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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阿密中国拉丁美洲国际电影节创始人肖凡——

推动中国优秀影视作品走出去
迈阿密中国拉丁美洲国际电影节创始人肖凡——

推动中国优秀影视作品走出去

2013年初夏，美国迈阿密，一场介绍中国
影视作品的特别活动正在当地举行。活动创始
人肖凡向来自北美和拉丁美洲的来宾们播放中
国电影和电视剧片花，作品的精良制作和精彩
剧情赢得阵阵掌声。从这年起，“迈阿密中国拉
丁美洲国际电影节”的名号逐渐在当地打响，每
年吸引南北美洲多国组团参与。

创办电影节近10年来，肖凡一直致力于推
动中外影视文化交流，向拉美国家介绍了许多
优秀中国影视剧，同时帮助中国引进多部拉美
影视作品。近年来，中国和拉美国家贸易和人
文往来不断加深，肖凡认为，迈阿密中国拉丁
美洲国际电影节还将大有可为。

以下是他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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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云池美七彩云池美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
治州弥勒市七彩云池旅游景区
山清水秀，走道与池埂在碧水
衬映下勾勒出优美线条。图为
日前拍摄的七彩云池景观。

普佳勇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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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国影视剧走进拉美

在大学主修传媒专业的我，毕业后进入广电集团工
作。多年的节目主持和访谈经历让我逐渐与影视圈结
缘。一次偶然来到美国参加电视节目交易会的经历，让
我了解到南北美洲的影视片交易市场，也让我萌生了推
动中国影视作品走出去的想法。

那时，在拉美国家，提起中国影视剧，人们普遍会想
起“功夫”“武术”等关键词，对其他题材的中国影视片还
知之甚少。从那时起，我便决心投身这项事业，希望发挥
自身积累的资源，推动中国影视作品走进拉丁美洲这片
广阔天地。

从头搭建一个影视交流平台，各项事务千头万绪。
我频繁往返于北京、迈阿密和拉美城市，为资金筹措、机
构和人员邀请、影片选送、影片译制、会场选址等事宜不
断奔走联络。初创时期，电影节知名度不足、资金规模十
分有限，但为此投入全部精力，我认为十分值得。

在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指导及美国当地政府的
认可后，首届迈阿密中国拉丁美洲国际电影节正式落
地。在 20 多家报名的影视公司和园区中，首届电影节
选定由浙江横店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浙江影视 （集团）
有限公司、浙江明丰文化创意园区等3家单位参与，并
决定选送 《温州一家人》《那样芬芳》 等一批国内热播
影视片出海。

经过积极争取，我们还与拉美国家工商会达成合
作，扩大了活动覆盖面及嘉宾邀请范围。首届电影节为
期一周，前 4 天在迈阿密召开，后 3 天在巴拿马进行。
期间，共有墨西哥、危地马拉、巴拿马、古巴等南美28
个国家的政府官员以及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法国、
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的 1500 多名代表参加了活动。拉
美国家和美国的 23 家影视公司对与中方合作表示了浓
厚兴趣。

如果说第一届是蹚水探路，那么从第二届开始，电

影节就真正打开了局面。2014 年 6 月 1 日至 4 日，来自
44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和影视机构参加了第二届电影
节，中方参会机构增加到 25 家，拉美国家选送的影片
比第一届增加了8倍。

第二届电影节设置新片展映、“中国之夜”、影视高端
论坛、节目交流等主题活动，并正式设立竞赛单元，从中
外参选影片中选颁最佳影片、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和
组委会特别奖。这一年，巴拉圭影片《七个盒子》和中国影
片《全民目击》同时获得最佳影片奖。电影节期间，中外各
方共签订合作协议 12 份，总金额达 2.8 亿美元。此后，电
影节越办越成熟，逐渐成为当地知名的影视交流平台。

搭建影视资源集聚平台

随着各项机制日益完善，电影节的平台效应也愈发
凸显。

电影节期间，中拉影视作品进行文化碰撞，中拉影
视创作人才培养项目及相关经贸合作也获得洽谈机会。

近年来，通过迈阿密中国拉丁美洲国际电影节平
台，横店电影学院和美国佛罗里达州当地高校达成了合
作协议，商定互派学生交换学习。横店电影学院的学生
可赴美学习半年，佛罗里达当地高校的学生也可到横店
实习，实地了解中国影视制作业发展，见证中国影视片
的诞生。

随着平台影响力和知名度提升，拉美、北美乃至欧
洲的影视机构和经贸团体越来越希望参与电影节相关活
动。有一年，法国工商界甚至组团来到迈阿密。他们表
示，通过中国电影和电视剧，认识了中国义乌，希望借
助电影节平台，认识更多中国的商贸伙伴。正是这次经
历，让我更加坚定了做好电影节的决心。

