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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一辈的海外侨领中，雷学金
德高望重，名气很大，被尊称为“雷
公”。但雷学金本人非常低调，网络上
几乎找不到关于他的专访资料和文
章。他是北京市首届华侨华人“京华
奖”特别荣誉奖的获得者。最近，他
在北京接受笔者访问时说：“做人要学
会感恩、知恩图报，再富有，也不能
忘记自己最初的民族情怀。”

雷老先生祖籍福建南安，畲族，
著名的海外侨领，是美国加州等4个州
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福建同乡会名誉
会长、顾问，曾任世界越、柬、寮华
侨联合总会主席，北京奥运会水立方
场馆建设的十名大额捐资人之一。

精诚所至

1929 年，雷学金出生于福建南安
县码头镇坑内村的一个畲族农民家。
由于家境贫寒，尚未读完高中的他，
便在 18 岁这年远走他乡，搭乘货轮到
了越南西贡。

这段时间里，肯吃苦又聪明的雷
学金从一家染坊的打杂工，做到一家
布匹店的经纪人，再到门店经理。那
时的他，怀揣一万元现金辗转于各个
小店之间。4个月后，他的手里也有了
20多万元的现金。“有了这些钱，我就
可以做大点的生意了。”雷学金说。

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雷学金陪
同一位不懂日语的朋友前往日本度蜜
月。市场敏锐度极高的雷学金，刚刚
到达东京帝国酒店，便在房间的黄页
上找到同样经营布匹生意的三井商社
的地址与电话，随后，他亲自登门拜
访，求得合作的机会。

三井商社社长得知一位越南商人
要来谈合作，当即表示邀请他共进晚

餐。席间，雷学金的热情与智慧博得在座的日本人的赞
许。“雷先生厉害，我们同意卖给你600万码麻纱布。”社长当
场承诺，并在第二天就签下600万码麻纱布的买卖合同。当
这批 600 万码麻纱布的生意做下来，雷学金赚了 400 万美
元，也一跃成为超级富豪。

“给老外开眼”

位于北京的北四环边，与奥运村毗邻的中华民族园，
占地达60公顷，园内环境优美，绿树成荫。最吸引游客的
是，园内按用 1∶1 的比例，使用少数民族当地的原材料，
复制了56幢具有中国56个兄弟民族风格的建筑物，并由其
本族的工作人员进行管理，极富特色。

中华民族园之所以能在北京奥运会前投资建成并对外
运营接待中外游客，雷学金的贡献可谓不小。上世纪90年
代初，不少海外富商纷纷进军京城的房地产，后来均获得
丰厚回报。但雷学金却反其道而行之，从事无利可图的项
目，兴建中华民族园。

为什么雷老先生要剑走偏锋呢？雷老先生的回答是：
“我在世界各地投资都赚钱，但在中国大陆只花钱，绝不赚
中国大陆一分钱！”雷老先生的话掷地有声，而且一直坚持
了30多年。

谈起建设中华民族园的意义，雷先生幽默地说：“我是
要建给老外开开眼界的。”雷先生说，中国56个兄弟民族和
睦共处，虽然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各不相同，然而大家都
共同注重尊老崇祖的儒家思想。祖宗在先，子孙在后，不
得僭越；提倡敬老爱幼，和睦邻里，相安而居，体现了中
华民族博大精深、宽宏仁爱的文化传统。“这就是建中华民
族园的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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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年吉庆生肖设计大赛羊年吉庆生肖设计大赛
面向全球华人征集作品面向全球华人征集作品

本报电（张芳） 由北京市文化局主办、今日美术馆承
办的“2015 羊年吉庆生肖设计大赛”11 月 19 日在京启动，
面向全球华侨华人、外国友人征集“羊”年生肖形象作
品。获奖作品将成为2015年海外“欢乐春节”活动的纪念
品，向海外宣传中华文化。

北京市文化局对外联络处处长孙波表示，春节文化和
生肖文化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同，海外6000万
华侨华人是其重要的载体。每年由中国文化部牵头组织的

