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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幾何時，誘人的「美國夢」激勵着世界各地的青年奔赴美國，廣東仔李學海亦是其中一員。如今，當年那

個香港製衣廠的打工仔早已躋身美國商界精英，成為叱咤風雲的「貨倉大王」。成功後的李學海卻時刻不忘祖

國，以他對天津的傑出貢獻當上了天津市政協委員。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李欣

從「美國夢」到「中華情」

人民政協人民政協的的「「前世今生前世今生」」
和平在「邊談邊打」中止步 宿正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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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僑商會訪津期間，李學海為僑商代表介紹天津佛
羅倫薩小鎮情況。 本報記者李欣攝

■張家口城門舊照。 資料圖片

1970年，20歲出頭的李學海隻身一人從廣東來到香
港。他深知，如果沒有知識，只能打一輩子工。所以，他
白天在製衣廠做車衣工，晚上堅持到香港機械學校，即現
在的香港理工學院讀夜大學。6年後，李學海移民美國。

從「香港夢」到「美國夢」
初到美國時，他和所有的新移民一樣，人地生疏，語
言不通，幾乎一無所有。李學海又開始重複在香港的生
活，白天在服裝加工廠打工，晚上到學校裡學習語言和
服裝設計。他說，自己最初的「美國夢」就是當一家服
裝公司的老闆。
到美國的第五年，李學海用打工的全部積蓄創辦了自

己的服裝公司，開始了創業歷程。「那時候，中國剛剛
改革開放，老外在中國開發區開工廠、下訂單，生產服
裝出口。我們公司就做服裝進口。不久我就發現，這麼多
貨來到美國，需要倉儲配送服務。」李學海說，「那時候
還沒有『物流』的概念，只有倉儲配送。」
隨着中國的改革開放，越來越多的貨物需要出口，倉儲

配送服務的市場需求也越來越大。李學海說：「越來越多
的訂單要我做，我只好不停地買貨倉，於是越買越多。」
目前，他任董事長的威特集團在美國擁有房地產超過

300萬平方呎，包括十幾座倉儲物流中心和位於紐約曼
哈頓中心地帶的威特大廈等，價值數億美元，是美國最
大的倉儲物流提供商之一，在美國擁有一支超過1,000
名員工的專業團隊，每年為500多個客戶配送零售價值
超過50億美元的商品。李學海笑稱：「不是我自己想
做房地產，而是因為生意的需要。」

時刻關注着祖國
實現「美國夢」的李學海卻時刻關注着祖國。從上世

紀80年代後期開始，他就在中國各地投資興辦了多家
服裝加工企業，產品銷往美國、加拿大、歐洲各地。目
前，他的公司每月從中國出口服裝量達900萬件，成為
中國服裝出口的最大代理商之一。同時，作為僑商代
表，他熱心僑界的公益活動，為中美企業家之間的聯絡
溝通搭建友誼之橋。
作為愛國華僑，李學海亦十分熱心中國內地的慈善公

益事業。無論是地震還是非典，捐助名單上總能出現他
的名字。今年7月，他向天津市武清區慈善協會兒童福
利院及兒童康復中心捐款100萬元人民幣，用以改善孤

兒和殘疾兒童的教育、醫療康復條件。

把「佛羅倫薩」搬到天津
「天津的投資環境非常好，無論是城市的規劃、道

路，還是政府的服務和效率，以及環境地點的優勢，可
以說是『天時地利人和』，這為我們海外華僑回國投資
提供了很好的條件。」作為天津市政協委員，李學海希
望盡自己的努力，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國家戰略背景
下，把天津武清區這個交接點，打造成為一個現代化、
國際化的新城，為經濟轉型升級作一些貢獻。
目前美國威特集團與香港、美國、意大利投資方合

作，在中國共同投資超過180億元人民幣。其中包括
2011年在津開業的佛羅倫薩小鎮。該項目總投資20億
元，是中國首座純意大利風格的奧特萊斯購物小鎮。李學
海透露，去年佛羅倫薩小鎮營業額超過18億元人民幣，
今年將突破20億，預計明年還會有30%以上的增長。

