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华侨华人 责编：贾平凡 邮箱：guojihwb@126.com责编：贾平凡 邮箱：guojihwb@126.com

2023年5月10日 星期三2023年5月10日 星期三

回乡做电商

甘蔗寨直播经济红火发展离不开一个人——立茵堂
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蔺如喜。

2018 年，已在外经商 10 年的蔺如喜回乡探亲，发
现了家乡的3个新变化：一是网络信号变好了，上网速
度特别快；二是进村的道路整修一新，快递车在村里频
繁出入；三是不少外地商人到镇上和村里收购大量农特
产品，再向外销售。

“当时，我就动了返乡创业的心思。”蔺如喜说，“‘美
丽乡村’自带流量，电商产业大有可为。甘蔗寨农特产品
丰富，过去因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销路一直打不开。现
在，网络设施、道路交通和物流服务都变好了，我们甘蔗
寨完全可以通过做电商自己打开销路。”

说干就干。2019年8月，蔺如喜和几个年轻人牵头
成立立茵堂种植专业合作社，种起了芭蕉芋、草莓和药
材，线上线下一体化经营。“很快，我们在淘宝网、拼
多多两大电商平台的网店就开起来了，主要以‘平台运
营+直播’的方式发展电商业务。”

做电商，蔺如喜和团队成员都在摸索。“我们自己种
植农特产品的尝试很快以失败告终，后来改为依靠收购
农户的农特产品。”蔺如喜说。与此同时，自费报名参加
电商培训班，参加各级政府组织的电商培训活动，挑选
和分拣货品，做客服、直播和售后……蔺如喜和团队成
员不放弃任何一次学习机会。

功夫不负有心人。蔺如喜的电商业务逐渐有了起
色。“一开始没有订单，慢慢一天有几十单、上百单、上千
单。”蔺如喜笑着说，“出单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只要客
户下单，我们手机就会‘叮’的一声。刚开始，我们每天
都抱着手机睡觉，半夜一听到‘叮’声，马上起来回客
服。后来，随着订单快速增加，‘叮叮叮叮叮叮’的声音
会接连不断，像一串美妙的音符。”

立茵堂的成功运营，离不开当地政府大力支持。
“荷花镇政府为我们申请到 160 万元的壮大村集体资
金，腾冲市妇联为我们申请到 40 万元的创业循环金，

腾冲市商务局为我们提供了4万元补贴和多次电商培训
机会，腾冲市供销合作社也给我们提供了多次学习机
会。”蔺如喜充满感激地说。

掀起直播热

“以前，我们不知道直播是什么。”甘蔗寨村民李雪
芬是最早一批到立茵堂工作的成员之一。近 4 年时间，
她在合作社做过打包、分拣、客服和发货等工作。去年
6月，经过培训后，她正式成为一名主播。

回忆起第一次做直播的经历，李雪芬直呼：“太紧张
了！站在手机屏幕前，忘了要说什么。”当时，蔺如喜见
状，立马上前为李雪芬加油打气。在蔺如喜的鼓励下，
李雪芬逐渐克服紧张，顺利完成自己的直播首秀。

经过近一年的磨炼，李雪芬已经成为合作社一名经
验丰富的当家主播。“有时，一天两场直播下来，我可以卖
出6000多元的产品。”接受采访时，刚从直播间下来的李
雪芬声音略显沙哑，“我们还帮很多农户代卖农产品，非
常有成就感。”

李雪芬成功转型为主播，得益于 2021 年立茵堂布
局的“主播孵化”创新型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培养多
名当地年轻人做主播，带动更多寨里和镇上的男女老少
加入电商大潮。”蔺如喜说。

这几年，合作社的主播基本都接受过蔺如喜的培
训。“我把自己在外面电商培训班学到的东西总结整理出
来，免费教给想要成为主播的荷花镇村民。”蔺如喜说，

“一些村民很有做主播的天赋，学会主播的基本技巧
后，在看似随意的聊天中就把产品卖出去了。”

“自2019年11月29日开始直播以来，我们注册了多
个直播账号，坚持每天直播，从未间断，不断研究直播
平台运营方法，慢慢积累粉丝，直播效果越来越好。”蔺
如喜表示，目前，立茵堂共开设了 12 个直播间，在多
个网络平台上销售当地的农特产品。

在直播带动下，甘蔗寨的山货越卖越俏。刚开始直
播时，只有几十个客户观看。现在，淘宝网每场直播观
看数 1万人次以上，拼多多观看数 2万人次以上，累计

粉丝35万人左右，平均每场直播出单200单以上，销售
额 5000 元以上。网店销售额随之水涨船高，每天包裹
的发出量从300单左右增长到2000单左右！

在立茵堂办公室的门楣上，“真诚做人，诚实做事”8
个大字引人注目。“无论是直播还是网店，我们都很注重
服务。”蔺如喜说，“我们会选择好养的、耐运输的绿植产
品和农产品。而且，一旦客户反馈问题，我们马上补发或
者退款退货。”

