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华侨华人 责编：严 瑜 邮箱：guojihwb@126.com

2023年11月6日 星期一

侨乡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

研讨会上，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所长、中国华侨历
史学会副会长张春旺详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
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不同时期，立足各根据地，围
绕土地问题实施的政策对武装斗争、根据地政权建设
发挥的保障作用；深入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
革开放以来，围绕工业现代化开展的土地改革、家庭联
产承包、乡镇企业发展、乡村振兴等各项政策对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起到的独特作用。

张春旺表示，从 20 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前，晏
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等知识分子和实业家怀揣民族
复兴的理想，带着他们设计的乡村建设实验方案，分
别深入河北、山东、四川等地开展乡村建设运动。这
一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达到高潮。当时，600多个团
体在全国 1000 多个乡村进行建设实践。这些实践短
则3年，长则20多年，为中国乡村现代化作出重要探
索，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

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院学者张国雄、石坚
平、刘进、姚婷等组成的团队经过长期田野调查和研
究，在此次研讨会上发布了有关近现代侨乡现代化探
索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依据与广东五邑地区村、
乡、墟、镇建设相关的100多件文献和文物，以华侨
新村建设为重点展开研究，展示了侨乡现代化探索的
主体力量构成、运行机制、实践成效等。

该研究团队认为，侨乡的现代化探索由海内外乡
亲共同推动，具有基层民众广泛参与的特征。相较城
市知识分子、实业家主导的输入型乡村建设运动，侨乡
的现代化探索具有内生性特点，沿袭了传统乡村治理
的基层自治格局，倡导集体为先、重视绅耆，延续乡规
约章，同时将绅耆权力限制于日常事务管理，村落发展
的大小事项则由村民集体决策，乡村管理公开、透明；
华侨新村的发展资源除了传统乡村依赖的土地资源之

外，海外的经济、人力、信息等资源直接介入村落建设
管理，村民因此减弱了对土地的依附。同时，华侨新村
建设深受海外文化影响，接受了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
欧美城市文化。华侨华人对海外文化的感知开阔了侨
乡民众的视野；侨乡现代化探索集中于乡村基层社会
制度的建设，注重从日常生产生活入手，调整规范村
民之间的关系，培养权益意识、独立意识、规则意
识。侨乡民众通过努力，推进了传统宗法社会向现代
社会的转变，塑造了乡村生活的新样态。这种侨乡现
代化建设是近现代中国乡村现代化探索的一种特殊类
型，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侨力量”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如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凝聚侨力量、发
挥侨力量，是学界和侨务工作者关注的热点话题。研
讨会上，与会学者就此展开热烈讨论。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厦门大学教授、暨南大
学特聘教授、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会长李明欢以福
建晋江的实践为例，深入分析了侨亲、侨力、侨资、侨
捐、侨智、侨务组成的“侨力量”作为一种独特的优势资
源，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她认为，
侨胞侨眷是发展实体经济的先行者、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助推者、共同富裕实践的奉献者、新时代侨务工作的
践行者。晋江侨乡的“侨二代”“创二代”在完善和发展
晋江经验方面的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为“侨力量”
的参与提供了难得机遇和广阔空间。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广东华侨史》 主
编、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张应龙以改革开放
以来广东侨乡的发展道路为题，从改革开放初期“三
来一补”、乡镇企业崛起，到之后专业镇兴起、香港—
深圳—东莞—广州经济轴和外向型经济格局形成，再
到 21 世纪初经济、技术、人才、信息向中心城市聚
集3个阶段的发展变化，具体分析了广东侨乡现代化

建设的路径和实践。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研究员罗杨和福建侨联原副

主席、福建华侨史学会原会长谢小建分别分析了福建
侨乡尤其是安溪侨乡改革开放以来的侨情和侨务工作
变化，提出要加强探索新时代侨乡现代化与凝聚侨心
侨力关联性的研究。

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院副教授杨田对改革
开放以来广东开平的两份刊物 《古宅月刊》《光裕月
刊》进行大数据分析，指出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对侨
乡的教育、文化、乡村基础设施等公益慈善捐资从改
革开放初期延续至今。

持续加强新时代侨情变化研究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专家学者还深入侨乡台山、开
平，走访了琼林村、海口埠、仓东遗产教育基地。

仓东遗产教育基地位于开平市塘口镇仓东村，是
2010年建立的国际学术、研学、寻根平台。该教育基
地是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院的校外基地。10多
年来，仓东遗产教育基地在侨乡遗产资源挖掘、文化
传播等方面工作成效显著，受到海外侨胞肯定。

