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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在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
办公室主办办公室主办的的““我在湾区看世我在湾区看世
界界——广州中外友好交流故广州中外友好交流故
事会事会””上上，，一批来自文化一批来自文化、、科科
技技、、商贸商贸、、医疗等领域的外国医疗等领域的外国
朋友分享了他们在大湾区生朋友分享了他们在大湾区生
活 和 工 作 的 所 见活 和 工 作 的 所 见 、、所 闻所 闻 、、所所
感感。。他们在大湾区发展兴趣他们在大湾区发展兴趣、、
施展才华施展才华、、开拓事业开拓事业，，在实现在实现
个人价值的同时个人价值的同时，，深切感受中深切感受中
国快速发展的脉搏国快速发展的脉搏，，并衷心为并衷心为
中国成就点赞喝彩中国成就点赞喝彩。。

“作为在粤港澳大湾区生活了近 20 年的‘老

外’，我觉得开放、包容、创新已经成为大湾区发展

的代名词。”在今年 8 月开幕的广州博览会上，广州

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全球招商总监彼得·赫利斯热情

地向各方推介大湾区，“我们将继续打造新一代信

息技术、生物技术两大世界级新兴产业集群……百

闻不如一见，希望大家多来黄埔、多来广州、多来大

湾区走走看看，一起见证湾区活力、黄埔魅力。”

彼得·赫利斯来自德国，中文名字是贺励平。

1999 年满怀着对中国的兴趣，他前往北京留学，从

此便扎根中国。14 年后，他成为德国工商会广州

办事处总经理。2018 年，广州开发区政府面向全

球招聘，凭着长期从事中欧贸易的经验，贺励平成

功获聘，成为开发区首名外籍特聘政府雇员。

“我的工作相当于搭建一座商贸合作的桥梁，

一方面把西方的商业资讯介绍到中国，另一方面将

中国的讯息，尤其是最新的发展机遇，告诉国外潜

在投资者。”贺励平向记者介绍，过去一段时间，他

一直忙着推进海德堡广州开发区离岸创新中心的

招商工作，除此之外，广州博览会这些大型展会也

是招商的绝佳平台，不容错过。

“我作为一名中国政府的外籍雇员，能够参与

其中，从内部观察政府运行，并为中外交往贡献力

量，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有意义的事情。”入职以

来，贺励平积极与企业方对接，频频拜会企业了解

情况，向他们介绍政策信息。同时，他还要适应时

差，对接欧洲国家的各项需求，忙得不可开交。

谈起加班加点工作的动力，他说，大湾区是投

资非常活跃的地区。这里拥有一流的科研资源、丰

富的人才储备、优越的营商环境和贴心的全链条服

务，但许多刚来不久的外国企业，对这些尚不熟

悉。“我作为外国人去和他们沟通，有语言和文化上

的优势，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融入。我的目

标是在任期内，尽可能地帮助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商

业上建立联系、取得更多合作进展。”

作为见证者和参与者，贺励平对中国尤其是大

湾区的发展成就赞不绝口。他以中国高铁为例，“中

国的高铁很好很长，想去哪里都很方便。假期时，我

很喜欢坐高铁出游，最远去过哈尔滨，以后还想去西

藏和新疆。除此之外，中国的网购、线上支付也非常

便利，回到德国时，我还会有些不习惯。”

“大湾区的发展成就令人赞叹。从广东制造到

广东创造，创新已经成为发展的新引擎。”每每向外

国客户介绍大湾区时，贺励平总是细细介绍，努力

让外国客户迅速对大湾区有一个直观的概念——

一片广大的、发展迅速的、充满勃勃生机的沃土。

贺励平表示，黄埔区、广州开发区是跨国公司

在中国投资最密集的区域之一，这里还有很多潜

力等待挖掘，他的招商工作所面向的国家不断增

加、行业更加细分，招商重点也从关注招商引资向

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并重转变。充满挑战性的工

作内容让他始终热情满满，“我的工作、生活重心

都在中国，我希望能在这里一直工作到退休，我爱

中国。”

“大湾区的发展成就令人赞叹”
本报记者 姜晓丹

广 州 塔 下 ，56 岁 的 摄 影 师 亚 历

山大·劳埃德举起手机，记录下汉服

爱好者的曼妙舞姿，上传到短视频平

台，不一会儿就收获了几十个“点赞”

