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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传家国梦

在众多叱咤风云的商界领袖中，
霍震寰是颇为特别的一个。在家族成
员中，他外貌酷似其父霍英东，不但
继承了其父为人勤恳朴素的作风，还
亲力亲为，践行着父亲魂牵梦萦的家
国情怀。

作为霍英东集团行政总裁，在改
革开放时期，霍震寰追随父亲，与港
澳贤达和海外侨领一起，在广东家乡
不停奔走，甚至随身都带着南沙建设
的图纸。

2004 年，霍震寰当选为香港中
华总商会历史上最年轻的会长。“香
港中华总商会，离中环码头很近，用
内 地 朋 友 的 话 说 ， 相 当 于 ‘ 桥 头
堡’”。一直以来，霍震寰就像内地
与港澳的一座“桥梁”，积极参与推
动国内建设发展事业。从改革开放初
期的中山温泉宾馆、广州白天鹅宾馆
到如今的南沙区、暨南大学番禺校区
等项目，都有他的身影。

“最是梦萦家国”，亦是霍震寰的
真实情怀写照！

只争朝夕 筑“南沙梦”

回忆起第一次跟父亲到南沙的情
形，霍震寰仍历历在目：当时南沙一
片荒芜，人烟稀少。因为分布着 48
个废弃石场，南沙被人称为“破碎山
河”。当地有一首歌谣：南沙柴，黄
阁米，出门靠渡仔，无事莫进来。

“从香港坐船到澳门，从澳门坐
车到广州住一晚，再从广州经过4个
渡口来到番禺市郊住一晚，第三天才
来到南沙。”说起当初是如何从香港
去南沙的，霍震寰依然记得十分清
楚。但实际上南沙与香港的直线距离
只有38海里。

霍震寰坦言，当初选择南沙，身边
很多人都看不懂：本可以选择内地回
报容易的大城市，但我们为什么那么
笨，选择了南沙这块不毛之地？“我明
白，爸爸的决定是对的。他争的不是饮

‘头啖汤’，是要只争朝夕把南沙建起
来，以带动邻近地区经济的发展。”

在霍震寰眼里，南沙是一块“璞
玉”。南沙开发后不仅可以贯通珠江
东西两岸，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还可

以联结港澳经济区，加速“大三角”
的经济繁荣。

自此近 30 年间，霍震寰一直奋
战在一线：每周至少要去一次南沙。
截至目前，霍英东集团在南沙投资已
逾60亿元。

“建设南沙，是我们家族薪火相
传的志业，借助粤港澳一小时生活圈
中心点，将南沙建设成为‘连结港
澳、建设广州、支持珠三角和广东经
济’、宜业宜居的低碳滨海新城；再
配合‘一带一路’倡议，将‘南沙
梦’提升为‘中国梦’。”霍震寰说。

回馈社会 教育先行

“我的捐款，就好比大海里的一
滴水。投 资 、 捐 赠 ， 目 的 只 有 一
个 ， 就 是 希 望 国 家 兴 旺 ， 民 族 富
强。”父亲的这句话，也一直是霍震
寰的座右铭。

在香港霍英东集团会议室里，挂着
一幅广州番禺区及周边地区的交通地
图。在地图上，很快能找到位于番禺区
兴业大道东855号的暨南大学南校区。

暨南大学在广州复办 38 年来，

霍家与暨南大学有着密切的渊源关
系。霍震寰说，以前他的父亲用自己
的“小小力量”，支持暨南大学体育
设施、医疗卫生等方面发展。现在他
秉持“教育立国、体育兴国”的理
念，向建在家乡番禺的暨南大学南校
区，捐建一座体育馆。

他也积极参与培华教育基金会的
工作，为国内经济建设发展培养管理
人才服务，至今培训项目已逾 300 多
个，培训人数逾万人，不断为内地输送
中高级经济人才。

霍震寰希望，中国未来在包括文化
和科学方面也能像经济一样在世界占
有重要地位，要为人类社会作出贡献。

（来源：《南方日报》）

“起个带头作用”

“我觉得做公益对自己而言是种升华。”眼前的张禹
华说起自己的故事时常常爽朗地大笑，不过，谈起公
益，会变得一脸严肃。

今年4月，经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牵线搭桥，贵州统
促会协调德国华商联合总会、《欧洲新报》开展以“携手海
外公益力量，助力贵州脱贫攻坚”为主题的“德国华商贵
州公益行”。此次活动中，德国华商联合总会副会长、德国
汉堡华人华侨联合会会长张禹华和秘书长范轩个人出资
人民币30余万元，现场为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
县、晴隆县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 3 个县的 99
名贫困中小学生发放了助学金（2000元/人），给9名军烈
属、9名优秀乡村教师发放了慰问金（2990元/人）。

