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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广交会为起点，黄伟文逐步深耕中巴经贸合作，建立起更多合作关系。图为 2017 年 11
月，黄伟文 （前排左） 出席中国湖北省—巴拿马经贸合作论坛。 黄伟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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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我全新的起点和机遇”

我的家乡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个体经济发展很快，不
少个体户还远赴海外创业，刮起一股“出国潮”。
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1989 年，我拿着做个体户时攒下的钱，离开
老家清远来到巴拿马创业，那年我 25岁。在唐人
街打工时，我注意到许多店铺出售的商品几乎都
来自中国，很受当地民众欢迎。于是，我瞄准了
外贸这一行。

哪里的货源齐全又可靠？“去广交会看看！”
这个念头马上冒了出来。

1993 年的春天，我回到家乡，在流花路展馆
参加了当年的春季广交会。虽然是第一次参会，
但我对广交会并不陌生。上世纪 80年代初，我还
是学生的时候，曾在广交会里做过兼职。那时，
流花路来来往往的外国商人和港澳商人，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了解到，在我家乡还有这样
一场贸易盛会，它历经变迁，从未中断，被誉为

“中国第一展”。
没想到的是，时隔多年，我也有机会参与广

交会。
在那次广交会上，我重点考察了鞋子、文

具、日用品等，这些都是在巴拿马本地市场卖得
俏的品类。这场春天里的广交会，也让我迎来了
事业发展的春天。我和几家国内供货商顺利签订
了合作协议。两个月后，一批样品跨海越洋，从
中国寄至巴拿马。我把货品以批发方式卖给当地
超市，获得了喜人的利润。我现在还记得，当时
有一批拖鞋卖得尤其好，一上架就销售一空。

在异国他乡打拼数年后，我终于赚到了自己
的第一桶金。可以说，广交会给予我全新的起
点，更给予我大好的机遇。

“源源不断带来新产品和信息”

1993 年之后，我成了广交会的常客。每年春
秋两季，我都会回到家乡赴“广交会之约”。那是
一段难忘的奋斗岁月。

我的创业地点在巴拿马科隆自贸区。科隆是
巴拿马第二大城市，位于巴拿马运河大西洋入海
口处，是重要的中南美洲转口中心。当时，在科
隆的中国企业还不多，我在这里注册了贸易公
司，赶上了好时候。更重要的是，广交会源源不
断地带给我更好的产品、最新的信息，支持我在
巴拿马站稳脚跟。

在几年后的一次广交会上，我了解到一个信

息：中国国内对铜、铝等金属的需求增多。这无
疑是一个新的商机，因为巴拿马有色金属资源相
对丰富。于是，我开始尝试转型，从做小商品转
口贸易逐渐过渡到做有色金属出口贸易。

这次转型可谓恰逢其时——不仅有助于巴拿
马解决堆积如山的废旧金属处理问题，又赶上了
中国国内铜价持续约 10年的上涨期，更适应了中
国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需求。我的事业不断迈上
新台阶。

广交会给全球的企业、贸易公司提供了最直
接、最好的沟通平台，是中国对外经贸交流的一
扇重要窗口。作为海外华商，我是见证者、参与
者，更是受益者。通过广交会这个平台，我结识
了许多朋友，不少合作伙伴至今仍保持密切往来。

2010 年，我曾到广交会的新址——位于琶洲
岛的广州国际会展中心参观。看到这座恢弘大
气、设备功能先进的现代化展馆，我更为真切地
感受到，广交会在变。

以前，远程谈生意只能靠传真机和国际长途
电话沟通，费时费力，效率也不高。寄快递来回
要好几个月，耽误不少工夫。现在，线上沟通可
以即时联接万里之外的合作伙伴，跨境电商和国
际物流的发展促进货物畅通，样本对接、货品往
来都得到极大的便利。疫情期间，广交会转移到
线上，“云洽谈”“云签约”热度不减，人气依旧。

“中国对外开放步伐越迈越大”

不止广交会，整个中国都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
化。近年来，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越迈越大，搭建起
更多合作共赢的平台。进博会连续举办三届，即将
迎来第四届，对全球企业都是重大利好。“一带一
路”朋友圈不断扩大，海外华商迎来更多机遇。

2017 年，中国与巴拿马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当年 11月，我有幸作为华侨华人代表，随巴拿马总
统巴雷拉访华，见证中巴两国政府签署共建“一带
一路”合作文件。我深感荣幸，对未来也更有信心。

这些年，作为巴拿马华商总会会长，我看到
越来越多旅巴侨胞深耕中巴贸易，积极对接中国
市场需求，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心中十分欣
慰。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自己当年奋斗的模
样。不同的是，今天的机遇更多，舞台更大。

30 多年来，我从祖国的发展中汲取力量，获
取机会。奋斗永不止步，我正在筹划建设海外仓
储，期待抓住跨境电商发展的新潮流。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广交会起到了将中国与
世界连通的作用。就这个意义而言，广交会早已
开始铺设“一带一路”。中国与各国携手发展的初
心始终如一，赢得了各国人民的尊重和认可。

秋收已经持续 20多天，疲惫也无法阻挡肖文
涛创业的热情。最近，他每天在 20多公顷的玉米
田里劳作 10个小时以上，夜深后再视频连线远在
俄罗斯的3位同乡。

在吉林省舒兰市溪河镇双印通村，这是个颇
有名气的海外返乡创业团队。连线很“正式”，52
岁的肖文涛“汇报”几人在村里合伙创办的养殖
项目，以及他考察的其他项目。

肖文涛介绍，他此前在俄罗斯务工 20年，负
责运营那里的大型农场。如今，这位异国务工者
选择返乡创业，3位合伙人也将择期回归，大家要
一起做大这份事业。

吉林省最近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该省农民
工人员返乡创业累计达到 9.54 万人，占农民工总
数的 4.4%，较 2016年增加了 4.14万人，直接带动
就业40余万人。

