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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发展机遇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年来，“朋
友圈”持续扩大。截至 2023年 8月，中国已
与152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在各方共同
努力下，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丰硕成果。
身处世界各地的江苏籍侨胞，既是见证者，
也是受益者和参与者。

“这10年，我们与‘一带一路’同行。”新
加坡超级旅游集团总裁黄钰祥直言，过去
10 年是他在旅游、金融、人工智能、大健康
等多个产业跨界发展的“黄金十年”。“共建

‘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使各国之间交
往日益频繁、交通成本降低，大大提高了旅
游企业的盈利空间。近年来，乘着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的东风，我们集团在旅游领域
大展拳脚，组织新加坡游客赴中国旅游的
业务量占到整个集团业务量的 30%以上。”
黄钰祥说，今年，中新关系提升为全方位
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中新
双方互利合作将进一步释放潜能。

近些年，越南中国商会江苏企业联合
会会长徐传禄的事业也因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而迎来新发展。2015 年，中国与越南
发表《中越联合声明》，宣布推动“一带一
路”倡议和“两廊一圈”构想对接。“很快，大
量中国订单涌入越南，运动鞋代工行业得
到快速发展。”徐传禄介绍，2016年，他在越
南开办的运动鞋代工厂规模扩大1倍，新增
4条生产线，年产值突破1000万元。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跨境贸易
更加便捷。如今，我的工厂通过‘集中采
购+跨境电商’模式，先从东南亚采购集散
中心采购原材料，再在越南生产，最后通过
跨境电商平台远销‘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节约了大量人力物力，实现了跨境贸易便
利化。”徐传禄说。

缅甸江苏商会会长惠源在缅发展的10
年，与共建“一带一路”紧密相关。2013
年，惠源在缅甸创办纸业公司，此后又成
立苏商集团总公司。随着中缅共建“一带
一路”合作不断深入，2019 年惠源与其他
几名江苏籍侨商创立缅甸江苏商会、缅甸
江苏同乡联谊会，在为会员企业搭建交流
合作平台的同时，也努力推动中缅商界往
来。“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缅经济
走廊、中缅边境经济合作区等工作顺利推
进，造福两国民众，更为我们海外侨胞带来
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惠源说。

搭建合作桥梁

海外侨胞熟悉中国和住在国的情况及
国际规则，具有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10
年间，众多江苏籍侨胞怀着赤忱的爱国爱
乡情怀，发挥在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管
理等方面的优势，以侨为桥，为共建“一带

一路”提供助力。
2013 年，在国际会展行业深耕多年的

王海林决定，创立自己的会展品牌“中国贸
易周”，帮助中国企业将优质商品推广到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10 年间，王海林克
服物流、文化差异等方面的挑战，推动“中
国贸易周”在阿联酋、肯尼亚、加纳、埃塞俄
比亚、摩洛哥、南非、阿曼等国家落地。

王海林在“中国贸易周”搭建了一个直
接交流的平台，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海外
采购商和中国供应商面对面洽谈合作。除
了产品宣介和贸易洽谈之外，王海林还在

“中国贸易周”增加了书法、非遗等中国传
统文化的展示平台，帮助海外合作伙伴加
深对中国的了解。

“接下来，我们计划将‘中国贸易周’品
牌拓展到更多国家，帮助中国企业进一步
开拓海外市场，特别是加强与‘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的合作。”王海林说。
还有不少侨胞积极“穿针引线”，在家乡

江苏与所在国之间架起一座座合作桥梁。
今年4月，在江苏溧阳，2023中国·溧阳

茶叶节暨天目湖旅游节举行，吸引了斯里
兰卡、德国、以色列、印度尼西亚等多国友
人共赴一场“溧阳之约”。身为溧阳人，斯
里兰卡侨商张旭东接到了一个来自家乡的

“任务”——以茶交友。“在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下，我们希望明年通过溧阳茶叶节，促
成斯里兰卡的产茶城市与溧阳建立友好城
市，共同推广白茶和红茶的种植技术，进一
步提升溧阳白茶的国际知名度，增强中斯
茶叶界的交流合作。”张旭东说。

在塞尔维亚打拼20余年的秦金生感叹
道，这些年，他在中塞之间穿梭往来的频
率明显提升。2016年，塞尔维亚江苏南通
商会暨南通世界通商总会塞尔维亚分会成

立，他被推举担任会长。此后，商会促成
江苏省南通市与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市兹
韦兹达拉区两地代表团多次互访。2022年9
月，南通市与兹韦兹达拉区“云端”牵手，共
同签署两地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协议书。“这
是我2022年最有成就感的事情，相信中塞
民间经贸合作将迎来更多机遇。”秦金生说。

促进民心相通

今年 9 月 1 日，俄罗斯中国国际学校
正式开学。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会
长吴昊是这所国际学校的总校长，也是创
办者。

