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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共享 合作共赢

“RCEP 是什么？在准备联盟成立
相关事宜的时候，我们商会的秘书长这
样问我。我很惊讶。后来我才意识到，
我们商会有 1000 多名会员，可能有多
达80%的人并不真正了解RCEP究竟能
带来什么机遇。”印尼安徽商会会长何
涛说，“除了新加坡，东盟其他国家的
很多侨商可能习惯于闷头做生意，对各
种政策的了解不够及时深入。所以，对我
们而言，联盟是一个非常好的信息平台。
在这里，我们能分享对 RCEP 相关政策
的解读。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解读之后，
大家就会明白，RCEP 不仅有利于我们
在中国做生意，在 RCEP 的其他国家也
能享受到诸多优惠。”

“今年 1 月 1 日，RCE 正式生效。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
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
为区域内成员国开放发展、加强经贸合
作创造了历史性机遇。”安徽省侨联副主
席杨冰介绍，“RCEP成员国皖籍侨团建
设完善且连片，侨的资源密集、联系广
泛、实力雄厚。侨联组织作为联通海内
外侨界人士的桥梁和纽带，在助力侨胞
参与 RCEP 建设、抢抓 RCEP 机遇方面
具有天然的优势和基础。为此，安徽省侨
联发起成立RCEP 国家皖籍侨团联盟，
并推动签订战略框架协议，从而促进地
方政府间和侨团间务实合作。联盟的特
点是开放互动、平等互利、资源共享、
合作共赢，旨在为联盟成员之间建立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侨团在有关国家和
地区开展商贸活动及交流合作提供便利

和协助，推动安徽与 RCEP 国家政府
与民间务实合作。”

柬埔寨安徽总商会会长刘忍说：
“海外侨商要积极借助 RCEP 实施的大
好机遇，发挥侨胞在住在国的人脉、资
金优势，融入住在国主流社会，支持家
乡经济发展建设，促进安徽和住在国经
贸文化交流，在推动安徽高质量发展进
程中成就一番事业。联盟让我们前进的
方向更加清晰了。”

汇聚“侨力”形成合力

“RCEP 生效，对区域内国家的广
大皖籍侨胞而言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
息。RCEP 涵盖众多领域的开放安排，
其中关税减让是海外华商关注的重点内
容。协定生效后，已核准成员之间90%
以上的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税。关
税降低及海关程序优化能有效降低企业
的成本，我们的产品可以更便捷地进入
RCEP 成员国市场，企业的市场更大、
发展空间更为广阔。同时，RCEP更透
明、更统一、更可预测的贸易规则也会
有效减少企业经营的不确定风险。”在
柬埔寨深耕22年的刘忍被推选为RCEP
国家皖籍侨团联盟首任召集人，“作为
首任召集人，我的任期是 2 年。我相
信，联盟必将推动柬埔寨安徽总商会与
RCEP 其他成员国侨团之间的协同合
作、互利互补，促进全方位、立体化、
多节点的国际化产供销网络的形成，助
力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同时推动安徽省向着更加国际化、创新
化、高质化、可持续发展化的方向转
变，增强其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

优势，助力安徽实现科技创新策源地、
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和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这‘三地一
区’的目标。”

“地域经济框架通常都着眼于产业
链的维护与发展以及关税的降低与通
畅。RCEP也不例外。对于在日皖籍侨
胞来讲，正式生效的RCEP将让产业链
坚韧化、多元化、持久化，导向作用更
加明晰。”日本徽商协会会长吴晓乐
说，“RCEP 国家皖籍侨团联盟具有跨
地域、多元性、聚焦经济的特点。它把
海外的侨‘点’做了新链接，形成一条
新主线，从而汇聚海外侨‘力’，形成
新合力。而且，它为海外皖籍侨胞参与
国家‘双循环’战略构建了新渠道，大
家出力有点可落，前行有路可走。”