“欢乐春节”活动不仅是全球华侨华人的年会，更吸引了众
多外国观众的参与，成为宣传中华文化的重要阵地。

据了解，本次大赛面向国内、国外所有热爱设计的专
业及非专业人士征集作品，分为国内、国外两个赛区，参
赛者需提交生肖羊的平面设计作品和作品简介，作品需以

“欢乐春节·三羊开泰”为主题。

11月17日，北京市政府侨办主任刘
春锋、石景山区政府区长夏林茂、首钢
总公司董事长靳伟等代表三方在北京共
同签署了 《加快西部地区转型发展推进

“世界侨商创新中心”建设战略合作协
议》。

签约仪式由北京市副市长程红主
持，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出席。由中
国侨商会邀请的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
40 余位海内外知名侨商出席了签约活
动，并考察“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
区”。

“世侨创新中心”落户首钢

“世界侨商创新中心”是北京市政
府侨办、石景山区政府和首钢总公司为
深入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落
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加快西部地区转
型发展”工作部署，充分调动海外侨务
资源服务首都经济社会发展而共同推动
的重点项目。

建设“世界侨商创新中心”，旨在
以其为引领，发挥聚焦效应，促进更多
优质侨务资源聚集“新首钢高端产业综
合服务区”，并积极带动石景山范围内
的西长安街沿线发展布局，加快北京西
部地区转型发展进程。

首钢总公司董事长靳伟表示，建设
“世界侨商创新中心”将从三个层面同
步推进：一是围绕整个新首钢园区的建
设工作，与侨商资源进行广泛深入的合
作，形成园区的符号和特色。二是在新
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中打造侨商创
新中心核心区，建设地标性建筑，吸收
国内外侨商资源，重点引进创新要素，
通过政策孵化、资本运营等途径，为侨
商提供平台和机会，把侨商资源转化为
提升首钢园区水平、服务首都经济结构
调整的重要力量。三是积极支持石景山
区申请设立京津冀一体化创新实验区，

引进侨商资源，推动京津冀一体化政策
创新、资本聚集、产业拓展。

首钢创立于 1919 年，以钢铁业为
主，兼营矿产资源业、环境产业、装备
与汽车零部件制造业等。2013年末公司
资产总额近 4000亿元人民币，连续 3年
位居世界 500 强企业。北京市“十二五
规划”将首钢北京地区钢铁冶炼全面停
产后腾退出的空间命名为“新首钢高端
产业综合服务区”，是北京西部转型发
展的核心区。该区域规划占地面积 8.63
平方公里，主要用于发展高技术产业和
高端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文化创意
产业和大中型制造企业总部。

下一个投资北京的着力点

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侨商和专业
人士在北京这片热土上耕耘发展，打造
出金宝街、世界城、百度、百盛、新东
方等著名品牌，为首都经济建设社会发
展做出了独特贡献。随着北京成为京津
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龙头城市，侨胞正以
独特的国际视野和商业眼光，寻找下一
个投资北京的着力点和良机。

国 务 院 侨 办 副 主 任 庄 荣 文 说 ：
“‘世界侨商创新中心’建设合作协议
的签署，拉开了建设世界侨商中心的序
幕，也为侨商参与北京新一轮的开发建
设提供了机遇。”

他透露道，国务院侨办通过多次调
研，与北京市侨办、首钢集团就共同建
设“世界侨商创新中心”达成共识，将
海外华侨华人中的成功企业家和专业人
才引进园区，共同为“新首钢高端产业
综合服务区”的建设添砖加瓦。

庄荣文表示，世界侨商创新中心必
将成为海外侨胞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重要平台，同时也为海外侨商及专业人
士实现事业重大发展提供广阔的舞台。

北京市委常委、统战部长牛有成认
为，推进“世界侨商创新中心”建设是
实现侨商发展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双赢
的重要举措。

