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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最新成果

6 月 9 日，金砖国家第十二次经贸
部长会议举行，各方一致同意加强数
字经济、贸易投资与可持续发展、供
应链、多边贸易体制等领域合作。金
砖经贸合作好消息不断，令南非华商
总会荣誉会长李新铸备感振奋。“在全
球经济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冲击的背
景下，金砖国家在关键经贸领域加强
合作，意义十分重大。”李新铸说。

近期，金砖国家工业部长会议、
文化部长会议、教育部长会议等先后
举办，五国部长级官员围绕工业、文
化、教育等领域合作深入交换意见，
达成广泛共识，并发布多份成果文
件。一系列积极信号令金砖国家的华
侨华人们如沐春风。

“工业部长会议提出促进产业数字
化转型、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等内
容，让我印象深刻。”巴西巴中经贸交
流中心董事长方激说。最近两年，方
激致力于将中国一家 B2B 电子商务服
务平台引入巴西，为两国制造业企业
加强合作牵线搭桥。“中国在数字经
济、新基建、新能源、高新技术等诸
多领域有丰富的发展经验。疫情发生
后，新型科技企业、平台企业等在巴
西也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巴两国
在金砖框架下的相关合作令人期待。”

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
吴昊长期深耕文化、教育领域的中俄
交流合作。“ 《落实金砖国家政府间
文化合作协定行动计划 （2022—2026
年）》、《第九届金砖国家教育部长会
议宣言》 等共识文件的发布鼓舞人
心。”吴昊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
次会晤官方网站已经成为他近期浏览
最多的网站之一。通过该网站，他时
刻关注此次会晤及金砖合作的重点方
向和议题。

印 度 中 国 商 会 副 会 长 陈 緂 注 意
到，“深化人文交流”被列为2022年金
砖合作的重点之一。“不同国家间的人
文交流与合作有助于加强政治互信和
经贸合作，这是我在海外多年的切身
感受。”陈緂说，华侨华人是民间交流
的重要使者，在促进民心相通、深化
友好互信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共享金色机遇

近年来，金砖合作不断拓展广度
和深度。身处金砖国家，不少华侨华
人有着难忘的“金砖记忆”，也持续分
享着巨大的“金色机遇”。

从 2014 年在巴西福塔莱萨参加金
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相关活动，
到 2017 年在中国厦门参加金砖国家领
导人第九次会晤相关活动，再到 2019
年作为侨胞代表在巴西利亚迎接前来
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的
习近平主席，方激穿梭于南北半球之
间，为中巴经贸合作奔走牵线，也一
次次见证金砖合作的高光时刻。

“中巴合作的轻轨、港口等基础设
施项目在金砖平台上签约落地。作为
项目的推动者之一，我深感自豪。”方
激说，中国连续 13 年是巴西第一大贸
易伙伴。不少巴西企业对中国市场兴

趣浓厚，中巴两国在农产品、矿产、
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前景
十分广阔。“配合金砖合作机制，我们
多次举办巴中企业交流活动，为两国
加强合作提供助力。”

在南非参加过金砖德班峰会、约
翰内斯堡峰会相关活动的李新铸，最
难 忘 怀 金 砖 合 作 的 “ 厦 门 时 间 ”。

“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在福建厦
门举行。作为福建籍华侨，我怀着无
比激动的心情回到家乡，见证了这场
多边合作的盛会。”李新铸说，加入

“金砖”让更多人认识南非、了解南

非。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约翰内斯堡
运营，对南非乃至整个非洲经济的发
展都有积极意义。以“金砖”、“一带
一路”等合作机制为纽带，南非民众
和企业对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十分认
可。在中非经贸领域奋斗打拼的海外
华商信心更大、底气更足。

2021年4月，金砖国家华侨华人创
新合作对接会在厦门举办，现场进行
12 个创新活动项目的签约，投资总额
48.3亿元人民币。作为参与此次对接会
的嘉宾之一，陈緂和其他华商代表一
起，还实地参观考察了厦门市软件园

