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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亲意外去世，匆忙接掌家业

    林育庆是菲律宾喜特宁

集团的掌门人，也是菲律宾发

展现代农业的先行者。他掌管

的家族企业从经营书局起家，

事业渐成规模后，却因偶然机

会投身农业。林育庆到中国向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取经，

并在 2001 年率团队研发出

适合热带地区种植的“西岭 8

?”，由此被尊称为菲律宾“杂

交水稻之父”。

林育庆常说：“我是穿着

西装的农民。为了传播杂交水

稻，生命不息，深耕不止。 ”

林育庆

笸菲华商联总会理事长

笸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

会长
笸菲律宾喜特宁集团掌

门人
笸菲律宾文具商会名誉

理事长
笸菲律宾 Lakandula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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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22222222222222 投身农业，向袁隆平取经

    林育庆祖籍福建省泉州市，1951年出

生在菲律宾。
幼年时，林育庆家境并不富裕，靠售卖

图书、杂志维持生计。母亲在他的成长路上
扮演着极为关键的领路人角色。“小时候自

己在班里年龄是最小的，因身材矮小经常
被同学欺负。”林育庆说：“母亲再三叮嘱

我，一定要认真读书，读书好了，别人才不

敢欺负你。”
林育庆将“刻苦学习改写人生”的念头

深深刻在骨子里，并如愿以偿考入堪比中
国“清北”的国立菲律宾大学，就读机械系。

这段时期，林家的家族事业也快速发展。然
而，1976年，林育庆的父亲林西岭意外去

世，25?的林育庆匆忙接手家业。
林育庆回忆说：“父亲走得很突然，身

为长子的我不得不负起家族的责任。开头
两年我真的非常彷徨，后悔当初没有修读

商科。”他一边主持家族企业，一边抓紧进
修商业知识。由于过去经常随父外出谈生

意，也具备了一定的商业眼光和谈判技

巧。掌管家族企业后，这些知识与管理才能

得到充分的发挥。

在母亲与兄弟共同努力下，林家的喜
特宁集团快速壮大，不但巩固了核心企

业，且开始大踏步地朝多元化发展。他们
菲律宾各地开设 Expressions 文具连锁

店、MartOne折扣百货公司等，并向房地
产和制造业等多领域拓展，在菲律宾开

发了 3 个规模宏大的工业区，此后，更远
赴美国洛杉矶设立 LSL国际公司，迈向国

际市场。

1996年，位于菲律宾马卡迪市的喜特
宁集团大厦落成。至此，林西岭家族从最初

仅有 40多位员工的书局发展到拥有一万

多位员工的集团公司，旗下拥有 200多家
文具连锁店及 21家百货公司。

在家族企业突飞猛进的过程中，林育

庆不断在新领域积极寻找新机会。20多年
前的一个偶然机会，林育庆了解到杂交水

稻的优势，此前从不关心米价的他开始潜
心农业，与“一粒种子”结缘。

    2019年 3月，林育庆被

推举为菲律宾华商联总会新
一任理事长。这个创立于

1954 年的华商组织有全菲
170 个华侨华人社团加盟，

是菲律宾规模最大的华商组
织。

1984 年林育庆先生首

次陪同母亲回到祖籍地福建
泉州，在家乡领略丰富多彩

的历史文化，他为家乡深厚
的人文积淀感到自豪。

祖国是海外华人的母
亲，海外华人始终无法忘怀

“绿叶对根的情谊”，林育庆
同样如此，尤其是在他事业

有成后，更是把慈善作为自
己的第二事业，几十年如一

日。在菲律宾，他捐资设立了
“林西岭基金会”“医疗基金

会”，专门用于社会赈灾扶贫
和医疗卫生事业，还先后捐

资建设了 60多所农村学校。
在促进家乡泉州的经济发展

方面，林育庆也没有忘记自
己的责任，积极参与家乡校

园建设、街道改造、文体设施
建设等。心系乡梓的林育庆

对家乡的教育事业尤其关注，他出任泉州
师范学院校董会董事，并在泉州九中捐资

建设“林西岭艺术楼”以纪念自己的父亲。
林育庆说，菲中之间的友谊深深根

植在民间，两国民间经贸往来从未中断。
推动菲中友好与合作是自己的责任和使

命。菲华商联总会一直致力于推动菲华

业界积极抢占菲中合作先机，并努力融

合老侨、新侨，引导中资、华资到菲律宾
投资。“随着菲律宾政府推出‘大建特建’