“RCEP 协定带来广阔市场和巨大
机遇，有利于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
新局。我们希望联盟能够发挥平台集聚
作用，助力侨胞抢抓机遇，推动成员之
间团结合作，发挥侨胞在住在国的人才、
人脉、资金优势，主动融入住在国建设发
展，在互惠互助中加深情谊。同时，推动
侨胞积极参与家乡建设，助力安徽省‘双
招双引’，争做推动安徽高质量发展的生
力军，为联盟企业走出去积极牵线搭桥，
为安徽参与 RCEP 建设、融入国内国际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贡献力量。”杨冰说。

紧密互动 共同努力

杨冰指出：“联盟需要建立和完善
制度体系，提高组织内部管理制度化、
规范化、科学化的水平；研究制定联盟
中长期发展规划，加强顶层设计，体现

特点、突出优势、立足长远，将联盟发
展与安徽经济发展紧密结合、与对外开
放事业发展紧密结合、与侨胞自身事业
发展紧密结合。”

“联盟是创新，接下来的落实更重
要。践行的过程肯定需要摸索，需要不
断总结经验。我期待联盟能够不断完
善。这不仅需要侨力的汇合，还需要侨
智的贡献和侨脉的拓展。我期待，通过
大家的努力，联盟能展现出皖籍侨胞在
国际多边合作中的作用，闯出一条新
路。”吴晓乐说。

作为首任召集人，刘忍深感责任重
大。据他介绍，接下来，联盟的主要任
务包括：第一，做好成员之间的沟通与
交流。联盟秉承互惠互利共享共赢的发
展方针，将组织会员企业间的走访，增
进相互了解，挖掘资源优势，促进帮扶
协作发展。同时，组织开展更多层面的
论坛、讲座，让会员掌握最新经济政策
和动态信息，促进自身实力提升，共同
发展。第二，努力扩大侨团的实力和影
响力。深入发掘海外新成员，同时加强
与国内外皖籍社团的联络，助力“一带一
路”和安徽省“双招双引”，为会员多样发
展提供更好的平台和渠道。第三，发挥联
盟作为会员企业与政府间沟通的桥梁作
用。帮助会员更深入了解政府政策，把会
员诉求反馈给政府，配合政府为会员企
业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为皖籍侨团谋
福祉办实事，广泛汇聚侨团智慧和力量，
讲好安徽故事，传递好安徽声音。

“联盟的发展需要国内部门的带
动、召集人的统筹以及成员的紧密互
动。目前，我们商会成员都已经知道了联
盟成立的消息，接下来需要大家共同努
力。”何涛说，“路，走着走着就成了。”

诗词鼓曲唱和端午节

本报电（杨晖） 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侨联、天津
海外联谊会、天津市侨办、天津市侨联、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特举
办“亲情中华·鱼龙百戏：当诗词遇上鼓曲——2022年端午节电视
文化公益活动”（见下图）。以经典培根，以文化铸魂，以同心筑
梦，该活动旨在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凝聚踔厉前行力量。

“当诗词遇上鼓曲”是一个内容新颖、以二十四节气和传统节
日为主要内容的诗词和岔曲的唱和之作。该片由海河传媒中心主
持人赵巍等人诵读《端午》《芒种》《小暑》《夏至》《立秋》五首
诗词作品，由单弦名家刘秀梅等人演唱岔曲作品，旋律优美，声
情并茂。本次电视公益活动还特邀唱和作品的词曲作者和南开大
学知名学者现场分享《当诗词遇上鼓曲》的创作理念。

此外，中国古典诗词专家、天津侨联高级顾问叶嘉莹先生通过
视频送上端午祝福，她的诗词《水云谣》也在公益片中展示。该片由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视协与天视文艺频道录制，端午节当天在天
津电视台文艺频道播出，并由天津侨联向海外各华文媒体推送。

