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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接连不断

中国海关总署公布数据显示，今年 1—2月中国外
贸进出口总值达到 5.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32.2%。其中，
出口同比增长50.1%，进口同比增长14.5%。“在‘十四五’
开局之年，中国外贸实现‘开门红’。阿曼中国批发城
顺利开张，也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包有增说。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对供应链造成
严重冲击。筹备已久的阿曼中国批发城项目不得不暂
时搁置。包有增一度在货源上犯了难。

“令人惊喜的是，中国迅速控制国内疫情，企业开
足马力复工复产，在很短时间内恢复了供货能力，给
商户们吃下‘定心丸’。”包有增说，“稳定供应的‘中
国制造’及时满足了海外消费者对优质产品的需求，
这才有了阿曼中国批发城的开业盛况。”

今年以来，肯尼亚亦善农业种植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昌洪那里同样好消息不断。作为在肯从事农产品生
产及出口的海外华商，他对中国消费市场的澎湃活力
赞叹不已。“拿芦荟这一项来说，来自中国的订单已经
排到了今年年底，出现‘爆单’。我们不愁销路，反而
要考虑如何扩大产能，满足中国市场需求。”

李昌洪津津乐道的还有近日的一次签约活动。“经
过6个月的努力，中国以岭药业生产的连花清瘟胶囊获
准在肯尼亚上市销售。这是第一款在肯注册成功的中
药产品。”李昌洪说，“我有幸成为该产品在肯尼亚的
代理商，与以岭药业代表在上海签订合作协议。我们
将以此为契机，为肯尼亚人民带来更多有中国特色的
好产品。”

德国华商唐志红忙着为中德科技交流牵线。在她的
奔走努力下，不久前，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携手中国科
技企业，在江苏南京建立了创新中心，双方还计划成立
合资公司。“创新中心将整合中德校企创新资源，在大数
据、人工智能、网络安全领域打造技术合作平台，推动
更多德国科技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唐志红说。

新机遇令人振奋

“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近日发布，
全面擘画了中国未来五年乃至十五年的经济社会发展
蓝图，引发海外华商高度关注。

“阿曼中国批发城中，70%是华商店铺，30%是外
商店铺，基本都从中国进货。中国的外贸政策是我们
最关心的话题。”包有增说。

“完善出口政策”“优化出口商品质量和结构”“引
导企业深耕传统出口市场、拓展新兴市场”……规划
纲要中的这些内容，让包有增对未来信心十足。“中国
在世界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地位日趋重要。我们把握
机遇，顺势而为，建起阿曼中国批发城，这条路子蹚
对了！”

李昌洪更关注中国送出的降关税“大礼包”。“近
年来中国大大降低了芦荟进口关税，给我们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利好。”李昌洪说，“规划纲要释放出了更多
积极信号，中国提出降低进口关税和制度性成本，扩
大优质消费品、先进技术、重要设备、能源资源等进
口，促进进口来源多元化。未来几年，更多肯尼亚的
优质农产品将有望进入中国市场。”

作为中德科技创新中心的创始人，唐志红一直致
力于为两国间的科技合作架桥铺路。规划纲要提出

“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
更加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让她深受鼓舞，“德国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网络安全等领域具备一定的技
术优势，这些也正是规划纲要提出应培育壮大的新兴
数字产业。中德科技合作大有可为。”

澳大利亚华商曹佩青曾携公司旗下的高端文创品牌
“Space18”，连续3年“打卡”进博会。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第一
个五年。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个性化的文
创产品将成为人们的时尚新追求。我对中国市场很有
信心！”曹佩青表示。

谋布局踌躇满志

在海外打拼多年后，包有增说自己“仍在中国做
生意”。一段时间来，他密切关注中国各地的招商引资
政策，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他与山东、浙江、
广东等地的多家企业开展“云洽谈”“云签约”，大大
拓展了阿曼中国批发城的供货商名单。

“规划纲要提出，鼓励建设海外仓，保障外贸产业
链供应链畅通运转。这个发展思路很有远见。”包有增
说，“批发城是前店，海外仓是后仓，二者缺一不可，
必须密切配合。目前，我们已经建起了储存面积达3万
平方米的海外仓。要充分发挥海外仓的作用，发展跨
境电商，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发货速度，进一步增强
中国商品在中东、北非和东非地区的竞争力。”

