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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桑巴王国”结缘

1987年，我高中毕业，决定和姐姐
去看看世界。父亲向我们推荐了巴西，
说那是一个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国
家，有神秘的亚马孙雨林、激情澎湃的
嘉年华狂欢派对，还是著名的“桑巴王
国”。听了父亲的介绍，我对巴西充满
好奇，将这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家选为出
国旅行的第一个目的地。

那趟旅行，我和姐姐经过近40个小
时的旅程，终于抵达巴西，并在那里深
度游玩了半年，“解锁”了一个全新的国
家。除了新鲜感之外，我还意外地在巴
西找到一份亲切感。一位当地的华人朋
友带我们游览了圣保罗的东方街，那是
华侨华人的聚集地，随处可见中餐厅、
中国商铺和中文招牌。当时，已有不少
华侨华人在巴西工作、生活。

没想到，此后，我的人生与巴西紧
紧连在一起。1989 年，我再次来到巴
西，在此定居，组建了家庭，并有了两
个可爱的女儿。

1998年，我抓住巴西实行开放贸易
政策的机会，开始创业，将中国制造的
教学设备和医疗设备引进巴西市场。起
步并不容易。在此之前，欧洲品牌已在
巴西深耕多年。如何让巴西客户信任并
接纳相对陌生的中国产品？

虽然困难很多，但我始终充满信
心。一方面，我看到了巴西市场的巨大
需求；另一方面，我知道中国产品的品
质并不输于欧洲品牌，且性价比高，更

具竞争力。我付出了大量努力，在中国
寻找优秀的工厂和供应商，靠品质树立
口碑；在巴西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以
诚信赢得信赖。最终，我用差不多10年
时间，打开了巴西市场，获得了当地客
户的认可。

从2009年开始，我在经营自己的生
意之外，还参加了巴西华侨华人组织的
贸促会，经常接待来自中国的商贸团
体。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中国与巴西
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侨胞在其
中施展身手的舞台十分广阔。如何发挥
自身作用，推动中巴经贸合作？这成为
我思考的一个新问题。

为经贸合作架桥

2013年前后，随着中国与巴西合作
不断深化，大批中国企业来到巴西投资
发展。粗略统计，当时有近200家大型
央企、国企在巴西设立办事处或分公
司。新挑战随之而来。中国与巴西在社
会文化、市场环境等众多领域存在巨大
差异，许多中国企业初来乍到，有些

“水土不服”。
就在那时，时任圣保罗州州长荣·道

里向我发来一份邀请函，请我参加巴西
精英企业家联合会，担任联合会中国区
主席，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进入巴西市
场并与巴西企业交流合作。我欣然答
允。巴西精英企业家联合会是巴西本地
的一家商业协会，我希望能在华侨华人
的圈子之外，通过更多渠道帮助中国企
业深度融入巴西社会。为了更有组织性

地推进中巴经贸合作，我还成立了巴中
经贸交流中心，聘请律师、会计师等一
批工作人员，推动具体合作项目。

从那之后，我和巴中经贸交流中心的
同事们根据中国企业在巴西的发展状况
及需要，做了大量工作。比如，考虑到在
巴中国企业日常缺乏互动平台，我们便连
续举办多届巴中工商论坛，邀请基础设
施、能源、贸易、文化等各领域的百余家企
业齐聚一堂，交流探讨，共同寻找在巴西
的发展机遇。我们还积极帮助中国企业
对接当地政府部门，拓展合作机会。东西
铁路项目、南部港口项目、巴明矿山开采
项目、拉兰吉罗柴油电站项目……在我们
的穿针引线之下，一项项合作落地开花，
为中巴经贸关系更加密切助力。

常来常往才能加深感情。我们还多
次邀请巴西巴伊亚州州长等官员到中国
访问，更加直观、全面地了解中国。通
过实地走访，他们不仅亲眼看见中国日
益增强的经济实力，还切身感受到中国
人民的善良友好，这让他们相信可以在
中国找到真正的合作伙伴。

“请微笑，来到巴伊亚吧！”巴伊亚州
政府副州长约翰·菲利普曾在第四届中
拉基础设施合作论坛上，用这句当地俗
语来表达巴西对中国企业的欢迎与期
待。我很欣慰，我们的努力收获了美好
的果实。

促中巴民心走近

近些年，在经贸领域之外，我还热
衷于推动中巴民众在文化、体育等领域

的交流互动。从2017年开始，我与家乡
江苏省的相关部门合作，邀请多批爱好
足球的中国青少年，到巴西参加短期足
球培训。在巴西，这些青少年们不仅跟
着足球教练学习技术技巧，而且近距离
感受“桑巴王国”浓郁的足球文化氛围，
对巴西有了更多了解。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国际人员
往来受阻，我便探索如何在线上继续推
动中巴双边民间互动。我注意到，随着
中巴往来日益密切，在巴西投资的中国
企业越来越多，巴西民众学习中文的需
求和热情明显提升。2020年，我们巴中
经贸交流中心与江苏省内多所高校合
作，推出了中文远程教育课程，向巴西
职业人士教授中文和中华文化，受到热
烈欢迎。接下来，我们还将在教育领域
推进更多新项目。

