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12

创
业
中
国
·
侨
界
之
星

责编：张 红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5年4月24日 星期五 华侨华人华侨华人

巴 西 央 行 最 新 数 据 显 示 ， 巴 西
2015年通胀率被调高至8.23%。贪腐严
重、政局不稳，巴西经济令人担忧。
巴西华商大部分从事进出口贸易，通
胀高企、经济低迷对他们打击颇大。
不过，困境中，他们依然对巴西的前
景充满希望。

损失严重

“5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是母亲节。
往年，母亲节前期都是生意很好的时
段。但是，今年差多了。生意很淡很
淡。”在巴西从事进出口贸易多年的杨
志芳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多年来，
中国义乌小商品、广州服装、深圳小
电器都是他的经营项目。他说：“巴西
整体经济不好，国民消费能力下滑。
而且，因为汇率问题，成本上升了30%
以上。生意自然不好做。”

在巴西，像杨志芳这样的华商很

多。生意冷淡，很多华商出现了压
货。从事服装与箱包进出口贸易的叶
王永说：“很多朋友进了五六个集装箱
的货，现在都压在仓库里。”

此外，进出口贸易的特点让巴西
华商对汇率的变化尤为敏感。

“从去年10月巴西大选前后，我们
就开始感到汇率变化带来的影响。”在
巴西从事日用百货进出口贸易的尹文
杰说，“进口成本显著提高，而且，根
据惯例，我们都要90—120天后才能收
到客人款项。收到时，汇率的变化让
我们的库存已经不值钱了。”根据他的
估算，巴西货币雷亚尔的贬值再加上
人民币升值，从去年 10 月至今，他的
损失已经高达40%。

“当雷亚尔兑美元汇率为 2.2—2.4
的时候，大家开始开玩笑打赌，接下来
汇率会怎么走。”叶王永说，“等汇率跌
到3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崩溃了。在巴西
的华商大都做进出口贸易。我们与中国

厂家结算用的是人民币，换成美元支
付，在巴西赚的则是雷亚尔。雷亚尔贬
值对华商尤其是那些在中国还有债务
的华商打击超级大。打个比方，一个华
商欠中国厂家 600 多万元人民币，大约
100万美元，原来有220万雷亚尔就可以
还清了，现在可能需要330万雷亚尔。这
80 万雷亚尔的差价可能就意味着你的
利润被汇率完全吃掉了。”

贪腐添乱

生意冷淡、仓库压货、汇率消蚀
利润……受访华商一致把这种困境归
咎于巴西糟糕的大环境。

据路透社消息，由于受到巴西正
在实施的双紧缩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
响，加之对巴油的投资减少，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 （IMF） 下调了 1月份巴西
经济将萎缩 0.3%的预期，预计巴西经
济本年度将可能萎缩1%。

此外，受困于失业率升高、大宗
商品价格暴跌、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内
外因素，今年以来巴西货币雷亚尔出
现近乎“断崖”式下跌，前3个月累计
贬值近20%，而与去年6月份相比贬值
近50%。目前，分析人士大都不看好雷
亚尔2015年的走势。

“华商目前的困境源于巴西的大环
境。”叶王永说，“特别是巴西国有石
油公司近来屡屡曝出贪腐丑闻，巴西
执政党劳工党可能也会被牵扯在内。
最近，巴西两次大型游行抗议示威就
针对贪腐。这种不稳定的局势也导致
外资流失，投资者丧失信心，进而导
致汇率越来越高。”

4月12日，巴西一些城市爆发一个
月内的第二次反政府游行示威活动，
表达他们对总统罗塞夫及她领导的劳
工党的不满。劳工党此前已经受到了
许多对于国家经济下行和腐败盛行使
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司受创的指责。
在 3 月 15 日那次全国范围的游行中，
人数高达170万。

咨 询 公 司 欧 亚 集 团 的 分 析 师 指

出，预期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巴西街头
还是会有大量游行示威活动。该公司
还在一份声明中提到，动荡的局面和
总统支持率低在2015年几成定局。

信心仍在

最近，巴西华商的日子不好过。
“巴西整体经济差，华商生意不好

做。这边的治安又一向不好，劫匪习
惯性地盯着爱携带现金的华人。这两
年可以说是巴西华商比较难过的年
份。”杨志芳说。

大家都在想方设法地积极应对。
少进货、降低成本成为很多商家的选
择。大家也在互相鼓励。“前几天，就
有人在微信朋友圈中留言，希望我们
这些日用百货进出口贸易商携手共渡
2015年难关。”叶王永说。

不过，对于巴西经济的前景，华
商依然信心满满。

“我们对巴西这个国家还是很有信
心的。经济总是按照几年好几年坏的
周期变化，这和执政者有很大关系。
巴西还是有机会的，大家都在等。”杨
志芳说。

在巴西拥有塑料厂和服装厂的孙
月也说：“通货膨胀后市场萧条在所难
免，不过，我认为，这种情况到年底
应该会好转。”

