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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济华商陈灿言——

我事业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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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激发出创业灵感

我的祖籍是广东东莞。2009 年，我第一次来到斐
济。在这个位于南太平洋的美丽岛国，我见到了一种名
为诺丽果的热带水果，当地人说它有医用价值，富含多
种营养成分。我顿时来了兴趣。

在家乡时，我很喜欢品茶，对茶叶也有一定的研
究。诺丽叶能做成茶叶吗？我萌生了这个想法。我联系
了一些实验室进行检测，发现诺丽叶同样具有较高的营
养价值。2013年，我开始尝试研制诺丽茶。

中国是茶的故乡，是世界上最早发现、栽培茶树和
使用茶叶的国家。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具备成熟完备
的制茶技艺。要制茶，还得从中国找技术人才。于是，
我从国内聘请了专业的制茶师，针对诺丽叶的特点研发
全新的发酵技术和培育方式。经过一次次尝试后，诺丽
茶于2017年正式问世。

中国制茶技术和南太平洋的热带水果，就这样碰撞
出了神奇的火花。诺丽茶一经上市，就受到当地民众的
欢迎，在斐济各大免税店和五星级酒店均有销售，还曾
被斐济政府作为国礼赠送给其他国家领导人。

从诺丽茶起步，公司的产品链逐渐延长。如今，我
们已经研制出诺丽果汁、果干、精油皂等一系列衍生产
品，逐步站稳了脚跟，在国内外市场具有了一定的品牌
知名度。

我一直没有忘记自己事业的起点。中国茶激发了我
的创业灵感。在推介公司产品的同时，我注重向海外民
众介绍中国的茶文化。现在，我们致力于在斐济打造一
座茶文化体验馆，不仅推介斐济的诺丽茶，还会介绍中
国丰富的茶品种和悠久的茶历史，不仅设置免费品茶环
节，还会请参观者亲自体验制茶、烹茶的过程，让更多
外国友人了解、喜爱中国茶。

中国市场蕴藏无限机遇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公司的生产和销
售都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如何闯过难关？第三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如期而至，给我打开了机遇之窗。

去年 4 月，诺丽茶进入中国市场销售，但规模并不
大。几个月后，我带着公司的多款产品来到上海，首次

“打卡”进博会。那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每天都有上百位
客户来公司展位咨询，最终达成5份合作意向协议，签下
上百万美元大订单，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

更令人惊喜的是，参与第三届进博会后，公司在中
国市场的销售额增加了6倍。这让我深刻感受到进博会的
巨大影响力和中国市场的澎湃活力。我们决定扩大在斐济
种植诺丽果的面积，并毫不犹豫报名参与第四届进博会。

今年进博会上，我们和多家国内企业签订了合作备

忘录，并和一家位于海南的生物科技公司建立了长期合
作关系，又一次从进博会满载而归。对包括华商企业在
内的广大外企来说，进博会不仅是展示公司最新产品的
最佳舞台，还是企业间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我们有机
会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分享探讨今后的发展方向。

两次进博会之行，让我受益良多，也让我进一步坚
定了公司的发展思路：多元化研发优质产品，进一步开
拓中国市场。目前，我们已经和海南大学食品学院开展
相关科研合作，正在和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探讨合作方
案。此外，我们还和湖南一家化妆品企业达成合作协
议，计划联合研发、生产以诺丽果叶为原材料的面膜、
洗发水等。

海南是我看好的一片机遇热土，这里不仅有和斐济
相似的热带气候，还有极具吸引力的自贸港政策福利，
对诺丽果相关产品的研发及生产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
我们计划在海南建立研发中心和仓储加工基地，以便更
快、更好地完成中国市场的订单，同时辐射东南亚市
场，为公司的下一步发展打下根基。

为推动中斐合作尽一份力

在太平洋众多岛国中，斐济是最早与中国建交的国
家之一。中国援助斐济菌草技术项目惠及当地民众，成
为中斐农业合作的典范。2018年11月，中国与斐济签署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作为旅居斐济的华
商，我为这些合作成果备感振奋，对未来充满期待。

当前，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行高水平对外开
放，推动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未来，中国14亿人口以
及4亿中产阶级形成的强大消费市场优势，将为世界经济
的复苏发展带来机遇。作为海外华商，我们生逢其时，
更要把握好历史机遇，为中外经贸交流合作贡献更多

