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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旅居俄罗斯20多年来，刘军的角色不断变化：

从莫斯科国立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到创立工具五金

品牌的华商，再到牵线中俄经贸合作的侨领。身处

中俄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时代大潮中，刘军乘

势而为，不断挖掘新商机，拓展新合作。

以下是他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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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乡 新 貌

暮春时节，各侨乡一派热闹景
象，很多海外侨胞纷纷回到家乡畅叙
乡情、参观考察、寻找商机，侨乡也积
极搭台架桥、优化服务，为侨胞寻求
深入合作与事业发展提供机遇。

日前，美国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
会主席梁冠军与100余名港澳台侨企
业家一起走进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
参观考察香港赛马会从化马场、南粤
侨创基地等项目，了解当地产业发展
和投资环境。“我与同行的企业家们
分享交流在广州投资的经验，我们也
关注到更多的投资项目，期待在不久
的将来促成新的合作。”梁冠军说。

“最近，我在国内参加了很多考
察交流活动，感受到华商回乡投资的
机会越来越多。”梁冠军说，一方面，
各地为华商回国投资提供帮扶政策，
竭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另一方
面，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机遇
让华商坚定了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

梁 冠 军 在 国 内 有 一 些 投 资 项
目，由他投资创建的广州软件学院
每年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输送专业
人才。他说：“广东省不断完善的引
智引资政策给了华商更多的安全感
和归属感，比如，广东省今年2月启动

‘侨助广东高质量发展行动’，向海外
侨胞发出共谋发展的‘家书’，为侨胞
搭建了创新创业的发展平台。”

“近来，有很多青田籍侨胞从世
界各地回来，家乡的一系列惠侨举
措让大家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
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主席陈建新说，
很多侨胞返乡后都会到浙江青田县
行政服务中心，这里设有华侨办事绿
色窗口，侨胞办理探亲居留、驾驶证
换领、不动产登记、户籍证明等事项
基本只要半天到一天时间。

“青田县还开通了华侨回乡创业
注册登记的绿色通道，相关事项办
理流程简化，时限也大大压缩。有
关部门还召开项目推介等活动，帮
助侨胞了解政策和法律法规，为侨
胞打造便利对接洽谈和投资兴业的平台。”陈建新说。

“如今，华裔新生代成为侨界中坚力量，他们中有一
些人选择回国创业，逐渐在各行各业崭露头角，取得了
很好的成绩。”陈建新说，青田县日前还举办了“千名新
侨家乡行”活动，帮助华裔新生代加深对家乡的了解，
为他们寻找发展机遇和创新创业提供暖心服务。

随着中国和东盟各国在基础设施、信息化等领域的
合作不断深化，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
和窗口，吸引了很多华侨华人的目光。他们在当地投资
兴业，为经贸牵线搭桥。老挝广西同乡会创会会长邓良
慧就是其中一位。

借着广西大力发展“向海经济”的东风，邓良慧正与广
西产业技术研究院合作，建立面向海洋经济的国际合作基
地，推进中国和东盟国家在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

“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发展的‘新蓝
海’，我们曾帮助中国—东盟信息港在老挝设立第一个海
外云计算中心，通过老挝的试点工作，逐步在其他国家
进行复制推广。”邓良慧说。

邓良慧表示，广西持续释放便利侨胞投资的举措。
侨胞们通过东盟万象信息综合平台就能看到招商引资、
人才培养、政策发布、法律援助等信息，回乡投资兴业
也更加畅通。 （据中新社电）

近期，巴西总统卢拉访华并推动
巴中签署多项合作协议，在巴西侨界
引发持续热议。日前，巴西闽商联合
会企业交流座谈会在巴西圣保罗举
行，中外企业家和巴西政界代表共聚
一堂，探讨“新时期中巴贸易发展与
机遇”。

“定心丸”

“中巴经贸合作拥有多种可能，再
生能源、基础设施、健康、教育、科
技、农业等领域的合作潜力和空间都
值得期待。”巴西闽商联合会会长陈维
雨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和巴西同为发
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市场国家，互为
战略伙伴，稳定而向好的互利合作前
景，给在巴西打拼的华侨华人派发了

“定心丸”。
巴西华人协会会长叶周永表示，

中国的发展红利和巴西的广阔市场，
助力华商在进出口贸易中掘到第一桶
金。近年来，中巴双边贸易屡创新
高，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潜力。“中巴
政治经济关系升温，更给新时期的华
商带来转型机遇。”叶周永说。