譴責「佔中」者：用錯了方式
李學海是美國百人會大中華地區共同主席之一，也是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的榮譽會長。「我自己都不知道一年
中在哪裡的時間會比較多，哪裡有會議或者有生意我就
飛到哪裡，整天在飛機上。」
常年在外奔走的李學海，在通過報紙了解到香港發生

的「佔中」事件後，對那些懷有特殊目的的外國組織煽
動學生做出不利於香港社會的行為表示譴責，「在美
國，通過遊行來表達想法很正常，但需要一種合法合理
的途徑，不可以影響道路交通，觸犯法律。香港學生用
錯了方式。」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徐
悅）「我的雙重身份是一個很好的互補，
對於扮演好兩個角色都大有好處。」貴州
省政協委員周明在接受本刊專訪時這樣說
道。而他的另一個身份則是畢節市七星關

區阿市苗族彝族自治鄉鄉長。
多年來，他結合自身經驗，調整
產業結構，努力帶領鄉民脫貧。

瞄準中藥材種植
阿市鄉位於赤水河上游流

域，是七星關區較為偏遠的一
個鄉鎮。2010年，全鄉人均年
收入僅 2,800 元。產業結構單
一，傳統農業收益小，是致貧
的主要原因。
2010年3月，周明任阿市鄉鄉

長，此前，他已在其他幾個鄉
鎮擔任過副鄉鎮長等職務，擁
有十二年基層工作經驗。來到
阿市鄉後，周明清楚地知道，
要想脫貧，首先要明確產業結
構的定位。「阿市有一些礦產
資源，但地處赤水河上游，發
展工業是不現實的。」周明
說，但阿市鄉是七星關區森林
覆蓋率最高的地方，且氣候溫

和、雨量充沛，有數百種野生中草藥。此
前也有村民零星地種植，雖長勢很好，但
不成規模。
瞄準了中藥材種植這個產業後，阿市鄉

成立了7家農村專業合作社，採取「公司+

合作社+農戶+基地」的模式，流轉土地達
15,000畝以上。2013年，靠主要種植續
斷、苦參、黨參三個中藥品種，阿市鄉人
均年收入增至4,900元。

冀重塑苦參品牌
「通過這幾年的種植，我們發現苦參是

最適宜阿市鄉氣候、土壤環境的。雖然價
格低於續斷和黨參，但市場穩定、波動比
較小，便於農戶掌握。苦參有清熱燥濕等
功效，在市場上也很受歡迎。」周明介
紹，到明年秋天，阿市鄉苦參的種植面積
將達到2萬畝。而周明更大的「野心」
是，聯合周邊鄉鎮，將苦參種植到4萬畝
以上，成為區域性的苦參產供銷基地。
「苦參本來就是七星關區的一個品牌，後
來衰落了，但種植苦參的環境還在，我希
望能抓住市場，重塑七星關區的苦參品
牌。」周明略為激動地說。
發展產業是為了帶領鄉民脫貧致富，如

今百姓的收入有所改善，但周明認為還遠
遠不夠，「經過在合作社入股和打工，農
民掌握了種植技術，培養起市場的理念。
條件成熟的時候，我希望土地能夠回到農
民手中，在政府的適度引導下，以家庭的
模式種植，共同承擔風險，這樣農民才能
獲得更高的收益。」

周明 雙重身份助脫貧：

1946年，是邊談邊打的一年。
許多本該在政治協商會議上徹底明確

或徹底解決的問題，因為種種原因而未
能解決，不僅導致會後談判步履維艱，
而且直接影響到會後的軍事調處問題。
以解放區問題為例，在討論施政綱領
時，國民黨代表未將此問題列入議題，
最後只作為附記提出解放區地方政府暫
時保持現狀。並且國民參政會副秘書
長、政治協商會議秘書長雷震在向蔣介
石提交施政綱領決議案時，還將此條目
疏漏。這些細節，使得會後解放區問題
在打打停停中始終找不到國共雙方都能
接受的合理路徑。
9月30日，政府軍悍然攻打中共最重
要的城市據點張家口。中共致函美國政
府調停代表馬歇爾，如果政府不立即停
止對張家口及其周圍的一切軍事行動，
中共不能不認為政府業已公然宣告和談
全面破裂，並已最後放棄政治解決之方
針，其因此造成之一切嚴重後果，當然
均由政府方面負責。馬歇爾居間調停未
果。10月10日，政府軍佔領張家口，同

