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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漂泊多年，我一直怀念家乡，现在，可谓天时地利
人和，正是回家实现梦想的最好时机。”在第十四届“华创
会”现场，美籍华人陈先生动情地说，“相较国外比较成熟的
创业环境，国内的创业环境更好，创业风险相对较低，回到
家乡创业，我们会有比在海外更高的起点。”

23日—25日，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侨华人专业
人士和工商界人士代表、国内代表齐聚江城，参加由国务院
侨办、湖北省暨武汉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14年华侨华
人创业发展洽谈会”（简称第十四届“华创会”）。

据介绍，本届“华创会”主题为“创新创业，圆梦中
华”，呈现出重视海外华侨华人的创新创业，关注创业的培训
等特点。

创新正当其时

“‘积木式’新型绿色节能建造模式改变了传统的建设
方法”、“这个智能家居系统，简单方便，性价比高，未来要
进入千家万户”、“我的目标，是做中国商家的facebook（脸谱
网站）！”……

今年，“华创会”首次举办“华创杯”创业大赛，引领广
大海外人才精英投身创业浪潮。美国的向家宁、英国的陈晓

辉 等 华 侨 华
人 科 学 家 、
创 业 者 也 将
目 光 投 向 了
华 创 杯 创 业
大赛。

创业大赛工作人员表示，与其他创业大赛不同，本次大
赛参赛对象几乎“零”门槛——面向全球华侨华人，不分国
籍，不分地域、不分行业、不分年龄，只要拥有成熟的创业
项目均可报名。

凭借“基于智慧云计算的视频营销云平台”获得第3名的
吴兴隆博士激动地说：“获得这个奖项让我热血沸腾，这是对
我的鼓励和支持！参加这次大赛无论对我个人还是对公司都
是非常好的机会，我会以此作为新的起点，继续努力，牢牢
抓住这个实现个人梦想的机会。”

来自加拿大的华侨张女士报名参加了本届“华创杯”创
业大赛，虽然她的项目并未进入决赛，但首次参加华创会，
她颇有感慨。她说：“创新正当其时。能够从事我钟爱的专
业，我们研发的产品能够在这样的平台上得以展示，我备感
欣慰。虽然这次没有获奖，但是我不会放弃对创新的坚持。”

圆梦适得其势

为了整合优质的创业资源，实现更多的海外华侨华人专
业人士在国内创业发展的梦想，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学院 （简
称“华创学院”） 成立。如果说那些攒动的人头代表着一个
个创业梦想，那么“华创学院”的成立给了他们梦想成真的
翅膀。

据了解，华创学院邀请著名企业家小米公司董事长雷军
担任院长、华创会承协办单位作为顾问单位。在课程设计、
师资力量、培训方式上，它是将培训、孵化、天使投资等相
结合的一种现代新型孵化机构。学院将孵化、指导和课程教
学整合在一起，学院旁边就是孵化器，有团队工作的办公场
所，能够通过实战培训提高创业成功率。

据相关人士介绍，华创学院学员范围主要为海外高层次
初创企业负责人。学院师资1/3是在世界500强企业工作的知

名企业家，1/3是在著名企业工作的行业专家，1/3是研究创
新创业领域的专职教授。主要课程包括经济形势分析、创业
心理学、如何打造强势品牌、商业模式探析、项目融资与路
演、“师徒制”指导式创业等。

崛起恰得其力

“华侨华人是中华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改革发展事
业的积极参与者，是中外友好交流合作的桥梁和纽带。随着
中国日益发展壮大、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升，海外侨胞参与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意愿更加强烈，与国内的联系交流合作更
加紧密。”裘援平主任代表国务院侨办在致辞中如是指出。

中部地区求贤若渴，海外侨胞也情义缱绻。
在丹麦工作多年的孙博士刚刚与武汉的一家企业签约，

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他说：“来参加‘华创会’，首先有乡
情在里面，可以为支援家乡建设贡献一分力量嘛！政府正在
不断完善政策环境和配套设施，面对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
会，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在“华创会”这个大平台上，大家互相交流，彼此沟
通，“发展大计”、“人生大事”便可能因机遇迈出坚实的一
步。

