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
人恒爱之。”语出《孟子·离娄》，观念则
承继于先圣孔子。

仁爱，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
内涵，奠定了整个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

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中
国一直以“仁爱”为本，胸怀天下，协和
万邦。

从微观层面看，“仁爱”的表现形式
之一是乐善好施。秉承中国智慧和传统
美德，福建精神将“乐善好施”作为一项
重要内容。

慷慨是闽人的底色，而无私则是慷
慨的注脚。

从“扶贫济困”“慈善捐赠”“无偿援
助”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闽人向来
关切的不只是本乡本土的同胞，而是向
世界上的所有成员提供切实的助益，表
达真诚的心意。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福建人。1580
多万闽籍华人华侨分布世界 188 个国家
和地区。他们勤劳善良，敢闯敢拼，须臾
莫忘“达则兼济天下”，以善行义举感恩
回报祖国和住在国，将中国人骨血里的
仁爱精神传扬四海，惠泽众生。

从过去到现在，闽商
的慈善大爱

慈心为怀，善举为民。作为慈善大
省，福建的慈善文化源远流长。

在 中 国 慈 善 史 上 ，福 建 民 间 的 慈
善机构早在明清期间就已存在，引人
注目。

明崇祯元年（1628 年），福建发生旱
灾，处处饥荒，生灵涂炭，地方官员束手
无策，海商首领郑芝龙大胆献策并毅然
捐资。“招饥民数万，人给银三两，三人
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茇舍、
开垦荒田为生。”这是史书中明确记载
的成规模的闽商慈善事件。

清 代 以 后 ，闽 商 慈 善 行 为 蔚 然 成
风，争先成立善堂、善会，兴办如义仓、
义塾之类的民间慈善组织，闽人慷慨大
度的形象由之而生。

闽在海中，向海而生。由于地理条
件限制，东南方向的大海成了闽商寻求
生计的主要依托，他们闯荡四海，历经
千年，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也将闽人“乐
善好施”的传统传承与发扬开来。

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著
名侨领陈嘉庚是闽人乐善好施的杰出
代表。1894年，年仅 20岁、刚下南洋经商
的陈嘉庚，便筹资在家乡创办了惕斋学
塾，拉开了他捐资办学的序幕。此后，他
创办了集美学校、厦门大学等福建高
校，并在侨居地创办了多所学校，展现
了其倾力办教育、为民谋福祉的远见与
公心。

时针指向上世纪 20年代，彼时南洋
的社区每年都有鼠疫、霍乱发生。为协
助当地防治流行疫病，素有商界“双王”
之称的闽籍侨领胡文虎筹资在新加坡
发起成立仰光中华医院。同时，他还陆
续创办了养老院、收容所等机构，年耗
巨资扶危济困、赒穷恤匮。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敢
为人先、爱拼会赢的闽商力量在创造辉
煌的同时，也践行着“达则兼济天下”的
理念。

今年 3月，首届“福建慈善奖”出炉，
曹德旺、丁和木等一批知名闽商在列。
多年来，他们积极捐资用于教育和科研
等公益事业发展。在抗灾赈灾方面，他
们的捐助更是十分积极，彰显了中华民
族与生俱来的仁爱精神，以及当代闽商
的责任与担当。

时光荏苒。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广
大闽商将继续扶困济贫、善行天下，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福建力量。

从一域到全球，侨胞
的海外力量

慈善需要的不仅是“富人之力”，更
需要“人人之力”。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今天的
海外侨胞有着独特的优势，他们移民历
史悠久，与住在国人民和睦相处、荣辱
与共，为世界各国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替
代的贡献。

“ 守 护‘ 第 二 故 乡 ’，我 们 义 不 容
辞。”在阿根廷，福清哥何雄明知名度颇
高。他是阿根廷华人义工协会会长，是
一个热心肠的福建汉子。

不 久 前 ，何 雄 明 收 到 一 则 求 助 信
息，部分委内瑞拉移民在生活上遇到了
困难，有时连吃一顿饱饭都很困难。于
是，何雄明立即联合阿根廷华文教育基
金会和华商企业白城集团，采购了一批
生活必需品，带着阿根廷华人义工协会
的义工们，来到委内瑞拉移民社区进行
爱心捐赠。

对于何雄明来说，做慈善已成了他
生活的重要部分。这些年来，何雄明时
常带领义工前往贫民窟、孤儿院、养老
院等开展捐助活动。曾有当地孤儿院的
负责人给他们写感谢信，深情地说道：

“感谢你们对孤儿院的帮助，你们捐赠
的物资极大地改善了孩子们的生活条
件，在他们心中播撒爱和希望的种子。”

