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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心 声声壮 丽壮 丽 7070 年年
最美同心圆最美同心圆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也是人民政
协成立 70周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 70周年。

“壮丽 70 年 最美同心圆·心声”专栏今

日刊发 4 位民主党派成员的亲身经历，听他
们讲述自己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故事，展示、
记录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
化。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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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伟大的祖国今年将迎来她的 70 华诞。70 载春华秋

实，70 年砥砺奋进，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亲身感受

了伟大祖国发展带来的巨大变迁，为我们亲爱的祖国感到由

衷地骄傲与自豪！

1978 年，改革开放的春风为我国科技界带来了勃勃生

机，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我有幸在这个时候跨入湖南医科大学的大门，成

为恢复研究生招生后首届硕士生，师从著名的潘世宬教授，开

展实验肿瘤学研究。当年湘雅一大批优秀的导师用他们毕生

的学术积累将我们引领到学术的前沿高地，带领我们一步一

步走入医学科学研究的殿堂，为我们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

础。1985 年我争取到国际抗癌联盟学者基金，并连续两次获

得美国洛克菲尔基金青年学者基金，到享有全球盛誉的美国

NIH/NCI从事肿瘤发病机理研究。“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自

己的祖国”，学成归来，报效祖国成为我的选择。1989年我回到

母校，开始组建研究团队；1991荣获国务院学位办“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硕士学位获得

者”称号，1992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5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1996年聘为博士生导

师，1997年评为国家中青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在百花齐放的“科学的春天”里，我有机

会搭乘着时代发展的高速列车，从一名学子成长为肿瘤研究领域的专家，获得多项科研

成果，成为学科学术带头人，把我们的学科发展为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国家重点学科、癌

变与侵袭原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为了培养高层次科研人员的全国基地。

回望硕果累累的浓荫大树，我深刻地感受到：只有把个人的命运紧紧地和祖国的

命运联系在一起，以服务于时代和人民的需求为己任，才能真正地实现人生价值和意

义。站在全球生命科学研究的大舞台上，我们身上折射出中国生命科学技术发展与

进步的非凡历程。随着国家对科学研究的不断重视，经费投入的力度逐年加大，我相

继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上项目、国家 973 及 863 项目四十余项，带领团

队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百余篇论文。

2011 年世界著名的《Nature Review Cancer》学术杂志创刊十周年，我作为中国

科学家代表，与其他几位世界顶级的肿瘤专家共同撰写了特邀评述。作为一名中国

学者，能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为祖国赢得学术荣誉，让我倍感荣耀。

如今，我培养的学生已遍布海内外，他们成长为科研、教学的骨干，有的已荣获国家

“青年千人”的称号。

一路走来的学术历程，我真切地感受到祖国的发展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宽松的环

境与多方位的支持，全社会已逐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让许多国际

同行羡慕的不仅是我们有充足的科研经费，更有中国的科技发展为世界科学技术的

进步所不断做出的新贡献。

我们这一代人与新中国共成长，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受益者，国家的

发展与强大与我们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感恩伟大时代和历史际遇，给我提供了宽广

的人生舞台。2001 年我担任湘雅医学院副院长，2003 年出任长沙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2008 年担任湖南省侨联主席，2013 年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1998 至 2012 年任

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我也由一名普

通的民革党员成长为湘雅总支主委、民革长沙市委会主委、民革湖南省委会副主委、

民革中央常委。民革湘雅总支先后两次评为民革中央先进总支，民革长沙市委会荣

获“民革全国参政议政先进集体”。2006 年我被中央统战部和党派中央评为“各民主

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贡献的先进个人”，在参政议政的新平

台上我认真履职，积极建言献策，充分展现新时代的新担当和新作为。

今天，当我们喜迎祖国 70 华诞之际，我们更需要坚定的理想信念与家国情怀，以

坚毅的行动建功伟大祖国，服务伟大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大使命和宏

伟目标贡献力量，用五彩之笔绘就美好的人生。

（作者系中南大学教授、博导，曾任民革第十届中央委员）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在这样的欢

