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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北海侨港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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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时尚
圈对华人有刻板
印象，总认为我
们只会‘仿造’。从
一开始我就下定
决心，绝不‘仿造’
任何人，要做出
自己的创意和风
格。”回顾自己在
意大利的时尚之
路，时装设计师
徐月娟说。

徐 月 娟 的 故
乡是著名侨乡浙
江青田。1990 年，
她 远 赴 意 大 利 。
经 过 多 年 奋 斗 ，
她在米兰这个世
界著名的时尚之
都闯出一片天地，
成为首个米兰时
装俱乐部的华人
会员，创办的高
定品牌受到业界
青睐。

徐 月 娟 从 小
就 喜 欢 漂 亮 衣
服 ，还 曾 学 习 越
剧。看到戏曲演
员穿的水袖长裙
时，徐月娟被服
装的柔美与灵动
打 动 。 十 多 岁
时，她就开始在
温州学习服装设
计。1990 年，24
岁 的 徐 月娟怀揣
梦想远赴意大利。

“ 我 既 然 喜 欢 这
行，就想到最时尚
的国家去看一看、
闯一闯。”她说。

初 到 米 兰 ，
徐月娟一边在华
人服装厂里工作
一边寻求更多深
造机会。她拜访
米兰当地的“老师
傅”们，虚心求教，踏踏实实提升自己的专
业实力。功夫不负有心人。1995 年，徐月
娟在意大利发布了个人首场服装秀，啼音
初试就赢得关注。此后，她创办高级服装
定制品牌，这一品牌也逐渐走到聚光灯下。

“做时装设计一定要有专注做事的定
力，要有工匠精神。”徐月娟说，这份工作
看上去光鲜亮丽，实则需要付出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若没有真正的热爱，很容易半
途而废。华人设计师想要在时装王国意大
利获取一席之地，就更要精益求精，做出
独创的风格。

“每一个时装作品的做工、原料等细节
都要严格把关，除了打磨技艺，还要在作
品中融入文化。真正的奢侈品能够超越时
光。”精湛的技艺和出众的设计让徐月娟的
个人服装品牌收获关注，曾多次登上意大
利时尚杂志，也曾被意大利政府推荐参加
上海世博会。

“中国文化为我的设计带来了很多启
发。”徐月娟说，无论是小时候接触的越
剧，还是巧夺天工的苏绣、蜀绣，敦煌壁
画纹饰等元素，都成为自己时装设计的“点
睛之笔”。每次回到中国，她都很爱逛博物
馆、去各地采风，为自己的创作寻找灵感。

“中意两国在服装设计领域有许多相
通之处，能够互相借鉴学习的技艺也很
多。”徐月娟观察到，近年来，不少意大利
时装设计师开始在作品中融入中国元素。
她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华人设计师能在当地
主流社会崭露头角。

“作为设计师，最让我高兴的是看到自
己的作品让顾客神采飞扬。”徐月娟说，目
前，她正与意大利时装院校合作，希望把
30 多年累积的经验传递下去，为两国时尚
交流多作贡献。

（来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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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现场做直播

广西北海的 11 月还是暖暖的。清晨 6
点半，伴随阵阵汽笛声，侨港镇苏醒了。

小镇的电建渔港迎来满载而归的渔
船，伙计们忙着将鱼虾打包上岸，主播们
纷纷上前，向观众展示推销上乘的海货。
码头上，人群熙熙攘攘，空气中尽是海鲜
的咸味。

“朋友们，这个大虾是刚刚运回来的，
看看这个成色。”35 岁的彭宇做主播 3 个
月，已是一名“抖主”。他每天在码头从凌晨
5 点播到上午 10 点，多的时候一场能卖出
价值两三千元的海货。“怎么涨粉，怎么运
营，我们都受过培训，比自己摸索更快‘上
道’。”他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侨港镇海鲜线下
销售受到较大影响，线上销售却意外地火
爆。“现在，人们购买力很强，市场对海鲜的
需求很旺盛。”彭宇笑着说，“直播挑货让客
户更有现场感，是这几年的一个‘风口’，粉
丝量大的主播收入可观。”