钟若潮 1911 年出生于广东梅
县的一个贫困家庭。他15岁前往
暹罗 （泰国） 谋生，从事理发行
业。工作之余，他积极参加暹罗
工人书报社，刻苦学习文化知识。

从 1934 年开始，钟若潮在暹
罗进步思想的影响下，阅读了

《大众哲学》《社会学概论》 以及
不少左派作家的文学著作，提高
了思想政治觉悟，对共产主义有
了初步认识。1935 年，他参加暹
共外围组织——“暹罗反帝大同
盟”，并于 1936 年加入暹罗共产
党，先后担任一个地区的支部书
记和负责交通站及理发行业工会
的领导工作。1937 年 7 月，抗日
战争全面爆发，不少爱国侨胞纷
纷回国。在这种形势下，钟若潮
和妻子王丽、弟弟钟育民一起，
于1938 年冬回到香港，同八路军
驻香港办事处取得联系，并参加
了香港惠阳青年会回乡救亡工作
团，回到东江敌后，投身抗日救
亡活动，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 年春，东江华侨回乡服
务团 （简称“东团”） 成立后，
钟若潮参加了该组织，任增龙队
副队长兼福和区工作组组长，活
动于增城腊布、竹坑一带。他率
领工作组深入群众，宣传抗日，

组织起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办起了3所农民夜校，并以
此为阵地，采取唱歌、演戏、讲演等形式宣传抗日救国。

1940 年春，东团被迫解散后，钟若潮和其他同志在增
（城）龙（门）博（罗）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深入沦陷区福和
一带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42年秋，钟若潮改名李中，调到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第三大队黄布中队任政治指导员。他
到任后，紧紧团结和依靠党支部一班人，发挥党支部的战斗
堡垒作用，对队员进行革命形势、革命前途和共产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的教育。他广泛地同战士们谈心，同时言传身教，
处处以身作则：发鞋时，先发给其他战士，自己打草鞋穿；
行军时，帮助体弱的战士扛枪、背米袋；关心生病负伤的战
士，经常把饭菜送到病号面前……他同干部、战士打成一
片，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他们的心坎里。

钟若潮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政工干部，还是一位机智勇敢
的指挥员。他到部队后，先后参加几十次大小战斗。1943年
12月2日，东江纵队成立。1944年5月初，东江纵队集中在东
莞梅塘地区整训，司令部驻在梅塘马山下的龙见田村。5月8
日拂晓，大雾漫天，日军加藤大队从樟木头方向出动400余
人，配备炮兵和骑兵，向梅塘一带奔袭而来，妄图一举消灭
东纵领导机关。钟若潮受命率独立中队一个排抢占马山制高
点，掩护司令部转移。在争夺马山制高点中，他们同敌人展
开了激烈的战斗。钟若潮率领战士们首先登上马山，占领了
制高点，压制住敌人火力，并接连粉碎敌人的6次冲锋，坚守
住阵地，保证了东纵领导机关的安全转移。这一仗打得异常
壮烈，30多名战士战死疆场，钟若潮也不幸中弹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梅塘人民特地为马山战斗的烈士树立了
纪念碑，并在昔日被战火烧得光秃秃的马山上栽上了青松，
以表达对钟若潮等抗日烈士的无限崇敬和怀念。

（广东华侨博物馆供稿）

正值端午佳节，粽叶飘香，除了传
统的红枣、豆沙、蛋黄等馅料，具有浓
浓南洋风味的娘惹粽也出现在昆明人的
餐桌上。“端午节前夕，我们手工制作
的 2000 多个娘惹粽已经在网上售罄。”
在云南昆明翠湖旁，马来西亚华人温贵
新表示，希望以美食为媒，促进马滇两
地的民间交流和民心相通，发掘饮食文
化中的“南洋传统中国根”。

温贵新来自被称为马来西亚“南方
门户”的新山市，从小接受华文教育的
他已经在中国生活了 14 年。如今，他
能熟练运用昆明话、傣族话等地方语
言，是朋友口中的“老昆明人”，对云
南的一众特色美食更是如数家珍。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之
一。据温贵新介绍，在马来西亚，许多
华侨华人依旧保持着中华文化的传统，
在端午节会包粽子、划龙舟。

