”）就读五个半年

（只读上午）的初中课。1953 年我

去考厦门师范学校（在鼓浪屿）。

当年有 300 多人去投考，但只录

取 50 名，我还考得第三名的好成

绩，毕业后我被分配在市实验小

学，1958 年下半年我被省体委选

派上北京中央人民航空俱乐部培

训半年的航空模型飞机制作、调

整和放飞。1959 年春，回实验小

学任教。当年可能是因遇到三年

困难时期没开展航模活动，我于

1959 年暑假向实验小学柯校长

申请调到集美小学任教，以利照

顾家庭，获得教育局批准。

到集美小学报道后，令我喜

上加喜的是学校还分给我房子

住，便于家庭团聚。我加倍努力工

作，除了教四个年段的美术课外，

还辅导美术兴趣小组和航模型兴

趣组的活动。前几年我意外看到

报纸报道当年参加美术兴趣组活

动的颜敏生同学被评为“笔墨上

的中国书画”三大导师之一，令我

感到万分的激动和安慰，难怪大

家都说只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先

生。

至于航空模型兴趣组也取

得很好的成绩，自 1960 年到

1964 年参加市级比赛连续 5 年

取得个人和团体总分第一名，

《厦门日报》还报道过。我个人

在 1964 年参加福建省四城市航

空模型锦标赛，做了十个特技动

作的飞行，取得二级线操纵特技

第一名。这段影像在 1963 年庆

祝集美学校建校 50 周年的专题

影片放映过。

1978 年因厦门三中缺乏美术

教员，就把我调到三中教两个年

段的美术课至退休。

退休后，我还到老年大学学

了两套太极拳和两套太极剑，然

后回校教退休老师们，曾两次到

市里表演比赛。我还自学了两套

太极柔力球，湖里区退协知道后

请我去教湖里区的退休教师们。

当时还参加市级比赛，获团体套

路表演第二名。教了 5年，如今他

们每周仍在湖里区老年活动中心

锻炼半天。

这期间我还为三中退休老

教师们出版了《健康之友》剪报，

供大家学习，深受欢迎。每年出

版 8 期，人手一份，已经出版了

21 年。

以上所列的诸事，总算是兑

现了我的初心：做个有益于祖国

的归侨。

香港实业闽商林树哲：

□ 庄蕾

上世纪九十年代，

获福建省政府颁发“乐育英才”的奖牌 为家乡南安兴办公益事业

他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他

是南益跨国集团的掌舵人，他是

富有家国情怀的实业家，他是知

名的社会活动家、慈善家，他是

林树哲。改革开放四十年，也是

林树哲创业的四十年。“我很感

恩，遇到了很多贵人。我不敢懈

怠，企业还要继续发展，祖辈们

务实爱国的精神需要传承。人生

没有‘造极’，只有不断地‘登

峰’”。

困苦生活磨砺出坚韧品质

与新中国同龄的林树哲出身

于爱国华侨家庭，经历过最为动

荡的岁月。“生活再艰苦，也不能

停止思考与学习”。在特殊的年代

里，从小学习成绩优异的他并没

能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当过煤

矿工人，在暗淡的矿井下，在忍饥

劳作的岁月里，他锻炼了体魄，更

磨砺了不畏困苦的坚韧性格。

1974 年，26 岁已经成家的林树

哲，怀揣着 10 元港币赴港立业，与

多数走出去的南安人一样，吃苦成

为了必修课。“有活干，有钱赚，苦

中也有甜，更何况家乡还有妻儿的

牵挂”。当时经济起飞的香港工业

正在向多元化发展，很快务实肯干

的林树哲在针织厂杂工的位置上

找到了机会，与朋友合办了小型针

织厂，并且遇到了生命里的贵人，

同是南安人的旅港实业家吕振万

改造属下的南益织造厂，林树哲与

团队得以加盟。

成功有时看起来是偶然，但

是其中大多藏着初心。当时的南

益想要发展，面临着走出香港的

选择。“向南到东南亚，或者向

北回到内地。”林树哲回忆说，

那天的董事会从早上一直开到

华灯璀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之后，祖国的发展正当其时，凭

敢为天下先回乡创实业

几乎与祖国发展同脉搏，

1981 年，南益与南安二轻局下

属的官桥农械厂合作办厂。被益

为“闽南第一枝报春花”的南益

就此搭上了祖国发展的快车。从

最初的来料加工到合资建厂、独

资经营，再到多元化经营，林树

哲携南益谱写了改革开放的实

业成长传奇。

提起过往，林树哲坦言当

时确实存在很多困难。那时的

内地与香港工业化生产水平相

差甚远，员工依然习惯吃“大锅

饭”。无法照搬管理经验，那就

创新发展自己的管理模式。

同样得益于林树哲早年在

内地的成长经验，1984 年他率

先在南益成立全国首家非公企

业党组织。“把党员精神发挥出

来，落实到具体岗位上。在当地

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南益走出

了自己的模式，引领更多企业

进入内地发展”。

1997 年南益再度开先例，

成立第一个跨区域的非公企业

党委。实业务实的经营核心、家

国情怀的精神内涵再加上党组

织的凝聚力，南益现已成为涵

盖纺织、制衣、漂染、机械制造、

地产等多元化跨国经营的集团

公司，陆续在内地开设了 40 多

家独资或者控股的子公司，聘

用了 3万多名职工。不少家长

看到企业的党徽之后说：“把孩

子送到这里我们放心。”

“这是一个圆梦的时代”。

林树哲说自己的“中国梦”就

是站好岗位，为这个时代多做

贡献，把爱国爱民族爱家乡的

传统传承下去。已届七旬的林

树哲除了奔波两地公司处理

大小事务，还身兼多个社会职

位，关心家乡的发展，乐善好

施回馈社会。望着满堂儿孙，

他更加注重言传身教的作用，

爱运动勤思考，多学习增智

慧。如今的林树哲讲起话还是

闽南腔调，他在香港开了一家

不营利的闽南餐厅。“做人不

能忘本，最爱的还是家乡的味

道。如果说我算是获得了一些

成功，那也与这个时代，与我

遇到了贵人们分不开。财富的

真正价值就在于被合理地使用

出去，帮助成就更多人，这是大

修行，也是大福报”。

（香港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供稿）

借着对故土的依赖，务实的

林树哲拍板：向北，回南安！

“当时吕振万先生送我十二

个字：举大旗、擂大鼓、走大

道、创大业！如今忆及仍心

潮澎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