近年来，北海市关注到电商直播的商
机，引导冷冻厂改造为集海产品交易、电
商实体店、餐饮、旅游产品等于一体的观
光消费新业态。

2021 年，由电建码头旁闲置厂房改造
成的海产品电商小镇运营中心正式投入运
营，至今共举办电商直播培训班 4 期，培
训 200 人次，首批孵化电商经营主体 51
家。侨港镇还和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北海校
区设计与创意学院开展校地合作，为学生
提供实践锻炼、创业就业的平台，学校则
为侨港打造海产品电商小镇提供有力的技
术支持。

“培训3天就能上手播了。”彭宇是电商
小镇入驻公司——北海鲜到家传媒有限责
任公司孵化的主播，除了主播接受直播培
训和指导，公司还享受仓储、货源组织等
配套服务。

电商小镇运营中心一楼的夫妻店“和叔
船长海鲜”也玩起了直播带货。“电商是目前
受疫情影响比较小的销售渠道，我们店里
都是亲友直播，经常来谈合作的主播也不

少，每天线上销售额都有几千元。”店长黄
家和说，“许多人喜欢来国际渔市逛逛，我
们线下人流量也有保障。”

黄家和所说的国际渔市就在电商小镇
运营中心大厅。大厅环境整洁有序，打氧
的玻璃箱内，各色鱼虾鲜活乱蹦，尽管天
色尚未大白，已有不少人在挑选渔货。

来自黑龙江省的王能江和妻子原本是
来北海旅游的，听说侨港这边海鲜早市不
错，起了大早前来“扫货”。“我们 6 点就来
啦，红杉鱼、金鲳鱼、大明虾啥都有，新
鲜又价格实惠，打包的快递点就在旁边，
买点寄走很方便。”王能江说。

如何延长海鲜保鲜时长、如何降低物
流成本，对于海鲜售卖来说十分关键。除
了打造室内交易市场，避免露天日晒等对
渔货的损耗，在北海商务局及乡镇政府的
组织推动下，电商和快递企业建立了合作
机制，组建专业团队为主播提供货源供应
链、分拣、打包、仓储、快递等一系列服
务，专业冷链运输让海鲜更保鲜。

“我们现在甚至能把货物发到西藏去。”
北海鲜到家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节
雄说，物流配套服务的完善进一步拓宽了
销售范围。

船长上岸当老板

黄家和是 1979 年从越南回国的归侨，
“刚回国时，政府给了我们房子和船，帮
助我们安置下来，还成立了渔业公社提供
服务。”

1992年，黄家和换了30米的木船，十年
后更换了40米的铁船。随着生意越做越好，
2010年，他又更换了一艘50多米的铁船。

黄家和渔船的迭代更新是侨港镇渔业
发展的一个缩影。1978年，20多万名华侨
从越南回到中国，其中 7000多人拖家带口
摇着小艇回到北海。1979 年 6 月，作为越
南渔民归侨最大安置点的侨港镇正式成
立，改变了旧有“分散安置”“改行安置”的
模式。经过 43年发展，侨港镇码头停靠的
船只已从当初的 300 多艘风帆小船发展到
2300多艘大功率渔船。

除了渔船更新迭代，侨港镇的配套设备

和技术也有了进步。“从前出海挺危险，现在
气象部门的预报很及时准确。前几年，政府
还给每个渔船都安装了免费的北斗设备，
大家出海都觉得很踏实。”黄家和说。

当地政府还采取一系列举措促进渔业
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渔业部门明确规定
了网眼大小，倡导灯光捕鱼，渔业执法力
度也大大加强，每年还举办面向渔民的安
全、政策培训。

侨港镇积极推动电建码头和码头升级
改造，结合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抓紧推进智
慧渔港建设。推行“人工鱼礁+深水抗风浪网
箱+底播养殖”模式，推进海洋牧场建设。

如今，黄家和不做船长了，他作为“鱼
客头”投资亲友4艘大渔船。家族一部分人
在店铺负责销售和发快递，一部分人负责
出海捕鱼，分工明确。

和黄家和一样，北海桂之海渔业有限
公司负责人黄祥宇也曾是一名出海的船
长。因为事业发展，黄祥宇不断扩大生产
规模，家庭作坊已经成为日加工海鲜 1 万
至2万斤的工厂。

