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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潮阳鲎粿”风味创新
李怡青

华侨华人 责编：严 瑜 邮箱：guojihwb@126.com

2021年3月31日 星期三

城市梦终于成真

“最近，很多归侨老友总跟我叨叨，他们的梦想实现了，
日子越过越红火，越来越有奔头。”苏春定说，这些归侨都是
原来大旺华侨农场的，一直盼望能过上城里的生活。

几年前，他们从多人蜗居、不蔽风雨的旧瓦房，集体搬进
了“华侨新城”。新房子宽敞明亮，住起来舒适开心。华侨新
城坐落于肇庆高新区核心地段，一栋栋楼房排列得错落有
致，配套的公园、幼儿园和健身器材，应有尽有。

“很多人的新居都是免费置换，搬家只花个装修钱。”苏春
定说，这些年，政府为改善归侨生活条件，推出了一系列“惠侨
工程”，不仅住房改善了，而且道路更宽了、校舍更新了，户籍
学前儿童上幼儿园每人每年还可以享受几千元的补贴。

“农民变市民，瓦房变新居，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
眼前、我身边，是以前没有想到的。”苏春定感慨道。

肇庆是广东的知名侨乡，约有70万海外华侨华人，分布
在57个国家和地区，全市有归侨侨眷和港澳台眷属70多万
人。1958年，大旺机械化农场成立。1978年至1979年，农场
安置归侨6376人，改名为“大旺华侨农场”。

苏春定也是当时被安置的归侨之一。他说：“那时候全
靠地里收成过日子，太苦了，很多人向往城市生活。”后
来，他和很多儿时的伙伴一样，离开大旺，外出闯荡。

2002年，肇庆高新区迁址大旺，与大旺华侨农场合署
办公，大旺自此步入工业化发展快车道。2010年，肇庆高
新区获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大旺的巨变由此开始。原来的甘蔗林和鱼塘不见了，
代之而起的是林立的厂房、云集的企业、四通八达的公路
和美丽宜居的社区。外出打工的人回来了，就在家门口就
业、创业，“只要勤快就有活干，不愁赚不到钱！”

苏春定2005年回到大旺，开始创业，如今已是4家公司
的老板。他优先安排归侨侨眷在他的工厂就业，还为大旺中
心小学校园建设捐资出力。他说：“大旺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我也希望能带动更多人，为大旺的建设添砖加瓦。”

产业梦落地生根

“科技共山水一色，新城与产业齐飞”，这是肇庆高新
区今天的发展理念，也是大旺人正在腾飞的梦想。

大旺升级为国家级高新区，“80后”海归许锦辉从中看到
了机遇。他毅然辞职，从外地来到大旺，加入当地招商部门。

许锦辉是一个爱闯荡的人。辞职前，他在国内大型企业
任高管。与之前相比，到大旺后的薪水算是“九牛一毛”。有
人说他“傻”，他却不这么想，“人不能只琢磨钱袋子，还得把
眼光放远点。大旺的快速发展，必然带来更多机遇，我个人
就能找到更好的发展机会。”

几年来，他和同事一起走南闯北，牵线搭桥，成功促
成了医药物流产业园、保利集团、海印集团等众多项目入驻
大旺，吸引投资超百亿元。

新能源汽车产业这片蓝海，也是高新区招商引资关注
的重点。大旺目前已成功引进小鹏、宝龙、爱龙威等整车
和汽车零部件企业50多家。其中，小鹏汽车生产基地2017
年落户大旺，一、二期总投资达 100亿元。不久前，宁德
时代“入户”大旺，首期投资120亿元。截至2020年，肇
庆高新区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产值已接近189.18亿元，向着
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的目标迈出了坚实一步。

如今的大旺，产业兴旺，现代化经济体系逐步形成。
截至 2020年，这片不到 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经聚

集了 600多家企业，除新能源外，建材家居、生物医药、食品
饮料等产业也在大旺落地生根。2020 年，全区实现生产总
值（GDP）200.07 亿元，较 2010 年增长 354.17%；全区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215家，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753.57亿元。

伴随产业的集聚，许锦辉这位“新人”也渐渐在大旺扎下
了根。目前他在自己一手招商入园的广东宝龙汽车有限公
司担任副总经理。宝龙汽车是一家较大的特种专用车生产
企业，2014 年整体搬迁到大旺，2018 年新生产基地启用，拥
有年产1万辆高端特种汽车的生产线。

