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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会如期而至——

“对话与交流的重要平台”

“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如期举行，成为今年世界
首个以线下会议为主的大型国际会议，这主要得益于中
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施乾平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指出，博鳌亚洲论坛走过 20年，是多边主义和团
结合作精神的结晶。“这是一个亚洲乃至世界各国阐述主
张、凝聚共识、重塑信心，进而实现共同发展的高层次
对话平台。”

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将“世界大变局”写入论
坛主题，还将“把握世界变局和亚洲发展大势”作为六
大议题板块之一。参与本届论坛年会的日本亚洲通讯社
社长徐静波告诉本报记者，许多与会代表都认为“年会
召开恰逢其时”。“在国际环境复杂多变、新冠肺炎疫情
依然严峻的背景下，博鳌亚洲论坛为各方应对共同挑战
提供了对话与交流的平台，这对世界经济实现复苏意义
重大。”徐静波说。

“与君远相知，不道云海深。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
以此句开篇，表达了对各国朋友的深厚情意。”泰国中华
总商会副主席李桂雄向本报记者感慨，“无论相距多远，
人类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
的。在全人类共同面对抗击疫情、复苏经济、战胜贫困
等多方面挑战时，博鳌亚洲论坛上发出的中国声音为国
际社会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论坛见证了中国、亚洲、世界走过的不平凡历程，为
促进亚洲和世界发展发挥了重要影响力、推动力。”习近平
主席的这句话，给深耕国际投资领域多年的旅美华商王
国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看来，博鳌亚洲论坛成立 20
年来，影响力早已超越亚洲，还见证了中国综合国力的
壮大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本届论坛年会向全世界展示
了中国的抗疫成果和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决心与信
心，意义重大。”

感受中国担当——

“推动合作发展的真挚诚意”

4 月 19 日，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华商领袖与华
人智库圆桌会议举行。施乾平作为华商代表参与了此次
会议。“在研讨交流中，我结合自己的实践经历，分享了
对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促进民心相通的看
法。”施乾平在发言中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筑牢

“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工程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各国在政
治、经济、文化方面存在差异，必须做到相互尊重、求
同存异。

“共建‘一带一路’追求的是发展，崇尚的是共赢，传递
的是希望。”4月20日，在论坛开幕式上听到习近平主席的
这句话，施乾平很受鼓舞。“四个伙伴关系——建设更紧
密的卫生合作伙伴关系、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绿色发展
伙伴关系、开放包容伙伴关系，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指明了方向。”

徐静波认为，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回答了“全
球治理将向何处去”的重要命题。我们应该秉持共商共
建共享原则，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国际上的事应该由大家
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世
界要公道，不要霸道”……在徐静波看来，这些亲切的语
言，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以包容团结推动合作发展的诚意。

李桂雄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作为亚洲大家
庭重要成员，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动地区合作，
与亚洲同进步，与世界共发展。“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具有
开放性、包容性。‘一带一路’是推动各国加强合作的桥梁，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为亚洲经济一体化注
入新动力。亚洲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驱动力量。”

“有全球视野、历史担当和中国智慧。”王国金这样评
价习近平主席的“博鳌声音”。“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展
现更多责任担当。中国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增加投资信心——

“分享中国市场的巨大机遇”

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议题丰富，不仅聚焦经济
复苏、疫苗普及、数字化转型等全球热点，也涉及后疫
情时代的全球化、减贫与乡村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
老龄化等关键挑战。

“作为一名侨商，我比较关注自贸港建设方面的相关
议题。”施乾平说，在参加本届论坛之前，他已在海南考
察数日，走访了海口、三亚、万宁、文昌多地。“我深刻
感受到海南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投资热土。习近平主席在
主旨演讲中提到‘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给了我们更大
的信心。海南在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承担着特殊使
命，我们要把握商机，为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

徐静波认为，海外侨胞会更多关注抗疫、国际合
作、数字经济等议题。“我们在日文报纸 《中国经济新
闻》上安排了6个专版报道本届博鳌亚洲论坛，同时也通
过新媒体平台，对论坛主要观点进行了速报。”

“中国将积极参与贸易和投资领域多边合作，全面实
施 《外商投资法》 和相关配套法规，继续缩减外资准入
负面清单，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推动建设更高水
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欢迎各方分享中国市场的巨大机
遇。”习近平主席的这番话，令海外华商如沐春风。

李桂雄表示，泰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是
东盟重要成员国。泰中两国资源互补性强，合作机遇无限。