文化交流十分重要，可以拉近中巴
民众之间的距离，让彼此产生更多亲近
感，也可以让中巴各领域的合作之路走
得更宽广、更长远。我想，如果一名巴
西年轻人熟悉并喜爱中华文化，对中国
心怀好感，那么他在未来选择合作伙伴
时，就可能会更倾向中国。这是一种良
性互动。

我本身就是最好的例子。当年，因
为对巴西的好奇与喜爱，我来到这片距
离中国遥远的土地，扎下根，并成为一
座推动两国交流往来的“桥梁”。30多年
来，我见证了中国飞速发展为海外侨胞
带来的无数机遇，也见证了中巴务实合
作不断升温、前途无量。中国和巴西对
我来说都非常重要，我愿意为双边更加
多元的合作不断贡献力量。

巴西巴中经贸交流中心董事长方激：

做推动中巴合作的一座桥梁
本报记者 严 瑜

方激与巴西结缘，始于30多年
前的一次旅行。当年，第一次走出
国门的她，被这个热情似火的南美
国家深深吸引，从此将自己的人生
与这片土地紧紧连在一起。

30多年来，虽然远离故土，但
方激的心从未真正离开祖国。她不
仅在巴西打拼出自己的一份事业，
更在中巴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为两
国经贸往来、人文交流贡献着自己
的力量。

以下是她的自述。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图为方激（中）与巴西圣卡州政府部门官员合影。 （受访者供图）

侨界学者共话欧洲华文教育发展

本报电（记者林子涵） 第二届欧洲华文教育学术
研讨会暨第五届CERPE（中欧研究平台）国际研讨会
近日在温州大学举行。来自海内外的 160 余位专家学
者、华文教育工作者在线上线下探讨新时代、新科
技、新形势下欧洲华人社会和华文教育的发展趋势。

研讨会开幕式上，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所长张春
旺表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有必要认真总结华文教育经验、研究华文教育面
临的问题及应对拓展之策。

温州大学副校长蔡曙光表示，温州大学涉侨教育历
史悠久，涉侨研究实力雄厚。下一步，学校将继续发挥
在涉侨研究、华文教育等方面的优势，聚焦华侨华人及
华文教育研究，为华侨华人事业发展贡献更多智慧。

在分论坛环节，意大利罗马中华语言学校校长蒋
忠华提出，意大利的华文教育起步较晚，但发展迅
速、条件良好、成绩突出。这得益于当地对本土化华
文教育的探索实践。下一步应推进华社力量、提高教
学质量、丰富教学活动、更新教学理念、形成内外合
力，促进新时期本土化教学模式发展。德国纽伦堡中
文学校教务辛欣表示，德国语言教育有早接触、多语
种、重文化、多样性等特点。华文教育可吸收借鉴德
国语言教育模式，培养国际化人才，适应全球化需求。

温州大学华侨学院院长包含丽提出，新形势下，
海外华文学校的中华文化传播出现多种新现象。可通
过构建“大规模生产与个性化定制”文化知识传播体系、
打造海内外教学机构信息互通机制、构建海外华文学
校教学评估制度、建立一支国际化华文教师团队等，
助推海外华文学校传播中华文化。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浙江省人民
政府侨务办公室、温州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温州
大学、中欧研究平台共同主办，由温州大学华侨学
院、温州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温州大学欧洲华文教
育研究所承办。

甘肃武威以侨搭“桥”引资兴业

近日，由中国侨联、甘肃省政府、中国侨商会主
办，甘肃省侨联和武威市委市政府承办的“创业中华·
筑梦陇原”侨领侨商武威行活动主体大会在甘肃省武威
市举行。活动吸引百余名侨商实地考察洽谈，280多名
侨商参加“云招商”推介活动，并达成一批合作成果。

新加坡金鹰集团 （中国区） 副总裁赵勇表示，武
威市是连通东西的丝路重镇，是优势独特的农副产品
基地，是太阳能、风能丰富的新能源宝地。该企业将
全方位调研了解武威市的产业政策和发展情况，与武
威市在生态建设等领域开展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
共同推动国家能源转型，为武威经济高质量发展、环
境治理、乡村振兴做出侨企应尽的贡献。

甘肃达利食品有限公司总厂长陈银阳表示，该公
司在项目对接洽谈、落地建设、建成运营过程中，得
到了武威市委市政府不遗余力的支持。特别是近年来，
武威大力推行“不来即享”“项目管家”等服务模式，使各
项涉企优惠政策、多项扶持奖励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到了
企业。得益于非常好的营商环境，公司保持长期快速
发展的势头。