海外华人华侨播撒爱心，帮助各国
人民一起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菲律宾 90%的华人华侨来自福建，
其中不少是晋江人。在邦邦牙省有个由
晋江华人华侨捐建的“晋江村”。

邦 邦 牙 河 两 岸 地 势 低 洼 ，每 逢 雨
季，洪水泛滥。洪水来时，附近 14个社里
的土地、房屋均被淹没。居民流离失所，
生活困苦。

如何一次性解决这个难题？菲律宾晋
江同乡总会第七届理事会经过考察，制定
了“平民屋方案”。此举得到晋江乡贤及各
方热心人士的大力支持，捐款总额达9000
多万菲币。资金备足，但缺少地皮！

关键时刻，著名华侨、晋江东石人
黄呈辉、黄金盾站了出来，他们的国泰
钢铁集团将 9.7 公顷土地捐出。如今，这
里已建成一个有千座平民屋和学校、公
园、社会活动中心等配套设施齐全的

“晋江村”。“晋江村”为菲律宾贫苦民众
免费赠送 800 座住宅，让当地百姓安居
乐业，被传为佳话。

大爱无疆，善行天下。在世界各地，
从个人行善到群体募捐，越来越多的闽
籍华侨华人怀抱着回馈社会的理念，投
身慈善公益活动中。

对外医疗援助，书写
大爱篇章

国有界，爱无疆。
在世界对外援助的舞台上，中国始

终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援外医疗就是
生动的体现。

在福建，援外医疗早在 1975 年就开
始了。

1975 年福建组织派遣首批援塞内
加尔医疗队、1981 年福建组织派遣首批
援博茨瓦纳医疗队，这样的援助一直薪
火相传。至今，已累计派遣援外医疗队
35批 809人次。

从地图上看，福建与塞内加尔相距
13000 多公里。相隔万里，但因为医疗援
助，让福建与塞内加尔紧密联系在一起。

塞内加尔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

一，医疗资源严重不足。2021 年 11 月 3
日，中国（福建）第 19批援塞内加尔医疗
队抵塞执行医疗援助任务。一年多的时
间里，医疗队员们克服当地公共卫生风
险挑战、落后医疗条件、艰苦生活环境
以及语言交流障碍等困难，出色完成各
项援助任务。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共完
成门诊 7058 人次、手术 3150 台次、麻醉
1039台次……

40 多年来，一批批福建援外医疗队
员以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全心全
意为受援国人民服务，以实际行动铸就

“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
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

回忆起援外医疗的经历，福州市第
二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林健感慨
颇多。林健是中国（福建）第 16批援博茨
瓦纳医疗队队员，被安排在博茨瓦纳首
都哈博罗内的玛丽娜公主医院。最让他
难忘的是，刚到不久，就接诊了一名 6岁
的小女孩。女孩颅内有巨大肿瘤，比鹅
蛋还大。可在当地的医疗条件下，这样
的开颅手术风险很大。

为了这台手术，他连着看了几天的
视频，研究如何在显微镜下进行手术。
终于，凭着精湛的医术，林健成功地为
小女孩完成手术。当地医生惊叹道：“我
还从来没在显微镜下做过手术，中国医
生真了不起！”

白衣执甲，用奉献诠释大爱。在非洲
大地上，许多像林健一样的福建医生站
在手术台上，用精湛的医术与死神赛跑，
福建医疗队医者仁心在当地传为佳话。

授人以鱼，更要授之以渔。在受援
医院玛丽娜公主医院，福建医疗队的临
床教学和学术讲座最受当地医生欢迎。
院长霍帕曼这样评价：“福建援外医疗
队不仅送医送药，还毫无保留地把自己
精湛医术分享给我们，提升了我们的医
疗服务水平，这种援助我们铭记在心。”

2022 年 10 月 6 日，中国（福建）第 16
批援博茨瓦纳医疗队圆满完成为期两
年的抗疫及医疗援助任务。

谈及援非经历，队员们用朴实的话
语这样回答：正是因为被需要，所以才
无畏向前。队员吕培闽说，虽然常常超
负荷工作感到很疲惫，但看到患者渴望
的眼神，想想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福建医疗队不远万里来到非洲，在
救死扶伤、亲授医技的同时，还架起一座
中非友谊桥梁。“医疗队队员是‘民间外
交官’，是直接参与中非友谊建设的使
者，我们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促进两国医
疗技术合作和感情交流。”队员龚超说。

“中国展现了伟大的国际人道主义
精神。”“是这种人道主义精神让你我相
遇，让我们如此真切感受到中华民族的
美好。”“福建医生，好样的！”……福建
医生的医者仁心和担当精神赢得非洲
各界广泛赞誉。

