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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
生态立县为目标，落实河长制，加强对湄江
湿地的管理和保护，给鸟儿提供一个安全

栖息的环境，使湄江湿地成为候鸟的乐园。
图为白鹭在蒙山县西河镇水秀村湄江

湿地觅食。
吴广升摄 （人民视觉）

树立良好口碑

2013 年 ， 中 国 提 出 “ 一 带 一
路”倡议，鼓励更多企业到“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投资兴业。这为很
多中资企业和华商侨企“走出去”
和“走向哪”指明了方向。东南亚
地区成为中资企业和华商侨企加大
投资的一方“热土”。

当时，我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
律师事务所已经工作了 10 年，主要
从事外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法律咨
询服务。在工作中，我发现，到海
外发展的中国企业在合规方面的法
律咨询需求越来越大。这为正在寻
求工作突破的我提供了一个好机会。

2014 年，我在泰国创办了大拓
律师事务所，成为泰国为数不多由
中国律师创办的律所。我们律所的
定位是一家集法律咨询、诉讼、财
税、签证、翻译为一体的综合性专
业服务机构，为赴泰投资发展的中
资企业和个人保驾护航。

律所成立之初，招聘专业靠谱
的本地律师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困
难。为此，我们一方面通过与泰国
一些大学的法律专业以及当地律师
事务所加强合作，提高服务质量，
扩大影响力；另一方面，不断提升
公司的福利待遇，在工作环境、医
疗保险和赴华旅游等方面完善福利
制度，增添人情味，增强吸引力。

几年下来，我们在泰国法律业
界积累了良好的口碑。凭借出色的
业绩，大拓律所不仅吸引了很多泰
国本地的高素质律师前来应聘，也
赢得了越来越多客户的信任。目
前，大拓律所服务的客户已经超过

900家。
大拓律所的服务范围也在不断

扩大。除了中资企业和华商侨企，
我们也为到泰国旅游和商业考察的
中国人排忧解难，提供法律服务。
此外，我们也积极为在泰国发生的
重大公共事件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2015 年曼谷大爆炸事件和 2018 年普
吉岛海难事故，大拓律所都主动为
涉事人员和家属提供无偿的法律援
助服务。

随着赴泰发展的中资企业和华
商侨企规模增大，泰国当地服务中泰
经贸往来的律师事务所也越来越多。
凭借几年来为中泰经贸往来提供法
律服务，我先后被推举为泰国中华总
商会会董、泰中法律联盟协会会长、
泰中国际仲裁与调解中心秘书长、泰
国侨商联合会法律顾问委员会主任。

携手同心抗疫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影响全球民
众的正常生活，也带来了很多法律
问题。

在海外，防疫物资和医疗设备
如何合规采购？疫情引发的劳资纠
纷应如何解决？确诊后应如何合法
使用医疗资源？这些问题不仅涉及
侨胞的合法权益，也关乎侨胞在当
地社会的形象。

与疫情相关的法律知识普及至
关重要。为此，大拓律所有针对性
地举办了“疫情防控与确诊后实操
讲座”“疫情期间泰国企业需要知道
的劳资问题”等讲座，广受当地侨
胞好评。

除了普法讲座，我们还为 20 余
家在泰中资企业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帮助他们解决因疫情引发的一系列
问题。

患难见真情。疫情大考之下，
中泰两国民众和企业同舟共济，携
手渡难关。

大拓律所也积极加入这场抗疫
的队列。2020 年，疫情在泰国暴发
后，大拓律所向泰国司法部捐助了
一大批抗疫物资，由泰国司法部送
往急需的地方。

疫情对泰国的水果业也带来巨
大考验。2020年5月，泰国南部的大
量水果出现滞销问题。当年 5 月 26
日，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经商处商务
参赞张佩东及秘书一行、泰国水果
商企业代表、众多中资企业和华商
侨企代表，齐聚大拓律师事务所，
连线中国的水果商代表，就泰国水
果贸易行业现状和行业发展规划展
开了友好讨论与交流。最终，在中资
企业和华商侨企的共同努力下，泰国
南部的大量水果销往中国，成功解决
了滞销问题。作为见证者，我被中泰
两国友好互助的精神深深打动了。

2021 年 7 月 19 日，得知泰国很
多地方缺少冷藏疫苗等药物的设
备，大拓律所联系到海尔泰国公
司，共同向泰国数十个省的医疗机
构捐赠101件冰箱、冷柜、空调。这
件事在泰国社会获得良好反响。经
过泰国主流媒体报道后，更多泰国
民众看到了中国企业的社会担当。