“侨力量”。
不久前，我在广州参加了第二届中国国际热带产业

博览会，这届展会以“健康与科学消费”为主题，来自
各国的企业代表、学者等人士交流热带农业领域的新产
品、新技术，带给我很多思考。

明年第五届进博会，我们一定会报名参加，还要进
一步扩大公司展位面积。初步计划是，除了诺丽果相关
产品外，我们会带来更多斐济农产品，并在展馆内布置
有南太平洋岛国特色的文化元素，在促进商业合作的同
时也推动文化交流。此外，我们还计划在斐济成立一所
针对热带作物的研究院，研究当地农产品实现产业化的
可能性，积极将更多斐济优质农产品带到中国市场。

现在，中国国内电商行业发展迅速。在这方面，我
们公司也在积极布局，一方面与平台主播合作，另一方
面也在企业内部培训“带货达人”，希望继续拓展中国市
场，带动斐济优秀人才来中国工作，为促进中斐友好合
作尽一份力。

再过不久，湖南省郴
州市桂阳县种植的广东菜
心即将迎来丰收。这些菜
心将通过郑振霖公司的销
售渠道，进入粤港澳大湾
区市场。

郑振霖曾在英国和东
南亚地区工作生活，近几
年回国创业。这个出生于
1989 年的小伙子将创业地
选在了农村地区。他与桂
阳县政府合作，在当地推
广广东菜心种植项目。

“我们致力于将闲置农
业土地综合使用，采取烟
叶、水稻、菜心轮番种植
的方式，变冬闲田为‘增
收田’。”郑振霖介绍，通
过发动桂阳县各乡镇合作
社及农户，利用烤烟育苗
大棚播种蔬菜苗，种植菜
心 5000 余亩，去年总产量
达 2500 万斤，年产值 6000
余万元人民币，带动 1500
余人就业增收。

这些年，郑振霖一直
扎根在农村。他创立的侨
丰发展控股 （广州） 有限
公司在以色列、缅甸、泰
国均设有办事处，致力于
将海外先进的农业技术引
进到中国。

“无论是过去的脱贫攻
坚战，还是当下正在大力
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中，
农业农村的发展都至关重
要。”郑振霖说。

不久前，郑振霖以广
东省吴川市覃巴镇人民政
府乡村振兴产业顾问的身份，和同事们历时近一个月，
走访调研覃巴镇147个村，梳理镇上的产业结构、产业分
布、重点农业和主打农产品发展情况，计划着力打造

“一镇一业”“一企驻一村”“一村一品”特色，重塑“造
血”功能。

“只有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起来，才能吸引
人才回乡，避免农村空心化，乡村产业才能兴旺。”郑振
霖说。目前，他还担任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新与创业联
盟乡村振兴项目开发部特邀专员，正聚集一批志同道合
的侨界青年，利用国际思维，结合乡村实践，打造全新
的农业发展图景。

郑振霖的故事并非个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侨青
回国、回乡创业，利用思维活跃、融通中外等优势，在
农村的广阔天地中大展拳脚。

受海外疫情持续蔓延影响，在海外经商十余年的陈
春平，这两年将事业重心放在家乡湖南。他在衡山拥有4
家连锁超市，并在当地农村探索实行“公司+合作社+农
户”模式，助农增收。

“侨界青年要秉承抱团发展理念，凝聚更多资源进入
优质领域。”陈春平携手同在海外经商多年的尹海军和肖
文波回国发展，投资领域涉及家居建材、农副产品开
发、城市综合体建设等多个领域。下月初，由他们三位
一起投资的永州蓝山国际商贸物流城项目即将签约，总
投资额达8亿元。

泰中侨商联合会副会长朱俊诚是一位“85后”，在泰
国打拼逾10年，现已是泰国巴真乳胶有限公司董事长。
他将泰国乳胶产品、原料输送到中国的同时，也把中国
的机械设备等出口到泰国。

最近，朱俊诚忙着在家乡湖南郴州看土地，准备办
厂，生产高端高精密机械部件。“国内营商环境越来越
好，各级政府都有扶持企业的政策。”朱俊诚说，随着中
国率先走出疫情影响，经济发展的韧性、活力更加凸
显，侨界青年可以抓住机遇，回乡多作贡献。

