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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算‘葡萄账’，赚更多咯”

“8月摘果的3亩红提，卖了11万元。之后修
剪果枝，种反季节葡萄，12月又卖了6万元……”
坐在自家小院里，算起2020年的“葡萄账”，戴聪
林黝黑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戴聪林家住宾川县金牛镇柳家湾华侨社
区。社区四周种满成片成片的葡萄田。每年
盛夏，葡萄丰收的季节，空气里尽是甜甜的
果香，沁人心脾。

“我种葡萄十多年了，跟着农场的叔伯们
学的。”戴聪林刚过40岁。说到从小生活的柳
家湾，他还习惯用老称呼，管这儿叫“农场”。

柳家湾华侨社区始建于1958年1月，最初
名为太和农场，居民几乎都是 20 世纪六七十
年代从越南、印尼等国回来的归侨及其眷属。
戴聪林的父亲就是一名越南华侨。

过去，戴聪林家和大部分邻里一样，主要
种柑橘。2006 年，20 出头的他退伍回乡。年
轻人有闯劲，想试试新门路。当时，社区里一
些头脑活络的归侨侨眷，瞅准了宾川土地肥
沃、日照水源充足的“好底子”，种植红提葡萄
已有七八年，收成不错。戴聪林看着心痒痒，
决定跟着“赶时髦”。

有经验丰富的前辈手把手教，再加上自
己能干勤劳，戴聪林很快尝到种红提葡萄的

“甜头”。但他没有想到，有一天，他这个
“小跟班”会变成“领头羊”。

2018年，社区干部找到戴聪林，鼓励他
做带头人，领着大家办合作社。这些年，社
区里种葡萄的人家越来越多，但都是散户种
植，技术跟不上，资金不充足，难以形成规
模化发展，缺乏市场竞争力。

“只有成立合作社，抱团发展，才能有更
强的抗风险能力。”社区干部的话说进了戴聪
林的心坎里。当年10月，戴聪林说服社区的
10 户农户成立了“鑫龙种养专业合作社”，
流转50亩土地种红提葡萄，并与当地一家公
司签订技术托管和销售托管的协议。

引进先进技术、改良管理模式、尝试电商
销售……用戴聪林的话说，变化“肉眼可见”：

“以前，我们自己种的葡萄，好的好，丑的丑，价
格上不去。现在，一串葡萄的颗粒数控制在
80到120之间，每颗重量都在20克左右。卖相
好，品质好，一年还能种两季，赚得更多咯！”

“有好经验，从来不藏着”

在柳家湾，像戴聪林这样爱“试新”的归侨
侨眷可不少。赖建明便是最早种红提葡萄的

“先行者”之一。
每次聊起引进红提葡萄的由来，赖建明总

爱讲一段小插曲：“早些年，我们农场的一名归
侨去国外探亲，第一次吃到红提葡萄，觉得口
感好，就把葡萄籽带回来，想试着育种，可惜没
有成功。后来，我们打听到山东也有红提葡萄
的种苗，就去引了来试种，成了！”

虽是小插曲，却能从中找到柳家湾华侨社
区早年发展的一个“窍门”。许多归侨回国之

后，有的家人还在海外，有的亲戚身在国内其
他城市，书信往来之间，信息渠道拓宽了。家
人朋友偶尔谈及一些宾川当地没有的新鲜事
物，有心人一琢磨，也许就如红提葡萄，成了一
把致富的“金钥匙”。

柳家湾人心态开放，愿意接纳新点子，
更乐意结交新朋友。看到柳家湾华侨社区的
葡萄田郁郁葱葱，长势喜人，住在周边的农
户跃跃欲试，赶来打听种植技术。

“有好经验，我们都分享，从来不藏
着。”赖建明记得父母常念叨，他们 1960 年
从印尼回来那会儿，农场成立没多久，周边
县城来了许多老百姓，帮着他们一起建新家。

社区中心迎侨堂前的照壁彩画，“定格”
下几十年前当地民众迎接归侨“回家”的画
面：穿着白族、彝族等少数民族服饰的人
们，簇拥着几名或头戴斗笠或身披纱丽的东
南亚归侨，载歌载舞，喜气洋洋。

“生活在一起，就是一家人！”赖建明说。
归侨侨眷与当地民众和睦相处、互帮互助的种
子，从那时起扎下了根。

如今，整个宾川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葡
萄种植大县，葡萄品种五花八门。当初归侨
侨眷引进来的几株葡萄苗，在大家的合力栽
培下，枝繁叶茂，宛如一块巨大的绿毯，铺
满宾川的田间地头。

“现在，隔壁一些村子种葡萄的收入比我
们还高了呢！”戴聪林的话里透着高兴。办合
作社之前，他特意去社区周边的村庄“取
经”。“正是看到他们用了新技术，有了好收
成，我才更加坚定办合作社的念头。大家相
互学习，才会发展得更好嘛！”

“国外亲戚都羡慕我们呢”

