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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洪雪华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日前率领香港
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 40 周年访问团启程访
问深圳和北京。随行团员中， 94 岁的林亮是
最年长的一位。

40 年前，内地改革开放初期，林亮成为
第一批到内地开办玩具工厂的香港商人。年
过九旬之后，林亮二次创业，实现玩具品牌
梦。

记者面前的林亮，身着一套深蓝色西装，
一条有小鸭子图案的领带有些俏皮。他小心翼
翼地打开一个黄色方形盒子，一对尾尾相连的
白色鸭子模具映入眼帘：“这就是当年生产小
黄鸭的模具。”

林亮祖籍广东南海， 1936 年随父亲来香
港生活。 1947 年，他加入从事塑胶原料生意
的源兴行有限公司，成功说服老板开办永新塑
胶厂，用塑胶生产玩具。一年后，永新塑胶厂
生产出香港第一批塑胶玩具小黄鸭，“由于质
地坚韧，颜色鲜艳且不易燃，小黄鸭很受孩子
们喜欢。”

1978 年的一天，林亮从收音机里听到内
地改革开放的新闻，他彻夜难眠。“内地是一
个广阔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

林亮回内地设厂还得从三次考察之旅说
起。 1976 年至 1978 年，香港中华总商会分别
组织了京津及东北工业考察团、华东考察团、
华中华西考察团。

“当时去内地一家工厂考察，发现这家工
厂的机器竟然是前几年被淘汰的型号。”内地
生产设备落后，生产力较低，让林亮感受颇
深：“如果可以利用香港的管理模式，配合先
进的生产设备，利用内地的劳动力资源，必有

所成。”
1979 年，林亮在东莞设立了“永和玩具

厂”，招聘了 25个工人。然而，将部分生产
线从香港转移到内地，是不小的挑战。“刚开
始，客户们心里会存疑，内地玩具厂生产的产
品能达标吗？”

为了生产出优质的玩具产品，林亮每周会
用两至三天的时间到东莞工厂教工人们做玩

具。通过细心指导，工人们的生产效率得到提
升，良好的产品质量也吸引了来自日本、美
国、英国等国家的客户。

从 1983 年起，林亮不断在内地建立新工
厂，到 2000 年，已拥有包括东莞、南海、连
州工厂在内的 8 家工厂，员工人数增长至
18500 多人。

“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到内地开办了很

多玩具厂，为国家赚了很多外汇，培养了一
批玩具业的技术、管理、贸易人才。”林亮
说。

在林亮倡议下， 1987 年，美国大型玩具
商“孩之宝”与永和实业有限公司及广东省佛
山市盐步镇政府三方联合，成立了合资公司
“永南玩具制品有限公司”，在盐步设厂，生
产变形金刚玩具。林亮因此赢得了“中国变形
金刚之父”的美誉。

精耕玩具业多年，林亮逐渐认识到品牌的
重要性：“中国有数亿儿童，我们要生产自己
的品牌玩具给孩子们。”

2014 年，林亮以 91 岁高龄第二次创业，
成立得意创作有限公司，重新设计并推广于
1948 年面世的经典小黄鸭 LT Duck 。“小黄
鸭不再是一个玩具，而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品
牌。”

目前，经典小黄鸭 LT Duck 与多家公司
合作，授权生产多种小黄鸭产品，包括小黄鸭
手表、儿童用品等。“希望我的小黄鸭能一飞
冲天。”林亮说。

回顾改革开放的 40 年，香港不仅是内地
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力，同时也是受惠者。从
25 个人的永和玩具厂，到上万人的香港永和
实业集团，林亮感激改革开放为他带来的机
遇：“身处改革开放的时代，享受政策的优
惠，利用内地的劳动力资源，我的成功是天时
地利人和的产物。”

2015 年，林亮获得香港“杰出工业家
奖”。多年的努力拼搏，他为香港玩具业写下
辉煌的一页，也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同时，
他不忘回馈社会，在内地成立慈善基金会、开
设高校奖助学金等。

新华社香港电

“香港小黄鸭之父”林亮：

从代工厂到玩具品牌梦工厂

新华社记者付敏

台湾农民吴三旗万万没想到， 23 年前离
开高雄到厦门养羊的决定，成为他人生的转折
点。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大陆惠台政策不
断出台，政府帮扶力度不断加大，吴三旗在大
陆的事业风生水起、越干越好。

高中毕业后，吴三旗就开始从事工程营建
项目。因为工作应酬喝酒喝垮了身体后，他辞
掉工作，到屏东乡下牧场调养，逐渐恢复健
康。

调养期间每天喝的羊奶让吴三旗看到商
机，转行进军乳制品业。他在台湾开办牧场，
做起自产自销的鲜奶生产配送生意，很快打开
了市场，规模日益壮大。巅峰时，他的企业每
天有 20 至 30 万瓶的销量。