黄祥宇的工厂和很多侨港渔船都有合
作，渔货从电建码头下来就直接用冷链车拉
到工厂进行加工。清洗、去内脏、去腮、去鳞、
切花、冷冻、包装、发货，整个流程一气呵成。
企业还购置了专业切花机将海鱼切花而不
断骨，方便消费者直接蒸煮食用。“我们会
根据客户的反馈和销售情况来优化产品，
切花鲳鱼就是我们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一个
创新。”黄祥宇说，“海洋捕捞有不稳定性，
为了保证供货稳定，我们一方面购买海洋
牧场的金鲳鱼，一方面也配备大型冷库保
证销售。”

游客来到家门口

黄家和大概想不到，他的安置社区所
在片区，几十年后能建成“侨港风情街”，成
为北海旅游的网红打卡点。

总长 1050米的侨港风情街，总营业面
积6200平方米，“海鲜粥”“越南虾饼”“疍家
风味海鲜粉”“北海手信”……各类美食店共
200多家，独特的地域文化加上海鲜美味，造
就了独具一格的风情，常年吸引游客前往。

“这些鳗鱼干、虾仁干都是本地渔民新
晒好的，我们昨天刚收过来。”40岁的周结
是侨港风情街“嘎嘎刚的北海手信”店导
购，也是在侨港镇生活多年的越南归侨。

“来北海玩的游客都愿意带些特产回去。店
铺开业 3 年，从早上 9 点到晚上 11 点都有
游客光顾。”他说。

在风情街的手信店铺，每家都有自己
的独特产品。除了各色农家海鲜干货，还
有各类新式即食美食：罐装海鲜酱、即食
银鱼仔、海鲜螺蛳粉、海鸭蛋蛋黄酥、海
鲜预制菜……

“这些年，随着加工技术的进步，各类
精深加工的海产品也层出不穷，更能满足
消费者的需求，也拓宽了海鲜的销路。”侨
港镇美食协会会长吴玉明说，近些年，当
地政府和美食协会举办“长桌宴”“开海节”
等活动吸引客流，美食街商铺也纷纷打造
独特装修风格，实现店铺提档升级，“游客
喜欢去网红店铺‘打卡’，一些热门店铺常常
需要排长队”。

与侨港风情街一街之隔的就是号称“最
美文艺渔村”和“虾米第一村”的电建村。高
大阔气的门楼，宽敞整洁的柏油路两侧是
齐整的小洋房，民居外立面的彩绘、复古
的装饰讲述着渔村的民俗文化与历史。昔
日小渔村，如今有主题婚纱摄影、虾米商
铺、高品质特色民宿等优质配套。

电建村于 2020年划归侨港镇，次年便
开始了“最美文艺渔村”改造工程，除了开
展“三清三拆”环境整治工作，还建设渔耕
文化展示场所，展示疍家文化历史。

当地村民高妹在家经营了几十年的虾
干鱼干。随着村容升级改造，她家换上了
亮丽招牌。“以前，干货基本都是卖给本地
人。这几年，常有游客来我家买干货。有
的游客好奇虾米怎么加工，我就带她去虾
米工坊参观。”她说。

“传统渔业面临发展瓶颈。结合当地特
色，发展休闲旅游是渔民转产转业的可行
路子。”侨港镇党委副书记石秋碧告诉本报
记者，近3年，侨港镇年接待游客约350万
人次，年旅游收入达 4.2 亿元。随着“海鲜
旅游”成为侨港镇新风尚，已投入运营的侨
港海滩“越式夜市”正以浓浓“海味”吸引四
方游客……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银海区侨
港镇成立于1979年6月2日，是全国
唯一以镇建制安置归侨的乡镇，当
时集中安置越南归来的侨胞 7700多
人。曾经的海滨小镇如今已成为全国
渔业重镇——侨港镇拥有 2300 多艘
大功率渔船，年捕捞产量达 30多万
吨，水产品加工量20万吨，产值20
亿元。随着现代渔业蓬勃发展，农渔
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5万元，走在了
广西前列。以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也
蒸蒸日上，年接待游客近 350 万人
次。把准现代渔业发展方向，这座归
侨小镇正迸发勃勃生机。

侨
港
风
情
街
夜
景
。

江
上
渔
歌

浙江省建
德市下涯镇以党
建联建为抓手，
培养摄影产业和
农旅融合产业，
助力当地乡村振
兴。图为渔夫在
江上撒网。
陈 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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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福
州市打造城市
慢行步道系统，
拓展城市绿色
空间。图为福
州福山郊野公
园一角。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