合作共致富

“我每天的上班时间是上午8点至12点、下午2点半
至 6 点半，不耽误回家吃饭和照顾小孩。”甘蔗寨村民江
海丽是立茵堂的一名客服专员，她对自己的工作很满
意，“前两年，我在外务工，离家远，有诸多不便。现在，
我每月收入3000多元，关键是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

李雪芬也是有两个孩子的“宝妈”。“老大读初二，老
二读小学五年级，离不开人照顾。”忙碌时，李雪芬会把
放学后的孩子接到立茵堂，“他们在这里写作业，我继续
工作，很安心。”

“通过合作社带薪培训，越来越多留守家中的‘宝妈’
吃上了电商这碗饭。”蔺如喜说。

10 名专职主播、4 名副播、4 名专职客服人员、21
名专职打包人员、20余名流动生产人员，立茵堂目前已
经解决了甘蔗寨 50 余人的就业问题。“后续，我们会打
造更多的直播间，培养更多的专职主播人员，为更多想
学习电商以及电商销售的人员提供培训服务。”蔺如喜
说，通过培训及实操，立茵堂力争把本地农特产品和绿
植推广出去，带动更多人就业并增收，让更多人通过电
商致富。

“合作社有 6 名社员，今年底之前，我们争取让所
有在这里工作的村民都加入合作社，参与分红。”提及未
来的发展计划，蔺如喜表示，“我们要挑选更多优质货
品，开更多网店，把渠道再拓宽一点。我们的主要目标
不是创造多大利润，而是希望把团队一直延续下去，方
便合作社成员在照顾家人的同时一起过好日子。”

云南省腾冲市荷花镇甘蔗寨立茵堂种植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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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绿水，来，赶紧带了这个，给您福利价格”“都
是带芽芽给您发出去，收到后，芽点就噌噌噌地往上攀
爬了”“特别好种好养的懒人绿植，种不死的绿植，养的
好陪你到老哦”……近日，本报记者走进云南省腾冲市
荷花镇甘蔗寨立茵堂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直播基地，看到
了一幅热旺的直播带货场景：3个紧挨的直播间里，摆满
了各式各样的绿植、不同斤两的袋装土壤和火山岩制成
的花盆，3名主播对着各自的手机屏幕推销手头的绿植
产品。与此同时，主播们的手机上不时传来“叮”“叮”

“叮”的客户下单声。
190万元、396万元、1014万元、1500万元，这

是立茵堂种植专业合作社2019年至2022年销售农产品
及绿植产品的成绩单。作为一家集种植、加工、生
产、销售为一体的专业合作社，立茵堂以“网店+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积极助力甘蔗寨乡村振兴
建设。在全国重点侨乡腾冲的深山里，甘蔗寨近年来
依托直播经济，不仅把当地丰富的农特产品销往全国
各地，还吸引了一些在外打拼的村民回乡就业。

“五一”前夕，浙江青田侨商季方荣前往
俄罗斯莫斯科走访客户，对接彩妆产品国际
贸易新订单。今年以来，越来越多侨商走出
国门，活跃在国际贸易舞台上。

把根扎在浙江，藤蔓延伸向四面八方，
这是浙江创新形成的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
的“地瓜经济”模式。

从改革开放初期率先回国投资兴业，到
后来涌现出一大批科技创新型企业和归国创
业者，浙江广大侨商多年闯世界，让“地瓜藤
蔓”遍全球。

科技创新，发力“智能制造”

幽暗的环境中闪烁点点指示灯光，嗡嗡
的运作声是整个流水线为数不多的响动，偌
大的车间空无一人……这是宁波双鹿控股集
团“黑灯车间”的日常写照。

2022 年，该企业销售收入 51.42 亿元人民
币，销售网络遍布80多个国家和地区。“小小电
池”何以迸发“巨大能量”？宁波双鹿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总裁王剑浩道出“科技创新”的密码。

“我们依托人工智能、5G云端、物联网等
新兴技术打造电池智能工厂，电池制造从设
备、物流到生产、管理，实现全流程智能
化。”王剑浩介绍，目前该集团拥有 81 项发明
专利和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科研力量雄厚。

作为一家侨企，双鹿集团连接国内外，在多
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工厂。如今，5G将双鹿全球

工厂联通在一起，实现远程操控和信息共享。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对企业而言

尤为如此。据浙江省工商联发布报告显示，
2022年浙江民营企业研发投入100强入围门槛
为 3.3 亿元人民币，较 2021 年提升 64.18%，100
强企业总营收达到5.81万亿元人民币。

联通中外，合力“造船出海”

30 多年前创业时，浙江明泉工业装备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立明未曾想过，50 余亩
土地发展成了如今4万多平方米的厂房。

改革开放以来，黄立明带领团队在涂装喷
涂工业理论和技术上不断创新，逐渐将生产线
布局到汽车、家电、电梯甚至航天航空等领
域。如今，该企业在深耕技术研发、专利孵
化、行业标准制定的基础上，致力于推动国
产技术“走出去”。