今年已经是“华创会”的第14次亮相。经过13年坚持不
懈的打造，它已经成为凝聚侨心、汇聚侨智、发挥侨力的重
要平台，引进了一大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和一大批侨资外资企
业，为湖北和中部地区乃至全国的科技创新、经济发展起到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借四海侨力，助中部崛起；凝五湖侨心，创华夏辉煌。
海外游子反哺乡里，中部地区有容乃大。“游子返桑梓，正是
最需时”，华侨华人的事业发展必将蒸蒸日上，中部地区的崛
起也指日可待。

6月19日，国务院侨办在京举行
“走进国侨办”新闻发布会。国侨办
经济科技司副司长于晓重点介绍了国
侨办侨务引智引资工作情况及近期重
点侨务引智引资活动，并表示今后将
不断加大引智引资工作力度。

于晓说，海外华侨华人和留学人
员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
了重要贡献。目前，侨资占中国引进
外资的60%以上，为鼓励引导海外侨
胞参与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实现自
身事业发展，国务院侨办将推进“海
外人才为国服务博士团”、“侨资企业
地方行”等活动，鼓励侨胞参与区域
发展战略，发挥海外侨胞侨商的纽带
和桥梁作用，探索以多种途径为国家
实施“走出去”战略作贡献。

于晓介绍说，2014 年下半年，
国侨办将着力加强侨智侨资引进对
接，提高侨智侨资结合的综合优势。
为此，国侨办将举行第 14 届华侨华
人创业发展洽谈会、第六届海外华侨
华人专业协会会长联席会、海外华商
中国企业走出去、海外华裔青年企业
家研修班等一系列活动。

天津市侨办主任胡成利出席了新
闻发布会，并发布了第六届中国天津
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的相关情
况。

胡成利介绍说，本届洽谈会以
“创新创业发展、深化合作共赢”为
主题，通过合作研讨、洽谈对接、项
目路演、项目签约、实地考察等活
动，搭建海外侨商、尤其是高端科技
专业人士与天津合作、对接、交流的
平台，促成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落户天
津，吸引一批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到
天津创业发展。

国侨办力推
侨务引智引资

彭 亮

游子返桑梓游子返桑梓 如今恰逢时如今恰逢时
孙少峰孙少峰 褚国强褚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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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达拉宫广场便民
警务站站长罗俊国对记
者们说：我们 1 分钟就
可以出警！

完 美
公司作为一家马

来西亚华商在中国投
资设立的侨资企业，日前在

美国成功举办了6000多人的海
外研讨会，在中美民间交流史上增

添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洛杉矶会展中
心，记者专访了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董事

长古润金。作为著名的马来西亚华商代表，他
向记者讲述了多年来追逐完美人生的故事。

心系中华回乡创业

“我是带着浓厚的乡恋之情回祖籍国创业的。作
为马来西亚第三代华人，来大陆投资就是要代表父辈

们实现一个心愿，那就是为家乡建设尽一分心，出一
分力。”

古润金向记者回忆起童年的生活经历。他祖籍广东省
中山市，1959 年出生在马来西
亚。20 世纪初，祖父来到马来西
亚，靠给人做苦力艰难度日。古润
金说：“我读小学时，为了减轻父
母负担，每天 6 时起床，7 时以前
要将一大捆报纸挨家挨户送到订
户手中，挣几个铜板贴补家用，然
后再赶回学校上课。少年时代，
我的梦想就是能买辆摩托车，这
样可以节省时间，多跑些地方送报纸，多挣点钱。”从书
本上，古润金知道了中国革命先驱者孙中山的事迹，
“天下为公”的博爱胸襟深深打动了他，并激发了他对