旅居巴西数十年的巴西中国和平
统一促进会会长李锦辉指出，建交近
半个世纪以来，面对国际风云变幻，
中巴关系始终保持稳定发展。此次卢
拉访华更打开中巴合作崭新局面，“有
助于华商为促进中巴友好做出贡献，
也为自己创业找到更好舞台”。

“穿针引线”

此次卢拉访华，巴西总统府特邀

三位华裔新侨随行。他们亲历并见证
了中巴多项协议的签署。这三位华商
是巴西华人协会秘书长蒋幼扬、巴西
青田同乡总会会长叶王永、巴西温州
同乡总会监事长朱轩初。他们一致认
为，中巴经济互补性强，中国企业投
资巴西的产业，可增强巴西的产业链
整合能力，提升巴西在全球价值链中
的地位。帮助中国企业在巴西落地，
实现本土化，华侨华人的桥梁作用、

“摆渡人”作用非常重要。
“所有经贸都基于政治互信。”叶

王永表示，卢拉访华时提出的“卢拉
之问”，表明巴西对华友好合作姿态，
新能源、通信行业、建筑行业等都成
为合作新蓝海，释放出双边友好互信
的红利，“中巴加强合作也有利于供应
链稳定，减少风险”。

“中巴多项协议需要落地，这中间
既有挑战也有机遇。”蒋幼扬认为，华
商可下场打拼，也可发挥熟悉两国国
情的优势，成为巴西政府和中资企业
合作的润滑剂，帮助中资企业落地
生根。

朱轩初此次访华注意到，同行的
270人大型商贸团中不乏巴西肉类公司
和农业公司，他们普遍看好并希望深
耕中国市场。“我们熟悉两国国情，能
够做‘摆渡人’，帮助祖国和旅居国牵
线合作，贡献微薄力量来回报两个最
亲的国家。”朱轩初说。

深耕巴西 30年的金种子农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孙月亦坦言，参与粮食国
际大宗贸易的历程中遭遇过不少壁垒
和困难，未来两国农业合作加温，期
许拓宽合作领域，帮助涉农中企少走
弯路。

“金融活水”

中巴双边协议使用本币进行贸易
结算，成为中巴金融领域合作的最大亮
点之一。与会代表认为，这为多领域多
行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了“金融活水”。

巴西华人协会监事长王万瑞认
为，随着中巴在新能源、通信及电子
产品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中国高
科技公司在巴西加快实现本土化将是
趋势，随之而来的工业园区、物流通
道、学校建筑等基础设施建设都蕴藏
巨大商机。

“人民币在当地使用将更为广泛。”
朱轩初表示，本币交易能够降低成本，
使中巴贸易更顺畅，“原料进口和成品
出口，来回就省了两笔费用，还能减少
中间货币贬值带来的风险。”

多位华商建言，中巴携手“同觅
商机，共享资源”。

巴西国际贸易和农业综合企业专
家亚历山德罗·罗德里格斯说，中国的
农产品需求和广袤市场，有助于维持
巴西经济发展，巴西需要巴中携手，
提升物流效率和基础设施建设。

刚刚进入巴西开拓市场的电商平
台业者张明杰正在筹建电商直播基
地，巴西的电商直播刚刚迎来风口，
此次卢拉访华释放的数字经济红利将

“提速孵化电商市场”，助力华人传统
进出口电器行业借势转型。

巴西华裔律师诸诗琪指出，中巴
经贸密切，将有越来越多中企扎根巴
西。侨商借势转型，应尊重在地劳工
保护政策和税收制度，谋求双赢。

（据中新网电）

打造自己的品牌

上世纪 90 年代，一批中国人手拎
肩扛各种商品，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往
返，赚取利润。看到商机，我也萌生了
到俄罗斯留学、创业的念头。1999年秋
天，20岁的我从北京踏上列车，来到贝
加尔湖边上的美丽城市——乌兰乌德。

初到异乡，陌生的环境让我意识
到，必须先过语言关。在乌兰乌德的一
年时间里，我从最基础的俄语字母学
起，慢慢尝试简单的口语交流。经过不
断努力，我的俄语水平大幅提高，与人
沟通不再是问题。一年后，我考入莫斯
科国立大学，开启了留学生涯。

随着中俄经贸交流逐渐铺开，中国
国内公司和个体商人如潮水般涌入莫斯
科。作为熟悉语言、了解中俄文化和国
情的在俄留学生，我常为国内访俄团组
或个人担任翻译，参与一些中俄商贸活
动，增长了见识，积累了经验和人脉。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一次，
在为一场工具五金展会做翻译时，我结
识了一位中国工具五金贸易商，他对我
的语言及工作能力十分认可。恰巧这家
公司正在物色俄罗斯代理商，一拍即
合，我成了他们在俄罗斯的代理。