“泰国中华总商会等泰华社团多次举办海南推介招商活
动，鼓励海外华商到海南投资发展，还积极推动泰国的优
质农副产品进入海南，进而辐射中国市场。未来，我们将继
续努力为泰中两国多领域、全方位合作创造条件。”

“疫情之下，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得到充分体现，
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呈现加速发展趋势。”王国金说，“我计
划继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力度，在城市建设、产业转型、文
化交流等方面实施一批重点投资项目。”

木 墙 上 篆 刻
的是 100 多年前，
漂洋过海前往西
方务工的华人在
大洋彼岸留下的
华文遗诗。在广
东省江门市五邑
华侨华人博物馆
里，一张张黑白
老照片和一尊尊
塑像诉说着昔日
故事，那段历史
仿佛就在眼前。

这 是 一 段 满
是 血 泪 的 历 史 。

“19 世 纪 末 至 20
世纪初，‘淘金热’
让不少华人从江
门出发离开故里，
却没想到，自己其
实 是 被 当 作‘ 猪
仔’、作为廉价劳
力‘ 卖 ’到 了 国
外。”讲解员说。彼
时，华人到了海外
才发现，自己不仅
没有资格淘金，还
要在做苦力修铁
路后被收上一笔

“人头税”。不少人
辛辛苦苦干了活，最后却一分钱也存不下来。难
怪木墙上的诗字字泣血：若吃得上饭、穿得上衣，
劝我同胞，万万莫漂洋。

江门是中国著名的侨乡。据统计，祖籍江
门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超400万人，遍布
全球107个国家和地区。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
馆收藏的实物多达 4万多件 （套），从多个方面
反映了华人艰难而辉煌的创业史，以及丰富深
厚的江门华侨文化。

“现在，我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以前是
走出去，现在不一样了，有很多人走回来、走
进来。”博物馆馆长黄志强说。

粤港澳大湾区时代，江门被赋予建设华侨
华人文化交流合作平台的重要使命。立足于华
侨华人的精神家园、文明互鉴的交流典范、共
建共享的文化实验区、华侨华人青年的创业创
新高地四大定位，江门致力于整合全球华侨华
人资源、粤港澳文化资源，全面对接粤港澳大
湾区文化圈建设。

走进江门，塘口青创基地、天下粮仓、开
平文旅创业创新基地等一大批具有侨文化特色
的乡村旧建筑蜕变成了当地的新地标，同时，
江门以水为媒串联起了塘口镇碉楼、乡村、文
创小镇等文旅资源，盘活了旧建筑，打造华侨
出华人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

除 了 重 视 文 化 传 承 ， 江 门 还 积 极 做 好
“侨”资文章，推进华侨华人创业创新平台建
设，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华侨华人、港澳同胞
开设侨资企业等。

目前，江门建有“侨梦苑”、珠西创谷等一
批国家级和省、市级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据统计，仅“侨梦苑”就有外资企业 （含港澳
台） 433 家，累计引进侨资、外资项目 15 个，
总投资约 113 亿元人民币，引进领军人才 8 人、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5844人。

“目前，我们正积极筹办第二届华侨华人粤
港澳大湾区大会，致力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
事、湾区故事、江门故事。”江门市市长吴晓晖
说，“未来，我们将深入开展便利华侨华人投资
制度专项改革试点，在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
动、人员出入境等方面给予更多便利，引导更
多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回乡发展、回国效力。”

（来源：人民网）

近日，日本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新增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屡创新高。有消息称，日
本政府或将第三次宣布紧急状态令。

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日本中医协会又忙
碌起来：为旅日华侨华人提供及时防疫咨询，
为患者推荐合适的药局、诊所，在日本华文媒
体上连载防疫、养生知识……疫情期间，日本
中医协会为旅日侨胞和当地民众提供了一份独
特的中医抗疫援助。

随时问诊 急人所急

“请教各位老师，我女儿的朋友，曾照顾
感染新冠肺炎的男朋友，现出现了流鼻涕、咳
嗽、咽喉痛等症状，有什么办法吗？”

“这病毒最初在人体容易在呼吸系和消化
系两个系统出现症状。在暂时无法得到检查结
果的情况下，可以尝试中医的治疗方法。”

在日本中医协会疫情咨询群里，每天都能
看到类似的咨询和答复。疫情发生以来，为了
方便旅日侨胞获得防疫咨询服务，日本中医协
会配合中国驻日大使馆，主动进入日本的中医
社团，为华侨华人提供问诊咨询服务。

