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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利的氛围特别棒，常常进门就能闻到
羊肉香。”德国食客罗伟哲是柏林夏洛滕堡区
好利私房菜中餐厅的常客，羊肉烧麦是他的

“心头好”。
罗伟哲说，每次与朋友到好利餐厅，老板都

热情打招呼，让他感到亲切。对中餐情有独钟的
他曾在 2014 年和 2017 年坐火车游走中国，探索
各地美食。“中餐菜系品类多元，能带来丰富的
品尝体验。”

好利私房菜老板李进表示，在中国内蒙古等
地区，羊肉烧麦广受欢迎，坊间有“不食烧麦，
不算到过包头”之说。太阳初升的清晨，到烧麦
馆吃上一顿美味早餐，更是许多包头市民的不二
之选。

自包头旅居德国20余载，从“资深吃货”到
从事餐饮行业，李进找食材，反复琢磨，做出的
羊肉烧麦一口爆汁、鲜香四溢，引来八方食客，
也慰藉了游子之心。

羊肉烧麦要做好，对面皮、馅料及蒸制火候
都颇有讲究。用热水和面，加上少许食盐，这样
做出的面皮儿更筋道。烧麦皮儿外沿稍薄，形如
裙褶，如此才能兼具美观与收住汤汁的效果。馅
料调制重在保持羊肉自身鲜美，加入生姜、洋
葱、煮过的花椒水等搅拌提鲜，之后用香油、胡
麻油“封汁”收尾。

据李进介绍，胡麻籽是西北地区特产。用具
有特殊清香的胡麻油调馅儿是内蒙古地区特色。
由于德国并非胡麻籽产地，为高度还原家乡味
道，他好不容易在当地找到了提纯版替代原料。

羊肉易熟，烧麦蒸制时间火候需恰当。时间
若长了，皮儿容易被蒸坏，肉容易被蒸老，口感
上容易失去原有的鲜香。

自第一次烹制上桌，羊肉烧麦已经伴随李进
的餐厅走过数年时光。迎来送往各路食客，李进
常与客人拉家常、问反馈，在此基础上做改进。

“漂洋过海”的羊肉烧麦也似一条纽带，联结起
一个个中外故事。

前不久，一位在德国汉堡生活多年的包头姑
娘来柏林出差，专程带着德国丈夫到店里点了一
笼羊肉烧麦。几年没有回过老家的她就想吃到一
口家乡味。从社交媒体看到食客推荐后，在爱尔兰
读书的包头留学生也因为想家专程来柏林品尝。

听食客谈起美食情结，李进常感同身受。
1998 年，他远离家乡来德国留学，一路摸爬滚
打，可谓诸多不易，而家乡味道往往成为治愈内
心酸楚的良药。

从爱家乡味到做家乡味，李进说，自己一直
想把真正的中国味展示给当地人，更想让如他一
样的海外游子在万里之遥品尝到家的味道。“一口
美食能把人带回遥远的家乡，这也是中餐文化的
精妙之处。”

多年来，光顾李进餐厅的顾客由少到多，口
口相传及社交媒体点评等让好利私房菜积攒了不
少人气，盈利状况也较可观。

罗伟哲已向十几位朋友推荐过好利私房菜。
他告诉记者，在德国等地，一些毫无特色的亚洲
菜品冠以“中餐”之名，对德国人认识真正的中
餐造成了不良影响，而华人顾客常常是反映中餐
馆地道与否的“晴雨表”。

“海外中餐若为迎合当地口味而改变，容易
失去本真。”李进说，如今西方和中国交流愈发
密切，食用过地道中餐的西方人越来越多。“作
为餐饮人，有责任将地道的中国美味呈现给广大
海外食客。” （来源：中新社）

