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昌朝：甘为两岸交流做贡献
■记者 黄国夫 第一次偷偷回大陆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余光中的诗《乡愁》道出台湾

游子对祖国的深深思念。

塘下现有台胞800多户，在台人员3500

多人。虽然隔着一道海峡，但他们的心一直

记挂着故乡。祖籍塘下场桥的戴昌朝就是

其中一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

件投降，被日本占领了50年的台湾终

于回到中国版图。

当时，戴昌朝的父亲被国民政府

派往台湾，主要处理交接事宜以及测

量台湾地形，并留在台湾。

戴昌朝生在台湾、长在台湾，有关

大陆的情况是从父母嘴里得知的。

戴昌朝学习成绩优异，长大后成

为公职人员，一直想去海峡对岸看看。

上世纪八十年代，海峡两岸交流

限制慢慢松动。有一次，戴昌朝接待

了一位来台湾处理事务的德国人。德

国人提出去大陆看看，戴昌朝趁机踏

上大陆的土地。

“那时台湾禁止公职人员去大陆，

我回台湾后还被罚抄了好几遍‘三民

主义’。”戴昌朝笑着说。

不过第一次大陆之行让他印象

深刻。“那时大陆刚改革开放，社会还

没有大发展。踏上大陆的土地，了却

30 来 年 的 心 愿 ，心 里 说 不 出 的 开

心。”想起当时的情景，戴昌朝依然兴

奋不已。

戴昌朝在台湾出生、成长，儿时

很少用瑞安方言与父母交流，但他依

然能讲一口流利的瑞安方言。

“我的瑞安方言是从瑞安鼓词中

学来的。”他说，第一次听到瑞安鼓词

时就被家乡的方言吸引了，于是买了

磁带，有空就拿出来听听，很快学会

了瑞安方言。

随着海峡两岸交流的加深，戴昌朝

来大陆的次数越来越多，更深刻地感受

祖国的进步，体会塘下的点滴变化。

他说，第一次到塘下，泥路坑坑

洼洼，坐在三轮车上屁股都被颠痛

了，村里很多民房破旧，总体来说，村

民生活条件艰苦。

“现在，塘下到处是高楼大厦，道

路通畅，去台湾也很方便。中午可以

在台北吃午饭，晚上就可以在温州吃

海鲜了。”戴昌朝说。

2000 年，51 岁的戴昌朝提前退

休，创办了国际翔鹤旅行社有限公

司，致力于推进海峡两岸交流。同

时，他还是台北温州同乡会总干事，

经常带温籍台胞回故乡看看。

为两岸交流做贡献

戴昌朝父母去台湾时，把女儿留

在大陆。每每想起女儿，父母总是默

默流泪。戴昌朝一直想去大陆，看看

那个未曾谋面的姐姐。

1985年，戴昌朝请了一次长假，瞒

着周围的朋友，以个人名义独自悄悄

回到故乡塘下。

那时交通不发达，从上海坐船，辗转

到塘下，用时一天一夜。到塘下后坐三轮

车，才辗转来到姐姐所在的罗凤银岙村。

戴昌朝说，虽然姐姐与台湾的家

人有书信来往，但从来没有寄过照片，

“说来很奇怪，在罗凤集市上，一位妇

女从我身边走过。我匆匆一瞥，心里

觉得那个人就是我姐姐。”

戴昌朝找到姐姐家，得知她刚出

去了。等了一个下午，姐姐终于回来，

果然就是集市上见到的那个人。

虽然姐弟俩从来没有见过面，但

血浓于水。当晚，他们聊到很晚，戴昌

朝答应带姐姐去台湾见父母。

第二年，戴昌朝瞒住父母，再次偷

偷回到大陆。他要给父母一个惊喜

——带姐姐去台湾。

“当姐姐来到台湾见到父母，三人

抱头痛哭，那场景太感人了。30多年

没见面，如今一家人团聚，那是幸福的

泪水啊。”至今，戴昌朝依然清晰地记

得，胃口不好的父母平时吃不完一碗

饭，但是那天两人足足吃了两大碗。

一家团聚喜极而泣

戴昌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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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后，虞海河慢