人生价值孜孜追求的信念。
“虽然生长于异域，远离故土，但是我时刻关心

着中国的发展，眷恋着故乡，对中国一直有种神
圣的向往。”在交谈中，记者能感受到古润金那

浓浓的思乡之情。
1990 年 3 月，古润金随马来西亚中山

同乡会恳亲团，第一次踏上故土。辽阔
的土地，古老的文化，热情的乡亲，

飞速发展的故乡经济，让他下决
心回报祖国，回乡创业。1994

年，古润金回到中山市，
创办了完美（中国）

有限公司，主
要 生

产健康食品、个人护理品、家居日用品和美容护肤品
等大众消费品。古润金解释说：“之所以取名‘完美’，因为世
上并没有完美的事物，但我以此为目标，不断追求。我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去打造完美品质、诚信企业，共建和谐社会，
我希望能为家乡奉献自己的力量。”

如今，完美公司从最初几百平方米的小厂，到现在已经
拥有四大生产基地、八家控股子公司的现代化企业集团，实
现年销售过百亿元的目标。同时，完美产品及服务还扩展到
了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台湾和越南等国家
和地区。

热心公益慈善事业

“我认为，回报祖国不仅仅是投资建厂，还要多做慈善
事业。我在刚创业还没有盈利时，就向中山市博爱医院捐出
善款 10 万元。我捐钱的时候大家有一种看法，说古润金是
不是在做秀？现在回顾起来，这个‘秀’我坚持‘做’了20年，
现在大家开始说我是真的做慈善、做公益了。”古润金笑着
告诉记者。

20年来，古润金带领公司倾情倾力捐助各项社会公益

事业，包括希望工程、西部开发、慈善救灾、环境保护、体育
医疗、文化艺术和拥军优属等领域，形成了以捐建希望小学
暨发起希望教师工程、推广母亲水窖、倡导无偿献血、参与
慈善万人行、支持华文教育、推动禁毒事业、资助健康快车

（健康光明行）和资助我国尖端科研人才培养为主体的慈善
公益体系项目，捐建完美希望学校逾百所。

作为第三代华人，古润金对海外华文教育有着特别的
感情和切身体会。“学好中文、用好中文，对 6000 万华侨华
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他说，这项事业关系着中华文化在
海外的传承，关系着华侨华人后代对中国的认知。2011年古
润金亲自组织带队回国参加“马来西亚华教精英中国完美
行”活动；2012年又参加“八闽文化走进泰、马”活动，他希望
通过自己的行动，影响和带动当地华人社会关心华文教育、
参与华文教育。

有很多人问古润金，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这和他的经
历有很大的关系。“我在马来西亚读着华文学校，小学、初
中、高中、大学，都是没有政府资助的，基本要靠社会爱心人
士捐助，尤其是华人捐助，而我就是靠着助学金完成学业

的。父辈从小给我的教育就是：以

后
无论成败，
无论贫富，都要
尽可能地回馈桑梓。由
于从小接受这样的熏陶，我
认为慈善不是理性，而是一种
义务，一种精神。”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虽然古润
金所做的事情早已远远超过了赠人玫瑰
那么简单，但在他心中，所有的一切都是为
了追逐完美的人生。

中马友谊的桥梁

一个多月前，古润金作为华商代表受邀出席了中
马建交 40 周年庆祝大会及“2014 中马友好之夜”庆祝
中马建交 40 周年宴会。10 余年来，古润金始终活跃在

“中华民族和谐共进”的大舞台上，曾经多次呼吁华商应
依托侨心、侨情，凝聚侨智、侨力，以国际化的视野，在中国

大国优势的平台上，进一步提升
中华民族的优势。

1974年，马来西亚和中国正
式建交，成为东盟国家中第一个
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习近平主席
在去年 10 月对马来西亚为期 3
天的国事访问中表示：马来西亚
是海外华侨华人聚居最多的国
家之一。几百年来，一批又一批

中国人漂洋过海，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艰苦创业，繁
衍发展，为马来西亚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社会和谐、种
族和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是中马友谊与合作的亲
历者、见证者、推动者。

