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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西班牙华侨青
年徐晶福获得全球知名律师
榜单“最佳律师”西班牙地区

“最引人瞩目律师奖”。他是西
班牙首位获此殊荣的华人律
师。近日，记者连线徐晶福，听
他讲述从叛逆“侨二代”成长
为西班牙执业律师的故事。

徐晶福很小的时候，父
母就去了西班牙工作。10 岁
那年，他和姐姐在父母安排
下 离 开 了 从 小 生 活 的 小 县
城，坐上飞往西班牙的飞机。
刚到马德里定居时，对徐晶福
来说，一切都是陌生的。由于
语言不通，他学习成绩很差，
也交不到朋友。一件事情让
一切有了改变。

“记得那天下大雪，我上
学迟到了，历史老师批评了
我。那会儿，我年纪小、不
懂事，顶撞了老师两句。老
师最后说，‘你们中国学生不
爱学习。我就算骂你们，你们
都 听 不 懂 ’。这 句 话 我 听 懂
了。我生气地回应，‘你的课
我 不 听 也 能 考 出 最 好 的 成
绩’。”徐晶福说。

放出“豪言壮语”之后，
徐晶福开始发愤学习。无法
理解历史书的内容，他就把
一本书全背下来。期末考试
中，他真的拿到了历史科目
最高分。老师在他的试卷上
写道：“我为我之前说中国学
生不好的话道歉。你让我很惊
喜，你的未来可期。”

从此，徐晶福开启“学
霸”之路。各科成绩从倒数到
优异，他成为所在高中第一
个考入大学的中国学生。

进入大学后，徐晶福选
择了法学专业，课余时间在
西班牙知名企业和律师事务
所实习。本科毕业后，他继
续攻读研究生，获得马德里
卡洛斯三世大学以及西班牙
经济法律高等学院西班牙法
律 和 国 际 商 业 法 双 硕 士 学
位 ， 并 通 过 西 班 牙 司 法 考
试，成为执业律师。

谈 及 为 何 选 择 成 为 律
师，徐晶福表示：“刚到西班牙那段时间，我遇到过一些
歧视和偏见。我决定学习法律，希望用法律守护更多
人，在他们遭遇歧视和偏见时，帮他们维护合法权益。”

目前，徐晶福在一所国际知名律师事务所就职，担
任西班牙办公室商法部律师和中国业务负责人。“我主要
负责公司法以及收购兼并领域，简单来说，就是为到西班
牙投资的中国企业和去中国投资的西班牙企业提供法律
服务，包括做尽职调查报告、起草收购并购协议、协助客户
落地等一系列跨境收购并购方面的工作。”徐晶福说。

工作之余，徐晶福积极投身侨社工作，担任西班牙
华侨华人协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他说：“青年委员会汇
集了一大批优秀华裔新生代，有医生、企业家、媒体
人、科技工作者……大家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深度融
入西班牙主流社会，也致力于将中医、茶道等中华文化
介绍给当地民众。”

“青年委员会的成员们业余时间会开展公益普法讲
座、举办行业沙龙、开设西班牙语课程，利用大家的专业优
势帮助更多西班牙侨胞。”徐晶福说，“未来，我们也计划推
出一个助力华裔青少年成长的项目，为刚结束高考和刚
大学毕业的青少年提供专业选择和就业方向建议。”

在徐晶福看来，随着西班牙华侨华人整体实力不断
提升，当地主流社会对华人群体的偏见和刻板印象越来
越少，对华人的认知更加立体全面。“华裔新生代已成为
西班牙侨社的中坚力量。我们将接过父辈的‘接力棒’，
共同构建更好的旅西华侨华人形象。”

（来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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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亿亨果园的工作人员通过网络推荐“红美
人”橘子。“红美人”橘子迎来丰产，新桥镇亿亨果园工作人员准确把握市场营销规
律，采取“线上+线下”齐步走，确保销售渠道通畅，实现增产增收，也让全国各
地的消费者都能品尝到优质的“红美人”。 蒋友青摄（人民图片）

浙江“红美人”橘子畅销四方
侨 乡

新 貌

“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
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最近，菲律宾侨
中学院中三丙班的学生隔着屏幕，朗读沈尹默的

《月夜》，开始新一周的华语网课。为他们授课的是
福建省泉州市培元中学语文老师陈锦霞。

受疫情影响，海外华文教育面临不少困难。去
年，国侨办启动“网上外派教师”试点项目，通过福
建省侨办联系菲律宾华教中心，向菲律宾部分华校
派出华语网课教师。今年，泉州市培元中学参与此
项目，积极筹备，遴选 3 位优秀教师李慧芳、陈锦
霞、吴凯路承担教学任务，结合菲方学生特点和在
线课程特殊性，做足准备。今年7月，3位老师正式
开始华语网课教学。

中午 12 时放学后，匆匆吃过午饭，一路奔跑，
赶下午1时的华语网课——这成为老师们的日常。“当
了华语网课老师，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分秒必争。”3位
老师原本的教学工作就不轻松，如今，陈锦霞每天
下午有3节华语网课，还担任菲方华语班主任。