上世纪 90年代，改革开放方兴未艾，台商
纷纷赴大陆考察，寻找投资机会。 1995年，吴
三旗和朋友辗转大陆多地后，决定在厦门创
业，“因为厦门也讲闽南话，气候条件、饮食

文化、风俗习惯都跟台湾很相似，很亲切。”
在吴三旗看来，台湾民众喝鲜奶有很长历

史，而当时大陆民众还是喝奶粉居多，对羊奶
的认知几乎为零。他看到了“蓝海”，认定鲜
奶是未来发展趋势，大陆市场有着无限空间。

1995 年，吴三旗开办了台农厦门牧场。
他选择了空气好、水质好、环境好的同安北辰
山为基地，租下 200 余亩山地；又从陕西富平
高价选购产奶量高的优质山羊，与自台湾引进
的纯种乳羊交配繁殖。但困难却接踵而来。

“北方的奶山羊不适应温热潮湿气候，很
容易生病。”当时一只羊的成本高达 3000
元，几乎相当于许多人一年的收入。乳羊水土
不服，病的病，死的死，吴三旗损失惨重。

但他没有灰心。他从台湾邀请专家来厦门
指导，并在大陆农科院专家支持下，成功让产
自大陆西北地区的欧洲萨能奶山羊适应了福建
的海洋性气候，母羊繁殖成功率从三成提高到
九成，并拿到了动物防疫许可证。

养殖成功只是第一步，更大的困难还在后

面。
“羊奶生产并不难，饲养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的羊场挑高 3 米，羊粪便与饲养环境完全
分离；还专门从台湾引进狼尾草、盘固拉草等
高蛋白专业牧草作为饲养辅料。”吴三旗相
信，高标准的饲养、生产机制下，他的羊奶品
牌一定能做好。

在吴三旗苦心经营下，台农羊奶市场逐年
扩大，最高峰时，福建全省一天要喝 6 万瓶台
农鲜羊奶，鲜牛奶的客户更多。

2010 年，吴三旗又在泉州眉山设立养殖
基地，经过几年的发展，已成为华南地区最大
的奶羊养殖基地之一。今年，他在福建三明投
资了多丰食品厂，现日产鲜奶 150 多吨，未来
可达 200 多吨。

事业上的风生水起，让吴三旗有了更开阔
的思维。他在厦门同安北辰山建起了钓鱼台、
烧烤露营地、游泳池和餐厅，在保留部分生产
乳制品功能的同时，打造观光休闲农场。

吴三旗还决定紧跟时代潮流，大力发展电

子商务，将所有客户转移到统一端口，最大化
去除中间环节，降低成本和风险。今年，中奶
牧业(厦门)电商有限公司成立，专门负责台农
乳品网络销售。

“对需要低温保鲜的鲜奶来说，发展电商
不容易，因为产品需要全程冷链配送，门槛很
高，但这是大势所趋。”吴三旗说。

吴三旗回忆，刚到厦门时，人生地不熟，
厦门市、同安区的干部不仅全力服务牧场项目
落地建设，还介绍上级农业部门相关领导、专
家前来指导、交流养殖技术。“作为一名台
胞，能够在大陆把乳业做大做强，首先要感谢
的就是政府的支持。”

上月初，吴三旗第一时间申请了台湾居民
居住证。“这些年，大陆不断推出惠及台胞的
政策措施，对台胞的关心真是越来越细腻。所
有这些都让我们在大陆生活得更踏实，更有归
属感。”吴三旗说，希望台湾青年以更加开放
的心态来大陆就业创业，在大陆这个大舞台勇
敢追梦。 新华社厦门电

新华社记者杨柳

北京市西城区有条小
街，街北口矗立着一座雕
塑——— 一块被炸坏的怀表，
时间永远定格在抗日名将佟
麟阁壮烈殉国的时刻。

小街因纪念将军得
名——— 佟麟阁路。

在过去 2 0 多年时间
里，在这条小街上，两个名
不见经传的小鞋匠乘着改革
开放的春风，白手起家、凭借勤奋努力积累下一份
属于他们的家当，书写了一段传奇故事。这段传奇
属于他们，属于这条小街，属于这个时代。

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荣成和长他 11 岁的堂哥荣
光闩。

(一)

1978 年，安徽庐江县袁瓦村一个 5 岁的小男
孩还在田间地头玩耍，他不知道就在距他 200 多公
里的凤阳县小岗村有 18 户农民在一张薄纸片上按
下了红手印，签下“包干到户”的生死契约，成为
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他更不可能想到，自己的命
运会因一场由此发端的伟大变革而改写。

