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呂雙輝1957年出生在福建泉州一個窮苦
的農民家庭。1979年，改革春風吹過

南海之濱，同年10月，呂雙輝坐着拖拉機
顛簸了九日九夜來到廣東深圳，據其而言，
「是開始了『找飯吃』的生涯。」

農家子弟獲台商提攜
起初，呂雙輝去了一個廢品收購站，可才
幹了幾天就被老闆趕出來，身無分文的他只
好露宿街頭。後來，呂雙輝過着一邊打零工
一邊流浪的生活。1985年，呂雙輝的生活
開始出現轉機。由於平時工作認真，深圳一
名村民以8,000元（人民幣，下同）的造
價，將一棟70平方米的私人建築承包給
他，呂雙輝此後有了點積蓄，事業亦開始出
現轉機。
1990年，大批外商、台商前往深圳投資
辦廠，這是深圳建築行業的黃金時期。呂雙
輝獲悉台商吳能明將攜巨資在龍華設廠，雖
然他當時已在建築界小有名氣，但比起實力
國企仍顯得微不足道。憑着誠懇、自信，呂
雙輝終於攬下了工程。之後的10多年裡，
吳能明把自己所有的工程全部交給呂雙輝
做，還給他介紹了台商朋友的許多業務。這

樣，呂雙輝的財富急劇增長，他所創辦的深
圳新輝大實業公司也逐步向集團化邁進，涉
及建築、五金、高科技、醫療等多個領域。
現在談起吳能明這位台商老友，呂雙輝還是
心存感激。
隨着大陸和台灣的經濟貿易聯繫加強，

兩岸之間的依存關係日益凸顯。呂雙輝很
早就發現了這關係。他說：「之前我們曾
組團去台灣考察，和當地的中小企業結下
了深厚情誼，雙方都表達了加強合作的願
望。」
利用經常在台灣交流的機會，呂雙輝廣泛

和島內中小型民企、個體戶、農民接觸，了
解他們在「登陸」創業方面的真實需求。
「很多台商來大陸發展，缺乏平台，缺乏組
織和依靠。若因為這些原因而阻隔了兩岸的
交流，是非常可惜的。」

赴港註冊便利交流
通過兩年多的調研和考察，2012年 12

月，呂雙輝攜手兩岸的60家中小企業，在
香港註冊成立海促會。對於緣何在港註冊，
呂雙輝表示，大陸社團有時在台灣交流會有
限制，而台灣社團有時在大陸也會有限制，

香港的社團角色超然，更能發揮連接兩岸的
功能。
雖只隔着一灣海峽，但兩岸的發展情況卻

大相逕庭。呂雙輝說，兩岸的農業都面臨着
明顯的發展短板。台灣農業發展較早，農業
生產技術先進，但生產成本高、資源少、市
場小，發展空間不足。相較之下，大陸的資
源要豐富得多，卻存在着技術水平差、生產
效率不高的問題。

兩岸優勢互補抱團發展
呂雙輝告訴記者，他不忘來路，不改初

衷。海促會的夢想是，集結海峽兩岸的中小
企業，實現優勢互補、抱團發展，合力打造
一個永不落幕的交易市場。這一點，他已和
所有會員企業、理事達成共識。
朝着這個目標，海促會帶領會員企業在大

陸各城市考察，參與主辦、協辦了多場有影
響力的台灣農產品展會，如2013年8月長春
國際農博會、2014年6月泉州塗嶺兩岸農副
產品訂貨會及產品流通會論壇等。目前，海
促會在台灣、福州、深圳、廈門、貴陽等地
設有聯絡處，為中小企業打開更寬廣的市場
通路。