专家学者在仓东遗产教育基地听取了五邑大学广
东侨乡文化研究院教授谭金花关于开平侨乡文化遗产
资源保护的专题报告。谭金花介绍，基地以侨乡遗产
为载体，组织华裔学生到此研学，邀请海外侨胞来此
寻根，感受侨乡文化和岭南文化。同时，基地与美国、
加拿大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等地区的高校及研究机构
持续合作开展华侨华人历史研究，通过乡村文化振兴
构建侨胞精神家园，通过开设村庆日等活动增加海内
外乡亲的自豪感和归属感。

专家学者在研讨后表示，在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
中，华侨华人从未缺席。下一步，要持续加强新时代侨
情变化研究，深入挖掘和发挥侨乡文化纽带作用，进一
步凝聚侨心、侨智、侨力。

侨界学者共话侨力量——

发挥独特优势，助力乡村振兴
吴 捷 刘嘉猷

华侨华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
程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华侨华人
如何参与侨乡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日前，广东五邑大学、中国华侨华人研
究所、暨南大学联合在广东江门举办

“中国乡村现代化中的侨乡路径与经
验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广东、福
建、浙江、广西、云南、重庆等地的 70
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围绕“中国共
产党的乡村治理”“近现代侨乡现代化
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侨力量”“改
革开放以来广东侨乡的发展道路”4
个专题展开研讨。

侨 界 关 注

11 月 5 日至 10 日，第六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以下简称

“进博会”） 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举行。近日，中国侨商联
合会副秘书长、正大集团资深副
董事长、正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兼 CEO 谢毅接受采访时表
示，进博会已成为国际交流合作
的重要平台，对中国推进高水平
对外开放、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世界
各国带来更多机遇。

正 大 集 团 1921 年 成 立 于 泰
国，是泰籍华人谢易初创办的知
名跨国企业，以农牧食品、批发
零售、电信电视三大事业为核
心，并涉足金融、地产、制药、
机械加工等 10 多个行业和领域，
业务遍及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正大集团已在中国设立企业
600 多家，员工近 10 万人，是中
国外商投资规模最大、投资领域
最多的跨国企业集团之一。

“作为一家百年侨企，我们始
终致力于促进中泰经贸合作。进
博会为我们搭建了重要的交流合
作平台。”谢毅表示，正大集团已参
加五届进博会，进一步深化了“买
全球，卖全球”的贸易战略，将全球
特别是东南亚地区丰富多彩的美
味食品带进中国。同时，进博会作
为中国对外开放新平台，吸引了全
球采购商和合作伙伴，“这有助于
我们开拓新的市场渠道和合作伙
伴关系，找到更多商机。”

谢毅介绍，第六届进博会期
间，他将在正大集团展馆迎接八方
来客。“和往届一样，今年正大集团
展馆占地 500 平方米，是食品及农
产品展区最大的展馆之一”。

“6年来，我们充分发挥侨企资
源优势，把中国各地特色优质产品
销往全球。”谢毅表示，未来，正大
集团将继续甄选更多产品，“买全
球，卖全球”，更好满足消费者多元
化需求。“我们也很乐意帮助更多
侨企和产品对接进博会、走进中国
市场。”谢毅说。

改革开放 45 年来，海外华商
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
要力量。他们利用在资金、技
术、管理、商业网络等方面的优
势，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助力
中国发展，有力推动中国同世界
的交流合作。

“正大集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见证者、贡献者，
也是受益者。”谢毅表示，从第一代创始人谢易初开始，正大
集团一直有着深厚的中国情结，始终把“利国、利民、利企业”
原则作为投资发展的经营宗旨。“改革开放之初，正大集团便
来华投资建厂，成为第一家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外商企业。”

“中国有一句话叫‘水涨船高’。”在谢毅看来，得益于
中国各级政府的支持和各项政策利好，正大集团在中国取
得了非常好的发展业绩，农牧食品、商业零售、制药、地
产、金融等业务有了长足发展。

“近年来，我们积极向泰国政府建言献策，推进泰国
‘东部经济走廊’高铁项目落地，还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助
力中泰合作项目落地实施。”谈及未来，谢毅表示，希望能
够协助更多中国企业进入泰国，拓展东南亚市场。同时，
发挥资金、技术、文化融通等优势，助力更多海外侨胞、
外商了解中国，并搭建更多交流合作平台，推动中国与世
界各国多领域合作。 （来源：中新网）