2023 年是迈阿密中国拉丁美洲国际电影节创办 10
周年。为了办好明年的活动，目前我们已在积极筹备。
今年 10 月，我受邀参加北京市人民政府举办的国庆招
待会时，还和在京的影视圈好友碰头，共同商讨明年电

影节的方案。本周，我与法国巴黎、美国西雅图的朋友
商讨策划案，打算在明年的电影节期间，联合北美、欧
洲、南美等多地的影视资源，拉动更多优质影片参展。
同时，我们还在与北京电影节进行沟通，希望明年合作
举办拉丁美洲电影展，介绍更多拉美作品来到中国。目
前，墨西哥电影 《Paulina》、西班牙语版的电视剧 《亢
奋》等一批影视片正在抓紧译制中。

展现新时代中国的风貌

近年来，中国同拉美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稳步推
进，越来越多拉美国家人民增加了对中国的认识和了
解。在此过程中，展示中国各地和各族人民风貌的影视
作品，正是当地人感知新时代中国的最好途径。

有一年，在哥斯达黎加，我偶然见到几个当地年轻
人围坐在电视机前，正目不转睛地观看一部西语版的
中国电视剧。当时，画面正在播放主人公在改革开放后
创业打拼的故事。我想，正是中国这片热土赋予年轻人
的发展机遇，吸引了当地的年轻观众。此后，我还多次
在当地听人提起这部电视剧。许多人都表示，对中国浙
江等地商贸繁荣的印象，首先就来自这部剧。这正说
明，影视是一种世界语言，能够跨越文化差异，讲述打
动人心的中国故事。

当今中国，发展日新月异，文化领域精彩纷呈。在
中国影视工作者们的不懈努力下，中国电影和电视叙事
能力越来越强，优秀影视作品不断涌现。我们在国外愈
发感受到，中国影视产业和市场释放的活力，正不断影
响着世界影视产业的格局。推动中国影视走出去、提升
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影响力，我义不容辞。

我愿继续做好迈阿密中国拉丁美洲国际电影节，搭
建好中外影视文化沟通的桥梁，把更多中国影视精品介
绍给南北美洲的朋友们，用影视语言讲好新时代中国的
发展故事，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本报记者 林子涵整理）

“我们的鱼苗卖到了新疆，那
里很多老客户养鱼都是用我们的
鱼苗。小鱼苗成了大家致富的宝
贝。”在广西钦州市灵山县的一家
水产良种场内，淡水鱼育苗领头
人周世良自豪地说。前不久，合
作多年的新疆喀什客户又下单，
向他预付了订金，订购明年春季
的5000万尾鱼苗。

灵山县地处北回归线以南，
气候温和，自然环境优美，发展
鱼苗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在许多乡村，不少农户开展淡水
鱼苗养殖和孵化。走在鱼苗核心
示范产区佛子镇的乡间小路上，
举目望去，一个个方形、圆形鱼
池格外显眼。

周世良的祖辈和父辈都是远
近有名的养鱼能人，他在耳濡
目染中也学着养殖种鱼和孵化
鱼苗。看好鱼苗产业的发展前
景，9 年前他和妻子投资创建了
一 家 水 产 孵 化 养 殖 场 ， 开 展

“四大家鱼”、桂花鱼、禾花鱼
等养殖孵化。

“我们做了大量实验，从失败
中总结经验，慢慢摸索出新的方
法，掌握了人工低温孵化鱼苗技
术。全国大部分养殖场在 18 摄氏
度至 20 摄氏度的条件下孵化鱼
苗，而我们在低至 13 摄氏度也可
孵化成功，且入塘成活率较高。”
周世良说，因所育鱼苗生病少、
长得快、耐运输，80 多位客户自
2012年起一直向他购买鱼苗。

孵化鱼苗销往全国市场，是
灵山县不少水产孵化养殖场的重
要业务，也是当地百姓增收致富
的重要渠道。

在灵山县经营鱼苗孵化养殖
场多年的罗锦雄，利用附近的水
库及山间泉水进行鱼苗养殖和孵
化。10 年来，他不仅将自家的养
殖场升级壮大，还带动周边农民
发展鱼苗养殖面积近300亩。“养殖
的鱼苗种类越来越多样，农户们
的生活也越过越好了。”

连日来，灵山县桥宇水产养
殖有限公司技术员刘海婵忙着

“秋孵”事务，除了给鱼人工催产，还要每日观察鱼
儿的繁殖情况。大概一周时间，新孵化的禾花鲤鱼
苗即可交付给客户。

“很多地方只在春夏孵化鱼苗，我们这儿气候
好，四季都可以开展孵化。尽管秋冬产量低一些，
但收益仍比较可观。”刘海婵说，由于鱼苗品质上
乘，经常有外地客商慕名而来参观和订购。“如今我
们的养殖场正在创建水产生态绿色养殖示范基地，
未来鱼苗会销往更多地方。”