三期、厦门自贸区等项目。“厦门以举
办金砖峰会为契机，推进金砖创新基
地建设，打造金砖合作桥头堡，为金
砖国家企业投资提供各方面的支持。
期待相关政策细节尽快落地，充分发
挥出厦门的区位优势。”陈緂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金砖框
架下的对话转移至线上，金砖合作展
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吴昊介绍，
2021 年 11 月，他参加了金砖国家第三
届国际城市论坛线上视频会议，讨论
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合作、中小企业
问题、医药创新发展等话题。会议期
间，多个金砖国家城市还建立起友好
关系。

搭建合作桥梁

继 2017 年后，今年中国再次担任
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中国期待各方
围绕“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共创全
球发展新时代”的主题，总结合作经
验，凝聚合作共识，规划合作蓝图。
对于金砖合作的未来，华侨华人充满
信心。

李新铸表示，金砖国家通过多年
务实合作，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倡导真
正的多边主义，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
供了一个合作与发展的平台。当前，
南非在复苏经济、稳定就业等问题上面
临严峻挑战。金砖合作机制将助力南非
发挥资源优势，吸引更多企业前来投
资，促进本国经济复苏。“华侨华人具有
联通中外的天然优势。我们应把握好金
砖机遇，为促进中南经贸、人文、科技等
领域交流合作作出更多贡献。”

“金砖国家由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组成，秉持开放、包容、合
作、共赢的合作伙伴精神，树立了多
边合作的典范，也为全球治理注入稳
定性和正能量。”吴昊表示，面对当前
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疫情持续蔓延等
挑战，中国在金砖舞台上倡导加强政
治互信和安全合作、同更多新兴市场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对话交流，着
眼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金砖合
作、“金砖+”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

“最近，以金砖系列活动举办为契机，
我们和来自印度、南非、巴西等金砖
国家的侨胞朋友加强了交流和沟通，
共同探讨建立金砖国家华侨华人社团
的可能性，为加强多国联动、寻求更
多发展机遇提供合作平台。”

陈緂所在的公司一直致力于为中
企“走出去”提供投资、运营等方面
的服务。“作为旅居印度多年的华商，
我对当地的法律法规、税收政策、营
商环境有着深入的了解，能够为中国
企业投资印度提供支持。”陈緂说，印
度人口众多，市场广阔，对中国产品
和技术的需求旺盛，中印在金砖机制
下加强经贸合作利好双方，期待未来
有更多相关利好消息。

举办巴中工商论坛、引入中国科
技企业、与中国高校合作开发远程中
文教育项目……方激马不停蹄，为巴
中经贸文化交流奔忙。“每年的金砖峰
会都能让我看到新商机。今年，我们
将在数字经济、远程教育等领域深挖
合作机遇。华侨华人不仅是中外经贸
往来的桥梁，还是促进民心相通的文
化使者。”方激说。

李清泉，原名李全回，1888
年出生于有着“十户人家九户
侨”之称的侨乡福建晋江，祖上
几辈人都“过番”到菲律宾谋
生，他的父亲还创办了自己的木
材公司。

李清泉童年时在家乡生活学
习，14 岁跟随父亲到菲律宾经
商。1907 年，19 岁的李清泉正式
接管了父亲的木材公司。李清泉
有着敏锐的商业嗅觉，抓住菲律
宾大力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契
机，大刀阔斧地扩展公司业务：
购买林地，投入大量资金购买机
器，组建多个木材公司，成立远
洋运输公司，打造完整的产业
链。他的生意蒸蒸日上，巅峰时
期 掌 控 了 菲 律 宾 80% 的 木 材 出
口。因此，李清泉被誉为菲律宾
的“木材大王”。此外，李清泉还
创办了菲律宾第一家华侨金融机
构——中兴银行，并创办在马尼
拉极富声望的华文报纸 《华侨商
报》和《新闽日报》。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
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无
数中华儿女积极投入抗日战争。李清泉也挺身而出，号召
菲律宾华侨奋起抗敌，为东北义勇军筹款，随后又组织成
立“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这是抗战全面爆发后，
东南亚最早出现的华侨抗日救国团体。李清泉担任主席，
并在各地成立分会，募捐筹款支援祖国。在李清泉的影响
下，他的夫人颜敕把华侨妇女组织起来，进行抗战宣传、
募捐等活动。1938年，颜敕还致函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给
八路军汇去部分募捐款。对此，朱德和彭德怀联名复函，
对海外华侨的爱国精神大加赞扬。