庆时刻，我情不自禁回想起家父和他的挚友在新中国

成立之初响应国家号召，冲破重重困难，率先从印尼回

国投资工业、参与新中国建设的往事。

父亲原名李礼旃，在印尼巨港经商，由于参加爱国

华侨社团的活动，结识了挚友王源兴、黄赐麒、薛两清

和施子卿。他们都是在巨港经商的著名侨领。

当年巨港爱国侨胞的进步活动并不纯粹是自发

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导下进行的。时与黄

赐麒、薛两清联系密切的巨港华侨学校校长陈汉生，是

受新华社新加坡分社社长饶彰风派遣到巨港开展联系

团结华侨工作的中共党员。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

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听着从收

音机传来的消息，父亲他们心潮澎湃，热泪盈眶，一

股自豪感油然而生：海外游子不再是海外孤儿了！只

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产生了回国投资参加新

中国建设的念头。

经过周密的筹备和分头联系，1951 年 3 月，父

亲和王源兴、黄赐麒、薛两清、施子卿等五人组成的考

察团从雅加达出发，乘坐客轮回国。为避免印尼当局

注意回国后的动向，也为了表明新的一页开始，父亲

改名“李祝朝”，黄赐麒改名“黄洁”。

考察团从广州北上途经武汉，到达北京得到时

任中侨委副主任廖承志的热情接待。

令 考 察 团 一 行 深 感 意 外 又 万 分 惊 喜 的 是 ，

当 晚廖承志副主任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周总理

陪同毛主 席 要 接 见 解 放 后 第 一 批 回 国 的 华 侨 考

察团。轿车急驶进中南海，毛主席站在书房门口

说：“欢迎你们，欢迎华侨回国考察、参观，我也想

向你们调查点海外华侨的情况，急着连夜把你们

请来。”主席还说：“你们是爱国侨领，在海外做了许

多工作，我欢迎你们，新中国欢迎你们。”次日，72 岁

高龄的中侨委主任何香凝冒着北京暮春四月的寒风，

拄着拐杖来到考察团下榻的中央重工业部第一招待所

看望大家，并与考察团全体成员在招待所门口合影留

念。

随后考察团又赴天津、青岛、上海等地参观考察。

8 月考察团回到广州，这时印尼当局受美国情报局和台

湾的唆使，发生了“8·17”排华事件,逮捕华侨社团负责

人和爱国华侨 400 多人。巨港也传来消息：王源兴、黄

赐麒、薛两清等巨港华侨总会的侨领都入了“黑名单”，

军方要逮捕十多人。考察团五位成员揆情审势后，决

定：考察团任务完成；五位成员不再回印尼，携资举家

在广州定居；成立公私合营华侨工业建设公司筹备处，

首期投入资金 250万元。

1951 年 8 月，公私合营华侨工业建设公司筹备处

（下简称华建筹备处）在广州成立。1953 年 2 月，筹备就

绪后华建筹备处升格为广东省公私合营华侨工业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华建）。三四年左右的工夫，华

建在改变解放后华南地区经济落后面貌、发展生产力，

解决社会民生就业，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支援抗

美援朝等方面作出了贡献。除了搞工业，华建还在深

圳创办华侨招待所，筹建广州华侨大厦。1955 年，经广

东省有关部门决定：华建与公私合营华南企业股份有

限公司合并成广东华侨投资公司（下简称华投）。华投

再接再厉配合广州市政府兴建华侨新村和与之配套的

华侨小学。

从 1951 年回国到 1966 年，可以说是父亲他们闪光

且美好的一段人生经历。他们的赤诚爱国之心不泯，

初衷不改。他们对祖国的忠心耿耿、无私奉献，将永远

感动并激励着后人。

（作者系致公党广东省委会原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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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 亚