最近，华裔天下国际文化传媒集团创始人张继堂正
忙着筹备 12月召开的“华裔天下国际文化大会”。届时，
华裔天下将与福布斯中国合作推出全球首个“中国杰出
匠人前 100名”榜单并举行颁奖礼。“我们希望通过与福
布斯中国合作，以中国匠人评选活动的形式，将中国的
匠人精神传扬到海外，为中华文化‘出海’擦亮一块新
招牌。”张继堂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传播中国匠人精神

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匠人评选活动福建省推介会上，
张继堂介绍了“中国杰出匠人前100名”榜单的评选办法
和活动内容，邀请福建匠人前来参与。

今年6月，福布斯中国与华裔天下共同推出“2023福
布斯中国杰出匠人评选”，旨在表彰和致敬在科技、文
化、艺术、手工艺等领域展现出卓越才能和独特创造力
的优秀匠人，向世界讲述他们的故事。

张继堂出生在江苏省苏州市，祖辈曾在马来西亚侨
居多年。张继堂 15岁时赴马来西亚求学、工作，此后常
年往返于中马两国。2015 年，他创立华裔天下国际文化
传媒集团，从地产业务起家，经过多年经营，公司已发
展为集文化地产、泛娱乐、国际贸易、教育投资、金融
服务为一体的文化传媒集团。

“匠人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项宝贵精
神资源。我想借此活动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架起一座
文化桥梁，整合侨界资源，传播中国的匠人精神，向世
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张继堂说。

积累文化交流经验

2018 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国家体育场，张继堂的
公司制作出品的电影 《李宗伟——败者为王》 举办首映
礼，吸引超两万名观众，创造了马来西亚最大规模的电
影首映礼纪录。

“李宗伟是马来西亚家喻户晓的羽毛球运动员，在中
国也有很高的知名度。运动员为梦想奋斗拼搏的故事题
材在中马两国都很受欢迎。”张继堂说，“无论是将马来
西亚电影引进中国，还是助推中国文化品牌走向海外，
我们一直尝试以当地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开展文化传
播工作。”

“海内外华侨华人同根同源。作为文化传媒公司，我
们公司一直希望将中华文化和华侨华人住在国文化联通
起来，让海外华侨华人受众产生更多情感共鸣。”张继堂
说，在公司开发影视文化品牌的过程中，他不断积累着
中外文化交流的经验。

让海外朋友爱上苏州

“我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对苏州文化情有独钟。”
在张继堂看来，传播苏州文化是自己作为苏州人的天然
使命。说苏州话、听苏州评弹、赏昆曲、游园林……苏
州的一草一木、一词一曲都让他时常挂怀。

2019年，由北方出版传媒与华裔天下共同打造的北方
文化新谷（苏州）影视文创产业基地在苏州吴中区正式启
动。这是全国首家定位侨文化传播的影视产业基地，率先
尝试“IP+融媒体+电商产业落地”的产业融合方式。

2021 年，在苏州侨联的支持指导下，苏州市华侨文
化促进会成立，张继堂当选为会长。

今年7月，“侨聚长三角 智汇新天堂”华侨华人高层
次人才创新创业峰会暨吴江国际精英创新创业洽谈会在
苏州吴江举办，张继堂受聘担任苏州市侨务引智引资海
外顾问，继续为华侨华人助力苏州发展牵线搭桥。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既有苏式园林、昆
曲、苏绣等历史悠久的传统艺术，如今又孕育了诸多高
科技创新企业。苏州有许多文化元素值得发掘推广。”张
继堂说，“目前，我们正在筹备开发苏州城市文化品牌，
助推苏州文旅‘出海’。我非常愿意做苏州的海外推介
者，让更多海外朋友了解苏州、爱上苏州。”

华裔天下国际文化传媒集团创始人张继堂——

助推中国文化品牌走向海外
高 乔 汪 莹

正
大
集
团
—
—

﹃
进
博
会
为
我
们
搭
建
了
重
要
的
交
流
合
作
平
台
﹄

范
宇
斌

正
大
集
团
—
—

﹃
进
博
会
为
我
们
搭
建
了
重
要
的
交
流
合
作
平
台
﹄

范
宇
斌

图为研讨会现场。 主办方供图

侨 乡 新 貌

乐清湾畔收割头茬紫菜乐清湾畔收割头茬紫菜

近年来，在浙江省温州市，乐清湾海
洋生态环境改善明显，浅海海域紫菜养殖
形成了育苗、栽培、加工、销售的产业
链，“海上菜园”规模化、产业化带动沿海

渔民增收致富。
图为近日，在温州市乐清湾口，养殖

户在收割头茬紫菜。
蔡宽元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