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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帮人物

蜚声教育的周亦卿
周亦卿，祖籍定海，香港其士集团主席兼董

事长、总经理。

1935年 9月，周亦卿出生于上海，1952年随

父从上海到香港定居。1960年，周亦卿被香港祥

康有限公司聘为机械部经理。1965—1969年，他

任香港日立电梯工程有限公司董事，参与了香港

许多建筑工程的电梯安装机械工作，在实践中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1970年 10月，创立了其士集

团，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集团创立

时，经营和安装水泵、泵浦等电器设备及家用电

器，后来以升降机和自动扶梯业务为主。几年

后，又开展光纤业务。在旗下公司涉足的逾 20

个行业中，最使周亦卿感到自豪的莫过于环保和

房屋建设方面的成就。“其士”是香港具有“规模

大、业务广、机构分散”鲜明特点的跨国企业集

团，业务遍及10多个国家和地区，旗下海内外员

工逾5000人，分公司150家。

周亦卿说：“我从不炒股票、炒地皮，那样做，

一夜的收入可能多过我的全部身家，但是，以实

业报国、实业建港，才是我追求的目标，是行稳致

远地发展公司业务的宗旨。”周亦卿因其辉煌成

就而享誉海内外。1992年以来，他担任社会职务

近30个，曾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

选委员会委员，现任上海市政协委员、舟山市政

协委员，任国际电梯工程师协会香港分会主席、

香港加拿大总商会理事、香港中华总商会会董，

香港浙江同乡会副会长、香港舟山同乡会会长、

舟山市政协常委，1999年当选为浙江省海外联谊

会副会长。

2003年 10月 26日至28日，周亦卿携亲眷对

故乡定海进行访问、考察。周亦卿一直关心家

乡医疗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和同乡会成员为舟

山医院门诊部捐资128万元。2007年 9月，周亦

卿致函东海教育基金会王家恒理事长，承诺从

2007 年起到 2011 年，每年捐助 30万元人民币，

作为舟山大学生的奖助学金。东海教育基金会

专设周亦卿资助基金，每年将资助或奖励 80—

100名家境贫寒、学业优秀的大学生，帮助他们

完成学业。

实业家马仲达
马 仲 达（1907- 1999），祖 籍 浙 江 定 海 。

1907年出生于上海虹口铁马路桃源坊，在上海

圣芳济公学院完成学业。

马仲达虽然自幼接受西方教育，但目睹当

时洋商对中国虎视眈眈，尤其是“五卅惨案”时

华工顾正红被杀害的悲剧，深深地印入自己的

脑海。马仲达深感中华民族工商业的落后，从

根本上讲是因为洋人欺侮中国造成的，所以从

年轻时就决心投身工商实业，以振兴中华为己

任。从学校毕业后，马仲达进入华商进口公司

实习5个月，随即投入一家华裔东洋棉布进口

商行就业。在商行期间，他大胆提议开创出口

业务，并以浙江省宁波东、西乡农民手工编织

的金丝草帽为试点产品，直销海外。凭着自己

的奋斗精神，和每天 12小时工作量的敬业精

神，经过两个半月努力，马仲达接下了来自美

国的第一张订单。经过七个月的时间，他便为

公司获利7万两银子，成为当时除钨沙之外的

第一家直接经营出口商品的华商公司。又过

不久，马仲达毅然退出东洋棉布进口商行，自

筹资金创办上海盈丰华行，自任总经理，大批

量出口金丝草帽，并扩大出口皮毛、猪肠、猪

鬓、飞花、纱头、大黄、五倍子、羊毛、鹅毛、鸭

毛、绒、麝香、桐油、工业盐、铝矾土等土特产及

中药材业务。抗战胜利后，盈丰华行又增加棉

布出口业务。据统计，马仲达的商行每年出口

营业额达700万美元之巨，成为民国后期上海

滩最大的出口商之一，并在台湾、香港、日本等

地发展实业。

马仲达先后曾任上海盈丰电器厂董事长、

上海实业公司董事长、上海联益轮船公司董事

长、上海永春中药行总经理、恒丰泰地产公司总

经理、台湾大江冷藏厂董事长、香港盈丰华行董

事长、香港盈丰铁工厂董事长、香港华南公司董

事长、香港马氏兄弟公司董事长、香港新马制衣

厂董事长、东京华南公司董事长等。在解放前

夕，他出任上海市进出口同业公会执行主席。

上海解放后，马仲达就任上海市进出口同业公

会筹备委员会主席，并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后因去香港、台湾发展实业而辞职。