日攻佔中共在熱河的最後一個據點赤峰。
國共軍事衝突瀕臨失控。在政治、軍事多
重因素的推動下，歷史迅速向內戰演變。
當然，從政治協商會議閉幕到和談大門

關閉，其間發生的事情是極其錯綜複雜
的，筆者在此只能舉其大概言之。
回顧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歷史的

許多細節的確造成了令人無限感慨的遺憾。

如果政治協商會議能夠再嚴謹
一些，與會代表特別是國民黨
方面的代表能夠再負責一些，
如果會後的一些誤會和摩擦能
夠及時而有效地化解，也許和
平能夠站穩腳跟。
回顧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歷史

的發展具有很多必然性。數千年的中國文
化造就了根深蒂固的「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觀念，也或多或少在近代重要歷史人
物的頭腦中植下了不自覺的帝王之念，你
死我活的鬥爭意識一定程度上令國家錯失
了民主合作的機會。
回顧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歷史

的確曾向中國人民開啟過和平民主建國
的大門。中國共產黨確立的近期奮鬥綱
領是新民主主義，政治協商會議的成果
與中共的近期綱領有相當的差距，但是
中共不僅接受了這一成果，而且作出了
參與議會鬥爭、學習合法鬥爭的準備，
展示了踐行承諾的誠意。中共要求在政
府委員中和民盟共同佔有14席，擁有否
決權，並不為過，這恰恰是民主聯合政

府的要義和必需。放棄這一原則，無異
於把生命交給了別人。反之，國民黨在
這一關鍵問題上決不讓步，也就充分說
明了蔣介石的獨裁之心未死，並且仰仗
手中重兵，寧願逼迫局勢走向無可挽
回。所以，評價這段歷史，說國民黨本
來並無誠意，也並非枉斷。
我們知道，二戰之後的英國，走上了
工黨、保守黨輪流執政的政治道路。工
黨是以社會主義為追求的政黨，並且在
戰後30餘年中推行了極其深入的社會主
義政策，說明國共合作、民主建國未嘗
不可。追根究底，
兩國文化底蘊不
同、國民素養不
同，造成的結果也
就大異。

■阿市鄉農民在種植中藥材。 本報貴陽傳真

■美國政府調停代表美國政府調停代表、、美國陸軍五星上美國陸軍五星上
將喬治‧馬歇爾將喬治‧馬歇爾。。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1946年是邊談邊打的一年。圖為國民黨的裝甲部
隊。 資料圖片

「因為常年在基層工作，接觸了大量的扶貧
工作，我發現，一些扶貧項目並沒有扶到點
上。」周明說，在提交相關提案的同時，他
也在省政協提案辦理協商座談會上提出自己
的意見，得到政協主席王富玉的肯定，並
鼓勵他多講真話。
周明指出，目前的扶貧工作機制是自上

而下的，存在一定的指令性，一定程度上

忽視了困難群眾自身的意願，結果造成了
扶貧資金的浪費。
因此，他建議，扶貧工作應建立起自下

而上的機制，而非自上而下。應該根據大
多數貧困群眾意願，由下而上報項目，再
從上到下安排項目或資金，讓民眾從「要
我做」到「我要做」，而上級扶貧部門則
負責監督。

提案倡扶貧「自下而上」

■今年6月，國僑辦主任裘援平（中）與美國百人會會
長關德銓（右二）、大中華區共同主席李學海（左二）
等人合影留念。 資料圖片

■李學海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本報天津傳真

■貴州省政協委員周明。 本報記者徐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