那时，中国人在俄罗斯做生意，由

于品牌意识薄弱，时常处于被动局面。
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冲动，那就是要打
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解决中国货品
牌缺失的问题。2003年，我在留学期间
创立了SEB品牌。经过几年的拼搏，我
们的品牌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
罗斯等国建立了销售体系，并在当地赢
得了较好的市场口碑。

回国投资创业

如今，随着中俄交往加深，双方在
各领域的合作开启了新篇章。在经贸领
域，两国合作潜力更大、前景更好。许多
在俄罗斯发展的华商瞅准时机，回到中
国创业，成为往返于中俄之间的“海鸥”。

在俄罗斯赚得第一桶金后，我越来
越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只“海鸥”。近
年来，电子商务在俄罗斯迅猛发展，大
量优质中国商品通过跨境电商平台直接
抵达俄罗斯市场。互联网经济的发展，
让我看到了更多机遇。

2011年，我将俄罗斯的业务交给团
队打理，回国投身“互联网+旅游”行
业，创办了上海景优信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2017年，我和合作伙伴在昆明创
建云南大学昌新国际艺术学院，并在云
南抚仙湖打造抚仙湖国际艺术城。

随着中俄双方持续推进共建“一带

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一大
批标志性合作项目稳步推进。越来越多
俄罗斯民众到中国留学、旅游、经商。
我深刻感受到，回国投资，这步棋走
对了。

讲好中俄友好故事

我还有一个身份：俄罗斯华侨华人
青年联合会执行会长。2008年，在俄青
年华侨华人还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互助
联谊社团组织。为此，我和一些侨胞朋
友一道，在中国驻俄大使馆、俄罗斯以
及国内相关部门的支持下迅速行动起
来。不到半年时间，约 650人规模的俄
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正式成立，覆
盖俄罗斯境内的中国青年华商、大学
生、律师、医生、艺术家等群体。

随着侨团的成立，促进中俄友好合
作的“侨力量”进一步壮大。2018年11
月，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
行，我有幸作为俄罗斯国家展的政府代
表团成员回国参加进博会。受俄罗斯联
邦旅游署委托，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
合会积极与上海市政府及上海市旅游局
对接，促进中俄旅游部门在进博会上达
成一系列合作。期间，俄罗斯旅游推介
会、中俄地方合作论坛等活动成功举
行。在这些活动中，都有我们侨团成员

忙前忙后的身影。最近几年，看到越来
越多旅俄华商、俄罗斯企业参与进博
会，我十分欣慰。

最 近 10 年 ， 中 俄 贸 易 额 强 劲 增
长，从2013年的不到900亿美元提升到
2022 年的超过 1900 亿美元，如今正加
速迈向两国元首确定的 2000 亿美元的
目标。我们旅俄华侨华人是中俄合作的
见证者、参与者和贡献者。今年 3 月，
我有幸作为海外侨胞特邀代表，列席全
国政协会议。中国释放出更多推动高质
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的积极信号，
我很受鼓舞。

一转眼，我在俄罗斯已经奋斗了20
多年。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
俄经贸及人文交流合作根深叶茂，这让
我对未来充满信心。目前，中国和俄罗
斯的两所高校正在推进建立联合电影学
院。此外，莫斯科工业与艺术大学也筹
备在海南落地相关机构。推动这两个项
目顺利实施，是我今年的工作重点。未
来，我将继续扮演好“海鸥”的角色，
飞翔于中俄之间，努力讲好中国故事和
俄罗斯故事，为中俄共建“一带一路”
添砖加瓦。

上图：2023年 3月，刘军作为海外
侨胞特邀代表，列席全国政协会议。图
为刘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拍照留念。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李嘉宝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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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侨界热议中巴合作机遇——

转型有新机 乐做“摆渡人”
林春茵

▲◀近日，广西柳州市柳江红花
枢纽至石龙三江口Ⅱ级航道工程项目
建设现场，一派忙碌的施工场景。

该项目于2021年12月30日开工建
设，是交通运输部“十四五”规划水
运项目，是西南水运出海通道的“北
线通道”关键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大
幅提高航道通过能力，有效解决柳江
水运交通瓶颈问题，促进广西和贵州
等内陆腹地经济发展。

黎寒池摄 （人民视觉）

航道建设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