（据中新社电）

冬日的广西柳州市柳城华侨农场里，漫山遍野的蜜
桔压弯果树枝头，工人们穿梭在山头间分拣，一幅丰收
的画卷徐徐铺展。这个广西最主要的归侨安置点，已从
荒山野岭变为“亿元村”。归侨们通过发展“甜蜜事
业”，过上了有车有房的幸福生活。

越南归侨黄日喜见证了华侨农场的变迁。1978年，7
岁的黄日喜跟随父母从越南回到中国，来到柳城华侨农
场。黄日喜回忆说：“当时，华侨农场还没有种植蜜桔，
远远望去都是荒山。我们就住在简易棚搭建起来的房子
里，四面透风。”

为安置大批越南、印尼归侨，华侨农场带领数千名
归侨开始尝试发展蜜桔种植业，引进南丰蜜桔品种。小
时后，黄日喜放学回家会帮父母打理果树。他记得：

“1984年，我们村里就有归侨靠着种果变成万元户，那时
候外面的人都羡慕我们。”

黄日喜成年后，也选择投身蜜桔产业。2002年，华
侨农场进行改制。蜜桔种植从依靠农场经营投资变为由
果农自负盈亏，农场将果树转让给归侨们管理。黄日喜
表示：“改制后，归侨们的积极性更高了。”

黄日喜对蜜桔产业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他持续加大
资金投入。“想着多租一些地，扩大果树种植面积。”目
前，黄日喜共种植有 27 亩蜜桔，年产值达 20 万元人民
币。依靠果地收入，黄日喜购买了大房子和一辆小汽车。

经过多次品种升级，华侨农场种植的“柳城蜜桔”
已成为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11月以来，华侨农场蜜
桔收购点热闹非凡，一车车蜜桔从田中运往各地，还

“漂洋过海”远销东南亚、俄罗斯等国家。“每年40%的蜜
桔出口海外，大约有3万多吨。”黄日喜说。

“柳城蜜桔”带旺的不只是黄日喜的生活。越南归侨
杨亚养从2007年开始研究精品果种植。如今，他种了20
余亩蜜桔，年收入10余万元。依靠蜜桔，杨亚养也盖起

了楼房，购买了私家车。
据柳城华侨农场管理区农业服务中心主任翟珍生介

绍：“目前，柳城华侨农场管理区种植蜜桔约一万两千
亩，种植户约950户，其中归侨比例约有60%。今年农场
蜜桔产量近3万吨，产值近1亿元。”日前，柳城华侨农
场被认定为2021年中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

“生活越过越好，不仅有房有车，还能和父母兄妹生
活在一起。”谈起现在的生活，黄日喜很满足。逢年过
节，华侨农场还会举办归侨美食节、春节联欢晚会等活
动，丰富归侨侨眷的文化生活。

广西是中国华侨农林场面积最大的省份。20世纪50
年代到70年代，广西先后设置22个华侨农场，共安置来自
印尼、越南、泰国等10多个国家的归侨18万人。

（据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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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斐济诺丽茶有限公司董事
长陈灿言的“中国行程”满满当当。
从第十七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
会，到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再到第二届国际热带产业博览会，他
在广州、上海等多个城市间奔走。推
介产品、签订合同、结交朋友……陈

灿言忙碌不停，收获颇丰。
从引入中国制茶技术在异国他乡

创业，到深耕中国市场获得发展机
遇，回顾一路走来的历程，陈灿言由
衷感叹：“我事业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
开祖国！”

以下是他的自述。

左图：2020 年 11 月，陈灿言在上海第三届进博
会现场。

上图：2021 年 11 月，第二届国际热带产业博览
会上，陈灿言公司展位。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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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柳城华侨农场里，黄日喜在摘剪蜜桔。

从今年8月底开始，浙江省舟山
市岱山官山大桥缆、吊系统进入维
修，并首次应用国内外较为先进的

“OTC 钢 结 构 氧 化 聚 合 型 包 覆 技
术”，经过3个月的施工，官山大桥
缆、吊系统重焕异彩。

右图：11月28日，养护工人在
岱山官山大桥上为主缆作最后一个
施工段的除污涂装。

下图：岱山官山大桥风光。
姚 峰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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