长安街上“侨味”三地标

未来，在素有“中华第一街”美誉
的长安街上，“世界侨商总部聚集区”、

“世界华商中心”，与“世界侨商创新中

心”将一起形成三处新地标，成为北京
“世界城市”建设的靓丽名牌。

“自首钢 2010 年迁至曹妃甸后，让
这座在新中国成立后创造若干第一的地
方成功转型，是北京的一大任务，而新
成 立 的 ‘ 新 首 钢 高 端 产 业 综 合 服 务
区’，是西长安街上的重要节点，同时
又赋有文化创新的内涵。”牛有成认
为，首钢是一个传奇的地方，充满希望
的地方，孕育创新的地方，侨商来此发
展必大有作为。

他表示，“世界侨商创新中心”建
设将引领‘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
区’的发展，并积极带动石景山范围内
的西长安街沿线发展布局。协议三方也
将以创新的团队、创新的精神、创新的
工作为侨商服务，把“世界侨商创新中
心”打造成为高端要素聚集、创新创业
活跃、生态环境优美的园区典范。

他认为，“世界侨商创新中心”的
建设，将进一步推动海外有实力的华侨
华人企业分享首都北京发展机遇，为北
京汇集更多的国际性发展要素，并带动
更多的海外华侨华人把自身事业发展与
祖 （籍） 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北京：推进“世界侨商创新中心”建设
本报记者 聂传清 文/图

近年来，中国美食在海外发
展得越来越丰富，中餐随着华人的
迁徙脚步而走向世界。湖南的麻辣
小龙虾、上海的生煎包、陕西的羊
肉泡馍、山东的煎饼果子、香港的
早茶、台湾的珍珠奶茶……对于每一
个离开故土的华侨华人来说，这些不
仅仅是餐桌上的美味，更是他们记忆
里的“家乡味觉纪念馆”。在保留那一
份记忆中“家乡味”的同时，华人的饮
食特色也不断与当地进行融合，形成新
的味道。

坚守：保留传统“家乡味”

中国人对食物怀有特殊的情感，尤其
是对于远离故乡的海外游子而言，无论奋
斗的脚步走多远，很多人依旧坚守着传统的
手艺和味道。

美国洛杉矶华埠的“宝记”中餐馆，从
1946 年开业至今近 70 年没有换过菜单。这家
中餐厅刚开业时提供的是老式叉烧、云吞、炒
饭、炒面等改良过的美式粤餐。而像开胃炸米
条、芙蓉蛋这样如今在中餐馆几乎难寻踪影的
老式菜品，也成为这里的招牌。

随着时代的发展，“宝记”成为当地保留下
来的唯一一家中餐馆，也成为洛杉矶几个华人聚
集区中最老的一家。

如今已 65 岁的餐馆老板伍国说，那份坚持了
将近70多年的菜单，给忠实的顾客保留下那个老味
道。他说，只要自己经营这家餐厅，就会坚持这份
从来没有改过的菜单。

和伍国一样坚持着家乡味道的华人还有很多。在
马来西亚，有着50余年历史的“威记”面档至今还在
用古法手工揉面，不依赖任何机器。因此，“威记”的
全蛋面香滑可口，吃不出碱水味。在马达加斯加的塔马
塔夫，“顺德大厨”陈经源也坚持在广东大城市酒楼做
已经近乎绝迹的“柴火饭”。

融入：杂糅形成新风味

在不断的迁徙和文化交流中，华人的饮食文化不仅仅

保留着传统的“中国味”，还逐渐与当地的食材和烹饪方法
相融合，发展出新的味道。

新加坡的娘惹菜就是食物融合的典型代表，它由华人
和马来人的饮食融合演变而来，是中国菜与东南亚菜式风
味的混合体。娘惹美食杂糅进了多元的调味方式，既有中
国菜的内蕴，又有马来菜的特色。