“群众发展鱼苗养殖孵化积极性很高，产业发展
效果日益显现。”灵山县佛子镇党委书记宁毅介绍，
目前全镇有 900 多户农户从事鱼苗产业，65 家鱼苗
孵化养殖场带动 106户脱贫户参与鱼苗孵化和养殖，
鱼苗产业已成为部分脱贫户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近年来，灵山县瞄准鱼苗市场发展前景，发挥
资源和技术优势，培育壮大鱼苗孵化特色优势产
业，一尾尾鱼苗带旺了乡村产业。目前，灵山县年
均产淡水鱼水花鱼苗约 1000亿尾，其他规格鱼苗约
30亿尾，近九成鱼苗销往全国各地，甚至远销俄罗
斯、越南等国家。

如今，该县正以佛子镇为核心，向周边乡镇拓
展，推动全县鱼苗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力争在3年
内打造年产值 15亿元以上的鱼苗产业园区，带动更
多农户增收致富。

（据新华社电）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侨 情 乡 讯

华侨华人在沪共商数字经济机遇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由中国侨联主办、上
海市侨办和上海市侨联承办的“侨连五洲·沪上进博”——
2022华侨华人与中国市场高峰论坛之华侨华人与数字经济分
论坛日前在上海举行，华侨华人、侨商代表及数字经济领域
专业人士等百余人齐聚，探讨侨界共促共享中国数字经济发
展之道。

论坛现场举行了制造业职业教育与人才交流国际合作中
心成立签约仪式，发起侨界数字经济产业科技联盟倡议，号
召广大华侨华人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作出新贡献。

“当前，数字技术加速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
程，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中国侨联副
主席程学源在致辞中表示，侨界人士要把握全球数字浪潮与
科技创新发展趋势，抢抓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在更
广领域、更深层次参与数字经济发展，共享数字经济机遇。
同时，要发挥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为中国培育数字经济发
展新动能献计出力，为探索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新模式牵线搭
桥，实现互利共赢。

“上海市GDP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数字经济占GDP
比重已超 50%。上海正加快数据产权制度体系建设步伐，推
动数字经济迸发越来越强大的创新活力。”上海市侨联主席齐
全胜在致辞中表示，上海市侨联将进一步汇聚侨界智慧力
量，参与和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产业数字化如何赋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上海市海外
经济技术促进会副会长、罗克韦尔自动化 （中国） 有限公司
总裁石安从数字中国、以人为本、高质量发展、制造强国、
美丽中国 5 个方面呼吁汇聚全球华侨华人之力，通过跨界创
新、数字化转型、人才培养等方式，加速推进产业数字化。

论坛现场，多名侨界企业家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与
可持续发展”“数字科技转型促进全球供应链与集采创新发
展”的主题展开对话。 （据中新社电）

学界侨界聚会温州话共富

本报电（王祎、林克凡） 日前，浙江省侨界智库联盟学
术交流活动暨第二届华侨华人发展与侨务工作研讨会在浙江
省温州市举行。会议由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浙江省侨联、
温州大学主办，温州大学华侨学院承办，温州市瓯海区侨
联、鹿城区侨联协办。

会议邀请高校及科研院所专家学者、浙江省部分市县侨
联负责人等近 120 人现场参会。另有专家学者及海外侨团负
责人、海外华文学校教师等50余人线上参会。

会议立足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大背景，
特邀4位华侨华人研究学界知名专家与8位浙江省侨界侨务工
作者，围绕“侨乡发展、共同富裕”主题进行分享，是一次学
界与侨联跨界融合、共话共富的学术嘉会。

温州大学党委书记谢树华在开幕式上表示，浙江是新侨
大省，温州是著名侨乡，温州大学地处侨乡，对侨教育、侨
研究、侨文化怀有特殊感情。温州大学作为浙江省侨界智库
联盟秘书长单位，将为更好服务侨务工作大局贡献力量。

浙江省侨联主席庄莉萍表示，此次研讨会以侨界智库为
依托，以社科赋能为动力，共同研究侨乡发展和共同富裕这
一重要课题。浙江省侨界智库联盟自成立以来，侨务理论成
果日益丰富，研究人才队伍蓬勃发展，为提升侨务工作水
平、实现侨务事业科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所长张春旺分享了中国各地侨乡发
展的基本情况。他表示，侨乡要开发与保护并举，推动地方
发挥侨特色；吸引更多社会资源参与侨务事业；传统侨乡要
加强与媒体的合作，增强社会影响力；要推动中国侨乡研究
中心的建立与发展，加强智力支持。

温州大学华侨学院院长包含丽结合对侨乡青田的调研，
对侨乡吸引侨资回流提出建议：一是科技赋能山区，打造数
字化生态农业；二是发挥山区空间潜力，实现“山—城”互补
和互动；三是发展山区基础设施，提升投资置业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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