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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事业新方向

“新颖，实在”，这是 10 年前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留给姚宾的初印象。

2013 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当时，姚宾已在老挝打拼 20 余年，在当
地进出口贸易、旅游、工程建设等领域拥有
一番不错的事业。渐渐地，姚宾发现，身边谈
论“一带一路”的人多了起来。“从 2014年开
始，‘一带一路’在老挝逐渐成为一个‘热
词 ’。”很 多 人 都 会 和 姚 宾 聊 到“ 一 带 一
路”——“一带一路”是什么？如何抓住“一带
一路”带来的机遇？“热烈讨论的背后，是老
挝人对发展的迫切渴望。”姚宾说。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老挝“陆锁
国”变“陆联国”战略深入对接，越来越多中
企来到老挝。修路、架桥、建水电站……中国
工人在老挝的崇山峻岭间“描绘”出一幅幅
崭新图景。这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无疑是
被称为老挝“一号工程”的中老铁路。

“拥有一条铁路，让老挝从‘陆锁国’变
‘陆联国’，是几代老挝人的梦想。”姚宾在老
挝生活多年，深知这个内陆国的发展因为重
山封锁而受到极大制约。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里，老挝国内仅有一段长约3.5公里的铁路与
泰国相连。交通瓶颈“锁”住了老挝的经济发
展，也“锁”住了民众的内外往来。

2015 年，中老两国正式签署中老铁路
合作协议，中老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
目拉开序幕。姚宾也随之忙碌起来。

“中老铁路项目启动初期，一些老挝朋
友来向我咨询，哪些老挝特产适合通过铁
路出口到中国；铁路开工建设后，部分中
企朋友表示，公司不熟悉当地环境，希
望加强沟通。”那段时间，姚宾凭借自己在
当地人脉广、懂民情的优势，努力充当“桥
梁”，让铁路联通的双方对彼此多一点了
解，为这条跨越山河的“友谊之路”早日开
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中老铁路通车前想都不敢想”

2021 年 12 月 3 日，中国昆明站内的复
兴号“绿巨人”与老挝万象站内的“澜沧号”
动车组列车同时启动，双向奔赴。

“俗话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中老
铁路是一条带动沿线地区发展的‘黄金
线’。”姚宾长期从事中老贸易，对中老铁路
带来的新气象有着切身感受。

“过去，在中老之间运输商品，无论陆
运还是海运，都得绕经越南、泰国等国，
耗时久、运费高，一趟下来挣不了什么

钱。有了中老铁路，情形大不一样。”姚宾
介绍，中老铁路提供了一条高速、便捷的
陆路贸易通道，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缩
短了运输时间、提升了贸易效率。“现在，
我们公司一年通过中老铁路运输的商品贸
易额达 1 亿元人民币。这才刚刚起步，未
来几年，贸易量还会大幅增长。”

在扩大公司贸易规模的同时，姚宾开
始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带动更多人一起搭
乘中老铁路的发展“快车”？他决定在老挝
多地投资建设木薯淀粉厂。

得益于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老挝的
木薯具有亩产量高、淀粉含量高等特点。木薯
淀粉是老挝对华出口的主要农产品之一。

“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开通后，生鲜
商品运输高效、迅捷，老挝向中国出口木薯
淀粉更加便利。”姚宾算了一笔账：一家木薯

淀粉厂的年产量大概七八万吨，需要周边三
四万公顷土地种植木薯，涉及农民数以千
计。此外，每家工厂还需招聘约400名工人。

如今，在老挝南部，姚宾和合作伙伴
共同投资的两家木薯淀粉厂正在建设中，
预计年内竣工投产。“未来 4 年，我们计划
每年再新建两座木薯淀粉厂，共建10座。”
姚宾相信，“建木薯淀粉厂，是能实现共赢
的好事。”

中老铁路给沿线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活
力，也让姚宾扩大事业版图的信心更足、
脚步更大。前不久，他参与投资的钾盐厂
也开工建设，计划今年底建成投产。“第一
期计划生产 50 万吨钾盐，出口中国。之
后，我们会继续扩建工厂，最终年产量将
达到近 600 万吨。”姚宾感叹，这些大手笔
投资，他在中老铁路通车前想都不敢想。

“腾飞于中老铁路”

最近，姚宾很忙。8月上旬，他的公司
及一家中企与老挝政府达成一项合作，将
在琅南塔省、乌多姆塞省及丰沙里省等老
挝北部三省开展清洁能源项目。

“琅南塔省、乌多姆塞省、丰沙里省位于
中老边境，前两个是中老铁路从中国段进入
老挝段后最先经过的两个省份，丰沙里省则
通过公路支线与中老铁路相连。有了中老铁
路，将绿色能源开采及地质勘探相关的大型设
备从中国运到老挝不再是一件难事。”姚宾说。

1年多前，这家中企找到姚宾，表达了
想在老挝打造风光水储一体化清洁能源示
范基地的想法，希望邀请熟悉老挝风土人
情、法律法规的侨企一起参与这个促进中
老电力互联互通的项目。