和包有增一样，许多海外华商紧抓新机遇，锚定
新目标，摩拳擦掌干起来。

“肯尼亚位于热带地区，农产品资源丰富，与中国
经济互补性很强，能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
李昌洪说。接下来，他计划继续扩大芦荟等农产品种
植面积，提高产能，让订单再上一个新台阶。同时，他还
在筹划建立一个农产品出口加工区，通过深加工延长产
业链，为中国市场带来品类更加多元的绿色食品。

5月参加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11月参加第
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这是曹佩青 2021年日程
表上的两件大事。“中国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出促进
国际合作、推动互利共赢的诚意。我们将一步一个脚
印，继续加码对中国市场的投资。”曹佩青说。

唐志红表示，欧洲当前正处于经济复苏的关键时
期。德国学术界、企业界对开展中德经济、科技和人
文合作有迫切需求。“慕尼黑工业大学在中国落地创新
中心后，不少德国高校对这一合作案例表现出浓厚兴
趣。未来，我们要继续加强与德国高校和企业的交
流，为中德合作创造更多机会。”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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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疫情防控常
态化形势，落实数字化
改革要求，浙江省湖州
市吴兴区在该市率先打
造为侨服务智能零跑平
台——“吴兴侨事通”，
把贴心服务送到家，为
广大华侨华人、归侨侨
眷、留学生提供便利。

在湖州市侨联的指
导下，吴兴区侨联一直
聚 焦 为 侨 服 务 改 革 创
新。“吴兴侨事通”构建
起精准高效、智慧联动
的长效服务机制，线上
线下深度融合，以数字
化赋能推动“最多跑一
次”向纵深发展。

吴兴区侨联专职副
主席、侨办副主任陈芸
介绍，该平台通过完善
工作机制，优化平台信
息数据，积极推动数字
为侨服务工作和政务软
件“浙政钉”“浙里办”
相结合，更好赋能新时
代侨务工作。

据 悉 ，该 平 台 开 发
“在线服务管理”“政策法
规管理”“关爱服务管理”
等 6 大功能模块，以数据
嫁接为手段推动平台与
侨联、公安、民政、司法等
涉侨服务重点部门的线上办事平台智慧化联合建设。
其中，“在线服务管理”作为平台推动为侨服务“最多
跑一次”改革的核心模块，可同时提供11个区属部门
共35个涉侨高频事项的线上办理及审批服务。

“现在，申请人只需进行一次登录操作，提供一份
证明材料，就可在线轻松办理需跨多部门联合审批的
复杂事项，平均办事时间较之前缩短近3天。”陈芸说。

此外，该平台还调取分析 10年来辖区侨务窗口
办事信息，梳理汇总高频、重点审批事项，将原有
的48项为侨服务高频事项缩减为35项。如华侨回国
户口恢复问题，通过事项调整，办理环节从7项压缩
为2项，审批时间从5天缩短为1天。近期，吴兴区
某侨企高管拟回中国定居，急需办理户口恢复手
续。通过“吴兴侨事通”平台，他仅花了1天时间就
顺利恢复了户口。

“办事成本高、来回距离远、花费时间久等，是
涉侨事务一直以来的堵点、难点问题。”陈芸说，通
过数字化赋能为侨服务工作，这些问题将逐步得到
解决。此外，吴兴区侨联还依托浙江省首个“南丁
格尔助侨服务站”，发动社会组织力量组建“智能为
侨服务”联盟，广泛开展暖侨助侨行动。

（据中新网）

在侨乡广东省江门市，广海咸鱼美名远播，这
是江门籍海外侨胞心心念念的家乡美味。一口咸中
带香的咸鱼，寄托着浓浓游子情。在台山广海镇，
年逾六旬的林锦胜制作咸鱼已经有43年了，当地人
都喊他“林师傅”。2017 年，“广海咸鱼制作技艺”
入选台山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林锦胜也成
为该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餐桌上的必备菜

在林锦胜的记忆里，咸鱼一直是台山人餐桌上
的必备菜。最近20年，靠海吃海的广海人充分利用
广海渔港的有利条件，发展起咸鱼加工业。当地的
咸鱼加工厂家一度发展到 100 多家，年加工量近 1
万吨，销往全国各地乃至海外。

