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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欢迎两批来访侨领

3月21日上午，广州市侨办迎来了两批侨胞朋友，分别
是斯里兰卡华助中心主任、华侨华人联合会副会长樊金跃，
以及多米尼加华侨总会董事张柏洪等一行。

樊金跃、张柏洪介绍了斯里兰卡华侨华人联合会、多米
尼加华侨总会的情况以及两国的侨情。他们表示，此次来访
主要是希望与广州加强联通，继续加强与广州市海外交流协
会的互动合作。 （来源：广州侨网）

深圳“五侨”联席会召开

3月24日，2017年深圳市“五侨”联席会议召开，各涉
侨单位和部门总结交流去年所取得的成绩，共同畅谈和构想
今年的侨务工作。致公党深圳市委会主委、市政协副主席王
大平主持会议。

会上充分肯定了“五侨”联席会议制度在推动侨务工作
有效开展方面的积极作用，表示要把握好机遇，充分发挥侨
力，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助力深圳现代化国际化
创新型城市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来源：《深圳侨报》）创新注入 商机无限

“一带一路”商机无限。海外华商应该如何更好地
参与其中，分享机遇？来自世界各国的华商领袖普遍认
为，创新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论坛上，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马来
西亚常青集团执行主席张晓卿分享了一个近来让他深受
震撼的新闻：3月22日，阿里巴巴和马来西亚政府正式
宣布建设“数字自由贸易区”。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
云表示，这一电子平台将通过新技术手段协助中小企业
和年轻人的发展。

“马云说，任何有好的生意点子的年轻人都可以通
过这个平台创业。这让我深刻意识到，未来华商企业的
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在张晓卿看来，3D打印、人工
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工业 4.0、机器人已经成
为华商创业发展不可避免的选择和趋势。创新体系、创
新竞争和创新力量，也已成为一个企业不可或缺的经营
管理模式。

海外华商企业如何找准位置，做好准备？张晓卿认
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补充技术短板，加快技术的更新
和换代，海外华商可以因此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和文化发
展的时机。

这一观点得到国家“千人计划”首批专家、哈药慈航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段燕文的认同。他指出，“一带
一路”建设一方面要融入沿线国家的文化，切合不同文
化、不同宗教、不同信仰等实际，另一方面则要用创新的
手段适合所在国大众的需求。其中，中医药就是建设“一
带一路”过程中很好的方式和载体。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 44亿人口，其中包括 4000
多万华侨华人，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需求。”基于自己长
期深耕中医药研发与创新所得的经验，段燕文认为，作为
中国古代科学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中医药为世界健康
事业提供了很多原创性内容。“在‘一带一路’的发展过程
中，华侨华人和华商企业如果抓住这个切入点，无论是发
达国家的医改还是44亿人口的医疗保障，这一技艺的传
承和发展都将是最有生命力的产业。”

互联互通 双向机遇

“一带一路”是一条互联互通的发展之路。海外华
商不仅在积极助力中国走出去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共享
成果，同时也因“一带一路”而在广阔的中国市场有机
会尝试更多可能。

美国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大中华区联席主席、美国
威特集团董事长李学海，就是这种双向机遇的参与者和
受益者。他在论坛上介绍，之前他发现很多“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都到浙江义乌、山东临沂等地采购商品。为此，他
与建筑公司合作，在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造大型
商场，让 中国的中小企业在里面销
售国内产品，同时也采购当地产品，由此将中国成功的商
业模式搬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双边贸易做得如火
如荼。

与此同时，近几年来，凭借敏锐的商业触角，李学
海还带领公司在中国不少城市打造以“一带一路”为主
题的旅游景点，将主题公园与主题商圈的形态相融合，
其中既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特色建筑，吸引游客
前来观光，又进行一些贸易，一举多得。

“我们华商企业应该结合自己的业务特点和国际经
验，更好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李学海说。

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香港华商集团董事
长符祥翠同样注重在国内挖掘“一带一路”带来的发展
潜力。20 多年前，符祥翠就回到家乡海南投资，并在
这期间亲身感受着家乡发生的巨变。“在全球化和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大背景下，海南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
可以大有作为。”