娘惹菜结合了传统中国菜的烹饪技法与南洋的特色香
料。在食材上，除了一般的鸡鸭、牛羊、海鲜、蔬菜，娘
惹菜还应用了很多当地特产配料，例如菠萝、椰浆、香
茅、南姜、黄姜、亚参、椰糖等。在风味上，娘惹菜口味
浓重，讲究酱料，层次分明，所用的酱料都由起码十种以
上香料调配而成。

在美国，“美式中餐”被趣称为中国“第九菜系”，其
混合了亚洲、欧陆、拉丁和本地风味，以左宗棠鸡、芝麻
牛肉、李鸿章杂碎和鱼香茄子为典型代表。

“美式中餐”与传统中餐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前者大
量使用甜酸酱。此外，美式中餐倾向于把蔬菜当成点缀，
而在传统中餐里，蔬菜和米饭 （或面条） 是整份菜品的主
要组成部分。

创新：营销方式多样化

除了口味的融合与演变，中餐在海外的营销方式也超
越了传统的餐厅销售，变得更加自由和灵活。

在美国，通过网络社群媒体宣传和外卖中国小吃就有
着不错的效果。住在奇诺 （Chino） 小镇的李小姐，经营着
名为“Amy私人厨房”的粉丝网页，专门制作和售卖风味
小吃，一周限定接20个订单，客户得开车到奇诺取货并付
款。

Amy的菜单上有清炖牛肉面、竹笋色拉、卤肉饭、鱼
酥羹等风味小吃。为了避免和实体中餐馆的冲突，菜单每
周都会更新。靠着好手艺，粉丝网页光顾率很高，很多人
会积极询问新菜单内容。

李小姐用 Google窗体制作菜单，有兴趣的食客只要在
网页点击，就可获得当周菜单内容，只需在线填写后回
传，连电话都不必打，所有过程都透过网络完成。

美国一位华人自称卤味专家，他用580天老汤做的一批
麻辣小龙虾，在微信上限量出售，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从四川火锅到兰州拉面，从桂林米粉到西湖醋鱼，人的
迁徙促成了食物的相逢，中国美食带着温暖的人文情怀，在
海外用一种特有的方式向人们传递着有温度的中国文化。

本报电（张红红） 博茨瓦纳华
人慈善基金会同中国援博茨瓦纳医
疗队日前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将
密切合作，每年为博当地民众或社区
儿童义务提供免费体检一次或两次。
该义诊将面向博不同区域和群体。首
次义诊将于2015年初举行。

博茨瓦纳华人慈善基金会会长南庚
戌、援博医疗队队长郑首年出席签字仪式。

博茨瓦纳华人慈善基金会同援博医疗
队在提升在非华侨华人形象、服务当地人民、
回馈当地社会等方面做出了各自的努力。

博茨瓦纳华人慈善基金会成立于 2012
年，为在非洲的慈善公益组织，由在博热衷
于公益和慈善事业的华侨华人联合发起并成

立。中国 （福建） 援博茨瓦纳医疗队是根据
中博两国政府签订的议定书成立的医疗团
队，始派于 1981 年 1 月，至 2014 年共派出医
疗队 13 批，派出各类专业人员 373 人次。第
13批医疗队于 2012年 3月 4日抵达博茨瓦纳，
共有 46名队员，分别在哈博罗内玛丽娜公主
医院、弗朗西斯敦仰加圭医院工作。

30 多年来，中国医疗队共为博国人民诊
治各类病患 150 多万人次，其中住院病人 28
万余人次、施行各种手术 12万多人次，抢救
危重病人3万多人次。

““家乡味觉纪念馆家乡味觉纪念馆””的坚守与融合的坚守与融合
吕文宝

图为博华人慈善基金会会长
南庚戌 （左） 和援博医疗队队长
郑首年签署合作备忘录。

博茨瓦纳华人社团为民众义诊博茨瓦纳华人社团为民众义诊

新加坡的娘惹菜新加坡的娘惹菜

“威记”自打面

“宝记”的老板

签约仪式签约仪式 华商参观首钢

雷学金雷学金 （（中中）） 与中华民族园的少数民族演员合影与中华民族园的少数民族演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