和上百条转发。粤剧演出的看台上，

沙湾古镇的小吃摊旁，西樵山天湖公

园的龙船上……点开劳埃德的短视

频自媒体账号，满脸笑容的他穿梭在

广东各地的大街小巷，探寻当地传统

文化艺术的踪迹。

出生在哥伦比亚的劳埃德是一

个“粤剧迷”。2004 年，他来到广州，

被这座城市悠久的历史积淀和深厚

的文化底蕴所吸引。次年，他决定在

广州定居，从此一住就是 17 年。在广

州生活期间，劳埃德不但自己是当地

各大剧院的常客，有时还会邀请外国

友人一起观看粤剧。“粤剧是一座宝

藏，其中蕴藏着我所追寻的艺术元

素。我的梦想就是扎根于此，深入探

寻粤剧这一文化瑰宝。”劳埃德说。

在他的镜头中，不仅有台前白裙

飘飘的正印花旦、英姿飒爽的文武

生，还能看到粤剧艺术家的幕后花

絮。劳埃德时常在后台观察演员们

排练台词、练习曲调，欣赏他们如何

披华服、施粉黛、拿捏腔调。“在后台

见证角色的诞生是一场‘跨时空’的

体验。看着演员们一步步变身剧中

的人物，走上台前生动演绎，我仿佛

穿越到故事发生的时代，身临其境地

感 受 角 色 们 的 家 国 情 怀 和 悲 欢 离

合。”不少演员都和这个常驻后台的

“老外”打成一片，偶尔还会在劳埃德

的镜头前秀两句英语。

劳埃德的“偶像”是中国粤剧表

演艺术家欧凯明，他多次观看欧凯明

导演或出演的戏曲作品，也曾一起探

讨粤剧艺术的传承。欧凯明与他分

享了对时下流行的 4K 技术的看法，

希望能够将更多现代科技手段运用

到粤剧电影创作中，唤起年轻一代对

粤剧的兴趣。欧凯明很欣赏劳埃德

拍摄的粤剧相关视频，认为这种传播

形式对推广粤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这对我继续深入了解和传播粤

剧是很大的鼓励。”劳埃德说。

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多元文化

的冲击，给粤剧等传统艺术的发展带

来一定挑战。但台前幕后的走访经历，让劳埃德对粤剧的过

去和未来有了更多深入的思考。他曾听到许多朋友分享他们

的粤剧故事：或是跟着祖父去村里看粤剧表演，或是陪着祖母

收听电台全天候播放的粤剧节目。这样的故事让劳埃德感

慨，粤剧文化根植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拥有广泛的群众

基础。“如果将城市比作一棵树，那文化就是土壤中为树木提

供养分的根基。我们不仅要关注它开的花、结的果，更要滋养

它的根。只要知道根在哪里，就能把握未来的方向。”这些感

悟坚定了劳埃德传播粤剧文化的决心，他相信传统艺术的悠

久积淀结合新的表达和传播形式，一定会让粤剧文化焕发勃

勃生机。

2016 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地方戏曲传

承发展的实施意见》正式印发，提出加强戏曲保护传承、推动

戏曲艺术创作、支持戏曲艺术院团发展等措施。广州、佛山等

地结合实际，制定并实施了相关工作方案。劳埃德很赞赏这

些保护戏曲文化的举措。他认为，政府对传统文化的大力保

护和积极推广，有利于滋养文化根基、推动文化传承。

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在中国

生活的日子里，我看到、感受到中国人拥有并不断弘扬这份文

化自信。”劳埃德正计划推动出版粤剧相关书籍的英语、西班

牙语版本。“未来，我希望有机会能站上粤剧的舞台，唱两句简

短的词，或是出演一个没有台词的小角色——这是我的梦

想。”劳埃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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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处处充满机遇，这里的开放与

包容，为科研合作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山大学孙逸

仙纪念医院马来西亚籍研究员蔡佩娥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她在广州生活了 4 年多时间，深

切感受到大湾区的快速发展，这里已成为充满活力

和希望的沃土。

2018 年，作为中山大学“百人计划”引进人才

之一，蔡佩娥来到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担任研

究员。让她下定决心到中国发展事业的，是这里得

天独厚的科研环境。她说：“中国政府在科研领域

极具远见，非常支持科研工作，并且重视科研成果

的转化与应用，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信心和动力。”

蔡佩娥举例说，医院设立了科研人员与临床科

室之间的沟通机制，方便科研人员开展针对性研

究，“这种模式有效拉近了科研与实践应用之间的

距离，确保科研成果能够尽快应用于临床，为患者

减少痛苦。”

蔡佩娥的研究方向为纳米给药系统和肿瘤免

疫治疗。“在纳米技术的医学应用领域，中国已经处

于世界领先地位。得益于大湾区对科研创新的重

视，我们拥有良好的科研环境，有机会与国内外的

顶尖团队开展交流合作。”蔡佩娥很自豪。

她所在团队有 40 多位同事。回忆起初到中国

时的适应阶段，蔡佩娥说：“我会讲中文，但不太会

写汉字。申请科研项目时的文书工作是我当时面

临的第一大难题。”令她感动的是，医院的同事非常

友善，帮助她翻译材料，“医院就像大家庭一样接纳

了我，我很喜欢这里的团队氛围。”

在工作中，蔡佩娥和同事们密切交流、无间配

合，参与了一系列重要课题的研究并取得不少成

果：开展纳米材料在癌症治疗中的应用研究，为肝

癌系统化疗提供新的治疗策略，对“抗肿瘤免疫力”

等肿瘤免疫学领域科研难点进行攻克……

2021 年 5 月，广州、深圳等地发现多例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得知医院正在招募核酸采样志愿者，

