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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2 月 14 日，红绸布滑下匾牌
的那一刻，“美国炎黄教育基金会”在纽
约正式成立，并首次向 20 名优秀华裔学
子颁发奖学金。美东河南同乡会会长张
富印正是基金会的发起者和首届主席。

“炎是炎帝，黄是黄帝。之所以用
‘炎黄’命名基金会，就是为了纪念祖
先，弘扬华夏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张
富印祖籍河南南阳，1998 年移居美国。
谈起在纽约政府注册这个非营利性组织
的目的，张富印介绍，基金会将重点资
助当地学习成绩优异的华裔学子，帮助
他们更好地完成学业，融入主流社会。

基金会的成立被张富印视为迄今为止
最骄傲的事情。他没想到的是，从产生想
法到基金会真正落地，只用了一周的时
间。当他说出成立基金会的念头时，纽约
当地的侨胞和华商格外踊跃地支持捐款。

基金会的背后，是张富印和众多在
美华商对“华二代”、“华三代”成长发
展的关心。事实上，这份关心与他们当
年初到异乡的艰难融入息息相关。

张富印刚到美国的那几年，用他妻子
的话形容，正是“最落魄的时候”。当时，他
还在一个犹太老板的地板店里打工，每天
早上6点离家，开着已经
跑了将近20万英里的二
手车，穿梭在纽约繁忙拥
堵的高速公路上。晚上
下班回家通常已过8点，
匆匆吃过晚饭，继续打电
话跟踪货物生产进程，准
备报关文档，忙到半夜是

“家常便饭”……
这些场景，张富印如

今依然历历在目。回头
再看，他说，“是祖籍国教
给我的诚实守信、严己宽
人、敬业尽责，让我一步

一步走到了现在。”这份创业时
期坚守的信念和精神也让张富
印在个人事业成功之后毅然投
身公益。“公益不仅仅是捐款，帮
助需要帮助的人才是真正的‘公
益’。”帮助邻居调解、为陌生华
人做担保、义务为老乡提供食宿
……在张富印看来，这些润物细
无声的小事最有意义。

张富印始终坚信，海外华人
群体是一个大家庭，只有互帮互
助，各献爱心，关爱下一代，大家
才能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为
此，他还多次组织美国华人在中
国国庆以及中秋等传统节日欢
聚庆祝，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促
进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

由于在公益活动中投入大
量时间和精力，如今张富印往往无暇顾及
自己的生意。身边的朋友笑称他是“没人
发工资的全职公务人员”。但张富印不以
为然，如他所说，“公益分为两种，一种是
捐赠，另外一种需要花费自己的精力”。
每当看到受助者开心的笑容，他就觉得一
切都是值得的。

在美华商在美华商：：

让让公益之心公益之心在海外传递在海外传递
严 瑜 张 兰

2017年 2月12日，这一天对
于在美华商张富印来说，具有无
与伦比的意义：美国国会议员孟
昭文的代表黄敏怡向他颁发了美
国国会褒奖状，这一天还被以他
的名字命名为“张富印日”。而让
张富印赢得这项殊荣的，正是他
多年以来在美积极投身公益慈
善、贡献社区发展的努力付出。

从初到美国的艰难谋生，到
如今事业有成之后回馈社会，与
张富印一样，许多站稳脚跟的在
美华商，纷纷将目光投向公益慈
善，并且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当
地社会的变化发展中留下属于他
们的独特烙印。或是因为榜样的
力量，或是受到梦想的驱动，或
是感怀于自己当初闯荡异乡的经
历，虽然他们走上公益慈善之路
的初衷各不相同，但目标是一样
的，那就是用自己的力量帮助他
人，为他人、也为自己创造更多
快乐。

商 界 传 奇

“初中时，我在中国有机会认识一
对家乡的旅美老华侨夫妇。我至今都没
想到，他们对我的影响会这么大。”来
自江苏扬州的冀拓已在美国生活工作近
20 年，如今是美国卓越贸易集团主席，
也是美国贸拓网的创始人。

