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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托位于意大利中北部，是有着
数百年历史的纺织品生产销售集散地。
在普拉托从传统欧洲纺织中心发展为
世界“快时尚”服装基地的过程中，华人
服装业者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他们闯难关探新
路，使服装行业不断焕发新活力。

面临疫情挑战

“1999 年，第一家华人裁剪公司在
普拉托成立。20多年来，华人服装企业
飞速发展，形成了成熟的‘快时尚’服装
产业集群。”意大利华人服装行业协会
会长李小锋说，现在，普拉托有5000多
家大大小小的华人服装企业，分布在两
个“快时尚”服装工业区中。

如今普拉托华人“快时尚”服装产
业链日趋完善，分工也更加精细化专业
化。李小锋介绍：“以前，染洗、布料、印
花等产业都是当地人在做。近几年，越
来越多华人企业进入这些领域，形成了
包含面料、辅料、服装生产、贸易、物流
等在内的完整产业链。”

受通货膨胀、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
影响，当前，意大利华人服装行业也面
临一些挑战。意大利华人服装行业协会
成员任彬维在普拉托经营一家服装企
业，他说：“生产成本提升使华人服装企
业失去价格优势，加之市场整体购买需
求下降，生意受到不小的冲击。”

“比如，以前一件衣服卖 10 欧元，
现在得卖 15 欧元，客户原本一个款式
订三四百件，现在可能只订七八十件。”
任彬维表示，像他公司这样做服装品牌
代加工的受影响小一些，但对于需要将
成衣卖给批发商和客户的企业来说，压
力更大。

开拓线上经营

困局之中，普拉托华人服装企业积
极探索破局之路。为更好地整合资源、
汇集信息、拓展客户，华人从业者们尝
试开拓线上经营渠道。

任彬维介绍：“前段时间，华人服装
协会几位成员推出了一款公益性质的

‘华裳APP’，为同行间信息交流提供平
台。华人老板求购布料、辅料，寻找
加工厂、工人，或想要处理服装库
存、寻找客户都可以发布信息。这个
APP会自动匹配相关资源，帮企业主解
决问题。”

目前，已经有不少华人企业入驻
“华裳 APP”。一些商家反馈，商品在
APP 发布后增加了曝光度，找到了更
多新客户。

“未来，我们计划推出多语种板
块，邀请更多意大利人经营的服装公
司入驻。我们也计划拓展全欧洲的服
装信息，希望其他国家的服装业者也
能找到资源。”任彬维说。

坚持原创设计

“服装企业要想获得长远发展，原
创设计和品牌打造很重要。”李小锋说，
以前，大多数华人服装企业都在做批
发。近几年，不少企业推出自己的品牌，
聘请专业院校毕业的服装设计师，将品
牌理念融入服装设计，再进行生产加
工，将整个产业链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任彬维看来，品牌化的核心是
原创设计，华人服装企业需要形成自
己的风格和审美体系，品牌化进程中
也要解决好销售环节存在的问题，持
续拓展销售网络和渠道。“品牌化是我
们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品牌将使服
装企业更具市场竞争力，走得更远。”
他说。

“随着市场扩张，产品种类和质量
提升，以及商业网络不断完善，华人服
装企业的影响力正在持续扩大。”李小
锋表示，华人服装行业的发展既源于华
人吃苦耐劳的品质和独有的经营智慧，
也离不开当地政策和民众的包容。

“华人服装行业协会将继续加强业
内交流、推动服装产业升级、保障华人
企业安全、积极回馈住在国社会，相信
华人服装业者可以携手开创新局面，为
普拉托这片热土创造新的繁荣。”李小
锋说。

（据中新社电）

与美丽的非洲岛国结缘

1992年 5月，我作为第九批中国援
助马达加斯加医疗队队员，首次来到马
达加斯加这个美丽的非洲岛国。此前，
我是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的一名
医生，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了法语。在医
疗队，我主要负责翻译工作。

我跟随医疗队在马达加斯加南部城
市安布文贝工作了两年。第九批医疗队
援外任务结束之后，马达加斯加希望中
国成立一个新援助医疗队。由于新医疗
点 需 要 翻 译 ， 我 便 留 了 下 来 ， 延 期
一年。

在马达加斯加工作期间，我和医疗
队同事们面临很多挑战：环境艰苦、物
资匮乏、疟疾等疾病威胁……但这里友
善的人民、淳朴的民风以及四季如春的
宜人气候深深吸引了我。