“这两年我们与多家国内外企业合作，前
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拓展海外市场。最近刚
与鞑靼斯坦共和国某企业签订合作项目。”黄
立明介绍。

目前，明泉工业的产品已出口欧美地区和
俄罗斯、越南、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肯尼
亚等“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出口销售额达
1000万美元。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10年
来，“一带一路”倡议架起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
合作交流之桥，广大华侨华人发挥融通中外的

优势，成为国际贸易往来的“桥中之桥”。
去年底，浙江还成立“一带一路”综合服

务联盟，指导专业机构提供集成性服务，推
动浙江企业高质量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美美与共，接力“以侨搭桥”

近期，温州鹿城海外侨商经贸服务共同体
派出一批“地瓜经济使者”助力辖区企业出海
抢单，签下 6000 万元人民币“首单”。浙江侨商
侨企从走出去“闯世界”为全球发展添力，到回
故乡投资兴业，“以侨搭桥”内畅外联。

浙江七幸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亚琴就
是“以侨搭桥”的受益者与接力者。

“创业近40年，我从服装行业转型进入医
疗器械赛道，得到多方帮助，也深知创业不
易。我希望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帮助更多创
业者，给予他们信心。”黄亚琴说。

在黄亚琴牵头打造的湖州七幸科技创业
园，生活超市、员工餐厅、人才公寓等硬件设
施一应俱全。与此同时，人才创新创业交流
平台为创业者提供政策咨询、投融资、创业辅
导、政务代办等服务。

“这两年园区不断吸引新侨人才集聚创新
创业，设立1亿元人民币孵化资金池，助推初
创企业快速成长。”黄亚琴说。

据介绍，浙江省侨商会现有会员企业
3500余家，总投资约585亿美元，年创造产值
3000多亿元人民币。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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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侨商深耕“世界商田”
郭其钰 鲍梦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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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着巨大的行李箱，美
籍华人鲁照宁日前再次出现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行李箱中除了
极少的衣物，剩下的空间被
史料、书籍占满。

这 是 他 近 20 年 来 第 16
次、累计往返航程近 40 万公
里到此做的同一件事——捐
赠。他向这里捐赠的史料累
计达2300余件 （套）。

“长期寻找史料、阅读史
料、进入历史情境，对我来
说是痛苦的。即便如此，我
也会坚持。”鲁照宁说。

鲁 照 宁 1964 年 生 于 南
京，初中毕业前随家人移民
美国，如今是纽约电力公司
项目督查。

少小离家，乡音未改。
家世出处，未曾敢忘。“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遇难者名单墙上，有我
二爷爷鲁葆寅的名字。1937
年南京沦陷后，二爷爷被日
本兵开枪打死。南京抗日航
空烈士纪念馆公墓区抗日航
空烈士纪念碑之英烈碑上镌
刻的 4296 名英烈中，我的小
姑 奶 奶 鲁 美 音 是 唯 一 的 女
性。曾是空乘的她为营救机
舱里的婴儿，不幸遭日机扫
射身亡，年仅 26 岁，当时怀
有身孕。家族中，还有4位亲
人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死去。”
说到此，鲁照宁陷入沉默。

读 到 张 纯 如 英 文 著 作
The Rape of Nanking（《南京
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在
海外发行的《侨报》上看到南
京大屠杀题材的新闻报道，
他内心的触动不断积攒，萌
生了为家乡做些事的想法。

2004 年，由中新社记者
牵 线 搭 桥 ， 鲁 照 宁 到 访 南
京，见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任馆长
朱成山，第一次向馆方捐赠
了张纯如英文版书籍、一位
日本人撰写的南京大屠杀题
材书籍等。

回美国后，一有空闲，鲁
照 宁 就 通 过 网 络 搜 索 关 键
词，“打捞”有关线索。在网
络平台遇到有价值的拍品，
他就自费竞拍，有时连夜蹲
守 。 攒 够 数 量 ， 他 就 攒 假
期、买机票，飞到南京捐赠。

刚开始，他只是单纯地
买、捐。后来因大量阅读史
料，他常在深夜避开熟睡中
的家人，嚎啕痛哭。搜索、阅读、购买、捐赠，日
渐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在当地，鲁照宁过着“背负房贷、开普通车”的生
活，用节衣缩食省下的费用购买拍品。

近 20年来，鲁照宁在海外搜寻到不少具有历史
价值的文物史料，不断增加日军侵华和南京大屠杀
的铁证。

“毫无保留也不计成本，只是发自内心地想做这
件事。”他表示，计划将新征集到的史料再次捐给家
乡，明年退休后，想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做义工。

“我不愤怒，愤怒只是情绪的表达。我也不仇
恨，仇恨是一种最不可取的手段。我坚信，历史应
该被公平地对待。”鲁照宁说，“只要我还活着，‘打捞’
历史、寻找文物史料的脚步就不会停下。”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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