谈及创办俄罗斯中国国际学校的初衷，
吴昊表示，培养掌握中俄语言、熟悉中俄文
化、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是中俄两国的共同
需要，也是俄罗斯中国国际学校的努力方
向。“未来，学校将开设全日制课程，搭建中
俄两国青年交流交往的平台，让学生们成为
中俄两国友好合作的受益者、传播者和建设
者，并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下一个10年
更好发展培养更多国际化人才。”吴昊说。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
容，也是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人文根
基。在海外，像吴昊这样热心推动中外民
心相通的江苏籍侨胞还有许多。

“在匈牙利，中华文化很受欢迎，中餐、
中医和中国功夫等都是深入人心的中华文
化符号。”匈牙利侨胞马文俊说。这些年，
他结合匈牙利当地民众对中国文化的喜
爱，一方面和中国餐饮企业合作，大力推广
中餐文化，另一方面和欧洲各国朋友共同
成立“中国—欧洲文化艺术体育协会”，举
办书画展、摄影展、象棋邀请赛等活动，并
邀请中国的中医代表团赴匈访问，让更多
匈牙利人感受中华文化魅力。

罗马尼亚《欧洲侨报》社长兼总编高进
多次牵头邀请江苏及中国其他各地调研团
到罗马尼亚考察，并且促成多个中罗合作
项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拓宽了各国企
业的投资之路、贸易之路，也拓宽了中国与
中东欧国家的文化之路、友谊之路。”高进
介绍，目前《欧洲侨报》深耕新媒体运营，从
手机客户端、电子报、海外社交媒体等平台
多管齐下，让罗马尼亚受众有更多渠道了
解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了解中国。

马来西亚侨胞李中平认为，作为“一带
一路”文化传播使者，讲好中国故事是自己
的一份责任。他创办媒体平台“马中透
视”，以中文、英语、马来语3种语言，用
马来西亚受众熟悉的话语传播形式，提供
有关中马两国的新闻时讯和投资信息，展
现中马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互利合作
的生动图景。“让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只
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让海外受众真正读懂
中国故事。”李中平表示，随着中马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蓬勃发展，“中国声音”也应深
入马来西亚民间。他将继续充分运用媒体
平台，为共建“一带一路”贡献更多力量。

“这10年，我们与‘一带一路’同行”
严 瑜 唐雅晴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 10 周年。10
年间，一批心怀祖国、志在
四海的江苏籍侨胞在各自
领域辛勤耕耘，积极参与共

建“一带一路”，在分享机
遇、发展事业的同时，也为
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
家友好往来添砖加瓦、铺路
架桥。

侨 界 关 注

“飞虎队精神是中美合作和友谊的象征，希望代代传承。”近日，
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副总裁马宽池在参观位于云南昆明的大益
飞虎文化体验馆时说。

今年72岁的马宽池是一名生活在美国旧金山的华人，青年时与
飞虎队老兵结下不解之缘，一生致力于飞虎队历史研究与精神弘
扬，推动美中民间友好。

飞虎队，全称“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二战时，陈纳
德将军率领美国航空志愿队来到中国，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浴血
长空。飞虎队自1941年8月成立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共击毁日
机2900余架次，击沉日舰44艘。

马宽池年轻时从事旅游翻译。那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大批
外国游客到中国旅游。“我接待一批美国老人到陕西旅游时，他们提
出想去昆明看看，说曾经在昆明战斗过。”马宽池回忆道，他带着美
国老人们到访昆明，方知他们是飞虎队老兵。“老兵们向滇池敬礼，
因为他们的战友当年驾驶飞机与日机在昆明上空作战，坠毁在滇
池。”马宽池说。

此后，马宽池陆续接待了多批美国飞虎队老兵，带领他们到云
南、广西、湖南等地探访曾经战斗生活过的地方。在与飞虎队老兵
同行的过程中，马宽池逐渐被飞虎队的故事深深吸引，自此开始收

集相关历史资料进行研究。
为让中美两国民众永远记住这段历史，马宽池于2007年筹建成

立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邀请美退役将军担任主席，美国飞行协
会会长出任总裁，成员主要是美国飞虎队老兵及其亲友和赞助者。

2015年3月，广西桂林建立美国飞虎队桂林遗址公园。“遗址公
园在建立之初有些空旷。”马宽池说，他和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通
过呼吁飞虎队老兵捐赠和筹资购买，陆续向遗址公园捐赠近3000件
历史文物，其中有陈纳德将军在桂林使用的战地望远镜、丝绸绘制
的中国地图、印着“广西各界人民向飞虎队庆功”字样的横幅等。

在近 3000件文物中，最令马宽池自豪的是一架 C—47运输机。
2015年，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提出重飞“驼峰航线”的计划。二战
时，“驼峰航线”飞行员驾驶 DC—3、C—47等型号的飞机在跨越喜
马拉雅山脉时，因受极端恶劣多变的天气影响，曾付出600多架飞机
坠毁、1500多名中美飞行员英勇捐躯的代价。经多方寻找，美国飞
虎队历史委员会在澳大利亚发现一架还处于可飞行状态的 C—47
运输机。这架机龄72年的老爷机“Buzz Buggy”于2016年8月15日
起航，按计划，它要飞越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缅
甸、中国等地，并在无导航设备支持的情况下通过人工驾驶飞越喜
马拉雅山脉。