1999 年，冀拓前往美国开拓事业。
让他感到温暖的是，他刚刚抵达洛杉
矶，这对老华侨夫妇就开了两个多小时
的车专程去看他。更让他意想不到的
是，第二天这两位老人又来了，这次是
专程给他送一床亲手缝制的被子。交情
尚浅却得到如此多的照料，冀拓被这对
老夫妇深深地感动了。

在随后的接触中，冀拓发现，这对
老夫妇虽然拥有上百家连锁餐厅，生活
富足，但他们从来不开奢侈豪车，也没
有名牌服饰。当他去他们家中做客时，
最吸引他目光的是客厅墙上醒目地贴着
一张张来信和照片——全都与他们的公
益善举有关。

当被问及为何热心公益时，这对老
夫妇的简单话语让冀拓刻骨铭心：“我
们当初空手来美国发展，之所以能走到
今天，是因为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滴
水之恩，自当涌泉相报，所以我们要尽
最大的努力回报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即便已是杖朝之年，两位老
人依然每天奔波于公益事
业，这给了冀拓很大的触动
与启发——“榜样的力量无
穷大，我应该从他们手中接
过这个‘接力棒’。”

如今，冀拓依然完好
地保存着他来美国之后收
到的那第一床被子，也时
刻保持着深受两位老人影
响的那颗感恩的心，始终
坚定地走在公益之路上。

谈到自己近些年的公
益事业，冀拓印象最深的
是五年前在美国洛杉矶参
加的一个关爱癌症儿童的
志愿活动。在当地一家儿
童医院，冀拓和其他志愿者一起为那里
生病的孩子送去许多可爱的玩具熊，陪
伴他们与病魔搏斗。“我隔着重症监护
室的玻璃，看到一个癌症晚期的小女孩
躺在床上与小熊聊天，露出久违的笑
容。”冀拓还记得，小女孩抱着小熊，
向他比划出一个代表胜利的手势。那一
幕在他的内心激起巨大的震荡，让他意
识到自己的帮助竟然可以给孩子们带来
这么大的快乐和鼓励。

正是受此影响，冀拓希望能为更多
人提供帮助和支持。最近几年，他不仅
每年都会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多次给当地
医院的病童捐献玩具，捐助资金用于医
学研究、资助困难病童，而且他还准备
建立一个梦想助学基金会，用于资助中
国有梦想的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榜样的力量让冀拓在公益慈善的道
路上越走越远，而他的善举和爱心，也
将影响更多的人与他同行。

榜样力量无穷大

中等偏瘦的身材，谦和宽厚的笑
容，一口流利的英文……带着眼镜的张
祥华，仿佛一个邻家大哥哥。2015年5月
的一天，张祥华登上 TED 演讲的舞台，
娓娓道来自己早年初闯美国的经历。舞
台下，美国观众毫不吝啬地给予他最热
烈的掌声。

1980年，怀揣着仅有的20美元和一个
音乐梦想，张祥华告别家乡，来到美国学
习单簧管。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先找一份
工作。然而，在一家餐馆打工时，他的左
手拇指意外被切，导致神经受伤。经济的
拮据更是雪上加霜，让张祥华的音乐梦想
似乎还没萌芽就已“破碎”。

生活给张祥华设置了重重关卡，但
当他想到自己当初决意赴美求学时的坚
定，他选择咬牙坚持。

最终，成功还是垂青于这个坚强的
年轻人。凭借不懈地努力，张祥华不仅
在美国创立了扩张至500家分店的“拿筷
子”连锁餐厅，还在当地房地产行业打

下一片天地。但在他的
内心深处，最初的音乐
梦想始终魂牵梦萦，难
以割舍。

曾经，这个梦想引
领张祥华来到美国；如
今，虽然自己的音乐梦
想无法实现，但张祥华
选择为身边的人创造机
会，帮助他们圆梦。他
深 知 ， 作 为 一 个 音 乐
家，最大的满足便是在
艺术殿堂尽情演奏，获
得听众的喝彩、掌声和
鲜花。于是他决定资助
艺术团体，帮助他们在
大大小小的舞台上绽放
光芒。

