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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下去是最重要的”

“3月，疫情在西班牙暴发后，客源就断了，当地有十
几家中餐厅面临倒闭或即将倒闭的困境。当下，‘活’下
去是最重要的。”西班牙巴塞罗那中餐业协会会长沈岱曦
所说的，是海外中餐业者面临疫情冲击的普遍心声。

疫情让海外中餐厅的生意不可避免地遭遇重创。面临
巨大的生存压力，求新求变成为海外中餐业者的共同选择。

“3年前，我开了一家新店，全部采用二维码点餐。两
年前，我又引进了机器人送餐，没想到疫情期间派上了大
用场。”奥地利维也纳餐饮协会会长朱茂奏从事中餐业已30
余年。疫情之后，他的餐厅客流量不降反升，相较于去年
同期还增长了30%左右，秘诀之一正是有新科技助力。

荷兰中饮公会主席俞斌也亲身体会到新科技以及智能
化服务模式的甜头。“餐厅机器人可以用于传菜和餐桌服
务，客人通过桌上的二维码下单，员工将食物交给机器人
并输入桌号，机器人就可以自动送餐并返回。”俞斌介
绍，疫情期间，荷兰一些华人连锁快餐店尝试用机器人送
餐，在减少人力成本的同时招揽了不少顾客。

“华侨华人很勤奋，很努力，有经营头脑，也懂得变
通。疫情之后，还有不少中餐业者开拓外卖业务，经营颇
有起色，甚至有些餐厅比疫情前盈利还要多。”俞斌说。

运用“零接触”外卖配送、二维码点餐、机器人送
餐、设置隔离座位……服务模式的一系列改变给海外中餐
厅增添了复苏的新动力。

“在德国，许多中餐厅尝试增加菜式，改变经营模
式。”德国青田同乡会会长赖成敏介绍，过去，德国的中
餐厅大多采用自助餐模式，虽然价廉物美，但菜品特色不
是非常鲜明。疫情发生之后，餐饮业受到重挫，一些规模
较大的自助中餐厅门可罗雀，反倒是一些中餐特色浓郁的
小餐馆存活了下来。这让他和其他中餐业者对未来发展有
了新的思考。“如何在危机中寻找机遇，这是每个餐饮从
业者都要面对的问题。目前看来，智能服务与外卖配送相
结合的‘小而精’型中餐厅经营模式或许将是新的趋
势。”赖成敏说。

“团结起来力量大”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海外中餐业者在寻找自身发展
出路的同时，不忘互帮互助，为身边的同胞和当地民众送
去温暖。

皇后镇是新西兰的旅游胜地，受疫情影响，游客数量
大减，当地中餐厅生意也受到较大冲击。新西兰皇后镇华
人商会会长阳敏介绍，当地采取“封城”管制措施之后，
他的餐厅客流量下降约50%。

尽管境况艰难，但阳敏仍然坚持给每名员工发放补
助。不仅如此，他还组织参与各类活动，邀请皇后镇市长
与华人居民进行面对面交流，并为中国留学生提供口罩、
消毒液等防疫物资。“大家在外都不容易，特殊时期就应
该互帮互助，一起渡过难关。”阳敏说。

意大利一度是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在凶猛的疫情
之下，餐饮行业遭遇寒冬，顾客数量急剧减少。“疫情期
间，作为‘封城’后唯一一家坚持外卖送餐的中餐厅，我
们一直坚持给罗马的中资企业及华侨华人同胞送餐。”意大
利罗马温州工商总会秘书长何建锋笑言，他自己就干了一
段时间的“外卖小哥”。

7 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当地 3 家中餐厅联手组织
了免费发放“浙江情·家乡味”爱心午餐的活动。作为主
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巴塞罗那青田同乡会会长周建虹介
绍，爱心午餐专门发放给当地困难侨胞、留学生及防疫一
线的工作人员，每天提供600余份，持续4周时间。

“反响很热烈！”周建虹说，活动期间，每天都有几百
份中餐盒饭摆放在餐厅进口处，排队人数众多，还有不少
路人投来好奇的目光。让他没想到的是，这次活动帮他的
餐厅吸引不少客人，外卖销量渐渐好了起来。

组织建立各行业及业主互助群，搭建抗疫互助资讯平
台，为当地医护人员及华人业主免费寄送各类防疫物资，
联手国际公益部门搭建针对华人的专业共享公益平台……
英国伦敦中英工商联主席韦朝贺也在疫情期间做了许多公
益工作。

“团结起来力量大。”韦朝贺说，最近，他还在各个国

际论坛和本地工商联、经济论坛上积极讲解中国为疫情所
做的巨大努力，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他希望通过
自己的微薄努力，为中国和同胞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用美食讲好中国故事”

