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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界 关 注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两
千多年前，古丝绸之路上“舟舶继路、商使交
属”的繁荣景象，是中阿民众共同的历史记忆。
今天，共建“一带一路”为新时期中阿务实合作
搭建了更广阔的平台，全部22个阿拉伯国家和阿
盟已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在中阿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中，活跃着华
侨华人的身影：他们或搭建商贸采购平台，把更
多中国“好物”带给住在国消费者；或参与运营
双语媒体，向阿拉伯国家民众介绍中国发展故
事；或积极牵线搭桥，助力国内企业在阿拉伯国
家投资落地……赓续中阿千年友谊，这群丝路

“新使者”正在奔走忙碌。

“现在正是机遇最多的时候”

今年是中阿合作论坛成立 20 周年。
中国海关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 年
来，中国对阿拉伯联盟货物贸易进出口
总值由 2004 年的 3038.1 亿元增至 2023 年
的 2.8万亿元，增幅高达 820.9%。今年前
4 个月，中国对阿盟进出口 9461.7 亿元，
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连续多年稳居阿拉
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对此，从
事中阿贸易的华商有最直观的感受。

“乘着中阿经贸合作的东风，阿曼中
国批发城的生意也日渐红火，2023 年销
售额比2022年增长了约一倍。”阿曼中国
批发城董事长包有增说，“开业 3 年多
来，入驻批发城的中国商户比例从不足
三成提高到超过五成。许多中国外贸商
看到阿拉伯市场的商机，不仅来批发城
开店，还给当地商户供货。”

阿曼中国批发城中，90%以上的商品
来自中国。“我在阿拉伯地区做生意20多
年了。近年来，许多地方都建起以‘中
国城’命名的商贸基地。”包有增说，

“过去，中国商品以服装、鞋袜、家居日
用品等为主。如今，智能家电、机械设
备、汽配零件、新能源汽车等‘中国智
造’在阿拉伯地区销售火热。当地消费
者对中国商品的认可度很高。”

阿联酋河南商会暨同乡会会长胡欢
迎在迪拜有一家建材贸易公司。“公司模
式是‘国内加工，海外销售’。阿联酋和沙
特是阿拉伯地区主要市场。”他说，自2011
年起，公司销售额基本保持每年 15%的增
长，带动国内工厂不断扩大生产规模。

近年来，阿联酋加大基础设施建
设，对建材产品的需求量显著提升，胡

欢迎干劲十足。“我在阿联酋工作 13 年
了。现在正是机遇最多的时候。”他说，
随着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经贸合作走深走
实，人员往来日益密切，来阿拉伯国家
投资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这些企业带
来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契合了当
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需求，受到阿
拉伯国家政府与民众的欢迎。

“传承‘丝路精神’，促中阿合作”

5月29日，在两国元首的共同见证下，
中国和埃及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
划，明确中埃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合作领
域与合作内容。看到相关新闻，埃及《中国
周报》副社长朱新娥十分欣喜。

作为媒体工作者，朱新娥一直关注
报道中国的最新发展、中阿的最新合
作。近年来，中阿共建“一带一路”成
为她和同事们最常报道的热点之一。

“中企参建的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
务区项目规模初具，成为中埃共建‘一
带一路’的重要标志。前不久，中埃铁
路部门探讨了双方在铁路领域的合作机
会，强调要重点推进开罗轻轨项目，在
埃及设立制造中心，同时加强在线路运
营管理、人员培训等领域的深入合作。
我们对此高度关注。”朱新娥说，“华侨
华人是中阿合作的见证者和贡献者。我
们利用旗下埃及 《中国周报》、‘中东头
条’阿拉伯语客户端等媒体平台，通过
发布关于中国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
的报道和评论，不断增进阿拉伯国家对
中国的了解和认识，为推动中阿经贸合
作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在中阿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中，
不少华侨华人参与其中、贡献力量。

