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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侨酒店
厦门市侨联成立时，设在中山路 20 号

楼下（市工商联隔壁），面积只有 20 多平方

米，远不能适应会务发展的需要。1952 年

迁至海后路大千旅社旧址（现外贸大厦）

三楼办公，办公和活动场所比较宽敞。1956

年由于外贸局需要，厦门市侨联再度迁

址，在大中路 3号办公，共租用一二两层

楼，没有活动场所，一些大型活动无法开

展，迫切需要自建会所。

1956 年颜西岳、汪万新、陈应龙、陈影

鹤、陈清安等人发起筹资兴建厦门市侨联会

所，先后有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 115 人共

捐资人民币15万元。并于 1958年选择中山

路与民国路（现新华路）交叉处建侨联会所。

后市华侨服务社也准备建新楼，由于都是做

华侨接待工作，就与之合建华侨大厦一期工

程。1959年华侨大厦落成，二楼（包括大厅）

归侨联使用，其余交华侨服务社经营。华侨

大厦二期工程于 1962年兴建，厦门市侨联

也投入部分资金和设备。

1986年 4月，国务院侨办批复市政府的

报告，决定将华侨大厦一期工程建筑面积

3500平方米归厦门市侨联所有，作为厦门市

侨联办公和接待用房。1986年底正式办理移

交。1987年 10月与香港厦铃有限公司合作

加层扩建，开办“新侨酒店”，于 1989 年 12

月开始营业，为侨胞、台胞和港澳同胞提供

舒适的住处，为侨联开展联络工作提供基

地。厦门市侨联仍在里面办公。

而今，厦门市侨联办公地点变更为团

结大厦，该址编号中山路 444 号，酒店名称

为金后酒店，三楼、四楼的部分空间为厦

门市侨联下属各归侨联谊会等社团组织

的办公、联谊所用。

厦门侨联侨胞

发挥优势

为特区建设作贡献
（1990-2000）

厦门市侨联始终把牵线搭桥、招商引

资作为重点任务来抓。在开展海外联谊

中，发动各级侨联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宣

传厦门的投资环境，宣传外商投资的优惠

政策，提供项目、信息、咨询服务。

1996 年在全市归侨侨眷中开展“为特

区二次创业作贡献”活动，调动广大归侨

侨眷的积极性，以侨引侨，以侨引台，以侨

引外，协助政府积极开展引资引智工作；

发动归侨侨眷及各基层侨联配合市政府

做好一年一度的“9·8 投洽会”客商的邀请

接待工作。

各级侨联还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千

方百计抓好为特区建设服务的各种尝

试。各级侨联不但协助有关部门成功引

进了商业银行、众达钢铁厂、时代服装有

限公司、春保精密钨钢有限公司、阿波罗

电子有限公司等数十家侨资企业，而且

从争取“二次招商”入手，做好对侨资企

业的跟踪服务，尽力尽责地为侨资企业

排忧解难。

2000 年，厦门市侨联与市侨办、致公

党市委会召开联席会议，建立联合定期走

访侨资企业制度，以便对基本摸清的 400

多家侨资企业建立资料档案，摸索为侨资

企业服务的工作经验。

同时，市侨联还努力巩固和发展自办

企业。侨联工业大厦于 1998 年竣工投入使

用；侨利食品厂顺利完成搬迁工作并投入

正常生产经营；侨泰公司努力拓展经营领

域；侨达食品有限公司积极转变经营机

制，扭转亏损局面；对于新侨酒店原有的

合作经营遗留问题，与合作方达成终止经

营协议并办理资产清算。

参考书目：

《厦门市侨联简史（1950-1990）》厦门市侨联编；

《厦门侨联五十年（1950-2000）》厦门市侨联编；

《厦门侨联六十年（1950-2010）》厦门市侨联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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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米粥
□涂添丁