6月，浙江省侨缘公益会、浙江省侨联餐促会和荷兰
中饮公会联合主办了“万水千山粽是情”荷兰站活动。作
为荷兰站主要负责人，俞斌慰问了包粽子的华人厨师，并
现场参与了发放粽子的活动。

“我们为荷兰当地的华人长者送去粽子，在海外弘扬
尊老敬老的传统文化。”俞斌说。荷兰中餐业行业协会多
年来致力于弘扬中华美食文化，振兴中餐。疫情之下，协
会仍用多种方式，鼓舞受到疫情冲击的中餐业者，增强大
家继续在海外做好中餐的信心。

近年来，作为传播中华文化的一扇重要窗户，中餐在
海外不断发展，圈粉无数。疫情虽然给各国中餐厅的经营
带来挑战，但并不能阻挡华侨华人推广中餐文化的脚步。

中国侨联副主席齐全胜在视频交流会上表示，星罗棋
布于世界各地的中餐厅如同中华饮食文化的传播驿站，广
大海外侨胞中餐业者就是驿站勤劳的守护人，弘扬着中华
文化，传递着中华亲情，讲述着中国故事，促进着中外民
心相通。

参加交流的中餐业者不约而同地表达了推动海外中餐
业稳步向好发展的决心。

“作为海外中餐业者，我们理应不断发展壮大中餐，
通过这张美食‘名片’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讲好中国故
事。”在周建虹看来，未来，中餐还有许多值得探索的领
域。

沈岱曦认为，尽管疫情令餐饮行业遭受前所未有的打
击，但相信市场一定会恢复元气。“关键是要做好品牌建
设，向当地宣传博大精深的中华美食文化，这样才能化被
动为主动。”

聆听海外中餐业者分享的故事与想法，国内多省侨联
官员感触颇深。未来，他们将继续与各国侨胞保持联系，
加强合作，为海外中餐业发展提供支持与帮助。

海外中餐厅“历险记”
严 瑜 姚 慧

在持续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世
界各国陆续开启复工复产的“加速模式”，海外众
多中餐厅也逐渐回归正常经营。突如其来的疫情给
中餐厅业主带来不小冲击。不过，素来以勤劳踏实
著称的华侨华人并未被打垮，他们积极应变，寻找
出路，上演了一出又一出海外中餐厅“历险记”。

近日，中国侨联举行“海外侨胞中餐业者抗疫
复工故事”视频交流会，通过网络连线的形式，邀
请海外多国中餐厅业主及国内部分省份侨联干部，
交流海外中餐厅在疫情之下危中寻机的故事，分享
经验，共同商讨新的发展思路。

在广东潮汕地区，逢年
过节做粿、吃粿的风俗世代
相传。其中，甜粿历史悠久
且风味独特，深受当地人的
喜爱。至今，潮汕各地仍会
在传统节日做甜粿，用于祈
福、馈赠亲友。甜甜的粿不
仅是一种传统食品，更是海
内外潮汕籍乡亲一抹解不了
的乡愁。

“旧时每逢蒸甜粿都要一
整夜不睡觉，每一两个小时注
意往蒸笼加水，保持蒸笼不会
干烧，炉火不停蒸 24 小时，才
能做出美味的甜粿。那经历
至今难忘。”归侨纪秀田说，现
在生活条件好了，自己想吃或
是想赠送亲友，上哪里都能买
到甜粿，方便多了。

潮汕地区是著名侨乡。
早年，潮汕人移居海外创业，
出洋乘坐的红头船可容数百
人，载货几百吨，每年九十月
间，乘东北信风出发，顺风一
个半月即可抵达暹罗(泰国)。
甜粿不易变质，因而成为潮汕
人出洋谋生时在船上的必备
充饥食品，更承载着海外侨胞
对家乡的记忆。

汕头笑笑粿品店的老板
介绍，蒸制一笼甜粿，至少
需要5公斤以上的糯米粉和适
量白砂糖。将糖冲成糖浆水
放凉后，与糯米粉搅拌成糨
糊状，然后在蒸笼里垫上腐
膜，将糯米浆倒入，用旺火
蒸10到24个小时，通过长时间蒸煮，让原本白色的
糯米浆变成茶色的甜粿。甜粿可以冷食，也可以热
食。冷食用纱线牵拉切成小片即可食用。热食沾蛋
液煎至金黄色，香酥可口。