虽然菲方中文教材与中国同步，但学生中文水
平参差不齐。对于老师而言，教学工作量变成了双
倍。准备教案课件、批改试卷作业、开家长会……
老师们还积极参与菲律宾校方线上活动，指导菲方
学生参加比赛。

即便如此忙碌，每节课上，老师们都打起十二
分精神，保持最佳教学状态。课堂上，老师们通过摄像
头关注学生的课堂状态，适当降低难度，放慢语速和
节奏，提醒他们做好笔记。“大家都听懂了吗？”成为 3

位老师的课上口头禅。隔着屏幕，菲方学生也感受到
了她们的热情，积极参与课堂互动。每堂课结束后，老
师们还会第一时间向菲律宾校方反馈教学情况。

一段时间的摸索后，老师们开始着重抓基础。
遇到古诗文，老师们逐字逐句进行解析。“虽然辛
苦，但当学生高兴地和我交流他又掌握了新知识，
听到他们认真说出还不甚流畅的句子，我们心中便
会涌上强烈的成就感和自豪感。”吴凯路说。

“我们学校蔡向阳校长时刻关心教学进度，不仅
多次与校领导一起到教学现场听课，还组织学校语
文组全组教师听课，给予建议。”吴凯路说。

此前，泉州市培元中学就与菲律宾侨中学院建
立了深厚情谊。去年，两校师生开展“云端”友好班
级交流会，分享各自学习生活，深入了解两国文
化。今年，3位老师的教学工作不仅获得菲律宾校方
肯定，也收获菲方学生们好评。他们说，老师们非
常有耐心，上课既有趣又仔细。

教学过程中，老师们还注意引导学生感受中国
传统文化之美。菲方家长很乐于看到孩子学习和传
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趣的是，老师们与菲方
家长用闽南语进行沟通。

“老师，这是我家，你看到了吗？”“老师，我要
是回国了，可以去你的学校读书吗？”“老师，明年你
还教我们吗？”……课堂之外，学生把老师们当成知
心朋友，主动分享自己的生活和心情。“没有多么‘波
澜壮阔’，却有许多‘小确幸’。孩子们的小贴心让我
感到很温暖。”李慧芳说。 （来源：东南网）

发展路、幸福路、友谊路

“中老铁路已成为中老人民的发展
路、幸福路、友谊路。这是一条发展路，
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使老挝‘陆锁国变
陆联国’的理想成为现实，为老挝经济
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这是一条幸
福路，这条老挝境内第一条现代化铁路
让老挝民众体验到了便利；这是一条友
谊路，中老铁路凝聚着中老两国人民的
智慧与汗水，两国关系也因为这条铁路
更加紧密，就在中老铁路运营一周年前
夕，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通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老命
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老挝中华总商
会常务副会长吴兴华说，“对于这条铁
路，老挝人最开始的反应是震撼，没想
到自己家门口能有这么现代化的一条铁
路，之后开始习惯，慢慢就开始享受铁
路带来的诸多好处。对于我们在老挝的
华侨华人，老挝民众又多了一份好感，
多了一份感谢，多了一份亲近。”

一年来，中老铁路交出客货齐旺的
成绩单，累计发送旅客 850 万人次，发
送货物 1120 万吨。这条黄金线路拉动
企业投资、旅游和就业：越来越多老挝
优质产品走进中国市场、越来越多企业
来到老挝投资、越来越多老挝年轻人走
上中老铁路工作岗位……

“很多老挝人都没有去过著名景点
琅勃拉邦，中老铁路能够让他们实现当
天往返。而且，中老铁路无疑是一条高
水平的现代化铁路，就连很多泰国人都
会特意来坐火车感受一下。现在可以说
是一票难求。”老挝中国总商会永久名誉
会长姚宾说，“最近，我陪同老挝当地官
员考察北部几个省，就选择了火车。之
前，这样的行程只能安排直升机，但
是，冬天雾多，火车显然是更好选择。”

“中老铁路方便了老挝人民尤其是
北部山区人民的出行，原来十几个小时
的路程现在只要一个多小时；带动矿
产、农业、旅游业发展，促进中老经济
合作，还为老挝吸引了中国、泰国、越
南等国资金。”老挝广西同乡会创会会长
邓良慧说，“无论对老挝人民还是对我们
在老挝的华侨华人来说，中老铁路开通
运营是喜事，也是幸事。”

是参与者，更是受益者

中老铁路让当地华侨华人收获满满。
邓良慧提前几年就开始在铁路沿线

站点布局，“我的重点是固定资产。中老
铁路开通运营一年多来，带动各行各业
发展，沿线固定资产收益显而易见。”

“对于我们从事贸易的老挝华侨华
人而言，可能高达 90%的产品是从国内
运过来的，运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空运
成本太高，不用考虑。之前主要有两种运
输方式：一种是从国内经过海运到泰国，
然后再通过公路运到老挝，缺点是时间
长，不确定因素多；另一种是公路运输，
直接穿过中老边境，缺点是路况太差、运
费高而且事故多。中老铁路带来的好处
太多了，一是稳定，二是时间有保证，三
是安全，四是成本低。”姚宾说。