去年，张祥华资助美国太平洋交响
乐青年管弦乐团的146名学生和工作人员
来到北京、上海和杭州等城市，进行4场
演出，让小演员们实现了向中国听众展
示艺术才能的梦想。他的这一举动还引
起美国主流报纸 《洛杉矶时报》 的关注
和报道。

如今，张祥华已经成为了美国太平
洋交响乐团的常务董事，并且完美地将
艺术和公益结合起来。如果说音乐给了
他生活的动力，梦想则是他传播爱心的
源泉。

除了资助艺术团体演出，这几年，
张祥华还给中国偏远城镇的孩子提供奖
学金，帮助他们接受更好的教育。几年
前，他还提议在美国加州成立亚洲研究
中心，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促进东西文化
和艺术的沟通与交流，减少彼此之间的
误解和偏见。

梦想与爱心让张祥华以一种独特的形
式，继续享受音乐的魅力和众人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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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7 日，河北省侨商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
理事会在河北省会石家庄举行，来自美国、英
国、澳大利亚、法国等 1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位
侨商侨领及港澳同胞到会。

据悉，河北省侨商会是由在河北省境内投资
创业或有意到该省投资创业的华侨华人、归侨侨
眷和港澳同胞组成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其宗旨
是加强会员与政府机构以及会员之间的联系和合
作，沟通信息、交流经验，促进会员在服务河北
省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河北省对外交流合作中发
挥积极作用。澳大利亚籍侨商李辉当选为河北省
侨商会首任会长。 （来源：中新网）

法国温州商会第四届会长团就职仪式暨成立
15周年庆典近日在法国巴黎举行，连任会长胡镜
平在中国驻法使馆代表、法国地方官员和兄弟侨
团负责人近300名来宾见证下正式就职。

胡镜平在就职演说中就推进会务发展提出探
讨企业转型升级之路，重视青年一代的发展培
养、努力提高华人社会地位和话语权，在努力建
设和谐侨社的同时创新会务、团结发展，做好桥
梁和纽带、将事业发展与中法关系的发展紧密结
合等几点目标。他表示，在中国日益强大的背景
下，在“一带一路”的共享理念下，在侨商界精
英的努力下，商会一定会不负众望，闯出华商发
展的新格局。 （来源：中国侨网）

为打好“百日攻坚”战役，福建南平市外侨办现
正主动作为，助推重点侨商投资项目落地南平。

南平市外侨办日前透露，在“内外架桥行
动”中，加拿大福建总商会、正大福州大福有限
公司、菲律宾石狮同乡会等有意向投资浦城荣华
山组团民营医院、松溪县100万头生猪屠宰加工及
顺昌县物流园冷链物流等项目。

对此，南平市外侨办要求全体干部以“等不
起、慢不得、坐不住”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为己
任，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切实加强与欲投资
上述项目的侨商沟通联系。

南平市外侨办称，加拿大福建总商会、正大
福州大福有限公司、菲律宾石狮同乡会均表示将
于近期赴相关区、县开展实地考察，进一步洽谈
投资合作意向。该办将根据项目考察情况，做好
投资意向项目的跟踪服务，为南平社会经济发展
做出贡献。 （来源：中国侨网）

图为国务院侨办副主任王晓萍 （左三） 等出
席大会。 中新社记者 翟羽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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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侨商会
在石家庄举行成立大会

福建南平外侨办
助推侨商投资落地

商 论 语 丝

中国人口众多，经济成长非常迅速，因
而市场规模扩展也很快。同时，中国的投资
环境在不断地改善和变好，我们应该根据中
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定位好自己的角
色。

