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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0到1”的突破

回想回国创业的历程，如果你问我，其中最
大的困难是什么，我觉得是下决心回国，做出

“从0到1”的决定。
从 2007 年出国求学，到 2016 年回国创业，

我在海外度过了学习、工作、创业的成长历程。
回国前，我在美国开始第一次创业，经过几年的
发展，事业和生活已趋于稳定。2016 年，中国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业热潮传导到大洋
彼岸，许多在美国工作的中国朋友都“蠢蠢欲
动”，寻找回国发展的机会，我也不例外。然
而，回国创业，对于已在海外生活多年的我来
说，是一个突破“舒适区”的挑战。

当年，中国互联网行业正迎来快速发展的黄
金期，国内消费市场正从传统模式转向数字化、
智能化。相比之下，美国社会的消费习惯仍较为
传统，市场氛围也相对稳定。国内创业创新的活
跃氛围，让人耳目一新。我和丈夫都有计算机相
关专业的知识基础和从业经验，回国既能发挥所
长，开拓一番事业，又能服务社会，回馈家乡。
经过一番思考，我和丈夫决定回到广西创业，加
入“智慧化”浪潮，拥抱互联网时代。

突破“舒适区”的脚步一旦迈出去，就很难
再收回来。回国前，我们担心国内的市场环境和
美国差异巨大，营商政策我们并不熟悉，所有的
业务都要从零开始。我们放下顾虑，决定回国放
手一搏，注册公司、招募团队、开拓市场等创业
初期的重重挑战，都没有难倒我们，反而是在一
次次“碰壁”过程中，我们逐渐积累经验，放开
手脚，越挫越勇。现在回想起来，回国是整个创
业过程中最艰难、也最勇敢的一个决定。因为有
了“从0到1”的突破，此后“从1到无穷”的创
业进程，都像是水到渠成。

赶上智慧化浪潮

今天，如果你在广西街头走进一家米粉店，
这家店大概率可以用数字系统点餐、扫码支付。
嗦完粉，回到家，你或许还能收到这家店发来的
优惠活动提醒。这种数字化服务的背后，是一套
完整的智能服务系统。我们公司的主营业务，就
是为零售和餐饮行业提供类似这样的智能管理服
务系统。

尽管今天看来，这样的数字化服务已经司空
见惯。但在5年前，这种数字化管理方式对许多
商家而言还十分陌生。我们回国创业的方向，就
是瞄准这些传统零售和餐饮行业商家，为他们提
供线上点单、在线管理食材物料、在线核算成本
营收和线上精准营销等数字化、智能化服务系
统，帮助传统零售和餐饮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升
级。通过我们系统，商家可以借由一部手机或一
台电脑，实时掌握店铺经营的详细数据，大量减
少人工成本，实现高效便捷管理。

然而，让从未接触过数字化系统的商家接受
用手机、电脑掌管店铺事宜，是一个艰难的过
程。这种业务拓展，不仅是我们业务量的从无到
有，更是商家数字化管理理念的从无到有。创业
初期，我负责开拓市场，为商家讲解我们系统的
优势，请商家免费试用我们的系统，同商家一起
工作到午夜，甚至帮商家收拾餐盘、传菜、收
银，这些我都习以为常。尽管其中有许多理念转
变的困难，但通过一次次“攻坚”，我们的客户
逐渐认识到数字化管理的强大优势，许多客户成
为我们的永久客户和合作伙伴。

我的创业经历，或许是那个时代互联网企
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当时，全中国都在经历消
费市场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互联网头部企业大
力推进相关业务，还有许许多多和我们公司类

似的企业在提供类似的产品。我们的团队踩准
了时代发展的节拍，乘着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东
风，扬帆启航。

出海创新“等风来”

从最初 4个人的创业团队，到如今稳定在数
十人的公司规模，我一直努力保持着公司团队的
轻快、高效和活力。在我看来，持续创新、快速
适应变化是保持公司健康发展的原动力。

2019 年前后，国内互联网公司开启“出
海”热潮。我们将“出海”首站选在印度尼西
亚，与伙伴公司组建“出海”团队，将智能服
务系统作为数字化转型的配套产品在当地推
广。尽管海外业务受到疫情影响进入“蛰伏”
状态，但我们有信心继续“等风来”。疫情期
间，我们修炼内功，保持产品的持续更新，也
尝试开拓其他业务。

