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华侨华人 责编：严 瑜 邮箱：guojihwb@126.com

2024年4月3日 星期三

看好发展环境，参与“数字蝶变”

泰国林查班港D号码头，一组全时无人
驾驶新能源商用车Q-Truck车队，满载集装
箱，有序行驶，精准地进行排队、超车、插队
等动作。过去4年，这些Q-Truck与有人驾
驶卡车实现常态化混行，安全完成超过44万
TEU（集装箱吞吐量的一种计量单位，指 1
个20英尺标准集装箱或等量的装载能力）实
船作业。

这些 Q-Truck 来自一家上海的数字创
新侨企——西井科技。自 2016 年创立以
来，公司一直专注于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于智慧港口，自主研发集装箱物流全流程
数智化、绿色化解决方案。如今，公司在
全球范围内交付无人驾驶车辆及系统超过
数百套规模，产品及服务落地英国、希
腊、泰国、马来西亚等 18 个国家和地区，
场景覆盖海港、陆港、空港、铁路枢纽、
制造工厂等货运物流。

和记者聊起当初之所以选择将公司“落
户”上海，作为法国归侨的公司总裁章嵘说，
不仅因为上海是自己的家乡，更因为这里资
源要素集聚、产业门类齐全、人才资源充沛、
应用场景丰富，是一片数字产业发展的沃
土。以西井科技所在的上海市长宁区为例，
近年来，该区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规模
化集聚效应不断凸显。目前，全区已集聚数
字经济企业6100余家。

谈及上海数字化转型的快速步伐，加
拿大归侨、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
总裁姜锋同样感触深刻。近年来，姜锋所
在的公司承接了上海市“一网通办”、三医
联动等多项重大工程，他本人作为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特大城市服务集成与治理技
术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参与并见证了上海的“数字蝶变”。

“这些年，在上海，越来越多数字化服
务出现在交通、医疗、养老、商贸等各个
领域，让老百姓的生活更加便捷。如今，
从打造完善‘数据多跑路，百姓少跑腿’
的‘一网通办’，到‘一网统管’搭建起全
国首个超大城市运行数字体征系统，‘两张
网’已成为上海超大城市科学化、精细
化、智能化治理的‘牛鼻子’。在这过程
中，我们在沪工作生活的侨商既是贡献
者，也是受益者。”姜锋说。

自2021年起，上海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
转型，持续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市民高品
质生活、城市高效能治理。2022 年出台的

《上海市数字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
到2025年底，上海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稳居全
国前列，增加值力争达到3万亿元，占全市生
产总值比重大于 60%。《规划》还提出，加快
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

“近年来，上海加快进行数字经济发展
布局，着力打造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在
此背景下，越来越多在沪侨商积极参与到
数字经济新‘赛道’中，选择在相关产业
进行创新创业。如今，在上海多个高新技
术创业园区，都有侨商们的活跃身影。”上
海市侨联主席齐全胜对本报记者说。

搭建交流平台，汇聚侨界力量

随着越来越多在沪侨商投身数字产
业，上海市侨联及相关侨界组织积极行动
起来，搭建交流平台，提供咨询服务，帮
助侨商更好把握数字产业发展机遇。

3 月中旬，以“数字变革赋能经济发展”
为主题的侨界数字经济产业科创联盟首期
大讲堂在上海市徐汇区漕河泾会议中心举
办，多名来自数字经济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及企业界人士围绕新质生产力、工业数字化
转型、柔性化定制等热点话题作主题演讲。

大讲堂上，罗克韦尔自动化（中国）有限
公司总裁石安结合公司实践，分享了关于“企
业如何在需求端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
术洞悉消费者深度需求，并在供给端通过柔
性制造实现自身智能化、个性化及定制化升
级，以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并带动产业链柔性
化发展，进而开拓蓝海新机遇”这一问题的思
考，引发听众的关注与讨论。石安认为，数字
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虚实”融合是未来经济增
长大势所趋，只有汇聚跨界资源形成合力，才
能孕育更多新需求，创造更多新商机。

“在2023年11月第六届进博会期间，上
海市海外经济技术促进会在‘侨连五洲 沪
上进博——侨与未来产业’分论坛上发起成

立侨界数字经济产业科创联盟，希望借此号
召侨界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作
出更多贡献。此次大讲堂的举办标志着该
联盟 2024年系列活动拉开帷幕。”上海市海
外经济技术促进会会长、上海礼之数字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张礼立说。

作为一名美国归侨，张礼立长期关注
研究数字产业发展。在他看来，完善的基
础设施、海量的人口数据、丰富的应用场
景、扎实的科技和产业基础以及合理的人
才梯队，是上海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基
础和优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侨界
资源日益丰富，越来越多年轻一代归侨来
到上海发展。如何让他们尽快熟悉当地环
境，更好地施展才华，将自身发展与上海
数字化转型有机融合，这是上海市海外经
济技术促进会要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侨
界数字经济产业科创联盟旨在发挥侨界力
量，助力科创融合、虚实结合的产业，为
在上海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与
科创高地作出侨界贡献。”张礼立说。