印 尼 华 侨 之 子 回 忆 ：

新中国第一批印尼华侨回国投资往事
□ 李向良

一 位“ 90 后 ”老 台 胞 这 样 说 ：

我 是 中 国 人 ，来 自 台 湾
□ 蔡海金

1951 年 4 月，何香凝看望解放后第一批回国的印尼

华侨回国工商业考察团。中坐者为何香凝，后排站立左

一为王源兴、左三为黄洁、左四为李祝朝、左五为薛两清、

左六为施子卿。

今年 4 月，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左一）、常务副主席李钺锋

（右一）看望蔡海金（中）。

曹亚在做学术报告。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实足年龄已

经 92岁了。我既是新中国成立和建设的经历者、参与者、

见证者，也是受益者。回想这70年来，我的心中感慨良多。

我出生于台湾苗栗县。1945 年 10 月 25 日，台湾光

复。1946 年，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计划招考一批

台湾学生到大陆，公费上有名的大学。我立刻报考，被

分配到浙江大学学习。同行到浙大的还有七位同学。

当时我们只会讲日语和闽南语，于是学校专门派了一名

老师教我们国语。选择专业时，我想台湾的化学工业比

较发达，毕业后我要回台湾大干一番，所以选择了化工

系。当时局势动乱，全国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

动，国民党当局对各地学生运动实行高压政策，制造白

色恐怖。1947年 10月，浙江发生了于子三事件，11月，浙

大全校师生员工参与了罢教、罢课、罢研、罢工的抗议活

动。1950年我毕业时，大陆已经解放，新中国成立了。

我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南京电子管厂工作。因为

那时的原材料需要自己生产，所以电子管厂正需要学

化工的人才，我在我们厂很“吃香”。工厂的图书馆、化

学实验室都是我筹建的，加上我会日语，能翻译资料，

几位工程师前辈对我都非常爱护。

1978 年，我在南京电子管厂任副总工程

师。1978 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79 年 1 月 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

台湾同胞书》，两岸关系逐渐缓和。在此背

景下，台胞的地位逐渐得到重视。1980 年 11

月，台盟中央准备筹备成立南京台盟组织，

我是五人筹备小组成员。后因工作需要，组

织上让我去筹备成立江苏省台联。省台联

是 1981 年 11 月成立的，当时是在“总统府”

办公，和省政协、省委统战部在一起，条件

简陋。1981 年中央下发了 38 号文件，我们

克 服 人 手 少 、资 料 不 全 等 种 种 困 难 ，对 全

省范围内的台湾省籍同胞的情况作了深入

的调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推动下，有

关部门积极落实相关台胞政策，我们配合

做一些落实台胞政策的工作。当时两岸刚刚开始走

动，我们接待了来自岛内和海外的台胞，早期以亲属

为主，后来又结识了更多的朋友，其中来自海外的比

较多，有美国的、日本的，还有其他国家的。在当时

祖 国 大 陆 与 台 湾 联 系 渠 道 很 少 的 情 况 下 ，我 充 分 利

用这些人脉优势，积极地联络居住在日本和美国的台

胞，又通过这些海外的朋友来联络岛内的台胞，建立

与岛内的联系渠道，为初创时期的台联奠定了对外联

络工作的基础。

1987年以后，两岸民间开始往来，到南京来的岛内朋

友开始逐年增多，只要条件允许，我都会参与接待，用乡情

乡音拉近和台胞的距离。

回想我这一生，有三点感触。

第一，我曾在三个地方生活过——日本、台湾和中

国大陆。我曾作为二等公民的台湾人，受尽了屈辱。

台湾光复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我才真正感到做一

名堂堂正正中国人的自豪。70 年来祖国的变化有目共

睹，我们现在是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

第二，我始终坚定对党和国家的信心。我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台湾人，但是组织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