从赈灾到抗疫，危难
之时显身手

在 人 类 共 同 的 价 值 观 中 ，珍 视 每
一个生命，是各国人民最深切的期盼；
弘扬人道主义，是护佑生命最需要的
支撑。

灾害无情人间有爱，一方有难万里
驰援。

“我们来了，时间就是生命，我们会
竭尽所能挽救生命。”今年 2 月 6 日，土
耳 其 和 叙 利 亚 周 边 地 区 发 生 7.8 级 地
震，灾情牵系着福建人民的心。

震后 72 小时是救援的黄金时间。2
月 8日凌晨，接到驰援土耳其的指令后，
政和蓝天救援队、泉州蓝天救援队、晋
江蓝天救援队、寿宁蓝天救援队共 9 名
队员从各地出发。与此同时，厦门市曙
光救援队、福建省蓝豹救援队员等福建
救援力量也前往土耳其、叙利亚地震灾
区，开展人道主义救援任务。

点点微光，汇聚成希望的曙光。福
建救援队伍的无人机照明，点亮了土
耳其的夜空，为各方挖掘救援提供方
便 ；他们把中国社会组织在土耳其克
勒 克 汉 灾 区 发 放 的 第 一 批 赈 灾 物 资

“覆盖到村”……
种种善举赢得了当地灾区民众的

盛赞，许多人还加入到福建救援队伍的
工作中。他们动情地说道：“你们为黑夜
带来了一片光明。”“相信善意可以跨过
千山万水，跨越一切艰难险阻，我们终
将战胜灾难，迎来新的一天！”

危难之时显身手，这是海纳百川的
福建人的气度与胸襟。早在新冠疫情肆

虐的时候，许多国家就已感受过了福建
“温度与速度”。

白衣执甲逆行出征，守望相助共抗
疫情。

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福建第一
时间选派了抗疫医疗专家组前往意大
利、菲律宾等国家，协助当地开展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用切实的行动践行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

2020 年 3 月 25 日，在意大利疫情最
为严重的时候，14 位福建医疗专家临危
受命，抵达米兰。在约两周的密集行程
中，专家组深入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
与意大利同行面对面交流，分享救治流
程和防护经验。包括中国新冠肺炎防控
和诊疗方案，中医中药在新冠肺炎诊疗
应用、相关药物机理、临床适应证，以及
在重症患者救治的实例和成效等。“中国
医疗专家组向本地医护人员直接传授经
验，这在当前抗击疫情的最困难的时期
起到了巨大帮助作用。”意大利托斯卡纳
大区卫生部门负责人萨卡尔迪说。

逆 行 出 征 ，这 是 一 种 雪 中 送 炭 的
情谊。

福 建 医 疗 队 的 无 私 奉 献 精 神 ，让
当地民众深受感动。车队经过之处，意
大利市民会主动停下脚步，向车队鼓
掌致意。

一位意大利民众打听到福建医疗
专家的住址，为每一个专家组成员都带
来了一份小礼物。组长郭延松得知，连
忙出面致谢，但婉拒了他的礼物。陪同
福建医疗队一起工作的旅意福建华侨
华人同乡总会会长刘炳资感叹道：“我
到意大利这么多年，这可以说是我作为
中国人最自豪的时刻。”

“如何做好个人防护？”“居家隔离
期间需要哪些生活必需品？”“普通流感
和新冠肺炎有哪些临床症状？”“哪里可
以采购中药方剂？”……抗疫不分你我，
战“疫”中福建不仅派出专家组，还通过
积极向海外援赠防疫物资、开通 24小时
服务热线、建立在线医疗咨询平台、搭
建线上“影视桥”和“侨心语”心理专家
义诊平台等方式，帮助海外华人华侨及
当地民众防疫抗疫、纾难解困。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疫情期
间，福建医疗专家在福州与巴西闽籍侨
胞举行远程视频交流会，解答了参会侨

胞提出的有关疫情防护和诊疗问题；与
马来西亚医疗专家们进行远程医疗合
作，分享中国抗疫经验；还按照“一国一
群”的方式组建了德国、韩国、日本等 26
个海外侨胞医疗咨询微信群，点对点地
为海外闽籍侨胞及本地民众提供“云
端”问诊服务……

“谢谢你们做的一切！”“我爱你中
国，谢谢！”“中国的白衣天使，你们最
美！”……对于这份援助，世卫组织和各
国政要以及外国民众纷纷表示感谢和
赞许，也加深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心心相
印的友好情谊。

一株“幸福草”，助力
全球减贫

如果说援外医疗队、抗疫医疗专家
组是白衣为甲，为守护人类生命健康贡
献中国力量，那么诞生于福建的菌草技
术，则是造福全人类的“幸福草”，它为贫
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贡献了中国智慧。

