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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侨商营造好环境”

最近，法国福建同乡 （联合会） 创会
会长施恭杰格外忙碌，与同事开会讨论在
华投资项目，与海外侨商对接来华考察事
宜，行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如今，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向好，推
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决心坚定，为我们
侨商施展身手营造了好环境。”施恭杰告
诉本报记者，2018年他回国发展，投资约
1.3亿元人民币，在广西百色建立了一座新
能源研发基地。今年，他打算再追加一笔
新投资，增建能源加注站。

“近年来，国家大力支持海外侨商回来
投资兴业，侨务部门的服务和帮助无微不
至。许多侨商和我一样，都打算将事业重
心转向国内，毕竟中国才是我们的根。”施
恭杰说。

开年以来，随着中国疫情防控措施不
断优化，各地侨乡宾客如云，来自世界各国
的海外侨商纷纷回来考察，寻找商机。

2 月下旬，中国侨商投资 （广东） 大
会在广东广州举行，约 450 名侨商侨企代
表和侨界人士齐聚一堂。会上，签约投资
贸易合作项目多达 856 个，项目总金额合
计 1.63 万亿元。会后，参会代表赴中山、
惠州等广东多个城市参观，各地欣欣向荣
的景象让海外侨商兴奋不已。

尼日利亚中国大连商会会长崔峰打算
在国内寻址建设一个以物流和国际贸易为
主要业务的中非产业园，四通八达的中山
成为他的优先选项。来自阿联酋的迪拜金
泰集团董事长张钦伟被惠州人的拼劲和干
劲所吸引，准备动员迪拜侨商到惠州投资
兴业，为当地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除了侨资源丰富的传统侨乡外，一些
充满经济活力的新侨乡同样吸引海外侨商
的目光。

前不久，上海市侨联迎来一群远道而
来的客人。美中企业家商会一行回国考
察，第一站便选在上海。参观上海松江
G60 科创走廊展示馆，与松江区相关部门
座谈，商会会员们考察得越深入，“落
户”上海的兴趣就越浓厚。

“这是今年开春后上海市侨联接待的首
个大型海外侨界商会。在与侨商的交流过
程中，我们明显感受到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
的信心很足、回国选点投资的意愿很强。”上
海市侨联党组书记、主席齐全胜向本报记者
介绍，在 2月中旬举行的 2023年“外资进奉
贤”投资促进大会上，一批优质外资企业与
上海市奉贤区达成战略合作意向，投资额超
百亿元，其中就包括不少侨企。

“招商引资充满吸引力”

海外侨商归心似箭，各地侨务部门暖
心“筑巢”，竭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广西壮族自治区侨联党组书记、主席
陈洁英向本报记者介绍，为了帮助海外侨
商在广西更好“落地”，广西壮族自治区
侨联在搭平台、解难题、强服务上做足文
章，有效推动海外侨商“聚桂谋发展”的
步伐。从2022年下半年以来，广西壮族自
治区侨联以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举办多
场推介活动，向海外侨商介绍贺州、玉
林、防城港等广西多地招商引资政策和项
目。同时，侨务干部深入当地侨企，通过
实地走访调研，及时帮助侨企解决生产经
营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困难。

“泉州相关部门招商引资力度很大，
不仅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还在项
目场地上为我们提供很多便利，充满吸引
力。”说起老家福建泉州的营商环境，斯
里兰卡福建总商会会长郑锦山赞不绝口。
今年春节，他特意安排时间，在国内四处
调研，最终决定在泉州鲤城区投资上千万

元人民币，建设一座“斯里兰卡馆”，推动中
斯在经贸、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双向互动。

郑锦山告诉记者，他看中的不仅是泉
州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更是当地蓬勃发展的活力和高效优
质的服务。

今年以来，为了更好地凝侨心、聚侨
力，多地侨务部门开展各类活动，提供贴心
服务，鼓励海外侨商成为当地高质量发展
的“合伙人”：广东启动“侨助广东高质量发
展行动”，提出 16 条举措，全面推进文化引
侨、平台联侨、政策惠侨、经济聚侨等工作；
浙江联手重庆，开展“陆海侨相连·浙里渝
见你”——浙渝侨商经贸交流活动，在浙籍
侨商和重庆之间建起桥梁……

“我们在做好为侨服务的同时，也注
重发挥资源优势，推动以侨引侨。上海的
各类经济园区是侨企侨商聚集的地方。其
中一些园区的运营者本身就是侨商，如奇
士产业园。最近，我们组织一批侨界专家
走访该园区，与其中部分专精特新侨企负
责人共话产业创新，也鼓励园区负责人持
续营造良好环境，支持培育更多中小型创
新侨企。”齐全胜说，上海市侨联还将积
极协同各级侨联组织、侨界社团、产业园
区和侨企，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推动建设
新侨双创基地，促进各产业园区及侨企互
鉴协作。

以侨为桥扩大“朋友圈”