“尝尝这沃柑，没有核，吃在嘴里就像喝
甜水！”记者一走进侨眷王增亮家的院子，手
里就被塞了一只黄澄澄的沃柑。剥开皮一
尝，果然汁水丰盈，满嘴都是浓郁的甜味。

“这是我们社区最近试种的无核沃柑，技术要
求高，还在摸索呢！”王增亮说。

王增亮家所在的州城镇华侨社区，前身
是宾川县早年安置归侨的3个华侨农场之一，
2010年按照“三融入”完成改革，改建为华
侨社区。与柳家湾华侨社区一样，这里绝大部
分居民是来自东南亚、南亚等地的归侨及其
眷属。不同的是，评估当地的自然条件后，归
侨侨眷选择种柑橘，引进新品种与新技术，并
带着周边农户一起种，而今已形成6000多亩
柑橘的规模。

“宾川种植的柑橘新品种，几乎都是从我
们这儿出去的。”王增亮说。更让他骄傲的
是，这些年，他家和左邻右舍的日子都越过
越有滋味了！

“父母常说，他们当年从越南回国，刚来农
场时，这里的路都是毛路，两边长满仙人掌。背
着全部家当，连锅碗瓢盆都带回来了，没想过再
回越南。可是，能不能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新
家’把日子过好，他们心里也曾‘敲过鼓’……”

还没等王增亮说完，他母亲忍不住接过了
话头：“早没那份顾虑咯！这里的老百姓都待
人和善，我们不是结了亲，就是交了友。大家
一起种柑橘，前两年还成立了合作社。你再看
整个社区，政府又是修路，又是美化环境，收拾
得和县城里没什么区别。现在，我们和国外亲
戚打电话，他们可羡慕我们呢！”

2018年，王增亮在自家院子里建起一栋
两层半的小洋楼，一家六口搬进了新家。“这
不算稀奇，我们周边85%的人家都建了这种洋
楼。”坐在新家庭院里，吃着甜滋滋的沃柑，
王增亮和母亲的脸上都是舒心的笑。

压题照片压题照片：：柳家湾华侨社区柳家湾华侨社区的迎侨堂的迎侨堂。。

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
的东部，有一座充满甜甜果香的
侨乡——宾川。

说到这里，人们会想到清
甜多汁的柑橘、粒大味美的红
提葡萄。但鲜有人知，这座

“水果之乡”的发展离不开一群
人——归侨侨眷。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70 年
代末，来自印尼、印度、缅甸、柬
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
国的多批归侨带着家人，在宾川
几座华侨农场开启了新的生
活。他们凭借开阔的思路和丰
富的信息渠道，尝试大规模种植
柑橘、葡萄等水果，并不断引进
新品种、新技术，与当地民众一
起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甜美。

日前，记者来到云贵高原上
的这片美丽坝子，走进两个华侨
社区，听归侨侨眷讲述他们的幸
福生活。

侨 情 乡 讯

在意大利米兰，华人跨境物流企业云
恪物流的仓库里每天都是一派繁忙景象，
一箱箱服装鞋帽、智能家电等产品排列得
整整齐齐，员工们有条不紊地分拣打包、
加贴运单、装车发运，将这些“中国制
造”送到欧洲消费者手中。

当前，疫情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仍在
持续，但跨境物流行业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
力，在全球经济的复苏和供应链的稳定上发
挥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跨境物
流从业者正加足马力，紧抓商机逆势突围。

云恪物流董事长郑子娴是个“90后”，2020
年最大的体会是“忙”。“疫情期间意大利民众
的消费很多由线下转为线上，我们的业务随之
繁忙起来，仓储和配送的需求不断增加，业务
量较疫情前增长了约5倍。”郑子娴说。

疫情下全球空运海运大面积停滞，云

恪物流如何完成这么多运单？郑子娴表
示，这得益于公司在米兰建立的 6000 平方
米海外仓。“我们在米兰为来自中国的产品
提供海外仓储服务，再根据商品在欧洲的
销售订单，从提前备好的仓储货物中发货
配送，在海运空运受阻的情况下，这种模
式使‘中国制造’走向海外更快捷了。”

凭借配送时效快、运输成本低等优势，
海外仓业务已成为当下众多跨境物流企业
的新发展点。在捷克布拉格，“一带一路”捷
克站物流园2.5万平方米的海外仓每天叉车
穿梭，热火朝天，来自中国的家用扫地机、3D
打印机等电子产品从这里发运到欧洲各国。

据“一带一路”捷克站运营方、欧洲华捷
发展有限公司物流板块负责人吴斌介绍，物
流园除具备传统的海外仓仓配服务外，还为
正在拓展欧洲市场的中国企业提供综合性
服务。“比如 2020 年我们承接了一家电子产

品厂家的退换货等售后服务，还帮助一家跨
境电商企业招聘到了技术人才。”