在阿曼北部海岸城市苏哈尔，包有
增正在为一个新项目忙碌。作为山东
人，包有增牵线家乡一家农业企业与阿
曼当地政府达成合作协议，在苏哈尔建
起一座占地约 1300 亩的农业园。他既是
这个项目的联络人，又是投资方之一。

“阿曼光照充足，但气候相对干旱，
限制了农业发展。这座农业园不仅会引
进山东优良的花卉、蔬菜、瓜果品种，
还会引进中国业已成熟的大棚种植、风
机降温、水帘降温等先进农业技术，帮
助当地中小企业及民众生产致富。”包有
增说，“苏哈尔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
口，是古代阿拉伯国家同中国友好交往
的枢纽城市。传承‘丝路精神’，促中阿
合作，这是我正在做的事。”

胡欢迎也在为家乡企业来阿拉伯国
家投资牵线搭桥。“近年来，河南外向型
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作为阿联酋河
南商会暨同乡会会长，我积极接待来自
家乡的经贸考察团，为河南企业‘出
海’提供法律法规、政策措施、投资项
目信息等方面的咨询和服务。”胡欢迎
说，“在我的帮助下，2023 年有 7 家河南
企业成功在阿联酋投资落地。”

“未来合作前景十分广阔”

前不久，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
级会议通过系列成果文件，就推进双多
边经贸、投资、金融、基础设施等领域
合作作出规划，引发阿拉伯国家华侨华
人的关注。

“中阿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政治
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生机勃发，人
文交流丰富多彩，各领域合作都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今年是中国—阿拉伯国家

合作论坛成立 20 周年，双方未来合作前
景十分广阔。”朱新娥说，作为连接中国
与阿拉伯国家的媒体人，将发挥好融通
中外的优势，搭建信息沟通的桥梁、文
化交流的平台，做增进中阿民众情感和
友谊的纽带。

“阿拉伯国家是共建‘一带一路’的
天然合作伙伴。阿联酋是陆海丝绸之路
交汇点，区位优势明显。在一系列利好
政策支持下，越来越多中国企业与投资
者来阿联酋投资兴业。”胡欢迎说，阿联
酋侨团组织经常聚会研讨，如何为这些
中国企业做好服务，助力他们更好地适
应当地环境，顺利实现落地发展。

“未来，我们将继续关注中企投资需
求，同时也将积极向当地企业介绍中国
的招商引资政策，助力中阿双向投资，
为中国与阿联酋之间的经贸合作搭建起
更多桥梁。”胡欢迎说。

接下来，包有增还有许多工作要
做：持续为来阿曼中国批发城开店的商
户提供“保姆式服务”，帮助他们申请营
业执照、设立当地账户等；与当地相关
部门合作开办一家汽配厂，主要生产各
类汽车零件、建材、机床设备等；与国
内一家光伏企业保持沟通联络，助力该
企业在阿曼的建厂计划……

“阿拉伯国家华侨华人正在积极融入
中阿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我们不仅
从合作中获得事业发展机遇，也凭借自
身掌握的信息及资源为中阿合作作出了
一些贡献。”包有增说。

上图：2023年 11月 27日，在埃及开
罗，中埃两国工作人员在埃及新行政首
都中央商务区施工现场一同查看幕墙安
装进度。

中建深圳装饰有限公司供图
（新华社发）

日前，一场“超燃”的龙舟赛在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巴达洛纳市
港口举行。一艘艘龙舟在海面上乘风
疾驰，行如蛟龙出水，桨下浪花激
扬。伴随着铿锵的鼓点，划手们举
桨、插桨、拉桨，动作整齐划一、配
合默契。岸边人潮涌动，呐喊声不断。

这是西班牙华人龙舟俱乐部主席
叶正荣给记者传来第六届西华龙舟文
化节现场视频中的场景。“当天有 8支
龙舟队参与角逐，4000 余名观众观
赛，现场热闹非凡。”叶正荣说，龙舟
运动在当地收获众多粉丝。

