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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育庆祖籍泉州，1951年出生于菲律宾马尼拉，曾任菲
华商联总会名誉理事长。因为在农业领域的贡献，他被菲律
宾政府授予“杰出农业商人奖”，享有“菲律宾水稻之父”和

“菲律宾水稻大王”等称号。
在自我介绍时，林育庆常说：“我是穿着西装的农民”。

他与“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有着深厚缘分。
在朋友的介绍下，1998年初，林育庆专程到中国拜访袁

隆平，请教如何让杂交水稻在菲律宾“落地结果”。
1999年6月，当时的中国农业部与菲律宾农业部签订

了《关于中国帮助菲律宾发展杂交水稻的协定》。根据协定，
菲华商联总会董事兼外交委员会主任林育庆主持的喜特宁
集团与袁隆平院士共同合作组成“菲律宾西岭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进行杂交水稻的试验与
推广。

西岭公司在菲律宾内湖省
开辟50公顷的试验基地，在东
纳卯省拥有400公顷的杂交水
稻试验田。并计划在 2年内，
扩大到 4000公顷。这 2个成
片水稻试验场，成为袁隆平院
士在中国以外最大的实验基
地。

2001年 1月 17日，内湖
省的一个农场传来好消息，在
那里试验的第八号种苗已经稳
定下来。经过两季 50个小组
试验，发现有 6个母种纯度达

到99％以上、适合菲律宾的土壤气候的杂交水稻品种，是菲
律宾最好的杂交稻种之一。

林育庆先生将种子命名为“西岭8号”，他说：“西岭是我
父亲的名字。大米就叫做‘多尼亚·玛丽亚’，玛丽亚是我母
亲的菲律宾名字。我打算让8号在全菲引种。”

2002年10月，世界水稻大会在北京召开，林育庆将“西
岭8号”种子带到北京。袁隆平院士看了种子后高兴地对他
说：“不错嘛，已经达到中国的水平了。恭喜你! 当初我们
见面时虽然答应帮助你，但你仍然要靠自己的天分和福份。
没有运气，可能一辈子都拿不出稳定的品种。”

2003年4月，袁隆平院士应时任菲律宾总统阿罗约邀
请访菲，访问期间，袁隆平院士参加了对当地农民种植的杂
交水稻的验收，结果亩产达到690公斤。有个菲律宾当地
农民已经80多岁了，他说，他种了一辈子田，还从来没有见
过这样高产的水稻。

林育庆曾说：“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一粒种
子可以繁荣一个国家。水稻产量的提高让菲律宾农民挣的
钱更多了，日子越过越好。”

林育庆一直称袁隆平为“导师”，在袁隆平逝世后追忆
他，“这是2003年袁老师用中英文为我写的赠言：知识、汗
水、灵感、机遇。这个赠言对我的人生和事业影响很大。”

林育庆致力于推动中菲民间交流，增强人民之间的友
谊，促进两国关系更大发展。他曾说：“我的‘生父’是中国，

‘养父’是菲律宾，无论何时，推动菲中两国友好与合作，是必
然之选，是本分。”

日前，记者从菲律宾侨界获悉，林育庆博士于8月2日
逝世，享年72岁。他积极促进中菲友好、造福菲律宾人民的

故事，成为侨界的永恒佳话。
（本报综合自中国侨网、中新网）

花40多万元翻修楼房，却在整修完后以每年1元的
价格租给村里使用。近期，在南安码头镇宫占村，一栋翻
新洋楼成为村民们关注的焦点。这是一栋什么样的洋
楼？为何每年租金只有1元？近日，记者来到宫占村探
访一番。

闽南风格洋楼 多处完成翻新
上午10时，记者来到宫占村时看到，这是一栋融合

闽南古厝建筑和西式风格的两层楼房。楼房带有一处护
厝，二楼护栏上刻的“隆德居”为楼名。在屋外可以看到，
屋瓦、庭院、外墙浮雕均有翻新痕迹。

走进屋内，可以感受到浓厚的闽南建筑气息。一楼
共有7间房，每间房用闽南清水砖砌成拱形门，房内铺着
闽南红砖。房门上还写有奋发图强、勤俭持家、自力更生
等标语。一旁的护厝同样由闽南清水砖砌成，护厝内有
多间房，部分屋顶露天，采光效果较佳。护厝内还设有洗
手池、盆栽等物。屋内多处可见翻新和重新粉刷的痕
迹。二楼则更为宽阔，地面也铺着闽南红砖，两侧砌着清
水砖。两侧的多间房已腾出备用。

“这栋楼在今年6月由屋主完成翻新，后由村里管理
使用。”宫占村党总支书记高继业告诉记者，目前村里将
一楼用于村民开展南音活动，二楼留作备用，后续还将对
该楼进行改造，增添更多功能。

支持盘活房屋 自掏腰包翻修
为何屋主会将这栋楼进行翻新并交由村里使用？高

继业介绍，“隆德居”的屋主是本村村民戴凤河。他生于
1957年，20世纪80年代远赴菲律宾打拼，后举家移居
菲律宾，“隆德居”也随之闲置下来。

“这栋房子占地面积大且离村委会近，闲置下来很可
惜。”他说，村里希望将其盘活，用于造福村民及开展乡村
文化工作。去年年底，村里成立南音社时缺少场地，便与
远在海外的戴凤河商议借用洋楼一事。“他听说后很赞同
村里的计划，十分爽快地答应了。”戴凤河考虑到房屋老
旧，不便村里后续开展乡村文化工作，就自掏腰包从今年
3月开始对房屋进行翻新。

戴凤河请来施工团队清除了房屋周围的鸡鸭圈，翻
修了屋前的庭院以及大门前两侧的浮雕，换掉了二楼的
瓦片，并对屋内多处重新刷漆……历经3个月的翻修后，
老旧的洋楼焕然一新。整个翻修过程中，戴凤河总计投
入40多万元，其间还专门回国查看，确保工程质量。

心系故乡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装修完后，他本想直接提供给村里使用，但我们觉
得还是以租借的形式比较合适。”高继业解释，为明确屋
主所有权和村委会使用权，同时也为让使用过程更加合
理合法，双方商议后，决定由村委会采用租借形式来使用
这栋洋楼。戴凤河本就无意向村里收费，所以主动提出
租金每年只需1元。“他很支持村里盘活这栋楼房，期望
它能造福村民并为家乡的发展做出贡献。”高继业说，村
里计划将一楼的房间改造成侨史馆和邻里书屋、农耕文
化展示区等功能区，还计划对房屋周围进行绿化、美化并

修建围栏。
“他把房子提供给我们使用，还自己出钱装修。”戴凤

河的善举赢得了不少村民的称赞。村民黄女士开心地
说，得益于戴凤河的热心支持，现在大家唱南音时有了个
好去处。房子后续再改造后，将更便于大家休闲和学习。

“1元钱的租金既是对家乡发展的支持，也是他们心
系故乡的体现。”高继业说，戴凤河家族长期热心家乡公
益，为村里的发展做出许多贡献，即便移居海外也多次为
村里的公共设施建设捐款。他说，近年来，宫占村通过设
立村规民约等方式倡导移风易俗新风尚，持续推进乡风
文明建设。除了戴凤河，还有众多乡贤积极践行移风易
俗，捐资家乡公益事业，助力家乡乡村振兴。

（杨泳红 陈灵 图片来源：《海丝商报》）

“一粒种子可以繁荣一个国家”
——菲律宾闽籍侨领林育庆与袁隆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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