习近平主席在 2021 年 9 月致菌草
援外 20 周年暨助力可持续发展国际合
作论坛的贺信中说：“中国愿同有关各
方一道，继续为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使菌草技术成为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
人民的‘幸福草’。”

这是对菌草技术造福人类的最高
评价。

这株“幸福草”正是来自福建。它的
发明者——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熺，
被誉为“世界菌草之父”。

1971 年 9 月，林占熺被选调到三明
地区真菌研究所从事食用菌研发和生
产。他发现，蘑菇、木耳种得越多，消耗
木材就越多，造成的毁林事件就越多。

“菌林矛盾”日益突出的世界性难题，能
否研制出替代方案？经过多年的努力，
1986 年林占熺发明菌草技术，打破了传
统“草腐菌”与“木腐菌”的界限，有效解
决了“菌林矛盾”的世界难题。

消除贫困，人类命运与共。作为一
项普惠性的新兴技术，让菌草技术走出
国门，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脱贫致富
贡献中国智慧，福建责无旁贷。

20多年前，在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
同志的推动下，菌草技术开启了“全球
之旅”。

菌草技术开启援外之路的第一站
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简称“巴新”）。彼
时，巴新基本处于刀耕火种的时代，当
地农业都是靠天吃饭，是个绝对贫困的
地方。2001 年，中国首个援外菌草技术
示范基地在巴新建成落地，开启菌草援
外的历史篇章。

示范基地只是开始，只有把技术真正
送到他们手上，菌草技术才能落地结果。

2001年以来，林占熺先后 20多次前
往巴新组织实施菌草技术项目。经过林
占熺团队的奋战，那些原本印在书本和
宣传册上的香菇、平菇、木耳、灵芝，像变
魔术般出现在东高地省的土地上。2017
年，在巴新东高地省更是创下巨菌草每
公顷年产鲜草 854吨的世界纪录。

目前，菌草种植在巴新已扩展到 8
个省 16区，起步最早的东高地省从一个
不为人知的偏远高地省份，一跃成为巴
新闻名的鲁法菇出产地，还促成了福建
和巴新东高地省结成友好省。

让菌草技术造福更多人类。在以林
占熺为代表的福建省科研人员的不懈努
力下，源自福建的菌草技术越走越远，已
传播到全球 106个国家，并在卢旺达、斐
济、中非等 13个国家建立了菌草基地。

迄今为止，中国已向国外派出菌草
技术专家团队 86 批次 278 人次。2020 年
全球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菌草技术专家
组仍坚持常驻巴新、斐济、中非、卢旺
达、莱索托等开展工作。与此同时，还有
11 个国家的留学生在福建农林大学开
展菌草技术专业学习。

一株“幸福草”，是中国将自身脱贫
经验应用于全球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的成
功实践，它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成功播撒
了希望的种子，改变了许多家庭的贫困
面貌，拓展了许多落后地区的产业路径。

这株“幸福草”也是一株“友谊草”。
中国专家成为当地政府和民众盛赞的

“极乐鸟”（巴新国鸟）、“巴中人民友好
使者”。被称为“巴新菌草第一人”的布
莱恩·瓦义说，“菌草迷”们有的自己改
名叫菌草，有的用菌草给儿女命名，以
寄托对生活的美好憧憬。他儿子的全名
就叫“菌草·瓦义”。

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
授庄佩芬认为，菌草对外援助提升中国
在援助国家中的声誉与形象，给当地创
造了许多绿色就业机会，书写了助力全
球减贫事业发展的动人篇章，是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诠释。

四海一家，大爱无疆。承袭着中华
扶危济困、守望相助美德的福建人，无
论生活在哪里，都有着鲜明的中华文化
烙印，“爱国爱乡、海纳百川、乐善好施、
敢拼爱赢”的福建精神也将代代传承，
继续传递爱、播种爱，展现海内外闽人
的责任与担当、爱心和胸怀。

四海一家 大爱无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闽人力量系列报道③

□本报记者 王凤山 吴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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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2023 年
2 月 ，厦 门 曙 光
救援队在土耳其
参与深夜搜寻。

（资料图片）

① 2020 年
3月，由福建省选
派的中国政府第
三批赴意大利抗
疫医疗专家组在
米兰紧张工作。

（资料图片）

③ 林占熺
（左一）在福州国家
菌草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菌草种质
资源圃给卢旺达
留学生讲解菌草
的种植培育技术。

（资料图片）

第十三批福建援塞内加尔医疗队队员在指导受援医院医护人员进行胃癌规范化手术。 （资料图片）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