我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市政协副主席、台盟南

京市委会主委等多个职务，这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我们

台胞的关心和重视。为此我感到很欣慰。

第三，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

来，这一切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英明决策，

也凝聚着中国人民对党的无比信赖与始终跟党走的决

心。我坚信，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一定会实现。希望我

在有生之日能看到这一天！

（作者系台盟南京市委会原主委）

回望硕果累累的浓荫大树，我深刻地感受

到：只有把个人的命运紧紧地和祖国的命运联

系在一起，以服务于时代和人民的需求为己任，

才能真正地实现人生价值和意义。站在全球生

命科学研究的大舞台上，我们身上折射出中国

生命科学技术发展与进步的非凡历程。

轿车急驶进中南海，毛主席站在书

房门口说：“欢迎你们，欢迎华侨回国考

察、参观，我也想向你们调查点海外华侨

的情况，急着连夜把你们请来。”主席还

说：“你们是爱国侨领，在海外做了许多工

作，我欢迎你们，新中国欢迎你们。”次日，

72岁高龄的时任中侨委主任何香凝冒着

北京暮春四月的寒风，拄着拐杖来到考察

团下榻的中央重工业部第一招待所看望

大家，并与考察团全体成员在招待所门口

合影留念。

我曾在三个地方生活过——日本、

台湾和中国大陆。我曾作为二等公民的

台湾人，受尽了屈辱。台湾光复后，特别

是新中国成立后，我才真正感到做一名

堂堂正正中国人的自豪。70 年来祖国

的变化有目共睹，我们现在是最接近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作为一名民主党派成员，

伴随祖国的繁荣发展，回望自己的成长经历，感触颇深。

1949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

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召开，作出了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决定，中华大地再次焕发

出生机活力，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

那一年，我正好 10 岁，年纪虽小，但已懂事，可以说见证了

一个伟大时代的诞生、成长和辉煌。

我出生在江西一个小县城——东乡县。孩童时期，贫穷与饥

饿是生活的主题词，那时候过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上肉，衣服

经常是穿着哥哥甚至姐姐穿过后穿小了的衣服，常常说起小时候

就是“混大的”，孩童时期困苦的生活记忆实在是太深刻。此后短

短几十年，生活水平越来越好，祖国发展越来越强大，从缺吃少穿

到吃穿不愁，从追求物质文明到追求精神文明，各个方面都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正是这样一种亲身经历，使我坚定地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

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中国共产党一直是

国家解放、独立、富强与人民幸福的主心骨，我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充满自信！

1986 年 ，我 高 中 毕 业 ，面 临 上 大 学 和 未 来 从 事 职 业 的 选

择，我想起了身边许多被病痛折磨，甚至因病家庭极度贫困的

人，产生了为民从医的想法，为此，我报考并被医学院录取。

在医学院求学期间，我克服经济上的拮据，勤奋刻苦地学

习，打下了较为扎实的专业功底。毕业后，先后在余江县人民医

院、鹰潭市蛇伤防治研究所工作，获评“余江县优秀青年医务工

作者”，承担的“蛇伤治疗综合技术和青龙蛇药片的研究”获

1999 年度江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每当看到一个个前来就医

的患者得到治愈，一张张被病痛折磨的脸转为轻松的表情，我深

深感到一种为民从医的成就感。

后经组织选拔，我先后在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政府、鹰潭市

政府、新余市政府等单位工作，平台更高了，为民履职的责任也

更大了，为此，我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以人民为中心开展工作。

2002 年 11 月，在我任鹰潭市月湖区政府副区长后几个月，

全国爆发了非典疫情，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严

重威胁，那段时间我几乎日以继夜地调度、指挥、协调疫情防控

工作，每天到人流密集场所、医院等地现场查看，现场处理。经

过几个月的奋战，终于取得了抗击非典疫情的胜利，实现了非典

病例和疑似病例零的纪录。

1998 年 10 月，我加入农工党。经过各级政府领导岗位和高

校主要领导岗位的工作历练，从一名普通党员逐步成长为民主

党派省级组织主委。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共各级组织的关怀、关

心、培养和帮助。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展望未来，我要始终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既做国家发展的见证者、受益者，更做民族复兴

的参与者、推动者，为实现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江西省委会主委）

一 名 农 工 党 党 员 的 选 择 ：

立 志 为 民 择 业 报 国
□ 史 可

本 栏 目 征 稿 启 事
如果您是党外人士，也有一些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

故事要诉说，欢迎与我们分享。要求：有故事、有真情实

感，字数：2000 字左右，投稿邮箱：tjb2@vip.163.com

史可（右二）在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调研。

1986 年，我高中毕业，面临上大学和未来从

事职业的选择，我想起了身边许多被病痛折磨，甚

至因病家庭极度贫困的人，产生了为民从医的想

法，为此，我报考并被医学院录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