其中一项“意外”的新业务就是出口口罩。
疫情发生之初，国内口罩曾出现一段时间的短
缺。借助此前在国外创业经验，我们团队在海外
疫情开始蔓延前，就备齐了海外医用口罩销售资
质。疫情在全球蔓延后，国内医用口罩产能逐渐
增强，向海外出口医用口罩成为可能，我们公司
也成为广西第一批向海外出口医用口罩的公司，
并将申请资质的经验分享给其他口罩公司。也许
正是因为公司一直保持着洞察市场、开拓业务的
活力，才有了疫情期间的一次“意外”收获。

广西与东盟国家陆海相连，是西部陆海新通
道重要节点，正构建面向东盟的电子信息、化工
新材料、东盟特色产品加工、汽车和新能源汽
车、中药材加工等标志性跨境产业链。我们作为
以智能服务系统为主营业务的互联网公司，对面
向东盟的市场蓝海充满期待，希望能在“一带一
路”倡议下乘风破浪，出海远航。

漫步在著名侨乡福建省晋江市新塘街道梧林传统
村落，一栋栋瑰丽多样的古厝洋楼造型各异，闽南古
厝、哥特式建筑、古罗马式建筑、中西合璧民居等一
一呈现，让人仿佛走入一部近代闽南华侨史书。

6 年前，梧林的古厝洋楼还是一个杂草丛生、破
败倒塌的老建筑群。2015年起，晋江成为农村“三块
地”全国改革试点。借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东风，梧
林破败的老建筑得以流转入市，政府征收进行修缮保
护。2017年，梧林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被列为省重
点项目，政府对古村落进行固态保护、活化传承、业
态引入。如今，这一历经 600多年沧桑的闽南古建筑
群，正洗尽铅华，悄然新生。

固态保护

在梧林传统村落，核心区域分布 200多栋近代特
色建筑。这些建筑大多由当地华侨建造。多年来，大
部分华侨及其子嗣定居海外，古厝洋楼早已没人居住
和管理。

晋江新塘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塘街道对梧林
传统村落核心区域实行土地征收，并放开宅基地流
转。有了政策的支持，老宅由政府统一征收、修缮、
盘活有了名目和依据。为了让华侨明白政府征收的目
的不是开发房地产，而是对老宅进行修缮保护，征收
前，指挥部就与国内顶尖古建筑规划机构一道，针对
每一栋老房子制定修缮保护方案。通过长时间多轮的
沟通，老华侨们也体会到政府的诚意和决心，大批华
侨、乡亲从海外回乡，了解征迁政策，签署征迁协议。

2018年，梧林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正式从征迁
转入投建阶段，启动首期修缮工程，多栋古厝洋楼修
缮完好，原本破败的古厝洋楼，焕发出昔日的光彩。

活态传承

古厝洋楼得到保护，也让梧林传统村落项目的发
展空间迅速打开。2019年11月，晋江与北京一家旅游

文化发展公司签约，项目进入全新运营阶段。
梧林社区广泛征求社区海内外群众意见，确定闽

南面线、手工酱油等文创产品目录，建设传统非遗体
验工坊和浸没式戏剧演出点，由原住居民参与介绍和
展示。青普行馆、德鑨楼群、侨批馆等具有当地文化
特色的景点迅速变身为“打卡地”，成为城市文旅活
态文化体验的新名片。

如今，人们来到梧林，可以在1930年的老洋楼里
呷一口南洋下午茶，和传统手工匠人一起包粽子，邀
家人同享；也可以在侨批馆中感受“情系家园、心怀
桑梓”的家国情怀，尝一尝周围原住民烹煮的香气扑
鼻的姜母鸭；还可以在百亩紫色花海旁驻足，并逛一
逛富有侨乡特色、原汁原味的文创集市。

业态引进

随着梧林村庄核心区环境整治和历史建筑修缮的
推进，闲置的古厝、洋楼和土地正进行整合，文创、
咖啡馆、民宿等新型业态也逐渐发展起来。

“泉州申遗成功，让我们看到更多可能性，更加
坚定了我们回乡创业的信心。”“90后”晋江永和小伙
吴志励爱好古玩，在对家乡文创氛围进行深入了解
后，他决定回梧林开辟新天地。在酱缸旁长大的“90
后”晋江灵源小伙吴华清，早在 2014年就接手了爷爷
的酱油事业。今年泉州申遗成功之后，吴华清马不停蹄
地升级位于梧林的线下体验门店，“希望借申遗成功
带来的文旅产业热度，实现产品与文创的融合发展”。