最受马来西亚人喜爱的是娘惹粽、

咸肉粽和碱水粽。温贵新说，不同于中国
传统粽子，娘惹粽中会加入芫荽籽和白
胡椒粒制成的香料粉，配以板栗和满满
的肉馅，一部分糯米经由蝶豆花染色，淡
蓝色的外表非常独特。此外，娘惹粽会使
用香兰叶包裹，使之香味层次更加丰富。

今年是温贵新第二年在中国销售娘
惹粽，“通过第一年的试吃，娘惹粽的
正宗风味受到很多在华马来西亚人的认
可，在中国食客中的名气也逐步提升。”

马来西亚“融合美食”为何能受到
中国食客欢迎？在温贵新看来，饮食文
化的相似性是原因之一。“受明朝郑和
下西洋的影响，马来西亚形成了‘峇峇

娘惹’的文化，不仅是饮食，当地的建
筑风格、家用器具等也和中国相似。”
温贵新介绍，过去华侨华人“下南洋”
谋生，用马来西亚食材创新出既有中国
元素、又有当地风味的南洋传统味道，

“我将这种饮食文化特点概括为‘南洋
传统中国根’”。

“民以食为天，饮食文化能拉近马
中两国民间交流。让云南‘老乡’吃到
马来西亚美食，是我一直以来的愿
望。”2018年，温贵新将马来西亚“南
洋顺发肉骨茶”第一家海外分店开在了
昆明，让民众品尝浓郁的“侨味”。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温贵新开始

研发生产东南亚酱料及各种小吃等预包
装食品，在“微店”中售卖斑斓咖椰酱、马
来西亚叁巴酱以及各式娘惹美食。

近几年，川菜、湘菜在马来西亚受到
年轻一代欢迎。“云南世居26个民族，每
个民族独有的饮食文化风情各异，使得
滇菜非常多元。”温贵新想要填补云南菜
在马来西亚的空白，并将云南美食及其
背后的故事带到马来西亚。

温贵新认为，云南正在建设中国面
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不仅在地理
位置上承担重要角色，更需要在文化上
连接周边国家人民。“早起在马来西亚吃
早餐，宵夜在昆明吃烧烤，是很多马来西
亚人对泛亚铁路的美好期待。”如今，中
老铁路已经开通运行，温贵新表示，“现
在正是云南‘山珍’野生菌上市的季节，
希望有一天在云南新鲜采摘的野生菌也
能乘着列车送到马来西亚人的餐桌上。”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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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籍侨团抢抓RCEP机遇
本报记者 张 红

皖籍侨团抢抓RCEP机遇
本报记者 张 红

近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国家皖籍侨
团联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订
仪式举行，标志着RCEP国家皖
籍侨团联盟正式成立。该联盟
由安徽省侨联发起，RCEP国家
15位皖籍侨团负责人在各会场
同步签订框架协议。

侨 界 关 注侨 界 关 注

娘惹粽飘香昆明城
罗 婕

端午假期，游客来到浙江省丽水
市景宁畲族自治县乡村游玩，零距离
感受当地绿水青山和畲族风情的魅
力。图为6月4日，游客在大均乡大均
村体验畲族迎宾舞蹈。

李肃人摄（人民视觉）

端午畲乡游

侨 乡 新 貌侨 乡 新 貌

为推动双边经贸合
作，中国商务部、中国驻柬
埔寨大使馆、柬埔寨商业
部、柬埔寨发展理事会 5
月18日共同主办以“同享
发展机遇、共创区域繁荣”
为主题的 2022 中国—柬
埔寨贸易投资洽谈会。活
动在北京、金边两地分设
会场，采取线上线下相结
合方式举行，两国参会企
业达 300 余家，线上线下
参会逾千人。图为在柬埔
寨金边拍摄的洽谈会上展
示的蜂蜜。
批 隆摄（新华社发）

侨 情 乡 讯侨 情 乡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