“计划3天的飞行最后延长至92天。”马宽池说，5名来自美国和
澳大利亚、平均年龄 71.8岁的老人，驾驶着和他们年龄差不多的飞
机，经历了两次引擎更换和一次迫降。2016年11月19日，C—47运
输机在桂林降落，等候在机场的人们一片沸腾。

2017 年，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向桂林捐赠这架 C—47 运输
机，飞机永久陈列在美国飞虎队桂林遗址公园，向人们传递着飞虎
队不畏艰险的精神。

此次到访昆明，马宽池走访了飞虎队纪念馆、飞虎楼主题餐
厅、飞虎大道等地。在这座飞虎队曾经生活奋战过的城市，处处
可见飞虎队的痕迹。“40年前，飞虎队鲜为人知，如今是尽人皆知。”
马宽池说。

近年来，马宽池不断以探访飞虎队历史为主题，组织美国青少
年前往中国、感受中国。他最大的愿望是让美中两国民众特别是青
少年在互动中了解飞虎队历史。“美国与中国的青少年成为好朋友，
这对推动未来两国友谊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马宽池说。

（据中新社电）

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副总裁马宽池：

弘扬飞虎队精神，推动美中民间友好
缪 超 刘冉阳 杜潇潇

近日，马宽池（左一）与云南昆明的飞虎队后裔交流。
中新社记者 刘冉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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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在俄罗斯中国国际学校给学生们做讲座。 吴 昊供图中国学者在俄罗斯中国国际学校给学生们做讲座。 吴 昊供图

新会柑皮晾晒忙

连日来，广东省江门市天气
晴好，新会区果农把握有利时
机，抓紧晾晒柑果果皮。新会柑
经开皮、晒制、陈化等程序后可

制成新会陈皮。
图为近日，在新会区一处空

地，人们对新会柑皮进行翻皮晾
晒。 关煜柔摄 （新华社发）

“侨商会是侨商之家，
很高兴在宁波看到各行各
业 各 部 门 为 侨 服 务 的 身
影。”近日，在参加浙江省宁
波市侨商会成立 20 周年暨
第三届宁波市侨商会港澳
台侨杰出人物颁奖典礼后，
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全国
政协参政议政特聘专家赵
阳点赞宁波侨务工作的新
经验、新做法、新气象。

赵阳表示，从宁波市侨
商会 20 年的发展经历可以
看到，“侨商之家”不仅助力
广大侨商、侨资企业实现高
质量创新发展，还在侨务部
门指导下，聘请了40余家政
府有关部门及社会相关单
位作为高级顾问单位，凝聚
各方力量，齐心协力做好为
侨服务工作，引领侨商健康
发展。

在创新发展过程中，围
绕侨商侨企遇到的“成长烦
恼”，这些高级顾问单位有
针对性的定期进行业务培
训，加强多元交流，增进
合作，强化协同，为他们
传递最新的政策信息和服
务举措。

宁波是中国重点侨乡
之一，爱国爱乡、造福桑梓
是宁波侨商的优良传统。

宁波市侨商会会长薛
惊理就是“中生代”侨商中
的代表。薛惊理创办的宁
波康赛妮集团有限公司已
实现毛纺的智能化、信息
化、数字化生产。在该公司
的“未来工厂”内，客户订
单只需在中控中心下单，
整个智能系统就能自动完
成从投料到出厂成品打包
的全过程操作和质量把控。

康赛妮集团的成功转
型是宁波侨商深耕制造业、

“做精做强”产业的剪影。
“6000多万侨胞是我们

在海外最可爱的人。”赵阳
从事侨务工作30多年，在他
看来，侨商会并不是侨胞们

“单打独干”，其背后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尤其是侨务部
门的有力支持。

据悉，宁波市侨商会是全国最早一批侨商组织。20
年来，其创造了全国侨商组织中多个“第一”，例如自筹
自建了被誉为“中国侨商第一楼”的宁波侨商大厦、第一
个成立“侨商共同富裕发展基金”等。

浙江是全国重点侨乡之一，也是侨资企业较为发达
的地区。近年来，按照浙江省委、省政府“浙商回归”的
要求，侨商在服务经济发展、参与社会建设、弘扬中华文
化、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共建“一带一路”等方面
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推动浙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
助力“两个先行”的重要力量。

如今，侨商创业创新热情持续澎湃。“希望宁波侨商
会以这次活动为契机，秉承侨商爱国爱乡、奋发图强的
初心，再创侨务工作新辉煌。”赵阳表示，该活动的真正
意义是加强侨商侨企和政府各部门的互动，推动侨务工
作在新形势下不断创新，让各方形成合力，画好凝聚侨
心的“同心圆”，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为侨服务。

（据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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