在广海，咸鱼制作技艺代代相传。早在 1978
年，19岁的林锦胜就加入广海供销合作社学习咸鱼
腌制。林锦胜说，人们最初腌制咸鱼是为了方便保
存。他至今仍记得那道童年的美味：一块咸鱼干，
上锅蒸上10多分钟，再放一点姜、葱去腥，味道鲜
美极了。

改良传统技艺

如今，腌制咸鱼依旧是林锦胜每天的工作，他
也乐在其中。在林锦胜的咸鱼加工车间，依次排列
着几十个大木桶，桶里盛满了白色或黄色的粗盐。
林锦胜将清理好的鱼头朝下插进木桶里，然后用铁

铲铲起粗盐，将黄鱼盖了个严实。“用大木桶来藏
盐，这样鱼的咸度就比较均匀。”林锦胜边说边拿
起铁锹，将木桶中的盐压实，不让空气进去。藏鱼
20多个小时之后，就可以拿到外面晾晒了。林锦胜
需要根据日照温度、空气湿度的不同，选择咸鱼干晒
时间的长短，这也决定了咸鱼的味道、色泽和口感。
这些技艺，全凭千百次的经验习得。

这些年，林锦胜对祖传的咸鱼工艺进行了改
良。过去腌制咸鱼偏咸，如今的咸鱼以淡鲜为主，
具有“鲜”“香”“甜”的特征，更加健康。

把家乡味留住

广海咸鱼不仅在广东颇有名气，还风靡海外。
小时候，林锦胜曾听父亲说起祖父那一辈人的故
事。当时因为家贫，他的爷爷漂洋过海到加拿大谋
生。在异国他乡找不到家乡的黄鱼、马鲛鱼，就只
能捕捉当地的活鱼，用家乡的腌鱼技法腌制，味道
虽不正宗，但也能寄托游子的乡愁。

这些年，林锦胜一直坚持用传统技法腌制咸
鱼，尽管制作周期长，质量却有保障。在2020年第
七届江门市农业博览会上，一位90岁高龄的老华侨
来到广海供销合作社的展位前，拉着林锦胜的手
说：“你的咸鱼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母亲做的咸鱼味
道，这手艺可要传下去呀！”这让林锦胜感到重任
在肩，他说：“我们要珍惜广海咸鱼的金字招牌，
让这道风味一直流传下去。”

（据《广州日报》）

看好中国未来发展 期待分享更多红利

海外华商抢抓“十四五”新机遇
本报记者 李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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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上午9时，位于阿曼巴尔卡市的中国批
发城迎来开业第一天。占地3万多平方米的批发城
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来自中国的服装、家
具、灯饰、建材等产品琳琅满目，吸引大批当地民
众前来采购。“400多家店铺营业，1.7万人次的客流
量，1300多万元人民币的销售额……”阿曼中国批发
城董事长包有增兴致勃勃地向记者盘点当天的业绩。

阿曼中国批发城千万销售额背后，是中国作为
制造大国的强大产能。“批发城销售的商品中，95%
是‘中国制造’。我们不愁货源！”包有增说。

过去一年，不少海外华商从祖 （籍） 国扩大开
放的铿锵足音中寻找商机，闯过疫情难关。站在

“十四五”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上，他们踌躇满志，期
待从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分享更多红利。

慕尼黑工业大学在江苏南京落户创新中心签约仪式。 阿曼中国批发城开业剪彩。

李昌洪 （左） 和以岭药业代表签订合作协议。李昌洪 （左） 和以岭药业代表签订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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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丁格尔助侨服务站”工作人员慰问归侨侨眷。
虞建平摄

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上涌镇
辉阳村梨园内，梨花在春风春雨滋润下
竞相绽放，游客沿着乡村步道在花间游
玩。德化县以全域旅游为抓手，通过“旅
游+”，推进生态文明与旅游发展相融

合，推进特色农业与产业旅游发展相融
合，走出了山区县“产旅融合、城乡协
同”的转型之路。2020 年 11 月，德化县
获评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称号。

许华森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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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乡传统美味 一解游子乡愁

擦亮“广海咸鱼”金字招牌
肖欢欢 吴迪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