煮稀饭应该是烹饪食品

中最简单省事的，将适量米

和水放入高压锅中，煮二十

分钟，就成了。很多闽南人都

习惯将米粥作为餐食，并且

信守身土不二，固执地认为

本地稻米，特别是六月产的

新米，煮出的新米粥，口感

好，味道香。

在我的家乡，这个北纬

24.95 度的小镇，四季分明，

气候温润，日照充足，雨量充

沛，适合水稻生长，一年能产

两季。水稻对生长的环境要

求不高，给足水分和阳光，就

能丰收在望。收获的季节，成

片金灿灿的稻子会给人千重

浪的感觉，原野中则弥漫着

稻香。

大多数植物向阳而生，

水稻尤甚，阳光赋予水稻源

源不断的生长动力。立春过

后，农人就开始插秧，初春的

大地，乍暖还寒，但阳光开始

暖和起来，秧苗借助阳光的

力量抬起身子呼呼地往上

冲，开启了水稻的一生，直至

抽穗，结出谷子。

阳光不仅助长了水稻，也

成就了稻香。收割后的稻谷

还要经过太阳的暴晒，才算

功成。晒稻谷的时候，要将稻

谷推平，然后用脚或八爪耙

将稻谷推成小山脉一般，一

条棱线接着一条棱线，以此

增加稻谷接受阳光照射的面

积，晒够，再翻动一下，让埋

在里面的谷子翻到向阳的一

面来，循环往复，待谷子飘出

充满阳光香气后，用嘴咬下

去，能清脆地变成两半，谷子

才确定晒干。

富有经验的老农对我

说，是阳光决定稻米质量，进

而影响到粥的味道，光照充

足的地方产出的稻谷与光照

稀少的有很大不同，甚至是

同地块稻田，晴天收割的与

阴天收割都会有不同，晒够

与晒不够也会差很多。光照

越足，晒得越够的稻米，煮出

来的粥，越香。

夏天的故乡，阳光毒辣，

燥热无比，太阳西下后天气

才能转凉爽些。每当傍晚来

临，母亲总会煮好一锅新米

粥，拎出一把凳子坐在门口，

就着夕阳，等待归家的人，也

在等着南来的风将粥吹凉，

然后就着咸菜喝上几碗稀

粥，心满意足，算是用完晚餐

了。

有时我觉得老人家的生

活真是乏味，一日三餐，有两

餐吃的是稀粥，这样的日子

惬意，却也有几分沉闷，不由

自主地让人怀想起那些能吃

上美味佳肴的日子，忍不住

力劝母亲改变一下，吃点别

的，但母亲坚持认为喝粥清

清爽爽，沁人心脾，唇齿留

香，是人生一乐。

如今，母亲已经如稻种

一样长眠于大地，像家乡那

些稻子完成了风吹日晒雨淋

的一生。而现在的我，在炎炎

夏日的傍晚，也如母亲一样，

煮一锅应季的新米粥，炒点

菜肴，然后静候家人归家。

实际上，生活没有想象

中那样不堪，完全可以如水

稻一样，不需要索取太多，向

阳而生。平凡的百姓生活，也

不纷繁复杂，选择极简的生

活方式，也能心安理得享受

到人生的快乐，又充满活力。

岁月的脚步从未停歇，

每一个日子都似曾相识，愿

每一个生命在阳光的指引

下，恋上新米粥，生生不息。

路过村庄或田野，如果

有稻子，我能发现。稻子黄

了，有股稻香，我能闻到。

（来源：《泉州晚报》）

□晨阳

七绝·轸念

第六届同侨大会
（2011 年）

四海胞波聚瓷都，

同侨盛会乐欢舞；

华夏腾飞齐共享，

轸念亲友在故土。

五绝·祝贺仰光

第七届同侨大会
（2013 年）

游子今欢聚，

高歌海鸥曲；

伊江日夜流，

佛塔显光覆。

点绛唇·第八届同侨大会
（2015 年）

缅华同侨，全球欢聚琴乡驻，

海丝一路，自贸区开户。

曲径通幽，海上丝绸路。共同语，

意情蚕絮，奔向康庄去。

（琴乡：厦门市有琴岛雅称）

忆江南·贺第九届

同侨大会
（2017 年）

金多堰，

曼德勒之滨。

世界缅华欢聚会，

胞波情谊近如邻。

丝路串家亲。

七绝·贺第十届同侨大会
（2019 年）

濠镜归神州廿载，

实施两制倍繁荣；

胞波铭记初心志，

共创同圆国梦迎。

有人说，

我们要离开栖息地，

一路向北迁徙。

其实，

我们是亚洲象，

中国是我们的最爱。

因为，

我们想去旅行，

彩云之南春天常驻，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

有人说，

我们是全球明星，

走一步都是聚焦点。

其实，

我们的每一次萌，

是被一山一水感动。

因为，

七彩云南最多情，

云南人民最真诚，

神州大地最迷人！

有人说，

我们边逛边吃，

一派王者气概。

其实，

我们的幸福，

藏着中国人民的关爱。

因为，

他们总是精心呵护，

含笑迎送，

没有分秒惊扰！

有人说，

外出的短鼻家族，

又回到家了。

其实，

我们并没有离开，

更不会无情远去。

因为，

云南有我们的家

中国是我们的根，

我爱中国！

（来源：新华网）

□李维

华侨大厦第一期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