中老铁路的开通对提升区域经贸往
来的效果显著。中老铁路已与西部陆海
新通道、中欧班列等实现连接，货物运
往老挝、泰国、新加坡等 10 多个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运货种类由初期的化
肥、百货等 100 多种扩展至电子、光
伏、冷链水果等 1200 多种。中国超大
规模市场和经济发展红利，正通过这条
铁路源源不断分享给区域国家。

邓良慧说：“就贸易领域而言，原来
很多人从中国进口商品，通过海运或者
公路运输运到万象，然后再通过公路转

运到柬埔寨、泰国、缅甸等国家。货损率
很高。中老铁路开通运营，铁路运输的
优势得到了充分体现。中外往来贸易量
更大了，万象成为重要中转站。老挝华
侨华人与周边国家华侨华人打交道的机
会更多，关系更紧密了。”

“中老铁路建成并投入运营，在某种
程度上，华侨华人可以说是参与者，但更
多的是受益者。在老挝的华侨华人了解
中国，也了解老挝，优势明显。举个最简
单的例子，我们懂两种语言，能够比其他
人更早获取信息，抢占先机。”姚宾说，“归
根究底，是中国的发展给了我们更高平
台，我们才有了更多机会。喝水不忘挖井
人，中国的发展是我们所有机会的来源。”

大踏步往前走

一年来，中国铁路部门创新开展
“中老铁路+中欧班列”“中老铁路+西部
陆海新通道班列”等铁路国际运输新模
式，同时加强与海关沟通协调，优化查
验流程，推行“快速通关、转关”模式，
大幅提升磨憨口岸通关效能，使整体通
关时间从开通初期的 40 多个小时缩减
至目前的 5小时以内，实现昆明至万象
最快26小时直达。

此外，中老铁路开通运营满一周年
之际，中老铁路首列全铁路运输水果冷
链班列通车，泰国、老挝等东盟国家优
质农产品输华正式开启铁路时代。12月
10日上午，满载50标箱共500吨香蕉的
中老铁路（万象—怀化）首列进口老挝香
蕉冷链专列，顺利抵达湖南怀化国际陆
港，标志着中西部地区通过中老铁路进
口东盟国家优质热带水果等农产品正式
进入黄金时代。中老铁路水果冷链专列
开通后，预计中老铁路每周将开出至少
2列专列，将老挝优质香蕉及其他农产
品通过中老铁路运输至中国。

姚宾看到了新机会。“以前，农产
品、水果贸易我是不敢做的，海运加陆
运，什么水果都烂了。现在不怕了。对我
而言，这是个巨大转型，是水果冷链班列
给了我底气。”机会不止这一个，姚宾说，

“之前，我的货物来源集中在广东、浙江、
上海等沿海地区，现在有了中老铁路、西
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重庆、成都等
内地城市也完全可以成为我的选择了。
我相信，随着中老互联互通进一步深入，
随着旅游业复苏，我的房地产项目包括
酒店、商场、公寓等，也会迎来新发展。接
下来，我要大踏步往前走。”

邓良慧则看到了科技领域的新机
会。他说：“最近，我在国内的企业和广
西产研院绿色低碳技术研究所联合筹建
了北部湾海洋科创国际科技转移中心。
我希望抓住中老铁路的机遇，把广西和
中国一些科技成果介绍出去，推动它们
在东盟落地并实现产业化。作为侨商，
我希望充分发挥自己熟悉中外的优势，
用好中老铁路这个已经打通的通道，推
动国内科研成果走出去。”

“随着疫情影响逐渐减弱，中老铁
路必将对中老旅游、农业等各方面带来
积极影响。这些也将是我未来重点关注
的领域。”吴兴华说。

上图：12月7日晚，满载泰国、老挝
等东南亚国家盛产的进口水果专列顺利
抵达四川成都，并陆续自成都国际铁路
港转运至四川省各大水果市场。该趟班
列经中老铁路全程铁路运输仅用时 4
天，东南亚进境水果驶入“快车道”。据
悉，这是四川首次通过中老铁路从东南
亚进口水果，标志着四川对 RCEP 国家
水果进口铁路直达跨境通道顺利打通，
为今后常态化生鲜冷链进出口奠定了基
础。图为 12 月 8 日，成都集装箱中心站，
工作人员正在吊装转运四川首趟中老铁
路进口水果冷链专列集装箱。

白桂斌摄 （人民图片）

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一年多，旅居老挝华侨华人——

见证客货齐旺，抢抓崭新机遇
本报记者 张 红

中老铁路北起中国云南昆明，南至老
挝首都万象，全长1035公里，是第一条采
用中国标准、中老合作建设运营并与中国
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开通运营一
年多来，中老铁路给沿线国家及其民众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机遇，为区域互联
互通和互利共赢作出积极贡献。常年生活
工作在老挝的华侨华人不仅见证着这条铁
路客货齐旺，同时也收获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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