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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
理中心等单位主办的首届中国美人鱼表
演赛，在海南三亚亚特兰蒂斯开赛，吸
引来自国内的共40余位选手参赛。

上图：首届中国美人鱼表演赛参赛
选手在比赛中。

下图：首届中国美人鱼表演赛现场。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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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中老贸易“新通道”

1990年，我随朋友一起到老挝旅行，
这次偶然的机会，让我与老挝结下不解之
缘。当时的老挝，刚实行“革新开放”不久，
全国仍然处于贫穷闭塞的状态。我印象很
深的是，在老挝首都万象，像样的马路屈指
可数，大部分都是坑坑洼洼的泥路。

出于商业敏感和好奇，我在老挝走走
看看，发现老挝市场与外界沟通很少，当
地市场货物紧缺、物价很高，只有少量商
品来自中国，但主要依靠边境贸易，品质
较差且价格很高。高企的物价，主要是由
于老挝是封闭落后的陆锁国，大量商品主
要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品牌，经由
泰国运输入境，层层转手，成本不断提
高，中间商从中抽利，最终到消费市场
上，价格居高不下。同样质量的产品，老
挝的市场价格可能是中国的好几倍。由
此，我开始考虑，能不能将中国沿海的优
质商品用更便捷的方式运到老挝销售？

经过一番调查和摸索，我发现，从中
国广东采购商品，通过海路运抵泰国，再
从泰国通过公路运抵老挝，这样既能利用
海运节约运输成本，又避开中国内陆边境
到老挝的崎岖山路，更加安全便捷。在当
时，这条贸易通道少有人尝试，我成了第
一批“吃螃蟹的人”。自行车、摩托车、
冰箱、空调、玻璃、地砖、灯饰……各色

各样的中国商品，经由这条“新通道”进
入老挝市场。由于中国商品质量过硬，价
格又远低于其他国家的商品，我们很快在
老挝一炮而红，打开了市场。我的事业就
此与“中国制造”一路同行。

受益于中老合作加深

在老挝站稳脚跟后，我的事业并非一
帆风顺。受全球经济走势影响，近 30 年
来，老挝经济形势一直起起伏伏。1997年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老挝货币基普大幅贬
值，经济遭受重创，国际贸易陷入停滞。
尽管我的生意主要以美元结算，受基普贬
值的影响较小，但金融危机对老挝国际贸
易造成重创，贸易风险大大增加，利润不
容乐观。我当机立断决定：转行！

当时，中国经济正处在蓬勃腾飞的阶
段。我参考中国发展经验，运用自己此前
读书、创业积累的建筑学专业知识和建筑
行业资源，转行进入老挝建筑业和房地产
行业。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老挝
经济再次跌入谷底。在老挝市场的起伏动
荡中，我一方面扩张在房地产行业的产业
规模，另一方面依托房地产行业，引进中
国的建材、机电、日用品等相关商品，事
业规模不断扩大。现在，我在老挝的酒
店、公寓、商业综合体等房地产领域都有
了一定规模的产业。如今想来，中国的发
展路径为我在老挝的事业发展方向提供了

重要指引，我能在老挝踩准时代节拍，离
不开“中国经验”。

随着中国与老挝外交关系、经贸往来
的日益密切，老挝民众对中国改革开放后
的飞速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国的发展
经验也越来越认同。2005年前后，我带着
几位老挝政府官员去上海考察，刚下飞
机，领队的政府官员就抓住我的手问：

“我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经历一番游
览，这位有过旅法经历的官员对中国的印
象彻底改变。亲眼见证了中国的蓬勃发
展，他们意识到必须加强与中国合作。多
年来，与我相熟的老挝朋友，有的与中国
的生意越做越大，有的把小孩送到中国读
大学，还有的常到中国游玩。中国与老挝
政治互信和多领域合作的不断加深，我们
是见证者，更是受益者。

搭乘中老铁路“顺风车”