■■呂雙輝聯結大陸呂雙輝聯結大陸、、台灣台灣6060
家中小企業家中小企業，，在香港註冊成立在香港註冊成立
海促會海促會。。 本報福建傳真本報福建傳真

閩商呂雙輝的創富經歷堪稱閩商呂雙輝的創富經歷堪稱

傳奇傳奇，，被很多財經雜誌評為白手起家的被很多財經雜誌評為白手起家的

典範典範。。他在他在大陸改革開放後外出打拚大陸改革開放後外出打拚，，從流浪從流浪

漢變成億萬富翁漢變成億萬富翁；；在邁入知天命的年紀時在邁入知天命的年紀時，，他把目他把目

光投向兩岸交流領域光投向兩岸交流領域，，成立海峽兩岸中小企業聯合促進成立海峽兩岸中小企業聯合促進

會會（（以下簡稱以下簡稱「「海促會海促會」）」），，大規模邀請台灣中小企業大規模邀請台灣中小企業、、個個

體戶赴大陸參展體戶赴大陸參展，，想讓有意想讓有意「「登陸登陸」」打拚的台胞在大陸有打拚的台胞在大陸有

個家個家。。在飽嘗種種遺憾與成功後在飽嘗種種遺憾與成功後，，呂雙輝稱呂雙輝稱，「，「別人成功別人成功

的標誌是業績的標誌是業績，，我的成功則是我的經歷和精神我的成功則是我的經歷和精神。」。」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蓉林蓉、、蘇榕蓉蘇榕蓉

泉州報道泉州報道

樂做樂做呂雙呂雙輝輝：： 兩兩岸岸橋橋
「大陸近幾年一直和台灣加強各方面合作，也有很大成果，美中不足的

是，仍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偏重在產官學交流。大陸希望加強與台灣中南
部地區、中小企業、基層民眾和青年的親密接觸與溝通，這也是海促會成立
的目標與宗旨。」
呂雙輝表示，台灣中小企業前往大陸做生意，資源有限，人生地不熟，往

往鎩羽而歸。他續稱，海促會不是空殼協會，而是一個日日運轉、時時做事
的協會，實實在在給兩岸中小企業帶來永續經營與發展。海促會除了協助台
灣中小企業在大陸展銷之外，亦協助台商處理各種突發事宜。
例如，曾經有台商在江蘇蘇州投資休閒農場，卻碰到政府強力徵收開發道

路，只獲得4萬元的補償。後來找到海促會出面協調，最後獲得40萬元的賠
償，並且獲得完整的土地重劃。
呂雙輝總結，經營事

業需要「三本」，即本
人——本人親自監督管
理；本事——如何與大陸
當地管委、工商局等政府
部門進行互動；本錢——
能充分了解當地市場，找
到市場需求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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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雙輝在川臺農業合作論壇上表示呂雙輝在川臺農業合作論壇上表示，，
運作海促會運作海促會，，目的是引導台灣中小企業目的是引導台灣中小企業
到大陸尋找更多商機到大陸尋找更多商機。。 本報福建傳真本報福建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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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醫藥生內地
南京藥企研產合一 可觀摩生產環節

透過先聲藥業實驗室門口的玻璃，一位身穿「白大
褂」的年輕人格外引人注目，他時而搖晃着試

管，時而注視着電子天平。這就是陳彬，他現在的身
份，是該公司的一名實習生。實驗中心每天9點開門
時，他都會準時出現在這裡，帶他的實習老師都說，
「這個孩子時間觀念特別強。」

內地看重術業有專攻
這是陳彬第一次來內地實習，第一次接觸內地藥
企。他在先聲藥業實習期間，一直跟着老師負責藥劑
配比工作。近一個月的實習下來，陳彬最大的感受就
是：內地在藥物學科目劃分非常精細，擇業方向也比
較固定。「比如藥劑學就是單一的研究藥劑，擇業方
向可能只有藥劑師可以選擇。而在香港，藥劑學不僅
僅研究藥劑，還會涉及一些臨床治療的相關內容，在
擇業方面的選擇性比內地學生多些。」
說到內地和香港藥物學科工作範圍的不同，陳彬有
自己的理解，「也就是說在香港比較強調綜合素質，
而內地卻更看重術業有專攻。」
陳彬在先聲藥業實習，讓他印象深刻的，是學到了
很多香港學不到的東西。「就藥企環境來看，內地藥
企確實比香港規模更大，研發與生產同步。香港的藥
企大多只做研發，生產一般放到國外。」

內地藥企綠化到位
另一位實習學生梁晴，曾在北京宣武醫院有過一次
內地實習經歷。而今在先聲藥業實習，給她的印象是
公司佔地面積廣、環境好。「有幽美的小湖和竹亭、
寬敞明亮的辦公樓、乾淨舒適的食堂，而且綠化也非
常到位。這樣的藥品企業在香港是看不到的。」
工作之餘，陳彬對南京這座城市的觀察，也帶着明
顯的專業色彩。「我發現南京很少有私人診所，我在