这几年，符祥翠一方面大力投资海南的乡村旅游等
产业，另一方面也在积极组织琼籍华商回乡，结合海南
发展特点，在贸易、旅游、医疗等多领域持续加大投资。
在他看来，琼籍华商要搭建的不只是一座连接海南与外
界的简单桥梁，而是一座“彩虹桥”。这意味着，华商在
海南与世界之间建立的交流不只集中于一个领域、一个
地区，而是需要多维度地“走出去”和“引进来”，用多种
措施打造“色彩缤纷”的产业投资。

促进交流 大展身手

事实上，除了寻找商机，华商企业在“一带一路”
建设中还有许多事可做。

过去几年，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怡海集
团董事局主席王琳达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塞尔维亚
做过两次捐赠：一次是2014年5月塞尔维亚遭遇100多
年来最大的洪水袭击，她给当地民众捐助了 30万元人
民币；另一次是去年她在当地出资 33万欧元，捐建了
一所幼儿园。这两次善举都得到塞尔维亚政府和民众的
认可，去年王绯玲还因此获得当地政府颁发的终身成就
奖。

“这两个小小的事例告诉我们，一定要先交朋友后
做生意。”王绯玲在论坛中直言，华商企业在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中，不能只是单纯地向“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拿资源，还要通过文化、教育在当地播下友谊的种
子，让公益慈善也沿着“一带一路”共同走出去。

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澳门万国控股集团
董事局主席刘雅煌则建议，可以在深圳、珠海等地设立

“一带一路”或是两岸四地青年创业交流营，通过建立
一个大规模的交流平台，让各地青年更好地了解“一带
一路”战略，也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

其实，一些华商已经着手在做类似的事情。在博鳌亚
洲论坛2016年年会上，陈江和基金会与国侨办下属中国
华文教育基金会签署捐赠协议，将捐赠1亿元人民币，在
未来 10年支持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双边人
才培训项目，以此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
家的面对面交流，促进“民心相通”这一愿景的实现。

“目前，这一培训项目的各个工作已经就绪，今年
就将开展一系列活动。”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
会长、新加坡金鹰集团主席陈江和告诉本报记者，这一
完全开放的平台将很快向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等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企业家敞开大门，通过悉心设置
的培训课程，一方面消除海外一些人对“一带一路”倡
议的误解和疑虑；另一方面也帮助中国的企业家更好地
熟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

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 既发展经济也传播既发展经济也传播文化文化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上跃上跃动华商身影动华商身影

“一带一路”建设方兴未艾，海外华
商在其中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在刚刚落幕的博鳌亚洲论坛 2017年
年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 20余名华商在

“华商领袖与华人智库圆桌会议”分论坛
中，围绕“华商携手繁荣丝路”的主题畅
所欲言，探讨“一带一路”上的华商作
为。热烈的讨论呈现一幅清晰的景象：

“一带一路”上的华商身影愈加活跃。

侨 情 乡 讯侨 情 乡 讯

近日，美籍华人画家、美西中国和平统一促
进会名誉会长古铣贤跨越重洋，来到深圳举办了
以“醇英墨华”为主题的个人画展，展出了他近
两年内创作的数十幅水墨作品。

绘画路上不曾停歇

1941年，古铣贤出生于广东梅州，幼年随父迁
往台湾，后举家移民至美国。“我从小就喜欢抄抄写
写，涂涂画画。”画画是古铣贤一直以来的爱好，他
说，小时候父亲虽然薪水不高，但令他感动的是，开
明的父母非常支持他的爱好，每个月都会从不多的
生活费中挤出钱来为他购买画册。艺术之路虽然走
得艰辛，但有了父母的支持和包容，古铣贤在绘画
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中西结合自成一体

如果说台湾是让古铣贤爱上绘画的地方，那
美国便是古铣贤作品走向蜕变，形成自己风格的
重要转折地。1978年，古铣贤移民美国。虽然此
后25年来一直从事华文媒体工作，但他表示，艺
术的思维从来没有中断过，平常生活和工作中的
所看、所思和所想，无时无刻不在他的脑海中发
酵，特别是西方艺术中鲜艳色彩的运用给他带来
了很多的灵感。

在深圳雅昌艺术馆展出的数十幅古铣贤的作
品清新深厚，手法多样，工写兼长，在写实造型
与写意创作中，以传统绘画手法不断追求新素
材、新技巧、新观念，借着彩笔将东方特有的人文