许锦辉说，“当初我用梦想拥抱大旺，如今大旺成就了
我的梦想。有梦就来大旺圆，是我最深切的感受。”

创新梦开花结果

“创新决定企业的竞争力，决定企业的未来。”在玛西
尔电动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李对记者说。

董李是一位知名侨商。他创立的理士国际技术有限公
司，目前拥有1000多项专利，主持和参与起草国家、行业
标准40多项。2011年，董李带领玛西尔公司落户肇庆高新
区，为理士电池技术打造自己的应用场景。

“球场里跑的高尔夫球包车，大马路上跑的清洁环卫车，小
区里的老年代步车，玛西尔都能生产。”在公司的车间里，工作
人员骄傲地向记者介绍，“这些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自主研发给玛西尔带来了国际竞争优势。2020年，玛
西尔公司产值突破20亿元，出口占到了70%左右，在东南
亚、欧洲等地区都能见到玛西尔的产品。公司还获得了

“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中国著名品牌”等荣誉。
像玛西尔这样的高新技术企业，在肇庆高新区共有163

家，占目前高新区已投产工业企业的1/3强，在高新区的地区
生产总值中占了很大比重。

在大旺，还有许多研究院和孵化器，致力于打通技术
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让技术创新更好地服务企业，
让技术成果转化不再是件难事。

在肇庆高新区，我们参观了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光电产
业研究院。产业研究院自2016年成立以来，引进和孵化企
业27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家。

据介绍，产业研究院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也卓有成
效。当地的火丁智能照明公司，通过与该研究院深度合
作，在汽车照明智能化应用和光学散热等核心技术上取得
重要突破，产品性能明显提升，很快就收获了大量订单。

目前，肇庆高新区共拥有省级以上工程中心、重点实
验室、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 63家，科技企业孵化器 8
家，新型研发机构 6家；拥有国内外院士及长江学者等国
家级人才超60位，人才总量超4.6万人。

“大旺的创新环境越来越好，人才也越聚越多。”董李说，
“强大的创新力量成为企业和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让高新
区朝气蓬勃、日益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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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鹏汽车，你们知道吧？就在我
们大旺生产。”不久前，记者来到广东肇
庆采访，归侨苏春定指着眼前高楼林立
的工业区，不无自豪地说，“还有，宝龙
运钞车、玛西尔高尔夫球包车，都是我
们这里生产的。”

苏春定口中的“大旺”，指的是肇庆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里以前
是肇庆大旺华侨农场，2010年升级为国
家级高新区。其间，瓦房变高楼，乡野
变新城，产业云集，人才汇聚。大旺，日
渐成为珠三角地区新的筑梦热土。

侨 界 关 注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浙江湖州，侨商企
业如何在“绿水青山”中转型发展？近日，浙江省侨商会组织会长
团及浙江省发改委、省经信厅、省商务厅、浙江银保监局和杭州仲
裁委等部门专家和法律顾问团律师一行，赴湖州开展“访侨企送服
务”活动。

浙江是全国重点侨乡，近年来侨资企业已成为该省经济发展新
的增长点和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精准、高效帮助侨企实现更好发展，近年来，浙江省侨商会
秉承“联谊、服务、合作、发展”宗旨，以“侨”搭桥，引领侨商
创新发展、服务侨企转型升级。

浙江我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高科技生物制药侨商企
业，自成立以来坚持只做创新药物。其自主研发的“粉尘螨滴剂”
是国内首个舌下含服脱敏药物，打破了进口试剂垄断的局面。

“只发展具有重大技术优势或市场优势的创新药物，是我们一直
以来的战略定位。”湖州市侨商会常务副会长、浙江我武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陈燕霓坦言，作为一家以创新研发为主的企业，当
前仍面临诸多发展瓶颈。如在药物研发方面，目前部分原物料的进
口难度增加，其中不乏“卡脖子”物料，对企业创新研发造成制约。

长期致力于干细胞研究的湖州市侨商会常务副会长、浙江金时
代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陆敏也有类似困惑。此外，他认为干细
胞这一有别于传统医药行业的生物技术，目前在精准监管和法律法
规保障上还有待加强。

受外部环境影响，访问团在走访中发现，不少侨企面临外部环
境和疫情的双重冲击。

浙江泰普森 （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是集专业设计、开发、生
产、经营、出口为一体的大型外向型侨企，拥有国内外专利技术600
余项。