预防法律风险

今年 8 月 26 日，由大拓律所和
泰国中国企业总商会共同举办的
2022 年 驻 泰 企 业 合 规 讲 座 成 功 举
办，吸引了上百家在泰中资企业参

会。这只是大拓律所近年来举办的
众多法律讲座之一。

在我们开设的微信公众号“泰国
大拓”上，各种法律讲座信息就包
括：“个人数据合规国际业务沙龙”

“在泰企业进出口海关合规实务讲
座”“泰国税法体系及退税实务专场
讲座”“投资中国及争议解决优化管
理研讨会”……

每次讲座，我和法律同行都会
反复强调“合规意识”。只有合规意识
增强了，企业和个人预防风险的能力
才会得到相应提升。预防风险的成本
要远低于解决问题的成本。而合规
意识也是依法维权的前提。

随 着 中 国 开 放 的 大 门 越 开 越
大，泰国从政府到企业，想了解中
国企业的需求越来越大。我们律所
也将业务拓展到，为泰国企业到中
国投资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8 月 13 日，我受邀到泰国贸易
院，进行对华投资政策宣讲，重点
讲解 《中国外商投资法》。在条分缕
析介绍相关法律条款时，我重点讲
解了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
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现场，很
多泰国政府官员积极评价中国保护
外商合法权益的各项务实举措，对
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和力度有了更
全面的认识。

在海外，很多违法行为不是知法
犯法，而是因为文化差异导致的。因
此，中资企业、华商侨企和华侨华人
需要主动去了解和掌握住在国的法
律法规、语言和文化习俗。当遇到不
公正待遇时，华侨华人要善于拿起法
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华侨
华人群体只有依法合规，才能更好维
权；只有坚持追求公平正义，才能消
除误解，赢得尊重。

出国前，史大佗主要从事服务外国企业在
中国投资的法律咨询工作。自2014年赴泰创
办大拓律师事务所以来，史大佗和团队成员一
起，不仅为数百个中资企业、华商侨企、泰国企
业提供了优质的法律咨询服务，还为有困难的
华侨华人提供了及时有效的法律援助服务。

“我们希望在为中外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
过程中，既提高中国企业在当地合规生存发展
的能力，也让更多外国企业全面了解中国扩大
开放的决心和力度。”史大佗认为：“这是法律
人天然的使命感，也是中国人自觉的赤子心。”

以下是他的自述。

泰国大拓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史大佗——

以法律咨询服务助力中泰经贸合作
本报记者 贾平凡

泰国大拓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史大佗——

以法律咨询服务助力中泰经贸合作
本报记者 贾平凡

“这里的每一种美食都令人惊讶，我
很想让意大利的网友们看看，真正的中国
美食是什么样的！”意大利华人小伙尼古
拉在社交媒体拥有百万粉丝，作为一个短
视频美食博主，他带着粉丝们在中国大江
南北“边走边吃”。同时，穿梭在这些烟火
气中，尼古拉发现眼前的中国和小时候长
辈讲述的大不一样。

1992 年，尼古拉在意大利出生。从
小在亚平宁半岛长大，但尼古拉的家庭
还保留着回中国过年的习惯。2020 年 1
月，他和往常一样到北京过春节，并计
划三周后返意。然而，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打乱了他的计划。于是，他在
中国开启了一段“美食之旅”。

“因为做视频，我去了很多美丽的城
市，走过的每条街，看到的各种风景，
都让我对中国有了更深的了解。”尼古拉
说，为了拍摄视频，他从北京出发，由
北向南去了石家庄、南京、温州、西
塘、重庆、三亚和西双版纳等地。

通过一路的“逛吃”，尼古拉发现中国
和意大利这两个美食大国有很多相同之
处：“中国南北方的饮食习惯不同，意大利
也是。比如意大利南部一些地方的人爱吃
辣，但是北部人的饮食普遍偏清淡。”

尼古拉的短视频给人最大的感受就
是“真实”和“接地气”。视频中，尼古
拉说的是意大利语，但他总能找到合适
的词语介绍食物、描述口感。“我尽量用
简单的词，便于海外网友理解。比如，
用意大利面来形容重庆小面，意大利人
就能懂这是一种细面条。”

他还喜欢碎碎念，在重庆吃火锅时，
他吐槽人多到得坐在室外台阶上排队等；
在路边买蚝油芒果时，他念叨老板搅拌时
不要把他的芒果捣碎……在这些有趣的
互动中，美食的原材料、制作方式、价格等
细节都被介绍得十分清楚。因此，尽管他
的语速快到“飞起”，但还是会吸引人一遍
又一遍地刷下去。

“我一般拍的都是我认为比较特色、
能代表当地的一些食品。”尼古拉的“选
品”标准给他带来不小挑战，“很多食物
我也不是很了解，需要学习很多相关知
识。比如，去年端午节，我就在网上查
询了很多粽子的相关资料，包括粽子的
历史起源、制作方法等。这样我才能告
诉网友粽子的准确信息，也让他们了解
到粽子背后所蕴含的中国文化。”