“我们对巴西的前景还是有信心
的。巴西的整体经济情况、资源、环境是
好的。机会很多。近年，据我了解，从欧
洲转到巴西发展的浙江青田籍侨胞可
能已经上万了。”叶王永目前是巴西圣
保罗华助中心生活指南组组长，“我的
感觉是，依然有许多人看好巴西，愿意
到巴西来发展。我们正准备编一本书，
目的就是帮助新近到巴西的侨胞更快
更好地适应这里的生活。”

华人在巴西已经拥有200多年的移
民历史，但是人数却是在最近几十年
才有了显著增加。如今，这个年轻的
移民群体正在困境中努力书写属于自
己的历史新篇章。

通胀高企 经济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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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观察

4月 12日，在巴西圣保罗，人们参加反腐游行。当日，巴西全国
24个州和首都巴西利亚联邦区的民众举行大规模反腐游行，要求政府
进行全面彻底改革。 新华社/美联

国侨办领导会见加拿大侨领

据中新社4月21日电 （记者陶煌蟒） 4 月 21
日晚，中国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谭天星在北京会见
了以戴国奋为团长的加拿大侨领代表团一行。

谭天星对代表团成员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
的经济建设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维护在加华
侨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中加友好往来等方面做
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赞赏。他表示，希望加拿大华
侨华人团体加强协作，完善机制，积极传播中国
和平友好的发展理念，深化中加各层面的交流与
互信，在两国多领域合作和促进中华民族团结统
一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海内外华人名家书画亮相

据中新社 4月 21 日电 （记者董飞） 4 月 20
日，乙未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海内外华人书画
名家作品邀请展”在河南美术馆开展。

以书画形式展现黄帝文化、根文化，是近年
拜祖大典的新特色。此次展出作品以轩辕文化为
主，以“和平、和睦、和谐”来表达华夏儿女对
世界和平的祝福。近年来，身居海外的华侨华人
同胞研究中国书画艺术的风气越来越浓。本次活
动共展出128幅书画作品，作者既有国内知名书画
家，又有海外华人、华侨书画家，他们的作品极
大地丰富了今年拜祖大典的人文内涵。

巴西华助中心办免费葡语培训班

据中新社圣保罗4月21日电 （记者莫成雄）
为了帮助巴西新华侨华人学习葡萄牙语、更好地
融入当地社会，4 月 20 日晚，巴西华人协会圣保
罗华助中心教育组举办的免费葡语培训班顺利开
课，共有 75名新侨学员参加。他们将分成两个班
参加为期2个月的学习。

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代总领事胡英参加了开
课仪式，对圣保罗华助中心教育组高效率的组织
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感谢教育组全体人员和教
学老师们的辛勤付出，并对学员们提出了殷切希
望。

这次免费葡语培训班，是在巴西华人协会会
长、圣保罗华助中心主任朱苏忠的领导下，由圣
本笃中学、幼华学园、德馨双语学校、天天学
园、育才学园等当地中文学校组成的教育组牵头
组织举办的。

侨 讯

徐苏斌教授从日本归国快10年了，目前任天津大学中国
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致力于工业遗产的研究
与保护工作。接受采访时，徐苏斌语气平和。谈起工业遗产
保护，她的话滔滔不绝。

奋斗在保护一线

在日从事研究期间，日本对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令徐苏
斌印象深刻，这也促使她下定决心要把在日本学到的遗产保
护理念带回国。回国后，她投身一线，发现“我们国家对于
工业遗产还不够重视”。于是，她尤其关注这些近代“准文
物”的保护。

几年来，最令徐苏斌感到自豪的就是，她积极参与了对
天津北洋水师大沽船坞的抢救性保护。对此，徐苏斌记忆犹
新。新区开发之初，原计划开辟一条中央大道穿过船坞遗
址。“当时做规划还没有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并没有考虑
到这会对遗址造成多大的破坏。”

保护还是开发？人们分成了两派，为此争论不休。徐苏
斌是坚定的“保护派”，力陈修路计划对遗址的破坏。但是
她的意见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眼看开工在即，徐苏斌心
里十分焦急。夏季的烈日，在此时尤其炙人。

巧的是，一个有关20世纪建筑遗产的论坛当时正在北京
举行，议题就包括工业遗产的保护。徐苏斌当然不会放过这
个机会：她从天津急忙赶往北京，在会议中报告了船坞的情
况。她回忆说：“专家们都赞同要保护，联名发出倡议书。

意见被转交给天津市，就在动工前十几天，终于改变了修路
规划。”千钧一发，虽然付出了诸多汗水与辛劳，但最后的
成果令徐苏斌感到十分欣慰。2013年，船坞遗址被指定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得到了正式的“护身符”。