“在目前全球经济形势下，对于一些大项目是‘冲’还是
‘守’，我们很多时候都在观望。”浙江省侨商会副会长、浙江泰普森
（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杨宝庆表示，此时需要政府给予更多资源供
给，借助外部力量推动，支持侨企创新发展。

座谈会上，相关部门对侨商侨企提出的困惑和问题予以解答，
并介绍了浙江省相关扶持政策。如该省在制造业领域确定了包括生
物医药产业链在内的10大标志性产业链，并配套建立产业链的服务
推进机制、核心人才引领机制、融资畅通机制、要素保障机制等。

此外，湖州市针对重大项目攻坚及招商引才出台新政“湖九
条”，如多家企业关注的项目用地保障，该市通过争取重大项目预支
奖励、用足用好增存挂钩奖励、城乡统筹增减挂钩、内部挖潜盘活
存量等方面，确保每年新增建设用地，做到“土地等项目”，实现

“好项目在湖州不缺地”。
“对于侨商提出的问题，我们能解决的当场解决，不能解决的带

回去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希望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切实保护侨
商权益。”中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浙江省侨商会会长廖春荣表
示，侨企要借助侨商会这一平台和会内侨商资源，“抱团取暖”共享
发展机遇。

据悉，浙江省侨商会已连续9年组织经贸、金融、法律等方面专
家开展“访侨企送服务”活动，足迹遍及浙江省11个设区市和部分
县 （市、区），为 320 余家侨企送去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问题
180多个，目前已成为浙江省侨商会的品牌活动。

（来源：中新网）

肇庆高新区专门为归侨建造的华侨新城小区。 王振宇摄

肇庆高新区新貌。 王振宇摄

浙江省侨商会携“智囊团”走访湖州

“以侨搭桥”

服务侨企
郭其钰

访问团一行走访侨企。 张 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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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广西河池市南丹县的金贝篼百果产业示
范区，累计完成投资 2000多万元，着力打造成集观
光赏花、休闲娱乐、旅游采摘的“月月赏花、四季采

果”的千亩花山果海示范区。
图为近日，游客在金贝篼百果产业示范区采

摘沃柑。 高东风摄 （人民视觉）

侨 乡

新 貌
广东汕头有一道潮汕传统美食“潮阳鲎粿”久

负盛名，不仅因其独具特色，更因其包含浓浓乡情。
鲎（注：音为“hòu”）粿以薯粉为主材，形似蟠

桃，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至今已千余年。据
《潮阳县志》记载：“潮邑鲎粿乃粉粿中之精品，康
熙年间也以奉客。而粉粿则唐乃有之。”

“旧时物资匮乏，鲎粿没有很多配料。可是，
每次吃到外皮酥脆、内里鲜嫩的鲎粿，就很满足，
咬上一口，鲜、香、辣、咸，大大满足味蕾的多样感
受。”马来西亚归侨陈爱茹提起潮阳鲎粿，感叹现
在鲎粿的种类比以前丰富多了，还能网上点餐。

笔者近日在汕头潮阳区一家老字号鲎粿店内
看到，两名店员正忙碌地赶制鲎粿。她们将薯粉
和白粥按比例搅拌成浆，在桃型模具中倒入2/3粉
浆，然后加入鹌鹑蛋、鲜虾、鱿鱼、香菇、干贝、猪肉
等，再倒入粉浆，大火蒸30分钟左右。蒸熟后的鲎

粿还需放进猪油锅里用文火浸至热透，最后淋上
酱油、辣椒酱和沙茶酱。

鲎粿店老板张姨介绍，以前的鲎粿是用鲎肉、
鲎汁、白粥、番薯粉等原料制成，所以称为鲎粿。如
今的鲎粿与“鲎”已没有联系，鲎肉、鲎汁用其他海
鲜替代。店里除了坚持传统手工做法之外，还尝试
在原料中添加马铃薯粉，暖胃，且更容易消化。

据悉，在汕头潮阳棉城一带有近百家鲎粿
店，不同的店家对鲎粿有不同的做法和创新，形
成各种风味。通过传承创新的潮阳鲎粿深受大众
喜爱。还有商家在传统潮阳鲎粿的做法上，创新
使用铁板烧鲎粿，搭配黑椒酱，更加焦脆爽口。

地方美食常常承载着当地的人文风情，是独
具特色的文化符号。潮阳鲎粿是不少海内外潮人
熟悉的家乡味道，更是他们念念不忘的乡愁。

（据中新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