叶正荣是浙江青田船寮镇滩头村
人，船寮镇龙舟赛历史悠久，龙舟制
作技艺闻名遐迩。他说：“我爷爷和爸
爸都热衷于龙舟运动，我是在瓯江边看
着龙舟比赛、追赶着龙舟长大的，小时
候总趁着队员们休息时跑去划龙舟。”

1999 年，叶正荣到西班牙创业，
他开过百元店、服装店，也从事进出
口贸易。2016 年 8 月，他和几名华人
朋友一起建成西班牙华人龙舟俱乐部，
致力于推广龙舟文化。叶正荣还回到家
乡定制了两艘造型精美、结构坚固的龙
舟，用集装箱运到了巴塞罗那。

“西班牙有这么多华侨华人，应该
有自己的龙舟队。”叶正荣说，一开始龙
舟俱乐部的成员以华侨华人为主，他们
中有公司老板、餐饮业者、超市店主等，

“平时我只要在群里吆喝一声，大家就
放下手上的工作，换上队服赶来训练。”

在训练中，叶正荣会详细讲解动
作要领和技巧，如桨叶入水角度、拉
桨时发力方式等。他说：“龙舟运动讲
求协作，划手、舵手和鼓手缺一不
可，我也通过集体划桨、同步动作等
团队合作项目训练大家的默契度。”

近年来，西班牙华人龙舟俱乐部
与巴塞罗那的多所学校建立合作，将
龙舟运动引入校园，也在社区里举办龙
舟主题活动。如今，龙舟运动已渐渐走
出华人圈子，被越来越多当地人喜爱。

叶正荣说：“我们的会员中年龄最
小的14岁，年龄最大的76岁，龙舟已
经成为大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每逢周二和周六，大家都会来训练。在
龙舟的陪伴下，大家不仅收获了健康与
快乐，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俱乐部还在巴达洛纳市港口建立
了龙舟基地。巴达洛纳市坐落在地中
海沿岸，自2017年起这里已经举办了六
届西华龙舟文化节。叶正荣介绍：“这里
毗邻华人商业区，方便大家训练。当地
政府对龙舟运动非常支持，不仅免费提
供训练场地，还配合举办各项赛事。”

叶正荣说，西班牙有漫长的海岸
线，帆船、赛艇等项目普及度高，很多当
地人有从事水上项目的经验，划龙舟容
易上手；另外，龙舟运动追求速度、注重
配合，可以带来新鲜感和参与感。

西班牙华人龙舟队也积极参加各项赛事。“2019 年，
我们参加了西班牙巴塞罗那第二届国际龙舟赛，获得男
子200米直道竞速冠军；去年，我们回国参加‘2023年青
田龙舟文化节’，在与各国华人龙舟队的比拼中夺冠。”
叶正荣说。

“我们计划于9月启动欧洲华人龙舟邀请赛，搭建与
各国华人龙舟队切磋交流的平台；也会定期在西班牙举
办友谊赛，邀请社区、学校、企业等组队参与。”叶正荣
表示，希望将龙舟运动推广到更广泛的群体中，让更多
人有机会接触、体验并爱上这项运动，同时通过龙舟进
一步了解中华文化。

（据中新社电 记者吴 侃）

近日，由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共同主办的“黄河之魂——马来西亚
归侨艺术家黄国强回顾展”在北京中国华侨历
史博物馆开幕。作为“侨·蕴”中国华侨历史博
物馆开馆 10 周年系列艺术展之一，此次展览展
出黄国强绘画作品 60 幅及其生前影像、归国资
料，创作时使用的绘画工具、照相机等百余件
实物，梳理回顾了黄国强的艺术生涯。展览现
场，一幅幅经典画作承载着归侨艺术家的乡土
眷恋与赤子情怀。