古润金的身份除了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董事
长之外，更重要的是马中友好协会署理会长。“马
中友好协会”的职责是推动两国之间的文化、
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和往来，担当政
府与社会、群众与社会的桥梁和纽带，成
为凝聚和团结当地华人的重要推力。古
润金说：“作为海外华人，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是我们共同的梦。我
希望所有的中华儿女团结统
一、同心同德，共同书写
中华民族发展的时
代新篇章。”

华商古润金：追逐完美人生
本报记者 赵 珊

华人元素闪耀“荧屏”
孙莹双

《缘份天空（The Love）》
全体班底和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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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份天空缘份天空（（The LoveThe Love）》）》
全体班底和演员全体班底和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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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文化中国——2014海外华媒西藏行
采访团近30家媒体的记者专程赴藏，走进藏民
家中，探访茶马古道，了解西藏文化。他们大
部分人都是第一次来到西藏。在采访中，他们
为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激动。大家说，一定
要把亲眼所见传递给海外侨胞！

本报记者 郑 兴文/图

记者在拉萨新建的规划馆与藏族姑娘交谈。

海外华媒访西藏
风靡全球的系列电影《哈利波特》里的

张秋、著名美剧《实习医生格蕾》里的 Cher-
ise、近 期 热 播 美 剧《神 盾 局 特 工》中 的
May……越来越多的华裔面孔在国外知名电
视剧和电影中亮相。虽然有些仅仅“打个酱
油”或只是“惊鸿一瞥”，但这确实是西方影
视界的重大突破。

近日，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在休斯
敦地区拉开帷幕的“第十届亚太裔电影节”
中，华裔演员杨明燊带着由他制片的“林来
疯”纪录片一同造访，吸引了大量的眼球。近
年来，国外的中国移民人口不断增加，其中
不乏许多具有导、演才华的影视新秀，希望
借由这样的平台崭露头角。

过去，华人是很难在西方影视界担纲演
出的，更别说制作或导演作品了。西方一向
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神秘气息，随着华人
群体在西方主流社会中的壮大，中西方文化
不免产生碰撞，这也使得西方
社会开始重新定位华人形象，
并试着理解接受中国文化。越
来越多的华人元素开始绽放

于国际“荧屏”。
美国广播公司（ABC）在今年5月宣布，将

把华裔家庭的变迁故事搬上电视荧屏，剧名叫
《初来乍到（Fresh Off the Boat）》，这是美剧
史上第一部主演全部启用华裔演员的作品。华
人元素开始成为西方影视作品中的“香饽饽”，
华人形象也一扫过去在西方荧屏中的神秘刻
板，逐渐变得丰满立体，富有生活气息。

“小荧屏”上捷报频传，“大荧屏”自然也
不甘落后。

华裔导演杜俊维的短片

电影 《饺子》 在 2011 年的洛杉矶亚太电影
节上获得最佳短片的提名；华裔学生制作
的短片 《我的声音——他们的故事》 在
2012 年入围了白宫亚美短片决赛。华人元
素正在走向更高更远的未来。

《新西兰先驱报》称，由一群生活在新西
兰的华人拍摄完成的华语电影 《缘份天空

（The Love）》，今年7月即将在新西兰院线
公映，这也是首部全部由新西兰华人班底

和演员拍摄制作完成的中文电影。影片制
作人Nicole Kang表示：他们拍摄制作这部
电影的目的，在于向全世界展示“新西兰
华人的才能”，并尝试在这里创造中文电影
文化。

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华裔亮相西方
“荧屏”，中国文化也将在世界上变得越来
越有分量。让文化走出国界，一个新的角
度，也许就能打开一扇大门。

国侨办主任裘援平专程赴拉萨，就
国家有关政策接受海外华媒采访。

记者采访西藏大学藏族教授，了解藏医藏
药在西藏的历史。

记者采访西藏大学藏族教授，了解藏医藏
药在西藏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