羊肉烧麦俘获中外食客心
马秀秀

羊肉烧麦俘获中外食客心
马秀秀

侨 情 乡 讯

“国际华商·清华论坛”在昆山举办

本报电（记者高 乔） 近日，2023“昆贤雁归”发展大会
暨第十三届“国际华商·清华论坛”在江苏省昆山市举办。该活
动由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昆山市
委统战部等联合举办。活动现场，涉及科创、医卫、文教领
域的14个合作项目签约，昆山市智能制造创新联盟海外孵化
中心揭牌，昆山市新乡贤“一站式”服务实施办法发布。

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乔卫在致辞中表示，昆山是
海内外人才创新创业聚集地，越来越多华侨华人与昆山深入
对接，实现共赢发展。昆山连续 18 年位居全国百强县 （市）
首位，是全国首个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000亿元的县级市。“国
际华商·清华论坛”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加强与海内外专家
学者的联系与交流，整合海外华商与侨领力量，促进多元文
明互通互鉴，为昆山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和智库支持。

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龙登高表示，自2018年以来，
“国际华商·清华论坛”已经在昆山举办4届，受到昆山市委市
政府的持续支持。“国际华商·清华论坛”是由清华大学华商研
究中心和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国际品牌活动，是
学者、华商、政府、智库、社会团体等共同参与的综合性论
坛。本届论坛关注数字经济、创新技术等当代经济前沿动
态，邀请海内外专家学者和各界嘉宾，通过主旨演讲和圆桌
论坛交流讨论，共同为中国经济发展贡献智慧。

海南省华侨华人研究院揭牌成立

近日，由海南省侨务办公室指导和支持的海南省华侨华
人研究院在海南大学揭牌成立。据介绍，海南省华侨华人研
究院旨在以服务海南自贸港、中国式现代化和海南侨务工作
为目标，深入研究华侨华人领域基础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
题，重点开展侨乡历史文化、跨境移民、华文教育和侨务法
规等领域研究，构建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平台和汇聚
侨务资源的重要载体。

海南大学党委书记符宣国说，此次在海南大学挂牌成立
海南省华侨华人研究院，通过“小机构、大网络”的方式，整合
国内外研究力量，建设开放式、创新型、智库服务型研究
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实践价值。海南大学将全力打造
这一重要平台和载体，将智库研究与海南自贸港发展需求有
机结合，建立一支专职兼职结合的研究队伍，打造琼籍华侨
华人研究高地，助力海南侨务工作提质增效。

海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苗延红表示，海南是全国重
点侨乡之一，数百万琼籍海外同胞是建设海南自贸港的重要
力量。希望海南省华侨华人研究院广纳四方之才、广聚各方
信息，用好海南侨务资源，积极开展侨情研究，为海南侨务
工作长远发展提供智力支撑。聚焦海南自贸港建设大局，组
织推动华侨华人专家学者联谊交往，为海南高质量发展凝心
聚力、出谋划策。 （来源：中新网）

侨

乡

新

貌

莲叶田田，荷塘飘香。最近，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新后
屠桥村喜迎莲藕丰收，藕农们忙着

采收莲藕，供应市场。图为新后屠
桥村的藕农们正在采收莲藕。

张昊桦摄 （人民视觉）

采收莲藕

智利华商联合总会会长王何兴——

在智利擦亮“中国文化之窗”

在智利侨界，提及王何兴，侨胞们都会
竖起大拇指：“干了不少实事”“对侨胞的事
情很上心”“大家都信任他”。今年是智利华
商联合总会会长王何兴旅智的第40个年头。
40年间，在热心为侨服务的同时，王何兴也
为中华文化传播和中智友好往来奔走不歇。
在智利重修中国文化地标——圣地亚哥中国
公园、为“智利周”活动牵线搭桥、参与筹建
智利“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每年春节在智
利总统府对面的广场上组织新春大联欢……
王何兴表示：“积极促进中智文化交流和民心
相通，能够提升华侨华人在智利的整体形
象，也可以更好地维护侨胞的合法权益。”