将东西方绘画元素融于一体

黄国强出生于马来西亚麻坡，自幼随家人
在异国他乡生活，接受西洋绘画的学习和训
练。早年间进行油画创作时，黄国强深受西方
印象派影响，以速写的形式来描摹马来西亚的
风俗习惯。新中国成立后，他选择回归祖国，
将海外艺术创作经验与中国传统艺术相结合，
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黄国强曾4次深入
敦煌，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壁画的绘画形式，并
创作大量以敦煌为题材的艺术作品。

“父亲的作品在整体人物造型和构图上运用
了中国国画的绘画技巧，既包含东方造型、东方
画作的平面感，又在此基础上加入西方绘画的色
彩运用，将东西方元素巧妙融于一体。他的画作
虽然是油画，但这种东方特有的勾线方式在西方
油画中较为少见。”黄国强女儿黄燕红在接受本
报采访时说，“父亲生前提到过，作为归国华侨，
他的人生也是东西方文化‘融合体’，因此他试图
在作品里探讨和表达东西方艺术的融合状态。”

展现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特色

展览现场，几幅描绘傣族少数民族服饰的
画作色彩斑斓，笔触精细，在展区暖黄色的灯
光下尤为引人注目。

“中国少数民族服饰，尤其是西南地区少数
民族服饰，采用浓烈的色彩搭配，与马来西亚
人传统服饰的色彩搭配理念异曲同工，父亲对
此特别感兴趣。”黄燕红回忆，黄国强生前非常
喜欢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地，观察并记录少数民
族特色鲜明的服饰，即便是在七八十岁时，只
要身体状况尚可，他就坚持一年至少两次进行
实地采风。“他认为他的画需要接地气，因此一
定要去实地感受少数民族的生活状态，才能作
画。”黄燕红说。

上世纪 80—90 年代期间，黄国强多次受邀
前往法国、马来西亚、奥地利、新西兰、新加
坡等 20 余个国家举办艺术讲座和展览。通过在
世界多地讲学、办展，黄国强的艺术作品和创
作理念在国际美术舞台上的知名度日渐提升。

从教五十载传承薪火

“父亲生前在工艺美院教授中国传统装饰艺
术课程，特别受学生欢迎。”黄燕红介绍，在原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执教的几十年间，黄国强多次带领学生赴各地
采风，扎根中华传统文化土壤，创作的作品既
展现出他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眷恋，也体现了他
对美术创作上下求索的创新精神。

展览开幕式上，黄燕红代表黄国强家属向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捐赠《弹琴》《万物生》两
幅作品，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文联原主席毕应
胜捐赠黄国强教授照片及有关图书资料。展览
现场，黄国强的学生从全国各地赶来观展，共
同追忆和缅怀黄国强。

一名学生回忆，在学生们眼里，黄国强经
常佩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上去有些严肃，但
实际上黄国强对学生非常和蔼可亲，经常招呼
学生们到家中做客，在教授绘画技巧之余为学
生们烹饪美食。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宁一介绍，今
年是中国和马来西亚建交 50 周年，希望本次展
览能进一步加深中马两国民众间的相互了解，
促进两国文化交流、民心相通。此次展览将持
续到6月28日。

阿拉伯国家华侨华人——

做赓续中阿友谊的丝路“新使者”
本报记者 李嘉宝

阿拉伯国家华侨华人——

做赓续中阿友谊的丝路“新使者”
本报记者 李嘉宝

马来西亚归侨艺术家黄国强回顾展在京举办——

以归侨视角探索东西方艺术融合
高 乔 张 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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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云南省昭通市绥江县聚焦“四好农村路”建设，通过实行
县、镇、村三级路长制，确保每一条公路有人负责、有人管理，农村公路
建设、管理、养护和运营得到了全面协调发展，实现了农村公路数量和质
量双提升，在便利农民出行的同时，有效带动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图为近日，绥江县中城镇回望村，乡村公路如“丝带”蜿蜒山间。
曾三东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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