这个 5 岁的小男孩就是荣光闩。
1993 年， 20 岁的荣光闩怀揣进城挣钱的梦

想，离乡汇入“打工潮”。但他并未像多数老乡那
样到苏浙沪给人打工，而是登上北上的列车，期望
在北京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在老乡开的修鞋店当了一年学徒后，荣光闩在
佟麟阁路南口支起了小小的修鞋摊。很快，周边居
民和上班族就认识了这个要价公道、手艺精湛、不
善言辞的小鞋匠。

2001 年的一天，就在人们以为小鞋匠会一辈
子默默修鞋的时候，一个消息在佟麟阁路上炸响
了——— 小鞋匠买房了！

街南口的一座高档公寓开盘，每平方米八九千
元的均价，远高于当时的市场行情，但荣光闩不仅
买下一套 80 多平方米的房子，而且是一次付清全
款。

消息一出，小街居民和附近机关大院里的人们
无不啧啧称奇，小鞋匠一时间成了“名人”。

(二)

2003 年，佟麟阁路上的人们发现修鞋铺里的
小鞋匠换了人——— 荣成接替了荣光闩。

修鞋的人变了，不变的是要价依然公道，手艺
依然精湛，小鞋匠依然勤快。

幼年丧父的荣成，为生计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开
始帮母亲下地干活儿。“赶着家里唯一的一头小黄
牛犁地，因为小不会干，犁得特别深，牛累得汗直
淌，我满头满脸都是牛蹄子甩起来的黄泥。”儿时
的泥水混着汗水和泪水给荣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
忆。

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明白了根要向下伸，花才
向上开。

就在荣光闩一步步扎根北京的同时，荣成也追
随堂哥的脚步来到北京。

“刚来的时候也吃了不少苦，那会儿在校场口
的一间四合院租了间石棉瓦搭的棚子，每月 150 元
的房租还得我堂哥帮着垫。”荣成深刻体会到在北
京讨生活原来并非想象中那般美好。

但只要吃苦勤快咬牙把根扎下了，一切就顺
了。

“奥运会前后那几年生意好做，我把老家买的
房子卖了，在燕郊买了一套，后来又倒腾了一次，
换成了河北廊坊那边的两套房。”凭着吃苦耐劳、
扎实肯干，荣成也成了让同龄人直竖大拇指的“有
房一族”。

荣成向记者揭开了荣光闩当年买房的秘密：
“那年，我堂哥弄这个鞋摊已经快十年了，手里确
实积攒下了一些钱，正赶上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有
个机会，他就在那边以每个 5000 元的押金租了几
个摊位，自己留了一个大的卖鞋，剩下的经营权都
买断给了温州人，每个 5 万元，一下子挣了不少
钱。后来，他还在别处买了一套。”

“现在我妈也来了北京，虽然跟我堂哥没法
比，可跟老家其他人比，还是强不少。”荣成说。

(三)

2018 年，又一个关于小鞋匠的消息在佟麟阁
上炸响——— 当年的小鞋匠荣光闩已经举家出国了！

“我堂哥现在是大老板了，出去很正常。他的
生意都交给家里其他人打理了。”

荣成口中的荣光闩的“生意”早已不仅仅是北
京的鞋店。 2003 年已在北京站稳脚跟的荣光闩，
把修鞋铺交给堂弟荣成后，南下广州，在那里建起
了鞋厂。

“这些年来，国家政策一直都鼓励大家致富发
财，大家只要合法经营就有钱赚。加上我堂哥胆子
大、眼光好，又有经验，他在广州除了鞋厂，还弄
了汽修美容店。”荣成既感慨堂哥的好际遇，也钦
佩堂哥的本事。

对堂哥未来的打算，荣成说：“也许会把生意
做到国外，也许等孩子大了再回来。其实他无论做
什么都不应该奇怪，我们中国人这么勤劳，一旦眼
界开阔了、手里有钱了，世界就是我们的舞台。”

说话间，一轮红日温暖地照耀着小街，阳光铺
满大地。 新华社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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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亮在展示模具和玩具（ 10 月 26 日摄）。 新华社记者吴晓初摄

台湾农民吴三旗：

到厦门养羊成为人生转折点

山乡婚礼话变迁
陕西省商洛市地处秦岭南麓，改革开放 40 年来，当地山里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同年代的山乡婚礼影像记录

下一对对新人的幸福瞬间，也留下了时代的烙印。 新华社发(方立摄影报道)

▲商洛市丹凤县龙驹寨镇新人尚琪琪与叶嘉欣成婚，漂亮的婚车开进农家(2018 年 8 月 18 日摄)。

▲ 1998 年春，在商洛市商州区城关镇
东店子村，新人张朝晖和李轶敏冒雨成婚，
婚纱在当时的商洛刚开始流行（翻拍照
片）。

 1984 年，在商洛市洛南县，新人方永革和王导慧在婚礼上合影，中山装是当时最时兴的婚服（翻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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