在日本帝国主义炮制“伪满洲国”、妄图分裂中国东北
三省之时，李清泉领导的马尼拉中华商会当即表明立场，
反对溥仪称帝。日本与伪满洲国签订协议之后，马尼拉中
华商会更是直接致电南京政府，要求出兵讨伐、收复东北。

1932年11月，在名将翁照垣的呼吁下，李清泉决定发
起航空救国运动，筹组“中国航空建设协会马尼拉分会”。
他率先垂范，出资捐助一架战斗侦察机。在他的带领下，
菲律宾华侨捐资购机15架。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李清泉两次致函陈嘉庚先生，建
议在东南亚组织筹赈总机关。1938 年 10 月，“南洋华侨筹
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 在新加坡成立，李
清泉被推选为副主席。在他的积极领导和发动下，菲律宾
华侨筹集了大量资金和物资，寄回祖国支援抗战。

由于为支援抗战四处奔波，患有糖尿病的李清泉病情
加重，不幸于 1940 年 10 月 27 日病逝于美国，年仅 52 岁。
弥留之际，他特别留下遗嘱，将10万美元资产捐给祖国抚
养难童，被后人称颂“至死不忘救国”。在李清泉遗嘱的影
响下，“祖国救助难童基金”成立。

1940年，李清泉的遗体运回菲律宾之际，5000名菲律
宾华侨集体到码头接灵。《菲律宾百科全书》也将李清泉的
事迹收录其中。

（泉州华侨革命历史博物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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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华侨华人讲述——

“金砖”成色足 侨胞收获多
本报记者 李嘉宝

中国是 2022 年金砖国家
主席国。近期，金砖框架下一
系列会议和活动接连举办，推
动金砖合作在多个领域取得重
要进展，为领导人会晤积累了
丰硕成果。金砖合作成色十

足，释放出更多“金色机遇”，
引发海外华侨华人热切关注。
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几位来自
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
金砖国家的华侨华人，请他们
讲述自己的“金砖”情缘。

◀2013 年 3
月，李新铸（右）
在南非德班参加
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五次会晤相关
活动期间留影。
（受访者供图）

▶ 2018 年
11月，吴昊（右）
接 受 俄 罗 斯 金
砖电视台采访，
谈 对 金 砖 五 国
合作的期待。
（受访者供图）

5月23日，金砖国家工业互联网与数字制造发展论坛在福建厦门举行。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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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成立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成立

近日，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揭牌仪式暨“百年
大变局下的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学术研讨会，在该校厦门校
区举行。福建省委统战部、福建省侨联等部门负责人共同为研究院
揭牌 （见上图）。

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作为华侨大学重点建设的科研机构
之一，是该校坚持以侨立校、为侨服务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新文科建
设与发展的创新探索。在当天举行的研讨会上，全国重点高校、科研院
所以及地方高校、研究机构的学者参加研讨，畅谈区域国别学的学科
建设，展望学科建设的未来和发展趋势。 （华侨大学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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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田市镇的田园里，农民忙
着采挖中药材元胡。近年来，仙居县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通

过“合作社+基地+农户”方式，引导农民“冬种药材，夏
种水稻”，以增加种植收入。 王华斌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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