作为一个在意大利长大的“华二
代”，尼古拉更能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和意
大利的异同，“比如中国人喝热水、喝热
茶，冬天穿秋裤；但意大利人只喝冰
水，冬天也很少人穿秋裤。”有趣的是，
尼古拉说：“现在我都喝不了凉水，必须
得喝 45℃以上的水。冬天也一直穿着秋
裤，中国的朋友告诉过我‘腿不冷全身
都不会冷’。”

同样，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受到很大关注，“我曾在TikTok（抖
音海外版） 上分享了一条自己在中国便利店使用二维码付款的视
频，没想到视频被很多海外网友点赞，有的网友留言说中国好像已
经发展到了 300 年后。”这让尼古拉意识到，记录在中国生活的日
常，也能让外国网友了解真实的中国。

“我在意大利的亲戚朋友们很支持我发这些视频。他们说，看到
我的视频，好像自己回到了中国。”其实，尼古拉能拍出如此“真
诚”的视频和他从小的成长环境息息相关。“我从小是在中国家庭的
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家里都讲中文，几乎每天吃的也是中国菜。”

“小时候我回过中国，记忆里的家乡很热闹，这让我对去中国生
活有了更深的向往。”尼古拉回忆道。

“其实，像我一样的‘华二代’在意大利有很多，他们都在自己
的领域或多或少地为祖 （籍） 国做出了贡献，并对祖 （籍） 国抱有
祝福。”尼古拉表示，现在的中国发展迅速，而且越来越国际化。他
希望自己能通过网络平台，把这些变化都传递出去，让更多外国网
友了解真正的中国，为中意文化沟通奉献自己小小的力量。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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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蒙山：生态湿地白鹭飞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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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新冠肺炎疫情还未结束，但近期印尼与
中国的商务交流活动明显热络了，无论是线上的还
是线下的。”最近，在出席有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
代表参加的一个多边经贸论坛上，张锦雄发表了线
上致辞。

作为印尼中华总商会总主席，对于 10 年来中
印尼两国关系的日益密切，张锦雄体会颇深。在
他看来，这 10年印尼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是“历
史上最紧密的10年”。

张锦雄介绍，过去 10 年、特别是近 5 年来，
印尼与中国关系的友好发展是全方位、各领域
的。两国高层交往频繁、经贸合作紧密、人文交
流热络。

“印尼人民很快就要实现高铁梦了，一个又一
个漂亮环保工业园的投产，一座又一座电站、水
库、大桥的建成，一条又一条高速公路的通车，
一批又一批印尼学子赴华留学，越来越多的中国
游客领略了印尼美景和文化，连那么可爱的大熊
猫也来到了印尼……”张锦雄说，这一切，都是
印尼与中国关系“美好十年”的收获和体现。

在商言商，张锦雄特别介绍了两国经贸合作
的情况。尽管受新冠疫情冲击和全球各种不确定
性因素影响，2021 年，印尼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
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58.6%，中国连续9年
成为印尼最大贸易伙伴；同年，中国在印尼落实
投资 31.6 亿美元，连续多年保持印尼第三大投资
来源国地位。

张锦雄说，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将成
熟的技术、先进的经验、充足的资本带到印尼，
为印尼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和动力。

今年第二季度，印尼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了5.44%，其增长速度超过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
的水平，延续了自 2021 年第二季度开始的经济复
苏势头。张锦雄认为，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经
济复苏，印尼取得的成果都和印尼与中国的合作
息息相关。

今年7月底，印尼总统佐科访问中国，他是北
京冬奥会后中方接待的首位外国元首。两国元首
肯定近年来双边贸易合作取得的重大进展，强调
致力于提升双边贸易规模。

此次访问，两国元首同意共建中印尼命运共
同体，打造发展中大国互利共赢的典范、共同发
展的样板、南南合作的先锋。张锦雄认为，未来
两国各领域合作将更为紧密。

作为印尼具有广泛影响力华商社团的“掌门
人”，张锦雄介绍，多年来印尼中华总商会一直积
极发挥华商优势与社会能量，扮演着信息沟通、
窗口对接的平台角色作用，为两国经贸合作牵线
搭桥。

“往后的日子，我们与祖籍国之间将更多常来
常往。”张锦雄称，他相信两国人员往来、文化交流
将更便捷，更多的中国企业将落户印尼开拓市场，
两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将更快，人民生活将更美好。

（来源：中新网）

印尼中华总商会总主席张锦雄——

“一带一路”为印尼发展注入活力
林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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