“我打算把‘斯里兰卡馆’打造成一
个‘样板间’，接下来邀请越南、菲律
宾、马达加斯加等更多国家的侨商一起回
泉州投资，建立类似场馆，带动中国和更
多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3月初，郑锦山
回到斯里兰卡，第一件事便是和“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国家的多个华侨
商会联系，向他们介绍当前中国经济发展

光明前景，鼓励他们一起回国拓展生意。
施恭杰也有一项新计划：“通过广西壮

族自治区侨联的介绍，我和一些欧洲侨商
朋友深入了解了广西的发展环境，大家都
对‘组团’回国‘掘金’很感兴趣。当下，相
比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强大
韧劲和旺盛活力可谓‘肉眼可见’，我们海
外侨商希望赶上中国经济复苏的浪潮。”施
恭杰表示，4 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侨联的
邀请下，他将和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
等国的多名侨商赴广西考察。

以侨为桥，把“朋友圈”越扩越大。
各地侨务部门充分发挥侨资源优势，不仅
积极“引进来”，也主动“走出去”，将发
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上海是国内拥有‘中华老字号’品
牌最多的城市之一，其中黄浦区的‘中华
老字号’品牌最多。近年来，黄浦区大力
推动老字号‘出海’。我们侨联积极穿针
引线，对接海外侨商资源，希望‘中华老
字号’能借助侨力更好更快地走向海外市
场。”齐全胜说。

泉州企业也在开拓海外市场的过程中
用足“侨”力。以南安区为例，当地借助
印尼等16个海外商协会平台，推进南安优
品海外分销网络搭建和海外展销中心建
设，聘请海外侨亲担任海外市场代表，组
织专场推介、带队外出对接供需等经贸促
进活动，助力企业在海外更好地拓市场、
抢订单。

陈洁英介绍，今年，在涵养好传统侨
务资源的同时，广西将加强对新侨的联谊
力度，通过走访华商企业，开展“华商八
桂行”等活动，提高为侨服务能力，助力
高水平开放发展。同时，广西侨联将推动
第二十届世界广西同乡联谊大会在澳门举
办，承办好第三届侨商侨领交流合作大
会，引导海外桂籍侨社团开展“广西三月
三·乡音播全球”活动，加强与海外科
技、工商界人士的联络。

侨乡筑“巢”忙“凤”从海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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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送暖，万象更新。放眼各地侨乡，
一派热闹景象。海外侨商纷至沓来，寻找商
机，洽谈合作。

今年以来，中国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措
施，中国经济回升态势日益明朗，各地侨乡
积极搭台架桥，筑巢引凤，吸引海外侨商回
国投资兴业。新订单、新项目、新投资……
海外侨商带来接二连三的好消息，为侨乡增
添更多暖意。

近日，应上海市侨联邀请，美中企业家商会企业家一行考察上海松江G60科创走廊。
上海市侨联供图

侨 界 关 注

初 春 时 节 ， 宜 踏 春 、 扫
墓。在广东江门台山市，通常
从农历二月初二起，就有公众
举行扫墓祭祖活动 （又称“行
山”）。当地糖水糍 （白糖糍、
黄糖糍）、软饼等用于祭祖的

“行山糍”开始热销，专营这类
糕 点 的 商 家 迎 来 一 年 中 的 旺
季，直至清明节。

眼下，台山台城街道及附
近乡镇的饼家、食肆，已将糖
水糍、发糕、软饼摆在显眼位
置供顾客选购。

“软饼 10 个一盒，叉烧馅的
每盒 20 元（人民币，下同），鸡映
馅、豆沙馅的每盒15元。这都是
新鲜出炉的，摊凉后才装盒。我
们选用品质上乘的糯米粉，做出
的软饼十分软糯。”台城美源饼
屋的工作人员表示，从现在到清
明节，每逢周末，订单都会明显
增加。

作为著名侨乡，台山当地人
的祭祖时间安排、祭祀食品选择
和祭祀方式，都有别于其他地
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台
山每逢有海外乡亲回村扫墓祭
祖，附近村民都有去帮忙和“打
山望”（等祭祖仪式结束后分享
食物）的习惯，主家订“行山糍”
时会特意多订些，甚至会派“利
是”以示祝福和感谢。

“近几年，有些从外地或国
外回台山过春节的乡亲，为了
方 便 ， 正 月 就 择 日 安 排 ‘ 行
山’，完成后再出国。今年正
月，我们就接了不少订行山糍
的订单。”台山四九镇五十墟饴
香包点店负责人张其兴介绍，
近期每天会多备些糖水糍、软
饼等供应早市。

“在台山，软饼有咸、甜两
种口味，咸的主要是叉烧馅，
甜的有豆沙馅、鸡映馅。”台山美食爱好者甄双苗说。
她认为，软饼皮薄馅靓、外焦里软、咸甜度适中才算
佳品。谈到扫墓祭祖食品时，她推荐白沙镇外形、口
感都与炭烤软饼相近的炭烤烧饼。