慢地把目光放在慈善事业。他说：“我

从小就知道贫穷的滋味，现在自己有

了一定的能力，希望尽自己的力量去

帮助弱势群体。”

2007 年，虞海河在家里办起“幸

福一家”，把贫困家庭的孩子接来，供

他们吃住、上学。算下来，一年平均花

销需要20多万元。

2009年，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政府到温州招商引资。彼时，

虞海河有意到外地发展，便去酉阳开

发房地产项目。次年，他发动当地的

浙江商人成立酉阳浙江商会，被推选

为商会会长，致力于为当地政府和在

酉浙商搭建沟通桥梁。

虞海河介绍，初到酉阳就被当地

优美的自然风光所吸引，同时两组数

据深深地刺痛他的心：全县有 6 万多

户贫困户，有1527名孤儿渴求帮扶。

在经商之余，虞海河常常驱车奔

波于各个乡镇，寻找、看望那些需要帮

助的贫困儿童。龚滩、两罾、后坪……

多年来，虞海河的足迹遍布酉阳38个

乡镇，慈善捐款150多万元。

在酉阳浙江商会授牌仪式上，虞

海河语惊四座：拿出150万元开展慈

善活动。为了帮助更多的孩子，他还

发动酉阳浙江商会会员帮扶家庭生活

特别困难的孩子。

公司员工觉得老板“不务正业”，

但虞海河说，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社会

做一些贡献，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给他

人一些帮助，心里十分充实、快乐。

虞海河的爱心感染了儿子。今年

17岁的小虞入伍后，拿到几百元补助

金，将一半金额捐给红十字会，还表示

以后会坚持下去。

虞海河：是商人，更是慈善家
■特约记者 林瑞蓉

“幸福一家”大概是虞海河身上最显眼的

标签。2007年，他正式挂出“幸福一家”牌子，

收养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截至目前，已经

有19个孩子从“幸福一家”走出。

但是虞海河前期的创业历程似乎鲜有人

提及。他是怎么一步步创业的，“幸福一家”

的想法从何而来，每年开支如何承担？日前，

记者走近虞海河，感受他的商业头脑和慈善

情怀。

21岁创业，一度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

虞海河生于 1972 年，儿时贫困

的生活让他至今难以忘怀。

为了帮助母亲扛起家庭的重

担，虞海河辍学做了两年半的木工

学徒，随后单干了几年。当时，一个

技术好的木工一天能赚十几元钱，

属于高收入。但虞海河急于摆脱生

活的困境，决定放弃这份“高薪”，自

己创业。

他看准了汽摩配市场。可办工

厂需要庞大的资金。虞海河东拼西

凑，借了 3000 元，才办起汽摩配作

坊。

可是高额利息犹如一块巨石，

压得他一度透不过气。虞海河拼命

地干活，既当老板又当工人，从零起

点出发，跌跌撞撞地探索，度过了最

艰苦的创业时光。

诚信至上，刚下手术台又上冲床台

诚信一直是经商者的第一准

则。即使在最苦、最累的时候，虞海

河也没有动过歪脑筋。

有一次，为了赶一笔订单，他两

夜没有合眼。在第二夜的下半夜，

他忍不住打瞌睡，竟将手指伸进轰

轰作响的冲床里，顿时血肉模糊。

来到医院后，医生简单包扎、止

血，让他第二天再来。第二天，虞海

河赶去医院做了手术。由于没有得

到及时治疗，他的手指留下后遗症，

到现在还是麻的，不太能使上劲儿。

刚下手术台，虞海河又马不停

蹄地回去继续赶工。他说：“赶不出

这一批订单，首先工厂会承受经济

损失，其次会失去信誉，或许对方以

后就不会把订单交给我们。”

诚信经营再加上努力打拼，虞

海河的事业稳步发展，终于在第三

年偿还了债务，还买了一辆本田摩

托车。

“那个时候瑞安街头的摩托车

不多，开出去很拉风的。”虞海河笑

着说。

当上酉阳商会会长，“不务正业”做慈善

虞海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