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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韧劲十足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国民
经济运行数据显示，1—2 月份，中国经
济持续恢复，主要经济指标均有所回
升。其中，货物进出口总额 62044 亿元，
同比增长 13.3%；出口增长 13.6%，进口
增长 12.9%。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进出口额增长18.3%，对欧盟、东盟进
出口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稳”“韧”“强”是受访华侨华人
对这张经济“成绩单”的共同评价。

“ 在 全 球 疫 情 如 此 严 重 的 冲 击
下，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展示了中国
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活力，也体现了中
国宏观政策的力度。我们海外华侨华
人 对 中 国 经 济 发 展 的 前 景 充 满 信
心。”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永久
荣誉会长、巴西福星进出口有限公司
董事长尹楚平说。

身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尹楚平深
耕进出口贸易多年，致力于搭建中巴
商品往来的桥梁。他表示，尽管受到
疫情影响，中巴两国贸易依然运行良
好，成果丰硕。这得益于两国互利合
作的深厚基础，也充分说明了中国经
济恢复释放的市场潜力。“中国是实现
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巴双边贸易具
有广阔发展空间。中国积极扩大高水平
对外开放，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将助
力两国贸易持续增长。”尹楚平说。

泰国中华总商会副主席暨各行业
公会执行主任李桂雄，近期也直观感
受到中国经济恢复带给泰国的活力。

“去年，中泰双边贸易突破千亿美元大
关 ， 达 到 1312 亿 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33%。中国已连续 8年成为泰国最大贸
易伙伴和农产品出口市场。截至 2021
年底，中资企业在泰投资累计约100亿
美元，是泰国第二大投资来源国。面

对复杂而严峻的挑战，中国仍然是世
界经济复苏的引擎，为世界经济的稳
定提供了强有力的产业链、供应链和
价值链，在全球贸易与投资领域的国
际影响力日益凸显。”李桂雄说。

“在世界经济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
下，中国的经济表现十分优秀。未来
也有着强劲的发展空间。只要抓住这
个战略机遇期，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健
康高速增长、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可
能性就非常大。”全德华侨华人联合总
会荣誉会长冯定献说。

政策因素持续显效

中国经济实现“开门稳”，受访华侨
华人关注到政策因素发挥的积极效应。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
疫情散发等多重考验，中国经济稳定
恢复，除了得益于中国经济韧性足、
潜力大、空间广，还有3方面因素：一
是宏观政策发力，加大稳增长力度，
投资、消费、工业增长都出现积极变
化；二是 1—2 月份世界经济整体复
苏，带动了出口增长；三是春节假日
消费、冬奥消费带动。此外，侨企华
商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
投资、消费、进出口等各个领域都发
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在稳外贸、稳
外资、稳就业等方面贡献了力量。”中
国侨商联合会监事长施乾平说。

“中国经济增长加快、好于预期，
主要是稳增长政策效应显现，也有经
济内生动力持续恢复和一些短期因素
的影响。其中，中国严格精准的疫情
防控措施，最大限度保证了经济稳步
发展。人民群众积极配合政府的防疫
抗疫措施，也为经济恢复提供了有力
支持。”李桂雄认为。

加拿大中国 （友好） 和平统一促
进会会长王典奇对中国稳外贸举措有

切身感受。他表示，尽管存在经贸摩
擦，但随着近年来的有力调整及“双
循环”战略逐渐显现成效，中国和北
美地区经贸往来依旧保持向好势头。
近段时间以来，北美地区华商在诸多
领域与中国本土企业开展合作并达成
了系列成果，这既得益于中国稳健的
经济发展步伐，也与有力的政策支持
密切相关。其中，对华侨华人权益保
护的相关政策，让海外华商在中国投
资、开拓市场更安心。高效的通关效
率、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及实实在在的
减税降费政策等，让华商感受到贴心
服务，底气和信心更足。

“当前全球疫情扩散蔓延，地缘政
治冲突加剧，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较多，但在宏观政策发力和市场主体
努力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恢复好
于预期，为今年一季度开好局奠定了
坚实基础。这说明，中国经济韧性十
足，具有强大的抗风险能力，经得起
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的考验。”王
典奇说。

看好未来发展机遇

不久前，中国宣布 2022 年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 5.5%左右的预期目标。此
次公布的开年“成绩单”，让华侨华人
对中国经济全年增长态势信心倍增。