在白沙镇，仍有商家坚持用炭烤工艺制作烧饼，
现场 6 个特制烤炉同时“开工”，包馅、下饼、起饼、
卖饼，忙得不可开交。

特制烤炉有上中下三层，上下两层均为炭火，中
间为浅平底锅。只需将提前包好馅料的小面团放入锅
中，然后把上层炭火移至饼的上方，上下均匀受热，
约10分钟就能烤熟。这种烤制方法，与恩平烧饼有异
曲同工之妙，但出品的口感不太一样。

“我们今年正月初九开始摆摊，每天一早开始烤制，
遇上墟日或周末就早点开工，清明节过后就收摊了。在
这里一边烤制一边卖，趁墟的民众会闻香而来，往往饼
一出炉还没摊凉，就被抢购完了。”在白沙墟设摊的黄锡
均师傅介绍说。他继承家中长辈的手艺，做烧饼已有30
多年，其档口的出品在当地广受青睐。

“他这儿的烧饼口味比较多，有原味、番薯、鸡映、陈
皮、豆沙、叉烧、冰肉等，每公斤售价在 24 元至 32 元之
间。每次来帮衬，各种口味都想买些，带回去分享给亲
朋好友。”正在等候打包烧饼的开平市民黄女士说。

受制作工艺限制，炭烤烧饼的产能难以大幅提升。
“遇到订单多时，要通宵赶制，昨天卖出了500公斤，最高
峰时一天可卖900多公斤。”黄锡均说，只有用特制烤炉，
烤出的饼才有传统风味，尤其刚出炉时，饼皮焦脆、内层
香软、馅料烫嘴，口感层次非常丰富。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传统糕点的定位逐渐发生
变化，以前用于祭祖的台山“行山糍”，如今在师傅们
不断推陈出新之下，口感变好了，口味变多了，品相
更精致了，除了能满足祭祖之需，还能令当地民众一
饱口福。 （据中新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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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三届亚利桑那州汉语及文化体验日活动在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举行。该活动由亚利桑那州立大
学国际语言学院、亚省现代中文学校和凤凰城国际友好
城市协会共同主办。

活动当天，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德罕楼内外挂满具有中
国风的灯笼、年画和气球，到处洋溢着中华文化氛围。

本次体验日的重头戏之一是亚利桑那州中文教学论
坛。参与者包括在亚利桑那州从事中文教学和中美文化
交流的众多教师和学者。论坛上，大家畅所欲言，分别介
绍了自己所在学校的中文教学及各项文化活动开展情况，
并就如何促进跨文化交流和推广中华文化进行深入讨论。

论坛会场外，各个文化展台吸引人们驻足停留。凤
凰城国际友好城市协会的展台上展示了一组憨态可掬的

熊猫玩偶，一旁还有协会成员向参观者介绍成都的历史
文化，并提供丰富的文字资料。

在中国画展台，当地华人国画大师范融身着中式服
装，端坐于画案前，手握毛笔，下笔流畅。他以独特的
技法，创作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中国画作品，其中包括

“玉兔迎春”、“马到成功”等寓意美好的作品。在场观众
纷纷围拢到他身边，观看创作过程，不时发出惊叹声。

中午，体验日活动迎来新高潮，精彩的文艺演出在德
罕楼前广场举行。凤凰城中华乐团的民乐合奏《雨打芭
蕉》拉开演出序幕。二胡、古筝、琵琶等中国传统乐器的悠
扬旋律回响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校园里。此后，一连串
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亚省现代中文学校学前班的孩子们
带来一个充满童真的节目——十二生肖歌。可爱的孩子
们头戴十二生肖的头饰，用稚嫩的歌声和可爱的舞姿展现
各个生肖的形象特征，引来在场观众的阵阵欢呼。

演出结束后，亚省现代中文学校师生及学生家长还
为前来参加活动的人们提供了中西结合的美食。

作为体验日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亚省现代中文学校
校长安然表示，该活动已举办3年，是整合社区各种中文
教学资源的一种尝试。体验日活动的成功举办，激励着
亚利桑那州中文教育者不断推陈出新，策划更多具有吸
引力的活动形式，推动当地中文教育事业向前发展。

一名参加活动的学生说：“活动中，我有机会参加中
文教学论坛，听了各位专家的讲解，对中文学习的方法
技巧有了更多理解。在游园活动中，我玩了很多有趣的
游戏，欣赏了中国传统文化展示，品尝了美味的中国食
物，体验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当地华人家长表示，体验日活动不仅为孩子们提供
了体验中国文化的机会，也为家长们提供了了解中文教
育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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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体验日活动现场。

荒地变宝地
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的海口油

茶良种示范林产业园，过去是长满杂草的荒
地，如今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培育出绿油油的
油茶林，成为附近村民增收致富的宝地，带动
周边20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上图：工人们精心管护油茶苗木。
左图：工作人员查看油茶苗的长势。

苏弼坤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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