以下是他的自述。

成立华商联合总会

1984 年，我被外派到智利工作。没想到，这一
待就是大半辈子。上世纪 90年代，我从一家国企的
智利分公司辞职，开始自主创业，在智利落地生
根。如今，智利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

刚到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时，当地华侨华人数量
很少。当时，很多侨胞不懂西班牙语，不了解当地
的法律和文化，基本没有意识和能力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逐渐熟悉当地环境后，我开始凭借自身的
西班牙语优势和人脉资源，为华侨华人、中资企业
提供咨询服务，很快获得大家认可。

为了更好地凝聚为侨服务力量，2009 年，我牵
头成立了智利华商联合总会。

定期邀请智利移民局、税务局、海关服务总局、警
察局、外交部领事司和劳动社会保障部等政府及市政
相关部门为华商开展普法系列讲座；不定期为当地
华商组织语言培训班和中餐培训班；自筹资金建立
长期为侨服务义诊中心；创办《智利华商报》和《智利
华商网》，为两国经贸往来搭建信息交流平台；积极
组织动员华商参加当地慈善公益活动，并在地震等
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进行捐赠救灾……智利华商联
合总会举办的一系列活动不仅提高了侨胞依法维权
的能力，还大大改善了华侨华人在当地的形象。

2010年2月，智利发生大地震。刚成立半年多的
智利华商联合总会迅速成立地震捐助委员会，参加
当地政府组织的募捐活动，在火车站、华人聚集区印
制和发放宣传单，在各十字街头竖立广告牌，号召华
侨华人为智利灾民奉献爱心，得到华商的积极响应。

智利华商联合总会协同温州商会将募集到的大
米、面粉、牛奶、衣物等50吨物资运往遭受地震、海
啸双重灾害的智利南部第八大区塔尔卡瓦诺市，并组
织华商慰问团跟随物资运输车前往灾区看望灾民。慰
问团走访了因海啸失去家园而居住在帐篷里的200多
户灾民。受援的智利民众深为感动，在物资运输车队
路过时，徒步的行人拍手称赞，过路的汽车自动让路
并鸣笛致谢。一些受济灾民特意要了中国国旗搂在
胸前，深深鞠躬。

华侨华人的救灾之举得到智利官方和民间的高
度评价，“智利视点”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对救援物资

装车起运仪式进行了现场直播报道。时任圣地亚哥
市市长萨拉盖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旅智华侨华
人扎根智利，不忘回馈当地社会，体现了智中两国
人民兄弟般的友情。

重修中国文化地标

在圣地亚哥奥希金斯国家公园的东南角，有个
始建于1962年的“中国公园”，是中智友好往来的历
史见证。圣地亚哥中国公园坐落在一个四周环湖、
风景秀丽的小岛上，内有凉亭、牌坊和拱桥等具有
中国文化特色的建筑。在当地，其他国家建造的公
园很多，但中国只有一个圣地亚哥中国公园。因
此，在我看来，圣地亚哥中国公园是一扇展示中国
文化的重要窗口。

2009 年前，因为年久失修，圣地亚哥中国公园
荒芜脏乱、杂草丛生，成为人们在游玩奥希金斯国
家公园时避而远之的地方。我觉得非常可惜。重修
圣地亚哥中国公园成为我埋藏心底多年的愿望。

智利华商联合总会成立后，我们很快向当地政
府提出联合管理的申请。然而，因为当地政府对华
侨华人缺乏了解和信任，申请被搁置了3年多，一直
没有获得批准。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给当地政府
写各种关于重修圣地亚哥中国公园的提案。

转机出现在 2012 年。那一年，经朋友举荐，我
正式担任智利中国文化协会 （简称“智中文协”） 第
一副主席。智中文协由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诗
人聂鲁达、智利第一任民选总统阿连德和著名画家
万图勒里在 1952年 10月 1日共同创立，为智中文化
交流和民间交流发挥了重大作用。加入智中文协
后，我尝试以智中文协和智利华商联合总会的共同
名义，再次向当地政府提出联合管理圣地亚哥中国
公园的申请。