齐全胜介绍，除了支持上海市海外经
济技术促进会做好做实侨界数字经济产业
科创联盟相关活动之外，上海市侨联还搭
建多个平台，为侨商在数字经济相关产业
更好发展提供帮助。“例如，我们组织开展
了多场沙龙和创新创业研修活动，邀请来
自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

的专家学者及企业界人士共聚一堂，展示
创业项目，交流创新心得，碰撞思维火
花，寻找合作机会。”齐全胜说。

“数字技术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不能闭门
造车，需要广泛交流、协同创新。上海市
侨联为我们侨界人士提供的各类交流平
台，正是我们非常需要的。”章嵘说，西井
科技成立多年来，上海各级侨联工作人员
始终热心地牵线搭桥，帮助公司更好地了
解相关政策、开拓合作渠道。

发挥独特优势，拥抱更多机遇

2023 年，由张礼立主编的《国际数字之
都》系列丛书第二册《国际数字之都2-中小
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灯塔集》出版，书中收录
了20个中小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案例，其中
多个企业案例由罗克韦尔自动化提供。石
安认为：“中小型企业灯塔的意义在于让更
多企业看见数字化的力量。”

如今，众多在沪侨商谈及上海数字化
转型以及数字产业发展的前景和潜力，无
不充满信心和动力。

“数字产业集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
据于一体，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是
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如何拓
展数字应用场景，让数字技术赋能千行百
业？在这当中还有许多商机值得挖掘。华
侨华人应当发挥得天独厚的优势，为上海打
造‘国际数字之都’贡献更多力量。”姜锋说。

“我们将坚定地朝着数字技术赋能传统
行业的方向发展，继续致力于用数字技术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章嵘介
绍，近年来，西井科技旗下的新能源智能
驾驶解决方案不断创新，推出多类型新能
源智能化商用车，赋能集装箱物流，以适
配全球用户的不同场景需求。保守测算，
在使用西井科技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后，
港口运行效率可以至少提高20%—30%。例
如，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哈里法港，西井科
技部署的 Q-Truck 无人驾驶车队，每辆车
每年将节省约 10万元能源成本及车辆维护
费。未来，公司在做好国内市场的同时，
还将在东南亚、中东、欧洲、美洲和非洲
等区域重点发力，持续开拓海外市场。

齐全胜表示，接下来，上海市侨联将
继续依托上海市海外经济技术促进会以及
侨界数字经济产业科创联盟等多个平台，
为华侨华人在沪参与数字经济相关领域创
新创业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在更广领域、
更深层次参与数字经济发展。

“在今年举办的第七届进博会期间，我
们计划邀请更多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带
着他们的项目前来交流对接，在这其中，数
字经济相关产业无疑是重点领域。我们希
望华侨华人发挥自身优势，扮演桥梁角色，
将海外数字经济领域优秀的人才、项目、发
展模式引进来，为中国培育数字经济发展新
动能献计出力，为探索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新
模式牵线搭桥，实现互利共赢。”齐全胜说。

本报电 （记者贾平凡） 3 月 31
日，在第十七个世界孤独症关注日到
来之际，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冰立
方）第十四次为“星星的孩子”点亮蓝
灯，把“公平、公正、团结、奋斗”的体育
精神传递给孤独症群体。“星星的孩
子”是指患有孤独症的儿童。从 2008
年起，联合国将每年的4月2日定为世
界孤独症关注日。

2024 年，“点亮蓝灯”活动仍以
“线上倡导”和“线下体验”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线下活动包括孤独症群体家
庭日、爱心义卖集市、“爱在蓝天下”儿
童画展、主题交流会、融合运动会、点
亮蓝灯仪式等；线上活动包括活动实
况直播、线上融合画展、各地联动点亮
蓝灯直播等。

“点亮蓝灯”公益项目自 2011 年

启动，是国家游泳中心携手中国华侨
公益基金会、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共
同主办，由北京市国资公司支持的关
爱孤独症群体的社会倡导类大型公益
品牌项目。该项目通过在“水立方／冰
立方”这一“双奥”地标建筑点亮蓝灯的
公益举措，提高社会对特殊群体的关
注与关爱。据介绍，国家游泳中心由
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5万名海
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捐资建造，
这也成为其在运营中坚持公益属性的
起源。

在沪侨商积极逐浪“数字蓝海”
本报记者 严 瑜

近年来，上海全面推进城
市数字化转型，数字产业发展
浪潮不断涌动。在此背景下，
越来越多在沪侨商投身数字产
业，逐浪“数字蓝海”。

侨 界 关 注

近日，“寻根溯源——泉籍华人艺术家施荣宣六十五
年美的历程作品展”在福建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举办。
施荣宣祖籍泉州晋江，移居菲律宾逾 60年，是岭南画派
的一名海外传人。此次展览共展出70幅绘画作品。

“施荣宣先生此次回到家乡办展，一是传递他对艺术
的执着追求，二是表达他对家乡的深深眷念。”泉州华侨历
史博物馆馆长林鹰说。

“向家乡父老乡亲的一次汇报”