1996 年，我带着妻子以游客身份重
游马达加斯加。机缘巧合之下，我在这片
土地扎下根，开启了人生一段崭新旅程。

起初，我在一家中企的马达加斯加
项目部工作。后来，我想自己干一番事
业，就有了创业念头。

对我来说，弃医从商并不容易。我
没有经商经验，一切都要靠自己摸索打
拼。我做了一番市场调研后发现，当地
人对中国生产的小商品很感兴趣，需求
很大。当时，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蓬勃
发展，一大批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源
源不断地销往海外。但在马达加斯加，
销售中国百货商品的店铺寥寥无几。我
决定抓住机遇，趁势而上，从小商品贸
易做起，在义乌组织货源，运到马达加斯
加批发及零售。就这样，我迎来了事业

“第二春”。

促进中国家电热销海外

2003年，马达加斯加政府为了刺激
经济发展，对进口家用电器实行零关
税。我看到了新机遇。

当时，中国国产家电品牌已发展得
很好，深受国内消费者欢迎。而马达加
斯加还没有一家经销中国家电的公司。
我决定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将中国
知名家电品牌引入当地。

我最先引进的是长虹电视。当地人
只知道一些日韩电视品牌，从未听说过
中国家电品牌，因此，他们对中国家电
普遍抱观望态度。为了打开当地市场，
我花高价在报纸上做整版广告，推广了
近半年。

除了做广告，我还率先推出家电保
修 1年服务。过去，在马达加斯加销售
的家电基本都不提供保修服务。有顾客
担心地问我：“保修1年，是不是意味着1
年之后你卖的产品就会坏？”我耐心地向
顾客解释，消除了他们的顾虑。

渐渐地，中国品牌家电凭借过硬的
质量、实惠的价格以及贴心的售后服
务，赢得了越来越多当地顾客的青睐。
我开始扩大经营范围，将更多中国品牌
的洗衣机、冰箱等各类家电产品引入当
地市场。

无论从医还是经商，我的理念一以
贯之，那就是提供方便和服务。能把中
国优质的家电产品推广到马达加斯加，
让当地民众认识并接纳中国品牌，并为
他们的生活增添更多便利，我自己也收
获了成就感。

这些年来，许多马达加斯加朋友和
我聊起中国品牌时都赞不绝口。不少当
地商人开始参与中马贸易，亲自到中国

进货。他们目睹了中国的飞速发展，对
中国充满钦佩与向往。

我自身的事业发展得益于中国经济
腾飞。因为中国强大的制造实力，我才
有机会在马达加斯加闯出一片自己的天
地。我也很高兴能为“中国制造”走向世
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为中马合作牵线搭桥

我与马达加斯加结缘，源自中国援
外医疗队。多年来，尽管我的事业重心
转向经商，但我与中国援助马达加斯加
的多批医疗队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尽己
所能为他们在当地开展医疗工作提供
帮助。

如今，已有 23批中国医疗队队员来
到马达加斯加。我亲眼见证了当地民众
如何信任并感激中国医生。在我当年工
作过的安布文贝，医疗资源紧缺情况特
别严重，当地医院甚至没有妇产科、麻醉
外科等科室，病患做手术都需要中国医
生帮助。中国医疗队队员总是不遗余力
地进行救治。现在，当地民众一有头疼脑
热，首先想到的就是找中国医生、吃中国
药。说起中国医疗队的医治水平，他们都
竖起大拇指，连声称赞。

我还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为中马医
疗合作牵线搭桥。2017年，马达加斯加
暴发严重肺鼠疫，当地政府希望获得中
国帮助。得知消息，我立即联络国内相
关部门。很快，中国便派出了医疗队和物
资，赴马达加斯加进行援助，为当地控制

肺鼠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8 年，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

览会在我的家乡甘肃举办。我跟随马达
加斯加前总理夏尔·拉贝马南贾拉前去
参会。活动后，夏尔·拉贝马南贾拉由
衷感慨，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的发展
速度太快了。他希望利用这次博览会的
机会，增进马达加斯加和甘肃在中医药
乃至更多领域的交流合作。听了他的
话，我又自豪，又充满干劲。近两年，
我有了一个新目标，那就是把甘肃优质
的中药材引入马达加斯加。