思想，糅合中西的意境，使画面具有西画的真实感，
又保留了国画原有的韵味，充满着视觉冲击力与艺
术张力。

助推两岸和平统一

由于家庭的教育和影响，他始终铭记自己的根
在中国。2007 年，古铣贤和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率先在美国发起了美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为
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积极奔走。古铣贤说，“两岸统
一是大势所趋，统一后的中国会为世界作出更大
贡献”。古铣贤认为，只要每个中华儿女都尽一份
力，集涓涓细流而成江河，中国统一、强盛的目标
就一定能早日实现。

（来源：《深圳侨报》）

古铣贤：醇英墨华 心系家国
谢 青 芸余春

由北京古吴轩美术馆、联合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基金会和华商会议中心等单位举办的水墨方阵——中国人物
画名家邀请展于 3月 26日在北京举行。 图为观众在参观画
展。 本报记者 杨 宁摄

北京举办人物画邀请展

本报记者 严 瑜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严严 瑜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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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利物浦唐人街
和帕摩尔街重整计划将
出台，将改变经典地标
旧面貌。利物浦市中心
四大发展计划涉及几百
个全新公寓。历史名区
唐人街的上碧街周围将
会受此影响。

（来源：中国侨网）
图为利物浦唐人街

一角。 （资料图片)

利物浦重整唐人街利物浦重整唐人街利物浦重整唐人街

日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了澳大利亚。
“得知李克强总理将访问澳大利亚，我内心非常

兴奋”。澳大利亚《塔州华人报》主编唐咏北激动地
说：“更荣幸的是，我还受邀参加一个在悉尼举办的
总理欢迎活动，我特意去买了一件漂亮的旗袍，希
望在活动现场能让总理看到更多中国元素。”

悉尼华夏文化学校校长张晋格外地忙碌。经过
层层筛选，她们学校那些天选出 6 名华裔学生参加
迎接活动，演唱中国歌曲 《和平、责任、未来》。

“华文教育作为独特的教育领域，承载着普及中国文
化、传播中国声音、传递中国智慧的使命，近年
来，不仅拥有华裔背景的澳人在说汉语，越来越多
澳洲本地人也开始学习汉语。澳洲多个学校开设了
中文课，并鼓励学生学中文。”

张晋从北京到澳大利亚整整15年，丈夫林斌是
澳洲孔子研究会会长，两人一直致力于做中华文化
推广工作。她表示：“中国在世界舞台的角色和作用
在不断凸显，我们海外华人也倍感自豪。”张晋的妈
妈今年已经83岁高龄，得知总理要访问澳大利亚的
消息后，她坚持花两天时间亲手缝制一面8米长，4
米宽的中国国旗。老人家表示：“虽然在澳生活已经
20多年，但我仍坚持看中国的电视节目，关注中国
的发展，并坚持交党费，无论身在哪里都无法改变
我的中国心！”

“毫无疑问，总理此次访问开启了中澳关系新篇
章，推动中澳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更上一层楼。”澳大
利亚同心中文学校校长陈蕾在总理来的当天，接受澳
大利亚主流英文学校的邀请，给当地学生上中国文化
课。她说：“我们在教育领域也要继续努力，为展示和
传承中国文化做更多的贡献。”“2010年建校的时候，
很多华人觉得孩子学好英文可以走遍天下。现在不同
了，越来越多的家长支持孩子学中文、学习中国文
化。”从最初的租教室办学到如今已在昆士兰两个最
大的城市布里斯班和黄金海岸拥有两个周末中文学
校、4 个英文学校课后中文班。陈蕾说：“我会将华文
学校一直办下去，越办越大，希望有一天中文也能成
为澳大利亚中小学生的必修课。”

（来源：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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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侨办主任会议召开

日前，江苏全省侨办主任会议在南京召开。江苏省侨办
主任王华表示，作为侨务部门，要紧贴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当好“参谋助手”，以侨为“桥”，把更多的信息资源与其它
相关部门共享，把侨的资源转换为生产力，把人才、资金、
技术带进江苏、发展江苏，实现共赢。

王华指出，2017年是江苏侨务工作提升优化之年，对创
新性工作和重点工作再提升、对基础工作和品牌活动再优化
将是重中之重。 （来源：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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