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坐落于鼓浪屿西南角，走过了

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见证了改

革开放 40 年的点点滴滴。因侨而

生、因侨而荣，这座引种园与侨有

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更有着不可复

制的华侨文化创办背景。

上世纪 50 年代末，中国遭受

严重自然灾害，农业歉收、粮油短

缺、品种单一，急需高产优质的粮

油作物良种，来发展农业经济和解

决人民温饱问题。厦门、泉州、漳州

是著名的侨乡，从闽南一带走出国

门的华侨遍布世界各地，他们纷纷

动员起来，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引种。

海外侨胞不辞辛劳从海外引

进植物良种，唯一的愿望就是能让

它开花结果，报效祖国。先后有几

十名爱国侨胞引来大量名贵苗木、

种子，有的捐款为引种场盖玻璃温

室，有的还赠送拖拉机、电冰箱与

仪器设备，他们都希望经济植物良

种能尽快在家乡落地生长，帮助家

乡人民渡过难关。

1959 年 3 月，华侨引种试验场

(引种园前身)应运而生，地点在鼓

浪屿博爱路口（现改为鹿礁路）的

两亩菜地上，由市侨联提供数千元

资金作为开办费。第一批引种场班

子由周才喜、林菊花、苏淑仁、黄瑞

等 7 人组成，试验场场长由当时的

厦门市侨联副主席汪万新兼任，由

此开启了中国大陆近代史上独一

无二的华侨经济植物引种的新篇

章。

经过两年的辛勤劳动，两亩试

验园地的热带作物琳琅满目，硕果

累累。截止文革前，引种场既引进

一些珍稀的种类，也有一些很有经

济价值的作物，比如引了台湾高产

甘蔗，后来全部在同安区推广；六

十年代引进的水稻良种“科情 3

号”，繁衍后推广到十三个省市，为

我国水稻超千斤提供了种源，并受

到了中国科学院和政府相关部门

的嘉奖；还有名贵香料、良药物种

等也相继引种成功并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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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0 日，厦门华侨亚热带

