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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回暖势头

“目前，我们酒店下半年的订单已经恢复到疫情
前的80%，相信这一复苏势头还将持续。”法国巴黎
国际大酒店董事总经理陈建斌表示，今年以来，法
国疫情管控趋缓，餐饮从业者看到了慢慢恢复繁荣
的希望。

“目前，我开办的中餐馆的客源恢复到疫情前的
70%左右。”英国伦敦 “米齐临”创始人兼董事长方
刚表示，由于英国政府放松了疫情防控限制，从今年
3月至今，英国大部分中餐馆的经营趋于健康稳定和
良性发展。“这两年，因为不能外出旅行，英国人的
钱包鼓起来了，增加了餐饮方面的支出。目前，英国
中餐馆的生意已基本恢复，欧美国家旅游团也开始逐
步恢复。”

翻看意大利“中华楼”中餐厅董事长何建锋的朋
友圈，人们一定会因为琳琅满目的中式美食图片而食
指大动。疫情发生以来，在朋友圈隔三岔五“晒”自
家餐馆烹饪的美食，已成为何建锋的习惯。“‘中华
楼’营业额目前恢复到疫情前的60%左右。这给了我
坚持把中餐馆做下去的信心。”何建锋表示，“现在，
在意大利罗马，随着旅游业回暖，中餐业一定能很快
迎来转机。”

虽然一些国家逐渐甚至全面放宽疫情防控限制，
但是不少中餐馆在防疫上依然不敢掉以轻心。

“现在，虽然法国的公共场合已经全面解除疫情
防控限制，但我们的服务人员还是会佩戴口罩和一次
性手套。”陈建斌表示，作为法国巴黎唐人街上最大
的中餐馆，我们的用餐环境比较宽敞，完全可以保障
合适的用餐间距，这给不少顾客就餐带来很大的安
全感。

除了中餐堂食，中餐外卖也在防疫上坚持一丝不
苟。何建锋表示：“现在，打包送餐比较多，我们比
过去更注重卫生和防疫。外卖员送餐全部佩戴口罩，
随身携带消毒酒精，全力保证餐食卫生健康。外卖打
包也严格按照政府规定，使用环保的打包餐盒。”

创新经营方式

“欢迎您的光临。”在第101届全美餐饮展的一个
展位上，几台造型别致的机器人服务员彬彬有礼，引
人驻足。除了热情欢迎顾客，在顾客完成扫码点餐
后，机器人服务员还会伴着美妙动听的音乐，将美味
可口的食物送到顾客的餐桌旁。这让参展的胡晓军备
感新奇。

“这是餐厅在实现智能化方面做出的最新探索。我
们餐厅将引入机器人服务员。”美中餐饮业联合会主席、
芝加哥中式快餐“老四川”创办人胡晓军介绍，机器人
服务员不仅将减轻员工的工作负荷，还将为餐厅吸引
大批回头客。过去几年，美国中餐遭遇物价飞涨、人工
成本增加、民众就餐方式改变、客流量波动大、供应链
断裂等困难，商家只能在不确定中艰难求生。时代在
发展，市场在变化。这既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
不少从业者在危机中积极调整经营方向和重点，根
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谋变，在坚持营业、稳定人气的同
时，摸索出更适合后疫情时代顾客需求的发展之道，
把危机变为机遇。

为了适应疫情常态化形势，海外中餐馆积极尝试
了分餐制、打包外卖、私人订制等经营方式，收获了
良好的效果。

“为了方便当地民众接受中餐，我们对中餐的制作
方法做了一些改良，比如，把汤饺改为煎饺，水煮鱼改
为煎鱼，把整条鱼改为去刺的切片鱼等。”何建锋介
绍，“疫情期间，餐馆增加户外用餐后，为了保证菜品
的口感和温度，我们用专门的保暖灯为菜品保温。”

“疫情彻底改变了英国餐饮业的业态。自2020年
以来，英国的几个外卖平台发展迅猛。”方刚去年在
一个工业区租了一个“厨房”，专门做外卖。和他在
一栋楼的还有 20 余家“厨房”：“我们一起共享冷
库、干货区和冷餐区。这两年，这种外卖‘厨房’
在英国遍地开花，伯明翰、爱丁堡和伦敦等地都有。这
种模式不仅减少了对店面、员工的依赖，也降低了经营
成本。”

随着餐饮业环境变化，餐饮从业者也随之调整观
念和经营方式。“只要外卖做出一定知名度，即使不开
门店，也能经营得很好。这改变了餐饮业的营销方
式。餐饮从业者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在社交平台上展示菜
品，增加外卖的销量。”对比堂食和外卖的差异，方刚表
示，“如果堂食，我们需要准备60多个菜品，现在只需要
精心准备更适合外卖的20个菜品即可。因此，用工和采
购成本减轻了很多。”