“今年中国经济实现良好开局，有
望为全球经济复苏进一步注入动力，
同时也将为海外华商创造更好的事业
发展条件。”尹楚平说。

“中国经济持续恢复，让我们对未
来更加期待。我们坚信中国有基础、
有条件、有能力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
标。”王典奇说，“对于我们华侨华人
而言，中国经济回稳向好意味着更多
的发展机遇。如今，中国是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是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

重要角色。中国推进高水平扩大开
放，意味着华商有机会为中外经贸往
来贡献自己的力量，也可以从中国自
信开放的发展中持续获益。”

施乾平认为，当前国际环境复杂
多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但得益
于中国能源供给方面有利条件及稳增
长政策对经济运行的保障力度，外部
不利影响能够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有稳增长政策的有力部署，有改
革开放 40 多年积累的成就和经验，有
14 亿人的巨大市场，中国经济发展的
前景依然光明。目前，中国各地大力
推动制造业发展，装备和高技术产业
的市场需求扩大。对于制造业领域的
侨企华商而言，加大技术改造投资、
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和智能化发展，正
当其时。”施乾平说。

冯定献表示，德国华侨华人多年
来见证了中德关系的发展和中德经贸
合作的密切往来。如今，中国连续第6
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德
双边贸易额在疫情中依旧创出新高。

“中德两国均具备强大经济基础且同为
‘一带一路’重要节点。未来，共建
‘一带一路’和中欧班列南线工程建设
将取得新的关键进展，为中德互利合
作持续创造重大机遇。德国华侨华人
将作为连接中德的桥梁，继续发挥自
身优势，带领中国企业‘走出去’，也
把德国企业‘请进来’，为促进中德经
贸发展发挥独特作用。”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多年来不断
深化、RCEP 协议正式生效带来区域经
济一体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东盟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升华、中国正加快构
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一系列
的利好政策和举措，让泰国华商享有更
多机遇。”李桂雄说，“我们要抓住中国
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良好契机，发挥所
长，为中外合作作出更大贡献。”

谭岚，原名谭琼瑶，1923 年 3
月生于广东开平，自幼跟随家人漂
泊至泰国。虽然身在异国他乡，父
母却总是告诉她：“我们的祖国是
中国，我们的家乡在广东。”谭岚自
幼就在心底埋下爱国、爱乡的种
子。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
北京卢沟桥发动“七七事变”，海
外华侨义愤填膺，各国华侨掀起支
援祖国抗日的浪潮。当时谭岚在泰
国中华中学读书，她积极参加支援
祖国抗日的活动，并从华侨老师邱
及那里听到：“祖国有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
支抗日的队伍，中国共产党为了劳
苦大众解放而浴血奋战！”谭岚心里
有了一盏引路明灯，她决心回到祖
国，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战场中去。

1938 年 7 月，15 岁的谭岚毅
然回到祖国。在香港，谭岚找到
了时任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
廖承志。在他的安排下，谭岚取
道广州，历经两个月坎坷，于
1938年9月抵达延安。

在延安，谭岚进入陕北公学
分校 45 队学习，继而进入西北青
年 干 部 培 训 班 学 习 。 1939 年 8
月，谭岚入伍，成为一名革命战
士。她办事认真，雷厉风行，受
到领导的重视。1946 年 5 月，谭

岚进入延安党校六部学习，成为延安联防军司令部政治处
宣教干事、陕南公学财经系副主任。

1949年8月之后，谭岚一直在军队任职，辗转政治宣传、
组织、后勤管理等多个部门，始终保持务实作风，并服从组织
调动，工作地涉及兰州军区、陕西省军区等地。在任军委总政
治部干事期间，谭岚分管全军干部档案建设，她工作严谨，多
次深入一线做调查，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

1960年5月，谭岚被授予中校军衔。鉴于谭岚曾参加过
晋察冀根据地反日寇大扫荡、保卫延安以及淮海、渡江等战
役，军队授予她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二级红
星功勋荣誉章。

1980年，谭岚在阔别亲人42年后，到泰国探亲。她对
母亲说：“我选择为国效劳之路，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共产
党才能救中国。看到祖国今天的繁荣，我无比骄傲。”

在泰国，谭岚牵线搭桥，宣介中国发展的光明前景，
引进侨资数百万美元。

2015年后，谭岚相继获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
年纪念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纪念章、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
2021年9月27日，谭岚在南京辞世。