2013年，中国正式提出“一带一路”
倡议。随着中国持续推进“一带一路”高
质量建设，中国与老挝的合作不断加深：
中国为老挝开发研制、成功发射“老挝一
号”通信卫星，中企在老挝第二大城市琅
勃拉邦重修机场，中老铁路顺利通车，中
老高速公路正在修建……在老挝，铁路、
高速公路、水电站、电网等大量基础设施
都是中国企业参与修建的。作为在老挝从
业多年的华侨，我开始忙碌于为中国企业

和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并运用多年积累的
行业资源，为中企在老挝的建设项目提供
服务，展开合作。

12月3日，中老铁路顺利通车。老挝
总理潘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老铁路
符合老挝人民的发展需要，将极大促进人
员和贸易往来，为老挝人民带来更多福
祉。这是老挝官方的积极表态，更反映了
老挝民众的心声。

中老铁路通车后，我太太和朋友一起
在老挝体验了一把中老铁路。我太太一路
上一直给我发照片，还在社交网络上频繁
更新自己“打卡”中老铁路的动态。她在
视频中和我说，“坐车就像飞一样”，开心
得不行。我想，这不是我太太独有的心
情。对于从未体验过现代化铁路的老挝民
众来说，中老铁路让他们体验现代交通的
快速便捷，更为他们勾画出未来美好生活
的无限可能。

最近，我一直在中国国内进行市场
调查和联络，希望能在西部省份寻找合
适机会，兴建物流仓，借由中老铁路，
开展中国西部省份与老挝间的国际贸
易。从昆明到老挝多地的铁路运输路径，
与从沿海城市出发、经泰国抵达老挝的海
运和公路运输路径相比，更加便利快捷。
30年前，我因为发现贸易“新通道”而在
老挝赚得“第一桶金”，30 年后的今天，
我满心期盼，借由中老铁路的崭新通道，
搭上中老铁路的“顺风车”，开启事业的

“第二春”！

老挝中华总商会会长姚宾：

见证中老友谊根深叶茂
本报记者 高 乔

沈阳新侨创新创业联盟成立

日前，由辽宁省沈阳市侨联主办、东北大
学、沈阳市侨商联合会承办的沈阳市侨联新侨
创新创业联盟（简称沈阳侨创联盟）正式成立。

沈阳新侨创新创业联盟是沈阳市侨联领导
下的，沈阳侨商企业、新侨专业人士、归国留
学人员和海内外侨胞自愿组成的工作平台。其
宗旨是搭建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政府的沟
通桥梁，促进联盟成员间的资源共享，实现交
流、合作、发展、共赢。目前联盟成员企业共
59家，包括28家科技创新企业、14家科技创新
团队，还有部分基金、财税、法律、咨询等服
务机构。

成立仪式上，沈阳侨联颁发了10家沈阳新
侨创新创业基地牌匾，发布《沈阳市侨联关于进
一步推动新侨创新创业工作的十条措施》，仪式
后还举办了“百位侨商展望2022创新创业论坛”。

（沈阳市侨联供稿）

旅荷华人艺术家李晓峰：

艺术助推中外文化交流
岳依桐

1990 年，在泰国经商的姚宾第一次来到老挝旅
行。贫穷闭塞，是他对老挝的第一印象。瞄准市场商
机，姚宾率先运用“中国广东——泰国——老挝”的
贸易通道，通过日用品、建材商品贸易，在老挝站稳
脚跟。在一次次市场动荡和行业挑战中，姚宾越挫越
勇，越做越强，日渐成为老挝最有实力的华商之一。

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中国与
老挝合作日益紧密，姚宾作为老挝中华总商会会长，
忙碌于为中国与老挝合作项目奔走牵线，事业再次跃
上新台阶。12月3日，中老铁路顺利开通，姚宾的新
事业也随之启程……以下是他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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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侨 情 乡 讯

“亲情中华”冬奥活动举行

本报电（记者贾平凡） 12月28日晚，由
中国侨联、北京冬奥组委对外联络部指导，
北京市侨联和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主办，北
京演艺集团承办，北京市政府侨办、首开集
团支持的“亲情中华 北京情思 走进冬奥 一
起向未来”冬奥主题活动举办。中国侨联、
北京市各相关单位领导，首都侨界代表人
士、抗疫贡献者、侨界先进人物、华商企业
家、归国留学人员、首都侨界群众及相关媒
体代表等 400 人一起在现场观看了演出。据
悉，该活动将于1月4日19时30分，通过抖
音、爱奇艺、B站、华人头条、随刻APP、国
教台等平台进行全球首播。