弘扬中餐文化

“新冠肺炎疫情对餐馆租赁的影响和带来的机
会”“政府纾困资金的申请和合理利用”“供应链如何
支撑中餐出海的雄心”“预制菜给餐饮业带来的变革
和发展前景”“科技创新对中餐可持续性发展的战略
意义”“北美餐饮智能化现状和未来”“中餐馆如何做
好形象策划和品牌宣传”……这些是美国中餐从业代
表在第五届美国中餐国际论坛上热烈讨论的话题。

胡晓军表示，未来，面对激烈的竞争，中餐业要
在开源节流和做好宣传上重点发力，要充分利用社交
媒体，将中餐文化发扬光大。

虽然面对疫情反复、通货膨胀、旅游市场疲乏
等严峻挑战，从业者依然对海外中餐业的发展前景
充满信心。

“因疫情防控和俄乌冲突，欧洲的食品价格普遍
上涨，我们餐厅也会调整价格，当地华人群体也能理
解和接受。”陈建斌说，“中餐美味、好看又实惠。对
很多海外侨胞而言，每一次节日聚会或者每一个人
生节点，都要选择到中餐厅摆宴席庆贺。在海外，
中餐一直是传播中华文化的绝佳窗口。未来，海外
中餐从业者应把好质量关，与时俱进，守正创新，
让中餐文化在世界绽放光彩。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
会了解中餐、爱上中餐，进而爱上中华文化。”

“中华饮食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味道是中餐的
根，文化是中餐的魂。如果我们把这两者更好地结合
起来，一定能俘获更多人的胃，温暖更多人的心。”
胡晓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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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的广西来宾市，深夜漆黑的
街道上，只有侨眷江倚文的店面还
亮着灯，她正在制作印尼风味蛋卷。
只见她的手在蒸汽升腾的锅中“起
舞”，麻利的身影穿梭于4个锅前，在
熟练的一盖一掀一卷中，冒着热气
的蛋卷新鲜出炉。

江倚文的母亲曾在印度尼西亚
生活，上世纪60年代回国，定居广西
来宾华侨农场。逢年过节，华侨农
场家家户户都要制作东南亚美食。
她从小就吃母亲做的九层糕、摇摇
花、绿馍等印尼特色糕点长大。

“小时候生活很艰难，没有烤
箱，母亲带着我就地取材，利用废
弃的油漆桶盖子、木炭来做烤饼。”
江倚文说，糕点是归侨的传统美
食，留存着归侨侨眷儿时最甜蜜的
回忆。

14 年前，继承母亲手艺的江倚
文决定以糕点开启创业之路。

为获取最佳食材，做出最地道
的印尼风味，她颇下了一番功夫。

“斑斓叶是做印尼糕点不可或缺的主
要食材，我花近两年时间在各地寻找
香气最浓烈的斑斓叶，不断地改进配
方，以确保做出来的糕点跟我在印尼
吃到的一样。”

江倚文先后6次前往印尼，在亲
属的帮助下“取经”当地地道美
食。“每天都在品尝美食的路上，拜
访数不清的小摊贩、有名气的糕点
店，旅途风景根本无暇顾及。”她还
曾因在印尼购买大量糕点模具，导
致乘机返回时行李超重，不得不额
外支付千元费用。

在遵循传统做法的基础上，为了
获得更多大众接受和喜爱，江倚文还
对糕点进行创新研发。以最具代表性
的印尼九层糕为例，她自创出巧克
力、榴莲、玫瑰等新口味。

广西是中国主要侨乡之一。江
倚文参加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
区举办的东南亚美食制作大赛，不
仅拿了奖，而且在参观品尝其他归
侨、侨眷制作美食的过程中，收获
颇丰。通过学习交流，她琢磨出其
他各类东南亚点心的做法，熟练制
作的糕点种类达到20多种，学会烹
饪泰国、印尼、越南等国家的多种菜品。

由于长期埋首制作糕点，江倚文落下不少“职业
病”——十指指纹几乎被磨平，手上也有明显的烫伤痕
迹。“我是一个‘糕点痴’，我对归侨美食太热爱了。”她摸
着自己的手指说，“虽然很辛苦，但每研究出一款新的美
食，内心的快乐无法用语言表达。”

从摆路边摊起家，到拥有自己的店铺，再到店面扩大
至两层楼，通过食客口口相传，江倚文的糕点不但在当地
逐渐受到欢迎，更吸引了各地的华侨华人慕名前来。江倚
文已经成为多个归侨微信群里知名的糕点师。广东陆丰华
侨农场和海宴华侨农场的归侨侨眷，直接通过导航找到她
的糕点店，一解记忆里的“乡愁”。

“我的糕点一直保持着最本真的口感，让从国外回来的
亲戚、朋友、同学，说吃到第一口糕点就能想起童年的味
道。”江倚文告诉记者，正是因为小时候条件艰苦，所以吃
到的糕点格外香甜，让人念念不忘。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糕点不仅自己吃，还会用来接待
客人和走亲访友。”每逢节庆，江倚文都十分忙碌，经常天
不亮就起床制作糕点，生意好时一天能有5000元营业额。
她的产品还在线上销售，最远的发货至美国。