西部侨青联盟主席、甘肃省侨联青年委员会主
席、广东明健通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谢榜辉表示，自

“侨领侨商武威行”活动启动以来，甘肃省侨联青年委
员会围绕武威市特色农产品及食品加工、奶产业、新
能源及装备制造、文化旅游、信息产业、特色医药、
生态环保和陆港外向型经济产业等重点产业链，在内
部组织召开研讨座谈会，就相关招商引资项目进行研
判分析。

（来源：中新网）

侨 情 乡 讯

初见李明，是在她家的两层小楼里。她穿着漂亮的傣族服饰，
正给村里的小姐妹们翻译外国朋友在她微信朋友圈的评论。

李明朋友圈里展现的是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姚关镇山邑野鸭湖
的美景，湖波荡漾，接天莲叶无穷碧。在评论区，来自新加坡的好
朋友莱雅留言说：“我爱上了这个美丽的地方。”

李明来自缅甸瓦城（曼德勒）。2008年，她只身来到中缅边境的
云南瑞丽打工，与同在这里打工的段从达相识相爱，并嫁到侨乡保
山的施甸县姚关镇山邑洪祥村。

“刚来那两年，条件是真的差，日子也是真的难过。”这是李明刚
到姚关时的感受。山邑野鸭湖，曾经是姚关贫瘠的代表，湖周围稻谷
亩产不足600斤，湖中心区域更是长年浸泡在水中。当时，村里大
多数人都靠外出打工挣钱，靠种植农作物维持生计。李明一家条件
也比较困难。单靠丈夫外出务工，根本无法撑起家里的吃用开销。
于是李明也随大流，跟着丈夫去瑞丽打工。

2014年7月，公公身体突然抱恙，李明和丈夫赶回家探望。正
值荷花盛放的时节，山邑社区举办了民族文化旅游节，来游玩的旅
客很多。李明这才惊觉，在外出打工的这几年，这片土地已经发生

了巨变。条条通村道路都已经硬化，村村老破住房也都得到了改造
加固。村里组建了集体经济合作社，周边也突然多了好几家农家
乐。随着近几年生态旅游的开发，家门口的野鸭湖已经成为周边县
市游客度假的热门地。考虑到孩子马上要上小学，公公也需要人照
顾，李明决定在家做点小生意。她拿出打工的积蓄，置办了锅灶桌
椅等东西，搭起了野鸭湖荷花街上的“最美路边摊”。

李明用她这些年学到的手艺，在小吃摊上卖起了手抓饭、炒小龙
虾、炒田螺、烤鱼等傣族小吃，因为风味独特、卫生干净，生意非常不
错。看到李明赚了钱，周边好几户村民家也开始出来摆摊，卖荷花
的、卖草墩的、卖零食的……一下子就形成了一条小有规模的小吃步
行街，也成为山邑村的一道特色风景线，被称为“荷花街”。

2019年，山邑村为了提升旅游品质，先后完善了旅游厕所、荷
池栈道、停车场、污水处理管网，实施绿化景观工程，并打造了一
部分符合山邑村的特色民宿、仿古游船，统一规范了农家乐和小卖
部的门头，还给李明以及其他小商贩提供了仿古餐车。基础设施的
加强和规范化经营为山邑村吸引来更多游客，小商贩们的生意越做
越红火。

2020年，有了些积蓄的李明在姚关街农贸市场门口盘下一间店
面，开了一家缅甸傣味小吃店。这几年，政府一直非常支持她们这群
小商贩，经常组织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等培训。李明的丈夫段从达
还包了20多亩土地，种植辣椒、豆子等蔬菜，一部分作为小吃店的原
材料，一部分对外出售。如今，李明一家年收入近10万元，带院子的
两层小楼拔地而起，生活越来越好。

“刚来的时候希望能盖新房，后来希望摆路边摊能挣钱，接着又
想开店……我的这些愿望都已经实现了。”李明笑着说。

李明在姚关镇生活了10多年，经历了从苦日子到好日子的转
变，也见证了姚关镇的“逆袭”。近些年，通过退耕还湖，姚关镇山
邑、蒜园风光旖旎，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数据显示，每年
到姚关镇观光赏荷的游客有10余万人次，在山邑、蒜园以及集镇周
边这一带发展起来的农家乐50多家、精品民宿20多家，每年的年
均旅游收入达1500余万元。

转眼又到荷花竞放的时节。李明开始为今年的荷花节做准备
了。她说，今后会一直守在美丽的野鸭湖畔，品味美好的幸福生活。

缅甸媳妇“晒”出侨乡好风光
丁 婷

荔枝硕果累累 果农笑逐颜开

近日，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升威荔枝园内，大量
优质晚熟荔枝收获上市，果农笑逐颜开。

吕华当摄（人民视觉）

侨 乡

新 貌

侨 乡

新 貌

图为李明做的“荷花宴”。 郭金灿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