（南通赤子情华侨图书馆供稿）

3月16日，是亚特兰大一起针对亚裔女性的恶性
枪击案一周年纪念日，在这起案件中，6名亚裔女性
被白人凶手枪杀。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说，去年
的亚特兰大枪击案迫使美国人“正视存在已久的反
亚裔情绪和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

然而，一年来，情况却并没有好转。据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纽约州扬克斯市警方近日表
示，一名亚裔女子遭到一名男子的袭击，她的头部
和面部被殴打超过 125 次，被脚踩 7 次，并遭到辱
骂。今年 1 月，纽约地铁站里，一名 40 岁的华裔女
子被陌生人推下铁轨，撞上了迎面驶来的地铁，不
幸身亡。2月，一名亚裔女子在返回公寓时被一名男
子尾随，之后在公寓内被刺了数十刀后身亡……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仇恨及极端
主义研究中心最新研究报告指出，美国各地仇恨亚
裔犯罪案 2021 年比 2020 年增 339%。其中，纽约市
2021 年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比 2020 年猛增了 361%，
旧金山飙升 567%。根据美国非营利机构“制止仇恨
亚太裔美国人组织”发布的研究报告，2020年3月19
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美国共发生1万多起针
对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的仇恨事件，大多数案
件针对的是女性，肢体攻击案件占16%。其中华裔遭
遇的仇恨案件占到总数的43%。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时至今日，19 世纪末出台的 《排华法案》 所体

现的种族主义仍影响着美国大众如何看待本国亚

裔。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背景下，美政客不断搅
动病毒溯源政治化，把亚裔推上了“替罪羊”的位置，
导致他们被殴打、被砍伤、被吐唾沫，甚至被杀害。

教育缺失是原因之一。“制止仇恨亚太裔美国人
组织”近期呼吁在美国国内加强关于亚裔历史的教
育，指出教育是反对种族主义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研究发现，大多数美国历史课程和教科书未能阐明
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群体的经历和身份的多样
性。相关教育的缺失使人们对该群体的刻板印象泛
滥，助长了反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的情绪。

某些政客和媒体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反亚
裔仇恨犯罪激增与美政客煽动种族主义情绪密切相
关。人类学和亚裔美国人研究教授朴启英表示，反
亚裔种族主义在美国根深蒂固，“美国主流媒体往往
不承认对亚裔的种族歧视”。美国亚裔在政治、社会和
文化上仍被视为“局外人”，极容易成为攻击对象。

法律法规的不到位也不容忽视。2021 年 5 月 20
日，为了打击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拜登签署了

《反新冠仇恨犯罪法》。然而，该法在打击种族主义
仇恨犯罪问题上存在有效性等局限。美国 《大西洋
月刊》 报道称，该法并未作出强制性的措施规定，
检察官由于拥有自行决定权，他们在处理潜在的仇
恨犯罪时，出于不同考虑经常不会以仇恨犯罪的罪
名指控相关嫌疑人。

根治反亚裔种族主义痼疾，美国不仅需要反思，
更需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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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反亚裔种族主义痼疾难除
 张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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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胞点赞中国经济开年“成绩单”
本报记者 林子涵

日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发
布中国经济开年新数据，引起
海外华侨华人高度关注。今年
1—2月，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好
于预期，工业生产和投资消费
增长加快，进出口增势良好，
积极变化明显增多。面对复杂
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疫情散
发等多重考验，中国经济韧性
强、潜力大、空间广，赢得华
侨华人一致点赞。

侨 界 关 注

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姜家镇将特色精品水果产业打造成龙源溪流域
的农业主导产业，建成了远近闻名的“十里水果长廊”，引进十余家主体种植水果
总面积超过1200亩，有枇杷、水蜜桃、黄桃、翠冠梨、巨峰葡萄、阳光玫瑰、提
子、猕猴桃、柑橘等品种，一年四季水果甜、春夏秋冬瓜果香。同时大力推广水
果采摘游，引进优质品种种植和培育，推广生态有机种植方式，推进农旅融合，
全面助推乡村振兴。图为3月21日，姜家镇双溪村孙家坞自然村，漫山遍野的桃
花缀满枝头，美不胜收。

余剑锋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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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淳安：桃花朵朵开

3 月 24 日 ，
在江西省石城县
古樟工业园，一
家纺织公司的生
产车间里，工人
正在忙碌。连日
来，该公司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开足马力赶
制订单，冲刺一
季度“开门红”。

温京燕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