南京市中心幾家大商場都沒看到過私人診所，街上也沒
看到過。當地人告訴我，他們看醫生大多是到公立醫
院。之前聽說內地看醫生很擠，當時想不明白，現在知
道了，都擠到那幾家大醫院，肯定很擠啊。」陳彬說，
在香港，私立醫院、私人醫生遍地都是，基本每個大商
場附近都會有一家私人診所，「但是這種私人診所收費
很高，內地公立醫院人多，但沒那麼貴，應該說各有利
弊吧。」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實習記者 王穎王穎 南京報道南京報道））

陳彬和梁晴分別是香港中文大學藥劑學和內外陳彬和梁晴分別是香港中文大學藥劑學和內外

全科醫學的學生全科醫學的學生，，兩人今個暑假均參與內地實兩人今個暑假均參與內地實

習計劃習計劃，，並同時派到江蘇南京先聲藥業公司學並同時派到江蘇南京先聲藥業公司學

習習。。陳彬表示陳彬表示，，這次到南京實習這次到南京實習，，不僅能接觸不僅能接觸

到藥品研發到藥品研發，，也能觀察到藥品生產環節也能觀察到藥品生產環節，，學到學到

了很多以前在香港學不到的東西了很多以前在香港學不到的東西。。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王穎 南京
報道）在實習指導老師李玲眼中，陳彬
是個非常謙虛好學的孩子，陳彬的博
學，更讓李玲吃驚。「知識面廣了，不
僅學習能力更強，而且畢業後找工作也
會更有競爭力，這一點，內地的醫學教
育應該跟香港多學學經驗。」
「這個孩子在此之前沒有任何的實習

經驗，只懂些課本上的基礎知識，僅經
過兩周的實習，就能夠快速掌握藥品的
檢測和取樣方法，初步了顆粒車間、片
劑車間和膠囊車間的工藝流程及生產管
理，這麼強的學習適應能力，讓我印象
非常深刻。」李玲說，「雖然他是藥劑
學專業的學生，但是對藥物化學、藥物
分析、藥理學，甚至臨床醫學的課程他
都非常了解。這一點與香港的醫療教育
體系有關，因為那邊學習的科目比內地
多，雖然大多是些基礎概論，但對拓展
學生的知識面是很有幫助的。」

實習生配合能力高
梁晴的指導老師過為則對她的配合能力印象很

深，「梁晴能積極主動地配合其他同事，協調完成
各項治療方案。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掌握了工作的要
點和技巧，並將其合理地運用到工作中去。也能積
極主動地向同事學習，彌補自己在臨床藥物調配方
面的不足。實習期間，梁晴的理論水平及操作技能
均很大程度的提高。就學習和配合的能力來說，感
覺香港學生確比內地學生強些。」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王穎 南京報道）在南京實習期
間，內地一些年輕人習慣的「潮語」，陳彬和梁晴直呼聽不
懂，「覺得好糗。」陳彬說：「內地『潮詞』太多，我們聽
不懂。比如『吊絲』（編者註：草根之意）、『極品』、
『無語了』等。這些詞我們在香港從來沒聽說過。」陳彬
說：「和我在一個部門實習的同事問我，有沒有人說過我
『吊絲』？我當時一頭霧水，以為她在誇我好帥，還在一旁
傻笑，後來才知道她原來是在開我的玩笑。」
與陳彬驚訝於南京難覓私人診所不同，喜歡看書的梁晴

對南京的先鋒書店情有獨鍾。她在實習總結裡寫道：南京
大學的同學十分友善熱情，初到南京便帶我們來到南京大
學附近的先鋒書店。聽說這家書店在內地很有名，進去一
看，不僅環境幽靜，而且書的種類非常豐富，牆上一個大
大的十字架，更給人安靜平和的感覺。「我一有空就會去
先鋒書店看書，每次書店都有很多人，但大家都很安靜，
感覺南京人很愛看書，才會有這麼好的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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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語」風行難適應
■■梁晴北上實習梁晴北上實習，，對南京藥對南京藥
企的規模和環境企的規模和環境，，留下深刻留下深刻
印象印象。。 實習記者王穎實習記者王穎攝攝

■■陳彬在南京一間陳彬在南京一間
藥企實習藥企實習。。圖為他圖為他
工作的情況工作的情況。。

實習記者王穎實習記者王穎攝攝

■■陳彬和梁晴都說陳彬和梁晴都說，，內地藥企研發和生產合內地藥企研發和生產合
一一，，能學到的東西更多更全能學到的東西更多更全。。實習記者王穎實習記者王穎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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