“中国需要‘绿电’，老挝政府也在积极
推动清洁能源发展。大家一拍即合。项目
建成后，不仅可以将清洁能源从老挝输送
到中国，还可以促进老挝北部电力发展，
是共赢。”说起这个项目，姚宾很兴奋。

目前，项目实施的可行性研究与环境影
响评价已经完成，计划今年底动工。“前期，我
和合作伙伴们对3个省的3000多平方公里土
地进行踏勘，制定了明确的发展规划。我们还
计划在光伏板下发展农业，鼓励当地老百姓
种植香茅草、蓖麻子等农作物，加工制作的农
产品可以通过中老铁路出口中国及其他国
家。未来，这里有了电力保障，一定会吸引更
多投资者，届时就可以在基地附近建工业园，
为当地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动力。”姚宾说。

9月，在姚宾的牵线搭桥下，琅南塔省、
乌多姆塞省及丰沙里省的官员将赴中国考
察“取经”，学习如何利用光伏发电与农业种
植相结合的模式助力乡村振兴。之前去项
目现场踏勘时，当地农民的一番话触动了
姚宾：“相信这个项目能帮助我们脱贫致富，
感谢中国，感谢‘一带一路’。”

姚宾说，正如歌曲《腾飞于中老铁路》
所唱，“如一家人般相亲相爱，老中铁路一
轨相通”，“中老铁路是中老人民的发展路、
幸福路、友
谊路。我们
侨 胞 将 继
续‘ 添 油 ’
加力，让承
载 希 望 与
机 遇 的 快
车 在 中 老
铁 路 上 一
路疾驰，驶
向未来”。

老挝中华总商会会长姚宾：

“互联互通，心手相牵”
本报记者 严 瑜

“一带一路，有你有我；大小
问题，一起面对；互联互通，心手
相牵……”2017 年，老挝人维
莱鹏创作的歌曲《一带一路》刷
屏网络，动人的歌词、欢快的
旋律传达出老挝民众对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的欢迎。

“如今，老挝的歌手又出了
一首新歌——《腾飞于中老铁
路》，唱的是中老铁路带来的巨

变。”老挝中华总商会会长姚宾说起
中老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
——中老铁路在老挝当地赢得的
认可与赞誉，言语间满是自豪。

自2021年底全线通车以来，
全长1035公里的中老铁路架起
发展新通道。姚宾抓住机遇，牵线
搭桥，投资建厂，与老挝民众一道
搭乘中老铁路的发展“快车”，共
享“一带一路”的发展红利。

这十年，“一带一路”上的侨力量⑥

在老挝琅勃拉邦，中老铁路双方员工共同维护线路。 凯 乔摄 （新华社发）

温州大学在德设华教研究基地

近日，温州大学党委书记张健带队赴
德国法兰克福举行华文教育研究基地揭牌
仪式，并为温州大学华侨学院兼职研究员
颁发聘书，为第三届“我和华文教育”全球
海外华文教师征文比赛德国获奖教师颁
奖。驻法兰克福总领馆黄昳扬总领事、全
德中文学校联合总会、全德华人社团联合
会、德国新华侨华商联合会、德国文成
会、温州大学华侨学院以及相关部门负责
人参加。仪式由全德中文学校联合总会秘
书长苏鸿雁主持。

“温州大学通过举办各类研讨会、‘中
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教师培训班，为海
外华文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外文化交流做
出了积极贡献。”刚刚履新的黄昳扬总领事
对温州大学助推海外华文教育创新发展高
度赞赏。

张健表示，研究基地的设立是进一步
整合中德双方资源、搭建交流平台、全力
助推德国华文教育创新发展的有力举措。
他强调要“共建共享、群策群力”，在教师
研习、教材研发、学术交流、学科建设等
方面开展更宽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全德中文学校联合总会会长周开雰、
纽伦堡中文学校校长李立分别代表研究基
地以及兼职研究员做了发言，表达了对德
国华文教育传承与发展的信心。温州大学
华侨学院院长包含丽就“服务、赋能、助
力”三个层面对内外联动的华文教育基地
建设机制作了介绍。

据悉，本次温州大学在德国设立全德
中文学校联合总会、德国华达中文学校、
德国纽伦堡中文学校、德国内卡河畔华文
学堂、德国九州中文学校等 5 个华文教育
研究基地。 （温州大学供稿）

中国侨联举办海外侨领对话交流会

本报电 （记者贾平凡、高乔） 近日，
在第十一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召开期
间，中国侨联举办了“同圆共享中国梦
——海外侨领对话交流会”。中国侨联主
席万立骏、副主席程学源以及来自 100 多
个国家的近 600 名海外侨领出席了对话交
流会。