今年6月，青普文化行馆·晋江梧林正式开业。该
行馆由 12 栋闽南侨乡传统建筑和洋楼组成，共有 24
套客房，主要打造高品质住宿及沉浸式体验，让更多
旅客从喧嚣回归宁静，从繁华都市进入淳朴田园。

在业态提升过程中，梧林不仅让土地资源“活起
来”，更让当地群众腰包“鼓起来”。“村民不仅有项
目股份，业态运营公司还可以对村民进行免费培训，
带动村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村民受益是必然
的。”晋江新塘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苏兆征从 18 岁开始就在外国
人的轮船上做苦工，当了近 20 年
的海员，去过许多国家，了解了各

国人民的疾苦，也接触了马克思主
义。1922 年，苏兆征参与领导香
港海员大罢工，1925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此后，他参与组织和领导
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等。由于长
期操劳过度，苏兆征积劳成疾。在
生命的弥留之际，虽然他已经非常
虚弱，但仍然念念不忘发动群众开
展斗争，他以微弱的声音叮嘱前来
探望的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邓
颖超等人说：“广大人民已无法生活
下去，要革命，等待我们去组织起
来。”“大家同心努力，达到革命的
胜利！”

苏兆征逝世后，中共中央政治
局向全党发出通告说：“苏兆征同
志在工作中，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
的艰苦卓绝精神和坚决的政治意
识，他的革命精神是全党的模范。”

苏兆征——

弥留之际念念不忘革命
朴美儒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百年百年航程航程 有有““侨侨””精精彩彩

福建省晋江市梧林传统村落

盘活“沉睡”华侨古厝
林书修 许雅玲

广西侨联青委会秘书长谭玉丽

回国创业，踩准了时代节拍
本报记者 高 乔

时间回到 2016年，身在美国的
谭玉丽有些“蠢蠢欲动”。彼时的中
国，正掀起一股“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创业热潮，国内互联网快速发
展的活力让谭玉丽心潮澎湃。从远赴
英国学习计算机相关专业，到前往美
国开创稳定事业，再到回家乡广西

“从零开始”创业，对广西侨联青委
会秘书长、广西恒跃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谭玉丽来说，每一步都是突破。
以下是她的自述。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谭
玉
丽
（
前
排
右
一
）
与
广
西
侨
联
青
委
会

成
员
一
起
向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梧
州
市
蒙
山
县
文
圩
镇
中
心
小
学

捐
赠
校
服
和
图
书
。

受
访
者
供
图

在浙江省杭州市淳
安县汾口镇百亩畈村茶
叶育苗基地，30 多名茶
农近日正抢农时扦插茶
苗，茶园呈现出一派繁
忙景象。

上图：30 多名茶农
正在扦插茶苗。

左图：大型收割机
正来回穿梭，趁着晴好
天气收割单季晚稻。

王建才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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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中有不少富商子弟归
侨 ， 陈 子 谷 就 是 其 中 之 一 。 他
1916年1月出生于广东汕头澄海南
澳岛，从小过继给泰国著名华侨富
商陈峥嵘为长孙。陈子谷 13 岁回
国求学，1933 年加入共青团，次
年赴日本留学。留学期间，陈子谷
展露出文学才华，加入了中国左翼
作家联盟东京分会，成为“左联”

《东流》 等刊物的编辑，并出版了
自己的诗歌集，但很快被日本警方
迫害回国。

1937年，陈子谷徒步800多里
奔赴延安，次年追随叶挺将军加入
新四军，并于 1939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入党后不久，他的祖父在泰
国去世，家中两个叔叔来信要求他
到泰国继承遗产。陈子谷认为，自
己是一名党员，不能继承资本家的
财产。但此时，国民党断绝了对新
四军的供给，新四军面临重重困
难。组织上找陈子谷谈话，希望他
到泰国募捐，并任命他为叶挺军长
秘书，以便开展工作。于是，陈子
谷来到泰国，发动同学、朋友、亲
戚等各种关系开展工作，共募款 6
万元，加上继承的遗产 20 万元，
全部交给新四军，解决了新四军上
万人两个月的经费和军部当年的棉
衣费。为表彰他的义举，叶挺将军
为其书写了“富贵于我如浮云”的
条幅。

陈子谷——

“富贵于我如浮云”
孙亚赛

陈子谷——

“富贵于我如浮云”
孙亚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