——新加坡仁恒置地董事局主席兼总裁
钟声坚

从其人口众多与中国人天生的活力看
来，中国将会成为新世纪的经济大国。对于
我们企业而言，中国是马来西亚企业的巨大
商机。

——马来西亚侨丰金融集团董事总经理
黄宗华

华商看中国发展

华商谈经商之道

一个企业家要成功，一定要有耐力，这
比什么都重要。然后是诚信，做任何事情，
都要诚信。有了诚信，无形中你的本钱就比
谁都大。

——印尼达尼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纪辉
琦

组织结构和管理传承相当重要，这是一
个家族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支撑。如果没有
好的组织结构和传承计划，那么企业的经营
一定会遇到问题。我们向那些运作最成功的
公司看齐，采用与他们相同的方式来构建家
族企业的组织框架

——泰国中央零售公司总裁郑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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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个初到印度的中国游客都会被城市街头密集的
“中餐馆”数量所震惊；翻开很多餐厅的菜单，也通常能发现
长长一列“中式菜肴”——“川味炒鸡”“客家面条”“满大人羊
肉”“素炒什锦”……

但当真正面对服务生呈上来的菜品，绝大多数中国游客
的脸上都会写满问号：甜辣口味的酱炖鸡肉、卖相油腻的速
炒干面、泡在怪色汤汁里的羊肉块……一切都应了最近走红
的那个句式——我吃的一定是假中餐。

尽管“货不对版”，印式中餐的发展其实却是两国民间
百年交流史的有力佐证。

一个世纪前，大批华人开始从中国各地特别是潮汕地
区远赴天竺，并在加尔各答安营扎寨，形成了印度最古老
的华人聚居区。与独特的皮革手艺一道，中国口味也随着
社群的壮大逐步扩散，中餐成为印度人最喜爱的“外来菜
系”之一。

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里，华人开始逐步融入印度社
会，大至婚娶生育，小至箪食壶浆，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
不断接触、碰撞、影响、融合。当地中餐也自然而然地加
入了印度元素——食材被浸泡在类似于各色咖喱的酱汁
中，鲜香麻辣的川菜化作大蒜和辣椒带来的感官刺激，印

餐骨架搭配浓油赤酱化作“满大人菜”的精髓……这些微
小变化日积月累，形成了今天印式中餐的基本框架。

但自上世纪60年代后，大批华侨被迫离印另谋生路，印
式中餐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固化”和“简化”历程：讲究
色香味的烹调艺术被概括成选一种酱汁再选一种食材的排列
组合；本应琳琅满目的各色小吃也逐渐销声匿迹，可选项只
剩下烧卖和虾饺；无论速食汤包还是即熟干面，都顶着“客
家”二字称霸货架，入口却更像口味纷繁的各色咖喱。印式
中餐在这种状态下持续了半个世纪，成为印度人脑海里中国
风味的印象。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快速推进，越来越
多的中国游客和商人踏上了这片广袤神秘的土地。“中国
胃”的增加，意味着“中国味”需求的扩大，带动了一批
真正意义上的“中餐馆”在印落地生根。过去一年，仅新
德里就至少新开了三家中餐厅，火锅、炒菜、水饺、馄
饨，这些熟悉的字眼不再只存于记忆。超市货架上的中餐
调料越来越多，综合市场里的“中国蔬菜”日渐丰富，孟
买老华侨后代经营的餐厅也更新了菜单……

从远赴重洋到融入当地、从裹足不前到又一春天，中
餐见证了在印华人的百年历史，也预示着在印发展的光明
未来。 （据新华社电）

中餐在印度：

味蕾上的文明交融味蕾上的文明交融
毕晓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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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图为美国国会议员孟昭文代表黄敏怡 （左一） 向张富
印 （中） 颁发美国国会褒奖状。

图为美国国会议员孟昭文代表黄敏怡图为美国国会议员孟昭文代表黄敏怡 （（左一左一）） 向张富向张富
印印 （（中中）） 颁发美国国会褒奖状颁发美国国会褒奖状。。

图为冀拓图为冀拓 （（右一右一）） 参加美国洛杉矶当地图书馆参加美国洛杉矶当地图书馆
读书计划捐赠活动读书计划捐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