《本草纲目》 中记载：“糯米味甘，性温，食之
有益气止泄，补中益气，主消渴，暖脾胃之效。”潮
汕人用糯米制成的甜粿既是美食，又有助于暖脾胃。

目前汕头各市场的甜粿每公斤价值40元到50元
不等。通过创新，更多粿品店将原来直径 60厘米的
传统甜粿，改做成直径 10厘米的小甜粿，既可以缩
短蒸粿时间，又方便携带和馈赠亲友。

当地还有商家在传统潮汕甜粿做法的基础上，
创新开发新品种，加入纯鲜橙汁制作，淡淡的橙香
味甜而不腻。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目前汕头不少商家也
将粿品销售搬到线上。汕头一网络粿品店老板介
绍，他们网店的甜粿月销售量达800多笔。

海外潮汕籍华侨华人达 1000多万，甜粿是留存
在潮汕人味觉里浓厚的文化印记，成为连结海内外
潮汕人的亲情纽带，香飘海内外。 （据中新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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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海外多位中餐业主通过视频连线讲述各自抗疫复工的故事。 （中国侨联供图）图为海外多位中餐业主通过视频连线讲述各自抗疫复工的故事。 （中国侨联供图）

图为潮汕甜粿。 （资料图片）图为潮汕甜粿。 （资料图片）

柳州：智慧农业促丰收柳州：智慧农业促丰收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在

柳州螺蛳粉原料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安装智慧
农业系统，帮助农民在提高耕作、播种效率与
质量的同时，降低生产成本，辐射带动农业增
效和农民增收。

上图：在鱼峰区白沙镇王眉村，村民把刚
采摘的豆角分拣打包。

右图：在鱼峰区白沙镇王眉村，工作人员
利用无人机对豆角进行植保作业。

黎寒池摄 （新华社发）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华文教育
专业新生、菲律宾留学生达美西近日无法到校。但通过
登录“华侨大学华文学院云校区”，输入姓名、证件号
码、专业等基本信息，上传照片、护照信息页等，达美
西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同步完成了报到注册。

9 月 20 日是华侨大学 2020 级新生报到的日子。今
年，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共招收来自泰国、印尼、缅甸、
俄罗斯、法国等20个国家的428名外国留学生，他们都
因疫情暂时无法到校报到学习。

为服务这批特殊的留学生，华文学院精心打造了集
大数据采集、班级管理、课程教学、学生活动为一体的

“云校区”智慧平台。这是中国首个为服务海外留学生
打造的“云校区”。

“受海外疫情影响，华文教育线下教学受到严重冲
击，我们需要发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优
势积极应对，‘云校区’为解决实际问题而生。”华侨大
学华文学院负责人表示，“云校区”通过智慧平台加强
海外留学生与学校的联系，提高管理效率，推动华文教
育转型升级，能更好地为侨服务、传播中华文化。

在“云校区”，海外留学生可以实现云报到、云观
看学校现场迎新、云参加学院开学典礼等。今后，“云
校区”将作为华侨大学华文学院留学生管理服务、学风
督导、学习交流、学生活动开展的重要平台，同时将以
学习积分的形式，鼓励“云校区”学员学好中文、了解
中国。

“云校区”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运行。
除海外留学生线上完成报到注册外，该学院同样尚未返
校的海外高年级学生线下自发组建了助教团，为新生开
展“云校区”注册指导及介绍学院相关情况。目前，

“云校区”已在泰国、印尼、老挝、缅甸、菲律宾等 5
个国家设立了线下报到点。

泰国四色菊府皇太后中学是“云校区”线下报到点
之一，今年当地有 4 名学生被华侨大学录取。“我们中

学提供场地，华大老生作为助教指导新生在‘云校区’
进行学习。”皇太后中学副校长、华侨大学华文学院校
友张志宏说。

“欢迎加入华侨大学！”当天，华侨大学党委书记徐
西鹏通过“云校区”与泰国、老挝、缅甸等国多个线下
报到点的新生们连线互动。听完新生的自我介绍后，徐
西鹏说，现在全球疫情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很遗憾不能
马上见到大家；希望海外留学生们保护好自己，安心、
自主参加网上学习，“期待疫情早日结束，我们在校园
静候你们归来！”

“因为疫情，我暂时不能到中国上学，很遗憾，也
很担忧。现在能在‘云校区’报到学习，还有学姐的指
导，让我很有归属感。”达美西特别希望全球疫情早点
结束，尽快和各个国家的同学们在中国相聚。

华侨大学上线“云校区”
吴江辉 张罗应 朱红梅

图为在华文学院“云校区”泰国四色菊府新生报到
点，当地尚未返校的高年级同学为新生开展“云校区”
注册指导及介绍学院相关情况。 张志宏摄 （中新社发）

侨胞说·我在海外这么渡难关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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