今已耄耋之年的施荣宣从小习画。20 世纪 60 年代，
他为了接管父亲在海外的生意，移居菲律宾，并一直保
留着绘画的爱好。数年后，施荣宣受岭南画派画家赵少
昂的影响与鼓励，决定弃商从画。

施荣宣回忆称，他决定将绘画作为志业之初，经常
遭遇身边人的质疑甚至嘲讽。但他并未因此动摇，“我要
试试看”。

这一试就是数十年。回顾学画经历，施荣宣介绍，
自己起初从临习 《芥子园画谱》 及宋元诸家画作着手，
后师从赵少昂先生。曾学习水彩和油画的他，尝试将西
方绘画艺术中有关光影、色彩的表现方式与中国国画技
法相融合，逐渐形成具有个人特色的绘画风格。

此次个人作品展是施荣宣 65 年绘画生涯的一次回
顾。展出的作品内容既有中国的大好河山，也有东南亚

独特的风土人情。施荣宣说：“这次展览是我向家乡父老
乡亲的一次汇报，也饱含着我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始终在探索自己的‘根’”

在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会长曾星桦看来，施荣宣
始终怀着一颗充满爱意的心，欣赏他的作品时，总能从
中感受到一份情。

这份情是对生命、对自然的热爱之情。此次个人作品
展同名画册的封面上是一幅施荣宣的画作：两只憨态可掬
的小猴子吊在树上，伸手去够树枝上的果子。画面灵动自
然，充满生趣。翻看施荣宣的画作，还有许多一般画家不
常着墨的绘画对象，如鳄鱼、乌龟、墨鱼、水母等。“我就是
喜欢什么都画，画作大部分来自写生。”施荣宣说。

这份情更是对故乡深切的思念之情。施荣宣的多幅
作品以《母与子》或《舐犊情深》为题，内容既有动物，也有
人物，传递的无不是他漂泊在外、心系故乡的深情。

“施荣宣先生始终在探索自己的‘根’。”林鹰说，这
也正是此次个人作品展以“寻根溯源”为题的原因。

在海外传播中国传统艺术

林鹰眼中的施荣宣，内敛质朴，真诚热心。2022年，在
庆祝泉州市侨联成立60周年之际，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拟
策划一场别具特色的《花开别样红》艺术特展，林鹰联系了
多名在海外的泉州籍华侨华人艺术家，施荣宣就是其中之
一。林鹰记得，施荣宣接到消息后，仅用一周时间，便与妻
子林玉琦从海外寄来两幅绘画作品捐赠给博物馆。

在此次个人作品展中，施荣宣又向泉州华侨历史博
物馆捐赠了10幅作品。

多年来，施荣宣不仅钟情翰墨，也热衷于在海外传
播中国传统绘画艺术，推动中外文化交流。20世纪70年
代，施荣宣与妻子林玉琦创办了菲律宾中国艺术中心，
从事书画教学，并举办各种艺术和交流活动。数十年
来，他们培养了来自 50多个国家的数千名学生，为海外
众多中国书画艺术爱好者搭建了一个学习与交流的平台。

令施荣宣欣慰的是，在此次个人作品展举行期间，通过
他的牵线搭桥，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与菲律宾华裔历史博
物馆正式签约共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我希望能通过自
己的努力，让更多海外民众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魅
力，进而增进对中华文化的了解。”施荣宣说。

泉州籍华人艺术家施荣宣：

一笔一墨总关情
张岳怡

图为近日，观众在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欣赏施荣宣
的画作。 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供图

本报电（密素敏）近日，由中国华
侨华人研究所编撰的《世界侨情报告

（2023）》蓝皮书出版。该书共收录 20
篇研究报告，包括“总报告”1 篇、“区
域篇”6篇、“国别篇”13篇。报告涵盖
了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在

社会多方面的大事要事，力争全面、系
统、客观地展现海外侨情两年来的发
展概况、重大事件、热点问题、政策变
化及有关统计数据资料，反映海外侨
情最新发展趋势和变化特点。

报告通过梳理每 10 年一次的世
界人口普查年中多个国家的人口普查

数据，结合相关研究机构及媒体报
道，多角度多层次勾勒了海外华侨华
人的现状和特征。

报告认为，当前华侨华人在绝大
部分国家占其人口总量的比重在 3%
以下。华侨华人虽然分布在世界上几
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但人口数量在
绝大多数国家占比极小。目前，华侨
华人占比超过5%的国家有新加坡、马
来西亚、柬埔寨、文莱等。

《世界侨情报告（2023）》出版

国家游泳中心举办“点亮蓝灯”活动

侨 乡

新 貌

巧用城区“边角料”打造居民“后花园”

近年来，浙江
省宁波市因地制宜
巧用城区“边角料”，
持续打造休闲、娱
乐、健身的绿色公共
空间，让市民“推窗
见绿、出门入园”。

图为近日，在
宁波市鄞州区黄鹂
新村鹂西走廊生态
公园，居民拍照打
卡，记录美丽春景。

郑凯侠摄
（人民视觉）

▼章嵘与西井科技研发的全时无人驾驶新能源商用车
模型合影。 受访者供图

▲姜锋在上海“一网通办”展示图前留影。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