经过多年的努力协商和多方力量的共同支持，
2016 年 9 月 30 日，圣地亚哥市政府终于决定将公园
交由智中文协和智利华商联合总会共同负责管理和
维护。当年 10 月 3 日，我们发起“中国公园”修复
工程款的募捐。100多位侨胞慷慨解囊，募集资金达
110万元人民币左右。2017年1月，圣地亚哥中国公
园的修复工程如期圆满完成，正式对外开放。

自 2017 年春节以来，圣地亚哥中国公园每年举

办多种中国文化艺术活动，尤其是每年春节的文化
庙会，吸引了2万多人参与。

现在，圣地亚哥中国公园已成为智利的中国文
化地标。每次看到圣地亚哥中国公园里游人如织，
看到世界各地的游客在公园里拍照留念时，我的自
豪感和成就感难以言表。

牵线中智经贸合作

这些年，每次回国，我都有新感受。看到中国
改革开放 40多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我备感骄傲和
自豪。每当和智利当地朋友聊起中国时，我都会告
诉他们：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才有可能创造
出这样的发展奇迹。

智利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南美洲国家，中
智关系长期走在中拉关系前列。2019年3月，中智自
贸协定升级版正式生效，这是中国与拉美国家签署
的第一个自贸升级协定。中国连续多年成为智利第
一大贸易伙伴。

中智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发展经济互补性很
强。依托中国的广阔市场和智利的丰富资源，穿梭
在中智两国贸易往来路线上的侨胞更多了。

自上世纪 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侨胞到智利发
展。旅智侨胞构成也发生很大变化。与此前的老侨
相比，这一时期的侨胞大多不再是赤手空拳、白手
起家，而是带着资金和资源来智利投资兴业。他们
到智利后从事的领域也更广泛，涉及日用百货、服
装、矿业、房地产等。

与此同时，我用实际行动促进两国的经贸交
流，多次协调组织智利政要到中国多地参观考察，
并积极为“智利周”的诞生牵线搭桥。

2015 年，首届“智利周”在中国举办，智利前总
统弗雷率团参加。2022年11月，在第七届“智利周”开
幕式上，智利外交部副部长富恩特斯表示，智利与
中国将作为朋友和合作伙伴，在多个方面持续合作。

“智利周”为中智两国的交流合作创造了很好的契机。
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制度、政策、文化、地理等方

面的差异，中智双方企业合作还面临很多困难和挑
战。未来，我将和在智华侨华人一起，共同为中智两
国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环境。

（本报记者 贾平凡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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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中国寻根之旅”“情系家乡”夏令营在青田启动

近日，2023年“中国寻根之旅”“情系家乡”华裔新生代
夏令营集中开营仪式在浙江丽水青田伯温中学举行。

这是线下“中国寻根之旅”“情系家乡”夏令营时隔3年
在青田重启。来自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等40余个国
家的 500 余名青田籍海外华侨华人新生代相聚一堂，集体学
习、考察、参观，开启一段以“汉语、文化、寻根”为一体
的夏令营活动。

作为中国著名侨乡，青田现有 38.1 万华侨华人，遍及世
界146个国家和地区。

据了解，活动期间，青田将组织开展 7至 11岁“情系家
乡·华文教育”夏令营、12 至 18 岁“中国寻根之旅”夏令
营，并针对18至30岁的海外高层次华侨华人新生代开设“培
育培根铸魂筑梦”新侨伙伴家乡行活动。当地将青田石雕、
农遗、石门洞等标志性地方文化融入相关教学和活动中，让
学员们通过“学说青田话、学做家乡美食、游览家乡名胜”
等形式，拉近与家乡的距离。

（来源：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