1999年，马仲达病逝于美国。

定海区档案馆供稿

以乡村流量持续火爆为契机，发动

村书记通过直播带货等方式助农

销售，更涌现了一批带富能力强的

村书记。

五山水利工程实现安民富民

惠民、城东街道檀东社区和昌国街

道文慧社区创评首批省级现代社

区、檀东社区“六事”工作法释放社

区治理新活力、编撰推广《余金红

兴村工作法》、《暖企专员“马上就

办、真抓实干”案例汇编》等本土教

材和案例，81项省、市、区民生实事

项目完成建设……定海党员干部

以实干担当促进各项工作高质量

发展，不断推动主题教育深入基

层、深入民心。

真抓实干创新局
奋勇争先谱新篇

实干争先、担当作为。

今年1月5日召开的区委十四

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发出了全

面建设现代化新定海的全面号召，

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围绕

“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主题主

线，紧扣市委“985”行动，砥砺奋

斗、激情创业，持续推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心

见行。

回首奋斗历程，定海主题教育

与中心大局互融互进，聚力“砥砺

奋斗新征程、激情创业建新功”行

动，全区党员干部广泛参与产业革

新“145”计划、“暖岙”文化生态旅

游共富工程、中心城区景区化建设

等中心工作，重点项目建设综合得

分全市第一，实干争先考评保持全

市第二，成功承办全国“千万工程”

20周年现场会。在南环快速路定

海段土地征收、金塘新材料主体开

工等一线项目中不断刷新定海干

部攻坚克难“加速度”。

聚力推动经济发展。定海深

入推进三个“一号工程”和“十项重

大工程”，成功承办两次全省集中

开工舟山分会场活动，连续7季度

入选全省投资“赛马”激励名单。

全年新落地亿元以上项目13个、总

投资 102.2 亿元，实际到位市外资

金 74.9 亿元、实际利用外资 1.05

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外资占全市总

量的 48.4%、全市第一，总投资 35

亿元的浙江聚泰新能源材料等 11

个项目开工建设。

聚力提升城乡品质。定海大

力推进中心城区景区化建设，五山

水利工程建成投用，东海云廊全线

贯通开放，云廊香 SHOW、云廊雷迪

森樟园等品牌持续打响。时隔 20

年重启定海民俗大巡游活动，首届

状元文化周成功举办，人气兴、业

态旺的局面加快形成；古城微更新

扎实推进，奎光阁等一批标志性项

目加快建设；城市短板加快补齐，

重点实施六大城市专项行动，持续

推进城市有机更新，建成交付工农

路、廷佐小学南侧等安置小区4个，

系统提升环城东路、白虎山路等城

区道路，同步建设雨污管网 10 公

里，建成口袋公园3个。

聚力实现共同富裕。定海深

化“小岛你好”海岛共富行动，东

岠、大鹏项目稳步推进，定海二中

扩建、中交仁逸康养中心等一批

民生项目建成投用，乐动力定海

体育中心等一批文体设施开放运

营，幸福食堂实现城区“东西南北

中”布局。深化“东海百里文廊”

为民初心，支持基层探索“共富田

园”产业模式，盘活推出鹅鼻岭露

营基地、稻田咖啡小馆等一批网

红业态，引导农户“在家门口增

收、在家门口就业”，助农增收600

余万元。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

奋蹄。当前，定海正坚定不移沿着

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

进，对标先进放大比较优势，融入

大局巩固先发优势，补短争先厚植

后发优势，在事关定海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性、战略性重大问题上先行

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定海

新篇章。

学思想筑牢信仰之基 建新功凝聚奋进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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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侨领王明福