在江倚文看来，一块小小的糕点不仅传递甜蜜，亦是侨
乡风俗文化的见证，更代表归侨坚韧乐观的精神传承。

（来源：中新网）

“作为一个在四川生活了27年的资
深侨商，我对巴蜀大地情感深厚，愿把
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讲给世界听，希望
能有更多的侨商了解这片广袤的土地，
来川寻觅发展新机。”中国侨商联合会
常务副会长、成都汇融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薛水和说。

一身得体西装，配上一条印满大熊
猫图案的领带，61岁的薛水和对四川的
喜爱溢于言表。站在办公室落地窗前眺
望远方，这位看起来精神抖擞的侨商脸
上挂着亲切的笑容。“近30年来，我亲眼
见证了四川的发展，一栋栋拔地而起的
高楼，一条条宽阔平整的大道，都是最生
动的证据。”

踏上创业之路

上世纪80年代，伴随吹遍中国大地
的改革开放春风，薛水和踏上创办实业
之路。凭借敢为人先的勇气和坚持不懈
的决心，他的事业发展基础日渐坚实。
1995年，因看好四川的发展前景和消费
市场规模，他带着旗下的龙旺食品进军
成都，与巴蜀大地结下不解之缘。

2007年，成都汇融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正式组建，如今已形成商业、食品、
金融三大核心产业群，下属业务涵盖资
产运营、物业服务等多个领域。作为侨
资企业，汇融集团将海内海外市场进行
有效连接，实现了资本、技术、人才、

管理等的高效融通。
回顾自己一路走来的历程，薛水和

感慨道，从改革开放到西部大开发，再
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新时代西
部大开发，自己是时代机遇红利的受益
者，唯有继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
四川、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多力
量，方能不负岁月。

践行社会责任

在薛水和看来，集团事业发展的每
一步都刻上了时代烙印，在企业不断成
长的同时，应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发挥
民营企业的力量。他连续10余年为“侨
心光明万里情”慈善活动捐款，在抗震
救灾、助学、助残、扶贫等多个领域献
力，截至目前，汇融集团已累计捐款数
千万元。

作为四川省政协委员，薛水和积极
参政议政，每年省两会，他都结合自身
专业领域与时事热点，建言献策，回应
民生关切；作为中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
会长、四川省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
会长，他热情组织、推动、参与各项涉
侨交流活动。

多来年，向世界讲好“四川故事”
是薛水和心中不变的情结。“地处西部
的四川资源富集，发展潜力强劲，在新
机遇不断叠加的新时代，对外开放程度
不断扩大，营商环境也日益优化。”说起

四川的优势，薛水和滔滔不绝，他笑道，
“衷心希望广大侨商能够关注四川，前来
寻觅机遇，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西
部建设贡献力量。”

牵线中澳交流

在澳大利亚发展多年的薛水和还致
力于推动中澳经贸文化交流。身兼澳大
利亚中华经贸文化交流促进会永远荣誉
主席、澳大利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荣
誉会长等职务，薛水和深感责任之重，
愿以己身之力搭建两国交流之桥梁。

2015年，他牵头在澳大利亚创办悉
尼中国新年灯会，将四川的自贡彩灯带
到海外，让海外民众共赏中国传统艺术
之美。每逢中国新春佳节之时，自贡彩
灯便会点亮当地，不仅让海外华侨华人
一解思乡之情，更让当地民众惊叹连连。

“其实海外对瑰丽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
以来都充满好奇和向往，希望借灯会这
一活动，深化海外对中国的了解，增进两
国民众友谊。”

在薛水和的办公室里，随处可见四
川元素。“大家都说成都是一座来了就
走不掉的城市，我也走不掉了，因为我
根本不想走。”薛水和笑道，作为一名

“老成都”，自己已经牢牢扎根在四川，
因为这里有包容友好的氛围和前景广阔
的机遇。

（来源：中新网）

日前，由美中餐饮业联合会主办的第
五届美国中餐国际论坛，亮相第101届
全美餐饮展。此次论坛的主题是“未雨
绸缪，迎接全球中餐发展新时代”，集聚
全美的中餐从业代表，共同探讨疫情之
后餐饮业复苏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及对策。

今年以来，随着一些国家放松疫情
防控限制，海外中餐业逐渐迎来复苏时
刻。然而，受疫情和通货膨胀等因素影
响，海外中餐业依然面临重重考验。面
对困难，海外中餐从业者创新经营方
式、积极应对挑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4位海外中餐从业者表示，他们对
中餐业的未来依然充满信心！

海外中餐业：我们对未来有信心
本报记者 贾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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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粽子迎端午侨 乡

新 貌

侨 乡

新 貌 5月25日，在广西柳州市融安县雅瑶乡章口村西古坡屯，壮
族群众在制作当地特色的五彩粽子，迎接传统节日端午节的到来。

▲图为学生们在学习包粽子。
▼图为煮熟的粽子。 谭克兴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