如今，到马达加斯加投资经商的中
国同胞越来越多。前些年，我联合当地
其他侨领，成立了马达加斯加华商总
会，目前已有 110多家会员企业。大家
抱团合作，互帮互助，并在祖国发生自
然灾害、新冠肺炎疫情时积极捐款。华
商总会还有一个重要活动——同过中国
传统节日。每到中秋节、端午节、春节
等，我们都会聚在一起品尝中国传统美
食，共叙乡情。

我在海外已生活 30 年，但和许多
侨胞一样，始终心系祖国。日益强大的
祖国是我们在海外发展的坚强后盾，我
也将继续扮演好桥梁角色，为中国和马
达加斯加在经贸、医疗等各领域加深合
作献智献力。

（本报记者 严 瑜采访整理）

上图：任瑜杰（右四）与中国援助马
达加斯加医疗队队员们在中国驻马达加
斯加大使馆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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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加斯加侨商任瑜杰——

助力“中国制造”走出去
马达加斯加侨商任瑜杰——

助力“中国制造”走出去

30年前，任瑜杰以中国援外医疗队队员的身
份，第一次来到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当时，他不
会想到，日后自己将与这片陌生土地紧密相连，开
启一段崭新人生。

从医生到商人，任瑜杰在马达加斯加经历了人
生角色的重大转变，但始终没有改变的是他对祖国
的赤子深情。

以下是他的自述。

近日，第22期海外华文
媒体高级研修暨感知中国

（福建）行采访团在福建泉
州考察采访。来自15个国家
和地区的华文媒体工作者
走访泉州多个世界遗产点，
领略了泉州和谐、开放、包
容的气韵。

1 年前，“泉州：宋元中
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
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
为中国第56项世界遗产，也
是为数不多的城市型世界
文化遗产。

此行，海外华媒人士带
着对“世遗泉州”的期待前
来，游古城、逛小巷、品
小吃，感受当地风土人情
和非遗文化魅力。他们中
的不少人来了泉州才知道，
这里不仅是古代“海上丝绸
之路”的起点、首届“东亚文
化之都”的中国代表，还被
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如
今更是一座世遗之城。

千年来，“海丝”文明相
互交融、和谐相处，造就了
泉州开放包容、和谐共生的
特质。罗马尼亚《欧洲侨报》
社长高进认为，泉州这座世
遗之城，应该走向世界，让
更多人所知、所了解。

在泉州古城所在地鲤
城区，1 公里的涂门街古朴
而繁华，这里坐落着泉州府
文庙，是中国东南地区规模
最大、规格最高的文庙，象
征着儒家文化；文庙东侧
200 米，是中国现存最古老
的伊斯兰教清净寺，仿照叙
利亚大马士革礼拜堂而建。
涂门街北边 1 公里开外，泉
州开元寺以中国古代最高
石塔——东西双塔闻名。

走过一个个世遗点，海
外华媒人士追寻着古代海
上丝绸之路时期中外贸易
的繁荣景象，感受着“活态
古城”的文化传承。

“ 一 个 古 老 的 文 明 城
市，一个新兴的发展城市。”
在英国欧桥网副总编辑王
国立眼中，福建泉州这座
新晋世界遗产城市具有独特魅力。他表示，泉州借助千
年文化积淀和天然海滨优势，既传承发扬传统文化，又
积极推动现代商业的发展。

泉州申遗成功后，以更丰富的面貌为公众所知，这不
仅是文物保护的新起点，也带来了文旅产业发展的新商
机。高进表示，作为海外华文媒体，他们乐当“世遗泉州”的
讲述者和传播者，向更多华侨华人传播泉州声音。

几天来，海外华媒人士的行程涵盖泉州的产业、民生、
生态、文化等方面。他们用脚步丈量泉州古城，触摸鲜活的
人物生活，收获满满。

当前，泉州正全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市、品质泉
州”。“我们期待与海外华文媒体开展更多实质性合作。”泉
州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市侨办主任陈晓玉说，“希望广
大华媒朋友聚焦泉州改革创新的成果，深度了解泉州，开
展全方位、立体化的宣传，展示泉州新形象、新风貌，让世
界看见泉州、读懂中国。”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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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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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
白腊山的云海令人称奇。山峦与
民居掩映其中，美不胜收。

毛 虹摄 （人民图片）

白腊山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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