植物引种园建园 60 周年暨华侨

引种文化研讨会举行。研讨会上，

一段讲述那些年无私奉献、爱国

爱家华人华侨故事的视频，带大

家回顾华侨的引种历史，学习华

侨引种文化。

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

创建于 1959 年，是时任厦门市侨

联主席颜西岳、副主席汪万新等

人捐资创办。引种园是国内唯一

通过爱国华侨建立引种渠道的专

业科研机构，并建有南方唯一“国

家农作物国外引种隔离检疫基

地”。引种园从五大洲十几个国家

和地区引进植物种质资源千余

份，得到应用推广的有上百种，包

括粮食作物、蔬菜、水果、花卉、林

木、药材及香料等，并承担国外引

种的植物种质资源的隔离种植及

检疫检验任务，保障中国农业生

产安全。

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建园 60 周年

诞生于困难时期

重创于文革时期

随着引种事业的发展，厦门市

政府于 1961 年再拨鼓浪屿英雄山

一带近 200 亩土地给引种场用，使

引种科研事业获得了发展，为工农

业生产做出了一定贡献，在海外享

有一定声誉。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引种场

因为所谓的“海外关系”被关闭并

遭到严重的破坏，许多爱国侨胞和

仁人志士受到了牵连、诬蔑、迫害。

然而不管多么艰难险阻，终究割不

断海外侨胞关爱祖国的赤子之心，

他们还源源不断地从东南亚等地

送来植物良种。截止 1971 年，好端

改革创新于新时期

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复办后

的引种园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改革开放初期，在多方的重视

之下，引种园的基础设施建设

也得到了加强，先后新建两座

玻璃温室和一座科研楼，园区

面貌焕然一新。

1987 年 6 月，引种园成立

了“厦门华侨植物引种联络

会”。引种联络会为广大侨胞提

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为引种

事业献计献策，引种事业也取

得了可喜的成就。到 1993 年，

引种园共接收来自菲律宾、印

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泰

国、日本、美国、瑞典等 16 个国

家和香港、台湾两地区的植物

种苗 441 份，其中有三分之一

是由联络会的顾问、理事或者

他们所在单位直接或间接引入

的。

为了有计划有目地引进良

种，引种园还通过华侨关系和

参与国家组织的科技考察团等

方式直接派员或组团到东南

亚、亚洲、美洲等地进行考察和

引种。从引种园复建后，共引进

301 个品种。其中很多优良品

种经过驯化成功，已推广到工

农业生产中去，为国家作出了

应有的贡献。

1987 年 9 月，引种园建立

“农作物国外引种隔离检疫基

地”，这一基地在全国只有两

个，另一个在北京。检疫基地

的任务主要是对国外引进的

种质资源进行病虫的检疫检

验、消毒或脱毒处理，隔离

试种等。目前，基地已成功

鉴定了福建省西番莲病毒的

病原、菲律宾引种香蕉花叶

病毒等，先后获得福建省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一项，厦门

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一项。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引种

园内种植了多种棕榈科植物

及珍贵稀有果树，形成了绿树

成荫、一年四季鸟语花香、具

有亚热带风光气息的独特环

境。根据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部分功能区对外开放，缤纷

多彩的植物王国———厦门华

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已经成

了鼓浪屿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线。

六十年栉风沐雨披荆斩

棘，一粒种子是一个心愿，一

个物种寓含着一番心血。爱国

侨胞的赤诚和功绩全记录在

园中的满目青翠之中。把他

们的名字和品格铭刻于此，

如奇花异树，生生不息，昭

示后人。

端的一个引种场已不复存在，

爱国侨胞和爱国人士大失所

望，无比痛心。尽管引种园遭受

严重破坏，但人们永远不会忘

记爱国华侨对引种园建设所作

的奉献和付出的牺牲，他们的

爱国之心、赤子之情，将永远激

励后人，历史将永远不会忘记

他们。

1976 年引种场恢复重建工

作，1981 年厦门市委为引种场

平反正名。引种场逐渐步入正

常发展的轨道。1984 年正式更

名为“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

种园”。

颜达成：思明区侨联副主席、

思明区华侨历史学会、金门

同胞联谊会会长

我从小是在侨联长大，回

想起过去参与家乡建设的那

些老侨，我觉得可以用“呕心

沥血，默默无闻，用尽全力”

来形容他们的辛苦。希望能

把侨资企业的艰苦奋斗史，

记载、传承下来。

张永田：著名植物分类学家、

中国植物志编委、福建省植

物志主编

我是在文革时期回到福

建，然后在引种园工作。在这

期间，我认识了很多志同道

合的爱国建设者。引种园艰

苦创业及引种园老一辈费尽

千辛万苦为国家做贡献的这

段历史，让我至今仍感慨万

分。

黄维南：著名植物生理学家

我是 70 年代参与引种园

工作，在许多爱心华侨的支

持帮助下，引种园不断壮大，

逐步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

重要作用。

国家对于科技创新投入

越发重视，我们应该继续发

扬光大做出成绩。希望引种

园的工作人员能够踏实认真

做事，为祖国发展做出更多

贡献。

龚进兴：引种园时任项目主

任

我是从德国留学归来，90

年代初进入引种园工作，主

要承担了当时国家计委的一

个实验项目。那时的业务工

作者一看到国内没有的品

种，就想尽办法带回来，当时

的业务工作者都有一定的

“植物恋”癖好。

希望得到政府有关部门

的认可和重视，把引种园的

环境条件保护好，不能过度

开放。

郑家麟：厦门市政府原副秘

书长、原市体改委主任

我和引种园结缘于八十

年代后半期、九十年代中期，

引种园正好进入再发展的阶

段。检疫基地的建设项目，充

分发扬“侨，台，海，特”，地位

非同一般。既有侨的关系，还

有海岛的优势。

老一辈的爱国主义精神

令我启发颇多，引种园的同

事责任心极强。 在引种园工

作是一种幸福，希望老前辈

身体健康，希望年轻职工能

够为引种园的工作拼尽全

力，将来能百尺竿头更进一

步。 （综合厦门日报、“思明

侨联”微信公众号等报道）

部分参会嘉宾分享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