万立骏代表中国侨联对海外侨领来
京出席第十一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
表示热烈欢迎。他高度肯定了海外侨胞
为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
进祖国和平统一、促进中外交流与文明
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的
重要贡献。他向海外侨领提出了三点共
勉：一是坚定信心，在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创造新业绩；二是加强交
流，在促进民间友好和民心相通中彰显
新作为；三是团结共进，在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中作出新贡献。

对话交流会上，海外侨领代表泰国
中华总商会主席林楚钦、澳大利亚澳中
商贸促进会会长苏俊希、西班牙中国和
平统一促进会主席徐松华、全日本华侨
华人联合会会长何德伦、全非洲华人妇
女联合总会会长赵建玲、巴西中国和平
统一促进会永久名誉会长尹楚平、英国
浙江联谊会及商贸会会长黄萍、美国美
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主席梁冠军分别作
了交流发言。

海 外 侨 领 代 表 们 在 交 流 发 言 中 表
示 ， 大 会 受 到 海 内 外 广 泛 关 注 ， 引 发
了 热 烈 反 响 ， 作 为 海 外 侨 领 受 邀 参 加
大 会 ， 倍 感 温 暖 、 振 奋 ， 又 深 感 使 命
光荣、责任重大。他们还分享了在助力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维 护 侨 胞 权 益 、构 建
和谐侨社、融入与回馈当地、传播中华
文 化 等 方 面 的 感 悟 、 经 验 和 体 会 。 他
们 表 示 ， 作 为 海 外 侨 领 ， 将 不 负 重
托 、 勇 担 使 命 ， 一 如 既 往 为 服 务 侨
社 、 弘 扬 中 华 文 化 、 讲 好 中 国 故 事 、
促 进 中 外 友 好 、 实 现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和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

侨 情 乡 讯侨 情 乡 讯

巴西坎皮纳斯 8 月 31 日举行“中国移
民日”庆祝活动，活动日程包括坎皮纳斯
州立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高沁翔与巴西
乐团的联袂演出。高沁翔说：“音乐是一种
不需要翻译的语言。在中巴交流中，音乐
有直抵心灵的力量。”

8 月上旬，巴西圣保罗州利梅拉市政
府和巴西中国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举办巴中
文化大联谊活动，高沁翔也率孔院教师与
当地知名的管乐团同台演出。在今年 2 月
于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举行的新春音乐会
上，高沁翔与巴西乐手联合为观众献上音
乐盛宴。

高沁翔说，尽管中国有中国的音乐，巴
西有巴西的音乐，“观众依然能够理解演奏者
通过音乐表达的情绪和传递的感觉”。

在利梅拉市的演出，高沁翔和几位孔院

老师操古琴、弹古筝、敲扬琴，当地乐团十余
人各执大小提琴、萨克斯，还敲皮鼓，一起合
奏《茉莉花》《小城故事》等中国名曲。

编曲由高沁翔操刀，曲风既保留中国
民乐的悠扬婉转，又融合了桑巴和波萨诺
瓦的俏皮和动感。

36 岁的乐团指挥莱安德罗·佩雷拉告
诉记者，他特别喜欢《茉莉花》，从像小河一
样的柔和舒缓变奏到进行曲，铿锵有力，充
满速度和动力，“中国音乐真是丰富多样”。

高沁翔说，中国文化和音乐都比较强
调圆满完美，多用整拍，节奏整齐，而巴
西音乐时常在出其不意处弹出音和节奏。
对巴西人来说，《梁祝·十八相送》 的衷肠
尽诉，《春江花月夜》的水乡风姿，都是来
自异域的优美。

中巴乐手合作之下，“中国味表现出了

八九分，还加了一点巴西的欢快”。指挥佩
雷拉也敏锐地抓住了扬琴和古筝的特点。

“这就是音乐的互相理解。”高沁翔笑说，
“就是这种合作打动了听众。”

听众除了携幼扶老的市民，还有中国驻
圣保罗总领事陈佩洁。和风煦暖，乐声潺潺，
有的巴西市民随乐起舞。陈佩洁说：“这是一
场在巴西小城的美丽相遇。”

“中国民乐正走近巴西人。”高沁翔
说，越来越多巴西当地乐团开始演奏中国
曲目，在多届“汉语桥”比赛中，巴西学
生演奏中国民乐也已很常见。

在他看来，中巴的交流是应广泛需求
而产生的。比如，不少中资企业深耕巴
西，当地人对中国文化艺术很有好感。坎
皮纳斯州立大学期望推进国际化，近年与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建立相应
联系，学术交流密切。为了回应不少巴西
学生想了解“中国为什么发展迅速”这个
问题，高沁翔把中国文化课改为“中国社
会和文化”。“中巴交流有内生的力量，需
求面广、充满生机。”高沁翔说。

（来源：中新社）

“一场在巴西小城的美丽相遇”
林春茵

侨 乡

新 貌 云
南
文
山
：
田
间
秋
收
忙

近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
治州文山市薄竹镇莫哈纪村到处呈
现农户抢收的忙碌景象，收获的喜

悦洋溢在田间地头。图为农户抱着
刚收割好的水稻。

熊平祥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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