近年来，双印通村的“俄罗斯务工团队”陆
续回归。村党支部书记王野介绍，该村20世纪90
年代便涌现出国务工潮，人数最多时达数百人，
10个人中有4个人会说几句俄语。

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一带，村民带去黑
土地耕种方面的知识，在那里种植粮食和蔬菜，
淘得人生“第一桶金”，有的年轻人还在那里有了

“跨国婚姻”。
出国务工，还收获了中俄民间友谊。在两国

的某些特定节日，身处异乡的村民会喝到伏特
加，俄罗斯朋友则会吃到东北酸菜馅饺子。

此外，双方在商贸流通、旅游方面也架起沟
通桥梁。肖文涛说，俄罗斯朋友参加中国的商品
展销会或来国内旅游，他会主动帮忙协调，“毕竟
有那么多年的感情在”。

肖文涛回到家乡后，这些交流仍在。几年
前，一些俄罗斯朋友还曾到他家做客。

舒兰市官方介绍，伴随着吉林省持续推进乡
村振兴计划，近年来一些海外务工人员正把事业
重心搬回家乡，返乡创业渐成风潮。

“家乡有很多机会，尤其在农业领域。”肖文
涛说，绿色农副产品种植养殖是其看好的项目。结
合他和伙伴在俄罗斯学到的商贸、洽谈等经验，他
们还计划扩大自家的农场，种植有机绿色蔬菜。

除了发展机会，这个创业团队也极其看重乡
土乡情。村里的老砖厂始建于20世纪70年代，承
载着村民的怀旧情怀。伴随社会发展，砖厂逐渐
走向没落。

肖文涛和 3 位伙伴每人出资 50 万元承包了砖
厂，在不改变建筑结构的情况下，建起养殖场。

“保住这些建筑也是给村里留下一些回忆”。
最近，这个创业团队正在讨论吉林省推行的

相关支持政策。肖文涛除了要忙秋收，还要接洽
种牛购置等。明年春天，养牛项目便会落地。

在双印通村几十公里外的小城镇四合村南阳屯，民宿项目已经落成。
这里是远近闻名的“俄罗斯村”，几乎家家有人在俄罗斯莫斯科经商，涉足
服装、鞋业、小百货、餐饮、货运、旅游等行业。

自2017年开始，赴俄经商的南阳屯村民借吉林省建设“美丽乡村”政
策的东风，回国打造“俄罗斯风情旅游”。一时间，这里的休闲、采摘、

“异域观光”等产业吸引很多游客。村干部说，秋收过去就是雪季，今年的
冰雪旅游同样值得期待。

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底，吉林省已经建成 149个农民工返乡创业基
地，还有24个县被认定为省级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县。

肖文涛认为，现在正是在老家干一番大事业的时候。
（来源：中新网）

巴拿马华商黄伟文——

我在广交会赚到第一桶金
本报记者 李嘉宝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百年百年航程航程 有有““侨侨””精精彩彩

1942年前后，延安军民生活困难。当时，海外工作委员会办
有学习班，学员们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额是1.6斤，在缺少肉类、蔬
菜的情况下根本不够吃。负责总务后勤工作的泰国归侨罗道让看
在眼里、急在心上。

经过思考和观察当地群众的生活，罗道让向朱德总司令写报
告，要求借粮养猪养鸡，增加肉食量以减少吃粮。朱德总司令很快
予以批准。几个月后，学员伙食中果然有了油水，肉增多了，粮食
每人可减至1斤，生活有了极大改善，学员们都欢欣鼓舞。朱德总
司令赞扬罗道让是“懂得辩证法的好管家”。

洪丝丝曾长期在南洋从事新闻和报刊编辑工作，在抗日战争
期间与郁达夫、胡愈之、夏衍等交往甚多。他在马来西亚槟城任

《现代周刊》编辑主任时，发表的文章针砭时弊，文锋犀利，与当
年邹韬奋在上海编辑的 《生活周刊》 有相似之处，当时被人称为

“南洋邹韬奋”。后来，洪丝丝担任陈嘉庚先生创办的 《南侨日
报》的主笔之一，1950年报社遭查封后被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回国。

改革开放后，洪丝丝主持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的工作，并担任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他笔耕不辍，文章从不跟风，
而是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在当时中日友好气氛浓郁的情况
下，他为 《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编》 作序，并不刻意淡化日军罪
行，而是用了10个排比长句，历数日本法西斯的残暴罪行，然后
说：“这段血的历史教训，是不可忘记的。如果忘记，可能导致再
一次流血，也许会流更多的血。”

罗道让——

“懂得辩证法的好管家”
密素敏

洪丝丝——

“南洋邹韬奋”
罗 杨

10月14日下午，第130届中国

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广交会） 开

幕。同一时刻，远在巴拿马的广东

籍华商黄伟文在朋友圈写道：“九十

年代，我在广交会赚到了第一桶金。

广交世界，互利天下。”配图是一张老

建筑的黑白照片，这正是黄伟文最熟

悉的流花路展馆——位于广州市越

秀区流花路117号的广交会旧址。

“无论走得多远，祖国都是我最

坚强的后盾。”谈起与广交会的情缘，

黄伟文由衷感慨。以下是他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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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各地侨乡迎来秋收，田间地头一派忙碌
的劳动景象。

右图：10 月 26 日，江苏省海安市角斜镇范堑
村，党员志愿者帮助村民抢收水稻。

翟慧勇摄 （人民图片）
下图：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雷甸镇中心

小学内，校园农场劳动实践基地迎来丰收。图为学
生在展示刚采收的农作物。

谢尚国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