计划，菲律宾不仅有市场，而且发展空间
巨大，充满生机的产业链将与中国‘一带

一路’倡议完美衔接。”
林育庆数十年的努力也得到了菲律

宾政府的高度认可。2019年 8月，菲律

宾总统杜特尔特授予林育庆 Lakandula

奖章与奖状，对其致力于贡献社会表示

肯定。Lakandula奖设立于 2003年，旨在
表彰对社会福祉作出杰出贡献的菲律宾

公民或外籍人士。

    林育庆说，当年，他的好朋友、后来当

选菲律宾总统的约瑟夫·埃斯特拉达曾对
他说，自己如果成为总统，要把发展菲律宾

农业作为首要任务。埃斯特拉达对林育庆
强调：“我们应该向中国学习。中国那么大

的国家，拥有庞大的人口，然而，他们的食
物可以自给自足。”

“菲律宾人口增长很快，当时仍需进口

大米，发展现代农业势在必行。”林育庆转型
当起了农民，种植水稻。最初进行试验时，他

请教本国研究杂交水稻的权威人士，却被告
知，杂交水稻只能在温带和亚热带才能成功

种植，而地处热带的菲律宾并不适合。
林育庆决定到中国取经。他说，中国解

决了十多亿人的吃饭问题，很大程度是因
为一个人，他就是中国的“国宝”、被誉为中

国“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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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被林育

庆的决心和毅力打动，派出精兵强将到菲
律宾实地考察研究，并多次亲自赴菲律宾

指导。

林育庆团队从中国精心挑选的杂交水

稻品种开始在菲律宾试种，但最初的试验
并不如人愿。由于气候和土壤条件不同，这

些种子的生长周期从 120天缩短至 90天，
产量低下，问题很多。

就在林育庆夜以继日专注于杂交水稻
的试种培育期间，2000年 11月，林育庆遭

遇了一个悲惨的事故，痛失两位最亲近的

家人。那天晚上，他和家人乘坐的车被一辆
集装箱车撞上，母亲和弟弟不幸罹难，他自

己也受了重伤。“我断了数根肋骨，从肺部
抽出了 2公斤血。”林育庆对这段至暗经历

记忆犹新。幸运活下来的林育庆一直感恩
生命，决心竭力为社会做更大的贡献。

2001年 1月 17日，菲律宾内湖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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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了 6 个母种纯度达到 99％以

上、适合菲律宾土壤气候的杂交水稻品种，
是目前菲律宾最好的杂交稻种。林育庆将

种子命名为“西岭 8号”（SL-8H），在全菲
引种。过去，菲北部岷都洛岛上的水稻每公

顷产量只有 2至 4?，采用“西岭 8号”后，

最高产量可达 11.8?。

袁隆平对该品种给予了高度评价：“西
岭 8号是适合热带地区种植的高产、优质、

多抗的先锋杂交稻。”
林育庆非常珍视与袁隆平的情谊，一

直珍藏着两人合影以及袁隆平赠予的手迹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他说：“是袁老师

一直在激励着我前行。”
随着菲律宾农民对杂交水稻了解的

增加，种植面积也大幅增长。菲律宾 400

万公顷的耕地中，超过 1/10面积已开始种
植杂交水稻。林育庆团队培育的优质杂交

水稻品种为当地农民带来了丰收的喜悦。
林育庆说：“如果有一百万公顷种植了我们

的杂交水稻，菲律宾的粮食将可以自给自
足，超过一百万公顷，菲律宾就能成为大米

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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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育庆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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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更多人穿得起体
面的西装了。

而今，林育庆团队研发的杂交水稻品
种不仅保障了菲律宾粮食安全，还推广到

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柬埔寨等国。
因为在农业领域的贡献，林育庆曾被

菲律宾政府授予“杰出农业商人奖”。

■ 林育庆一直珍藏着袁隆

平相赠的 “知识、 汗水、灵
感、机遇”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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