王明福，1891年出生，定海城关人。幼年

时便到上海做工，凭借聪明好学，逐渐掌握木

工工艺。1912年，21岁的王明福迫于生计，毅

然背井离乡，漂洋过海，来到泰国曼谷的英商

公司做工。后经过艰苦奋斗，王明福成为比较

有名望的木匠，在曼谷创建“上海纲咯木器公

司”，通过经营来自泰国王宫的木器生意，逐渐

奠定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

1924年，由侨居泰国的王明福、王明涛等

浙江、江苏省籍人士，在为旅泰苏浙乡亲提供

丧葬服务的江浙山庄基础上，发起创建江浙

会馆，王明福当选为第一任主席。江浙会馆

在为江浙同乡服务方面，除开展丧葬服务等

福利事业外,也经常举办文娱联欢和参加泰

华社会救灾恤难活动，在上海实业界影响也

很大。事业有成的王明福，虽身在曼谷，但情

系祖国，经常来往于泰华之间，以一片赤子之

心参与各种爱国公益活动。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王明福积极发动曼

谷华侨支持祖国抗战。作为一名爱国实业家，

王明福一直都是是国货的坚定支持者和推广

者，他热心帮助华商在泰国销售国产精品。身

为华侨巨商的王明福，主动与生产中成药的

华商企业——上海粹华药厂联系，销售杏仁精

等产品，把国产中药制剂推广到南洋各地。

爱国侨领王明福，是定海商人中闯南洋创

业谋生的先驱。他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创业者，

还是一个慈善家。在他的家乡舟山，留下了热

心慈善的薪火。1940年，桑园弄一带修路，铺设

石板路，王明福及其兄弟王明涛踊跃捐款。他

们的儿子王德根和王德南，都出生在泰国曼谷，

但为了让孩子学习汉语，接受中华传统文化，他

们把两个孩子都放在定海老家抚养。王明福的

大儿子王德根，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曾经担

任宁波市侨联副主席、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

会副会长、“开发海洋,振兴舟山”促进会宁波联

谊会首任会长。王明涛的儿子王德南则在舟山

教育界工作40余年，1990年3月退休，还先后受

聘任《定海县志》及《舟山年鉴》编辑。

“弘农杨氏”传人杨良

杨良鋆是香港舟山同乡会名誉会长，第一届

香港舟山同乡会会长，香港舟山海外贸易股份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第二届舟山市政协委员、浙江

省海外联谊会名誉理事、上海杨浦区海外联谊会

理事。

据杨良鋆家族祖谱记载，杨家祖籍四川，一

支后裔于明万历年间迁至宁波，杨良鋆的祖父

的曾祖父于清康熙末年由宁波移居定海，落籍

石灰道头后称杨家塘，到杨良鋆这一辈已逾200

多年，他家共有兄弟六人，他排行老大。12 岁

时，就跟随做生意的父亲离开了定海。抗日战

争的爆发，迫使他的求学地点也不断转移。在

战乱中，他度过了学生生涯。1948年，他只身去

了香港。之后，创办了香港东方石油有限公司、

华孚石油有限公司，百科(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杨氏国际(香港)有限公司等。在香港打拼的岁

月中，他曾与家人失去了联系。改革开放以后，

想方设法与定海老家联系，经过一年多努力，终

于打听到老母亲还健在，这不禁让离乡多年的

他，热泪盈眶，思家思乡心更切。1980 年，他回

到了阔别32年的家乡，看到了家乡的巨变，看到

了母亲身体很好，知道了各个兄弟事业有成，感

到十分欣慰。

多年来，杨良鋆热心于家乡的公益事业，已

为家乡教育、医疗事业捐赠百余万元人民币。他

捐资帮助过定海医院、舟山医院和东海学院等；

捐款十万元人民币支持开展“留学生眷属联谊

会”工作。2004年，他又捐赠 80万元港币，在他

的母校定海廷佐小学设立杨氏奖教奖学金，奖励

优秀师生和资助贫困学子，每年 4万元港币，分

20年实施。杨良鋆积极联络在香港的舟山籍老

乡，为香港舟山同乡会的成立作出了贡献。1989

年，香港舟山同乡会成立，他荣任第一任会长。

90年代初，担任市政协委员后，年年参加政协会

议，不忘履行委员职责。对舟港之间的联谊活

动，他也热心参与。他建议舟山大力发展港口贸

易、港口工业，主张加强舟港贸易，积极参与成立

舟山海外贸易公司事宜，并力主该公司的红利不

分，用于服务于家乡经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