吴斌说，疫情期间公司跨境物流业务的
发展还得益于中欧班列运力的提升，义乌至
布拉格的班列是公司优先选择的运输方式，

“2020 年我们合计为从义乌至布拉格的约
1000个标准箱提供集散服务”。

“不仅仅是海外仓的大宗货品，2020年
中国运往澳大利亚的小包裹业务量增长也
很明显。”跨境物流企业4PX递四方消费者
事业部澳大利亚站业务负责人叶婷说，疫
情期间“反向海淘”火爆，澳大利亚华侨
华人热衷于从中国电商平台采购商品，像
中文书籍、小吃零食等都是热门的货品。

据叶婷介绍，疫情使空运运费涨得很
厉害，于是公司强化了小包裹海运的精细
化运营。“我们推出优惠券、拼邮等不同玩

法，‘双11’时10千克的包裹从中国海运到
澳大利亚只要100多元人民币，30天左右能
收货，很受消费者欢迎。”

海外疫情形势日益严峻，防护用品需
求急剧上升，来自中国的优质防疫物资源
源不断地通过华侨华人跨境物流企业送到
各国消费者手中。

“一带一路”捷克站为中捷防疫物资搭
建贸易、仓储、物流等桥梁，2020年累计入库
操作中国出口欧洲的 4800 多箱、近 28 吨医
疗防护物资。

自 2020年 3月起，云恪物流累计接收中
国出口防疫物资共计 478 个托盘，派发包裹
共计13472个。“意大利很多民众是通过我们
收到了来自中国的防疫物资，作为跨境物流
从业者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必须随时待命，
确保物资尽快送到海外最需要的地方。”
郑子娴说。 （据中新社电）

海外侨胞抢抓跨境物流商机
吴 侃

春节临近，中国不少乡村已挂起了
红灯笼。刚从意大利回来的金武和陶玉
丽夫妻，得知村里要举办幸福邻里节，
立马前往村委会报名。

金武和陶玉丽所在的芳山村，地处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因村中有

200 余人在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地
经商、打工，成为浙北地区有名的“华
侨村”。

“我们这些常年在外的人，与家中
老人小孩都相互思念。能有聚在一起的
机会，很想为他们做些什么。和邻里一

起泡泡茶、做做青圆子，也能增进相互
之间的感情。”金武说。

1月8日至9日，芳山村幸福邻里节
热闹开场。当地村民和侨胞侨属一起做
青团、打年糕。

邻里节期间，村民自编、自导、自
演的“村晚”也接连“亮相”，成为新
年迎春的“文化大餐”。

近年来，芳山村做好侨属侨眷服务
工作，通过建立侨属活动室、举办幸福邻
里节和乡村音乐节等活动，增进侨属和
其他村民的邻里情，让海外华侨安心。

92岁的傅周娣，儿子、儿媳常年在
意大利工作，很少有机会回家过年。她

说，“邻里节这样的活动，很有喜庆的
味道，让我们老年人特别开心，就像过
年了一样。”

山清水秀的芳山村，与中国国家级
旅游胜地莫干山相连。依托良好的生态
资源优势和美丽乡村建设，该村还成功
创建了芳山民宿集聚区，目前共有19家
民宿，一年收益可达200万元人民币。

“以前年轻人都想出去闯荡，现在
都想回来创业。不少在国外做生意的村
民，也回来开起了民宿。”芳山村党支
部书记董宏斌说，这两年，越来越多的
村民通过旧房改造，升级成为美丽民宿
经营户。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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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紫楠 林逸凡

小水塘变身湿地公园
近日，广西柳州市柳江区岜公塘湿

地公园景观亮化工程调试完毕，昔日水
塘经过改造提升，成为市民休闲好去
处。柳江区岜公塘湿地公园占地面积
1600 余亩，是柳州市重大项目之一，

是集湿地、观光、赏花、游玩为一体
的生态型主题公园。

图为白鹭在广西柳州市柳江区岜
公塘湿地公园嬉戏。

黎寒池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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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开启网上便民惠侨服务平台

近日，“榕警在线”网上便民惠侨服务平台在福建福州正
式对外开启服务。这是福州警方针对境外福州籍华侨华人和
在外乡亲自主开发建设的一个网上办事服务网站。

2018 年 6 月，福州警方专门设立了服务华侨华人的微信
线上“侨胞服务站”，设置“驻站民警”，通过微信接受福州
籍侨胞的业务申请和求助咨询。2020 年 9 月，线上“侨胞服
务站”的升级版——“榕警在线”网上便民惠侨服务平台上
线试运行，在原有“侨胞服务站”基础上，将服务对象从福
州籍海外华侨华人扩大到所有在外乡亲。

据悉，该平台包含“咨询互动”“预约办理”“办事导
引”等功能模块，提供“异地车管所业务”和“其他警务”
网上业务办理。对于确须“当面办”的事项，该平台引入

“云会议”系统，让海外侨胞与本地警员面对面“零距离”沟
通，实现海外侨胞办理相关业务“一趟不用跑、最多跑一
趟”。 （据中新社电）

侨 界 关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