为“准文物”正名

当然，工业遗产保护之路并不平坦。
近代实业家范旭东在天津开设的永利碱厂，是中国工业

奋斗的历史见证。碱厂搬迁之后，如何处理遗址就成了问题。
“由于离CBD很近，当时就打算把遗址拆除，把地卖掉。”徐苏
斌再次四处奔走。遗憾的是，这一次她并未能如愿。

她找到文物局呼吁保留这片遗址，却被告知文物局没法
介入，因为碱厂并未被认定是文物；她又拜访工信部，得知
工信部虽然也建议保留遗址，却由于碱厂归属复杂，同样无
能为力。最后，徐苏斌只能眼睁睁看着遗址被拆除，历史文
化的痕迹被抹得一干二净。

徐苏斌从这件事中吸取了教训：“遗址没能保住，主要
在于它不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缺少一个文物身份。”
为了不让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她下决心要让更多有价值的
工业遗产列入文保单位名单中。“现在我们正在做一个工业
遗产保护的综合研究，就是要为工业遗产界定它的价值，给
这些‘准文物’一个身份。”

“这是我们的责任”

多年来，她带领着团队多方奔走：实地调研、撰写论
文、发表价值评估报告、提交遗产保护与开发规划……在她
的努力下，《天津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规划》 正式出炉，
120处工业遗产得到认定和保护。

2014年，徐苏斌凭借“中国近代城市建筑遗产的研究与
保护”课题获得了第五届中国侨界创新成果奖，这是社会对
她所付出努力的认可。但是她并没有就此停下脚步，“我们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这些工业遗产是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一
种彰显，但它们也是脆弱的，不去保护，一旦丢失，就完
了。”

她也遭到过别人的白眼。面对一些人的不理解，她坦承
“吃力不讨好”，苦笑着说：“学者的力量毕竟有限。”她大可
以随便做些一般项目，也能有不错的收入，但是徐苏斌选择
了坚守自己的方向：“如果我们不做这个工作的话，这些遗
产或许很快就全没了。”语气中没有一丝迷惘。

顿了一下，她坚定地说：“这是我们研究者的责任。”

用责任守护工业遗产
——访第五届中国侨界贡献奖得主徐苏斌

李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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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苏斌

“出发！为自己的渴望！”近日，身为“95 后”
的张源书如愿成为巴西圣保罗青年足球队的一名队
员，这是他出国前发在朋友圈的留言。

成为一个优秀的足球运动员，天赋和训练都是
不可或缺的因素。尤其是身在顶级球员林立的巴
西，除了咬着牙坚持，别无他法。

对于巴西教练的“魔鬼训练”，张源书起初不太
适应。快节奏高密度的苦练让他喘不过气来。但他还
怕强度不够，每天给自己“开小灶”加练。人在海外，没
有中餐，只有巴西大豆饭。想家了，只能睡前联通微信
视频。面对爬坡期承受的痛苦和煎熬，张源书说自己
没有灰心，会把训练中的磨难当成通往成功的必经路
途，因为只要“心中有信念就好”。

“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钱钟书
的“围城”可谓华人留洋球员的真实写照。王楚在
少年时期曾因40分钟内颠球5207个而打破吉尼斯世
界纪录，被誉为“天才”，却在 17岁时因伤病险些葬送
职业生涯。外侧副韧带撕裂，这让他错过了签约法国
职业球队的黄金期。低谷期的王楚一度自我否定，甚
至想放弃踢球转行。但是他最终选择了留在欧洲将梦

想延续。“有时候确实会想，如果换个环境，也许自己
的境遇会不一样，但我不想逃避问题，我更愿意审视
自身的问题，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

历经多少挥汗如雨，效力于西甲豪门马竞的中
国留洋小将徐新最近在微博上宣布了同球队续约的
消息。5岁独闯马德里，从青年各级队伍一路走来，
直到被教练西蒙尼看重并提拔到一队受训，20 岁的
徐新终于圆梦。然而，徐新的梦想没有停步，他最
大的希望是代表马竞一队出战，并“能有机会跟 C
罗、梅西在场上对抗”，驰骋欧冠赛场。

当被问起是否会回国效力，徐新坦言，只要国
家队征调，我肯定会以最大热情回来。“未来我会努
力争取进入中国国家队。”

据调查，中国现在的海外留洋球员约为 230人，
他们也正经历着逐梦、遇挫与圆梦的过程。然而，
今日的苦寂训练，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没有保障的未
来。有多少在海外遥望着金字塔顶的华人球员？又
有多少可能永无出头之日的青年小将？无论未来多
么渺茫，当“绿茵梦”照进现实的时候，也许每个
人心中都有他自己的答案。

当“绿茵梦”照进现实
梁 子

图为展览现场图为展览现场。。 来源来源：：央广网央广网

4月20日，农历谷雨，2000名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海内外越商代表、大禹后裔
及社会各界代表，汇聚具有 7000 年悠久历史的浙江省绍兴市大禹陵，举行 2015 年公祭大禹陵典
礼。图为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及海外来宾正在参加公祭大禹陵。 袁 云摄 （中新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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