“对于部分旅日华侨华人来说，中医药是
他们信赖的治疗方法。每次我们推荐他们到中
医药诊所、药局看病，拿到中药之后，他们都
安心多了！”日本中医协会会长辰巳洋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说。
日本中医协会成立于2017年，创立之初主

要进行中医药知识普及和学术交流工作。疫情
暴发之初，日本中医协会组织编写了《中医药
防疫抗疫》小册子，通过线上、线下各种途径
免费发放，自此开启了帮助旅日华侨华人共抗
疫情的历程。

助力抗疫 步履不停

2020年 4月起，日本中医协会与日本 《中
文导报》 合作，开设了中医药防疫抗疫”“中
医药健康大讲堂”两个专栏，在 《中文导报》
周刊上分专题连载中医学的防疫治疗知识以及
养生、治疗经验。今年 1月份开始，日本中医
协会调动中医药专家，在《中文导报》新开设

“活跃在日本的中医人”栏目，向读者普及中
医药知识。为了满足华侨华人的看病需求，日
本中医协会 51 家会员主动将自己的诊所、药
局、针灸医院等店铺信息公开在 《中文导报》
上，方便旅日侨胞就近就诊。

“在 《中文导报》 上的专栏连载现在仍在
继续，我们每周都在为此做准备。侨胞们的积
极反馈让我们很欣慰。”辰巳洋说。

日本中医协会助力当地侨胞抗疫的行动一
直没有停歇。辰巳洋在听取中国工程院院士张
伯礼、黄璐琦、仝小林以及北京中医医院院长

刘清泉等人分享武汉抗疫经验的报告后，组织
协会成立编辑委员会将报告录音整理并翻译成
日文，并对照日本的汉方将药方日本本土化，
形成《COVID-19与中医学》一书并正式出版
发行，得到日本医生的广泛好评。

直面挑战 任重道远

尽管日本中医协会在日本疫情中一直积极
作为，但日本中医药的发展仍面临许多挑战。

辰巳洋说：“在日本，只有具备日本政府
认定的医师资格的医生才能开处方、扎针，药
剂师可以抓方配药。未获日本医师资格的中医
师只能从事健康咨询工作，不能坐诊、开处
方、抓药，这使得日本中医协会在帮助华侨华
人问诊治疗时受到很大限制。此外，日本的中
药品种较为有限，比如疫情期间，中国公开了
临床有效的方剂‘三药三方’，但在日本很难
把这些药都抓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另外，
日本中药店的药品以中成药为主，但比较贵，
病人不太容易接受，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很现实
的问题。”

尽管如此，日本中医协会全体会员仍在为
推广中医尽自己的一份努力。“日本中医协会
将一如既往地积极投入防疫抗疫，同时也会继
续向日本社会和侨胞社团进行中医药的宣传、
教育和诊疗活动。”辰巳洋说。

海外华侨华人热切关注“博鳌声音”

中国高水平开放带来无限机遇
本报记者 李嘉宝

4月21日，为期4天的博鳌亚
洲论坛 2021 年年会在海南博鳌落
下帷幕。本届论坛年会的主题是

“世界大变局：共襄全球治理盛举
合奏‘一带一路’强音”。论坛年
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以视频方式发表题为《同舟共济克
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的主旨演
讲，引发海内外广泛关注。

“掷地有声，十分提气！”在年
会现场聆听习近平主席的演讲后，
美国企业家联合会会长、德迈国际
产业集团董事长施乾平感叹，“演
讲尽显中国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合
作发展的责任和担当。这是一种温
暖人心的巨大力量！”

加强全球治理、共建“一带一
路”、更高水平开放……会场内外，
全球华侨华人的目光聚焦博鳌“关
键词”，从中找寻商机，增强信心。

侨 界 关 注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外的喷泉 （2021年4月14日拍摄）。 袁 琛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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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反弹，日本中医协会在行动——

中医为旅日侨胞抗疫送安心
赵泽萱

疫情反弹，日本中医协会在行动——

中医为旅日侨胞抗疫送安心
赵泽萱

4月21日，一列运载41柜集装箱，载有新型冠状病毒抗原自测试
剂盒的中欧班列，从厦门海沧火车站发车，开往德国杜伊斯堡。自疫
情发生以来，厦门中欧班列累计向俄罗斯、波兰、德国等国家发运各
类防疫物资466柜集装箱、累计货值超8000万美元。

庄建华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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