蔡佩娥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她希望能够投身防疫一

线，缓解核酸采样环节的医护人员压力。她想，如

果自己能够分担一份核酸检测的任务，医院就能多

留下一名医护人员救治患者，“广州就像我的家一

样，我要贡献一份力量。”

接受培训后，蔡佩娥跟随志愿者团队来到东

莞、深圳等地参与核酸检测工作。“我们每天一大

清早就起床，一直工作到夜晚。最忙的一天，团队

总共完成了 40 万份拭子采集。”炎炎烈日下，防护

服里的衣服被汗浸湿，但团队人员都在坚持。这

段经历，让蔡佩娥发自内心地敬佩中国人民在抗

疫过程中展现出的责任与担当。“在需要帮助的时

候，大家随时都会站出来。”蔡佩娥说，疫情发生

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

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事实证明，中国政府

既能够有效控制疫情，又能保证经济社会平稳发

展，保障人民福祉。

数年的工作、生活经历，让蔡佩娥对大湾区产

生了深厚的感情。“大湾区的发展让我拥有了实现科

研理想的舞台。未来，我会继续专注于科研工作，用

科研成果为大湾区建设添砖加瓦。”蔡佩娥说。

“为科研合作提供了广阔舞台”
本报记者 戴楷然

翁贝托·纳代来自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

粤港澳大湾区是他口中的“第二故乡”。“这里不仅

有我的家，也有我事业的根基和未来发展的重心。”

他在中国广东经营一家服装公司，公司主要从事意

大利羽绒面料、皮革皮料、时尚鞋类等商品的进出

口贸易，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巴特。

“2003 年，我来到中国，先后在许多城市工作

和生活。最终我决定扎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事业，

因为这里有便利的营商环境和开放、有潜力的市

场。”巴特回忆。2009 年，巴特在中国注册成立公

司，儿子罗伯特在意大利设立办事处，父子俩忙碌

于为中国和欧洲的客户提供贸易咨询服务。

中国（深圳）国际品牌服装服饰交易会、中国

（广州）国际物流装备与技术展览会……近些天，

巴特马不停蹄地参展、洽谈、规划、签约，忙得不

亦乐乎。近年来，在共建“一带一路”的框架下，

中欧贸易合作日益密切，巴特的公司业务也不断

拓展、壮大。随着中国品牌、广州品牌日益受到世

界关注，他推出了一个名为“鞋履之路”的项目，

鼓励并帮助中国品牌进入意大利市场，推广“中国

制造”。

说起在中国开展业务的优势，巴特滔滔不绝：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具活力且发展最快的时尚市场

之一，有极大的空间让企业自由发挥创造力；中国

拥有完备的基础设施，以广州为例，四通八达的公

路、铁路系统以及大型高效的机场，极大地促进了

贸易往来；中国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便利的信息

资源可为商业合作提供种种便利……

巴特分享了自己对大湾区发展的看法，“大湾

区充满了丰富的机遇、活力和创意，蕴藏充裕的空

间和产能，以及很强的投资和物流能力。这里无疑

是世界上最好的区域之一，能让来自不同国家的人

们发挥所长、有所收获。”

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

之一，大湾区面积约 5.6 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逾

8000 万 ，经 济 总 量 从 2018 年 的 10 万 亿 余 元 增 至

2021 年的约 12.6 万亿元。“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

绩。”深耕中国市场多年，巴特亲历了大湾区发展壮

大的历程。他说：“大湾区的成功是中国改革开放

的伟大实践。中国政府出台的政策为营商提供便

利、为企业发展注入活力。眼下，大湾区建设日渐

成熟，广州黄埔区、南沙区的发展就是一个例证。

这些发展成果不仅切实惠及当地老百姓，也让外国

创业者受益匪浅。”

在工作中，巴特有机会接触到中国各行各业的

年轻人，他很欣赏中国的年轻一代。“中国的年轻人

不仅继承了父辈勤勉的精神，还展现出特有的自信

和活力。大湾区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给了他们巨

大空间去展现才华。”

谈及未来，巴特表示已经做好了在大湾区的下

一个十年计划：“大半辈子在这里度过，这里已然是我

的家了。700 多年前，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远渡重

洋来到东方，寻求与中国开展在商业等各个领域交

流。我希望成为‘当代马可·波罗’，在这里打拼，努力

抓住新环境带来的新机会。就像我们意大利俗语说

的那样，大湾区有‘玫瑰般’的前景，值得期待。”

“让外国创业者受益匪浅”
本报记者 韩 硕

①①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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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贺励平在“我在湾区看世界——广州中外友好交流

故事会”活动上分享对大湾区发展的见解。

图②：蔡佩娥在湖南长沙参加整合医学影像新进展学术

交流会。

图③：劳埃德（中）和粤剧演员在后台合影留念。

图④：巴特（左）与中国客户交流选择面料的技巧。

以上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底图：7 月 10 日，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南侧的粤港澳大湾

区超级工程深中通道建设现场。

魏劲松摄（人民视觉）

④④

国际国际 1818 2022年 11月 1日 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