据悉，晚会分为“相约在冬季”“聚首在
北京”“一起向未来”3个篇章。此次活动旨
在掀起海内外侨界助力北京冬奥宣传的高
潮，推动海内外侨界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声音。

“亲情中华 北京情思 走进冬奥 一起向
未来”冬奥主题活动上，舞者正在表演杂技。

王晓溪摄

“荷兰是著名的鲜花王国，成都自古有‘芙蓉
城’的美称。花是艺术中永恒的主题之一。此次展览
展出了 40 幅关于花的画作，作品完成时间跨度近 30
年，希望能以花为媒，为推动荷兰和中国的文化交流
贡献力量。”谈及近日在四川成都举办的“异度花
园”个人艺术展，旅荷华人艺术家李晓峰表示，艺术
是助推中外民间文化交流的绝佳载体。

吸收东西方艺术养分

今年53岁的李晓峰在成都出生长大，毕业于中央
工艺美术学院。20世纪90年代初，他作为特邀艺术家
前往欧洲发展，并于 1993 年定居荷兰阿姆斯特丹。
2013年，李晓峰回到成都，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致
力于以艺术为桥，推动中外民间交流。

“刚到欧洲时，我才20岁出头，充满活力、冲劲
和好奇心，处于不断吸收艺术养分的阶段。”李晓峰
说。作为一名从中国走出去的荷兰籍艺术家，李晓峰
的艺术风格融合了东西方的文化元素。在他看来，艺
术风格的形成与艺术家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是一种
自然而然的过程。

打开西方看中国的窗口

在李晓峰看来，艺术是中外民间交流最轻松、最
自由的一种方式。“刚到荷兰时，我作品中的东方风
味非常浓，融入了木版年画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李晓峰回忆，1994年，他在阿姆斯特丹举办的首次个
展，就吸引了大量荷兰民众。“观展后，不少人都对
中国产生了好奇心，那时我意识到，艺术作品是西方
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扇重要窗口。”

此后，李晓峰将自己的作品作为载体，在荷兰不
断推广中国文化，并从画作出发，与荷兰民众进行交
流，宣传推广中国传统文化、悠久历史、特色民俗
等。“艺术是无国界的，通过艺术的方式促进国际交
流，能够破除一些偏见，让更多人了解真实的中国面
貌。”李晓峰说。

“我之所以选择回到成都，是想与故乡人分享我
的经历和感悟。”回到成都的8年里，李晓峰不断尝试
跨界，参与园林设计、文创设计等多个领域的创作工
作。对他而言，艺术来源于生活，最终还要融入生
活。他说：“我想把艺术从‘神坛’上请下来，更好
地走入民间、走入大众，也让更多中国民众了解欧洲
的文化艺术，从而深化中欧民众的相互了解，增进中
欧友谊。”

借非遗传播中国文化

李晓峰认为，艺术要应用起来，才更有价值。在
为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内的国际政要大厅设计背景墙
时，他运用了蜀锦和漆画的元素。他希望在公共艺
术、衍生产品等泛艺术领域深耕，通过不同的艺术形
式，让艺术下沉到生活中，从而让艺术在国际交流中
发挥更实在的作用。

对中国传统文化感情深厚的李晓峰，始终致力于
助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去”，他认为守正创
新是其中关键。“我们要提取非遗文化的精髓，并通
过当下的设计理念，为其赋予新的审美内涵。”李晓
峰说，当传统非遗变得更时尚，其国际化程度也会随
之提升，中国非遗将成为世界品味中国文化之美的重
要载体。

采访告一段落，李晓峰再次执起画笔，不断完善
面前画作的细节，他正在为即将到来的虎年创作生肖
图案，并希望通过文创跨界的方式，在全球更好地推
广中国传统文化。“明年是中荷建交50周年，我将继
续在艺术领域为助推两国民间交流贡献力量。”李晓
峰说。 （据中新网电）

工作中的李晓峰。 王 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