“我们现场发放红包，效果很好。说实话，二三十
万元，个人度假可能很容易就花没了。花在公益上，更有
意义。而且，我们这个项目初步计划为5年，资助总额不少
于人民币300万元，现金为主。”张禹华说，“我们希望能起
个带头作用，吸引越来越多的华人加入进来。”

从海军大院走出来的张禹华当过兵也吃过苦。上世
纪90年代初，刚到德国没多久的他借了5万马克，盘下
一个中餐馆。但是半年后，这次尝试就以失败告终。

“年轻时觉得自己了不起，胆子大，什么都敢干。
从未经过商，却敢一头扎进中餐馆。现在想起来觉得真
是可笑。”回想起当时的经历，张禹华一派云淡风轻。

“生意失败了，借人的钱得还啊。”为了还钱，张禹
华从“老板”变身“跑堂”。“那时候，我的德语不好，
只能在中餐馆打工。不到半年时间，我换了5家，收入
是工资加小费，一家比一家挣得多。后来我工作的一家
中餐馆，老板很好，我不仅可以留下所服务顾客消费额
的9%，还能拿到5%的小费。那时候，我差不多每6个星期
买双鞋，因为跑堂，费鞋。”省吃俭用，用了不到半年的时
间，张禹华攒了 3 万多马克，加上餐馆剩下的钱，还上了
债，结束了他口中那段“噩梦”一般的日子。

自己困难时得到过别人的帮助，这让张禹华在自己经
济开始宽裕之后很自然地走上了公益之路。他曾为汶川地
震受难者募捐、资助北德地区华侨华人，他常年资助云南
四川等地的贫困大学生，还多次赴云南等地参与扶贫项目
建设，出资为贫困地区修建教学楼、配套设施和水站等。

“原来做公益，我都是悄悄地做，不愿大张旗鼓。

现在是另一种方式，主要是希望吸引更多人一起参
与。”他笑着说，“今年，我牵头成立了德国华商‘一带
一路’基金，挂靠在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下面，我筹集
了 200 万元人民币。我是董事长。做公益也要讲方法。
在国外，通过基金会做公益是比较成熟也是比较规范的
做法。大家把钱捐到基金会，有专人监管，也容易找到合
适的公益项目。今年，我们这个基金会成立不久就参与了
中国侨联缅甸‘光明行’的项目。我觉得很有意义。”

“需要我们每个人的付出”

“在国外，我们每个华侨华人都是小小的使者。很
多外国人对中国并不了解，也没来过中国。他们对中国
的印象就来自身边的我们这些人。”张禹华说，“原来，
我像很多人一样，只是闷头过自己的小日子，能多低调
就多低调。现在开始逐渐认识到，中国国家形象的提
升，不是虚的，需要我们每个人的付出。”

人在海外，更爱国。很多海外华侨华人都有这样的切
身体会。华人圈中流传着很多小故事。比如，在德国的一位
中餐馆老板一听说中国有地方发生了水灾，第一时间就开
车到大使馆捐钱，留下几万块钱，不留名也不要收据。

“其实，在德国，华人参与公益活动很多，但是因
为有些人有避税漏税的情况，所以不愿宣传。爱国之情
令人感动。但是，避税漏税却极大地损害了华人在当地
的声誉。”张禹华说，“今年我参加了国侨办和中国侨联
的几个会议，很受教育。我们在海外，应该先做好当地
的合法公民，才能不给华人群体和中国形象抹黑。而
且，现在，也不能再仅仅想着‘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
鸭’地往回带，也要注意融入和回馈所在国社会，才能
树立华人群体新形象，进而在此基础上更好发挥使者作
用，也为中国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

在德国，张禹华从事的是机械零部件的进出口贸
易。因为生意关系，他和德国人打交道比较多，也更加
深刻地体会到华人整体形象的重要性。

“中餐馆、打黑工……这是原来很多德国人对华人
的印象。现在不同了。学习好、教授多、有钱……就说
我们德国华商联合总会吧，协会中 1/4的成员是有博士
学位的。”张禹华难掩自豪之情。

要提升华人形象，必须从点滴做起。张禹华正在努
力。因为平时和德国人打交道比较多，信息来源也就相
对较多。去年，有所德国的中学要建一个中国文化图书

馆。校长就找到了张
禹华，说缺 1 万多欧
元。“捐款做公益，既
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又能提升形象，还可
以抵税，这是多赢，
何乐而不为？我捐了
两万欧元。”

此外，张禹华还
谋划在德国成立一个
基金会。“目前，法律
咨询已经完成了，争取今年之内搞起来。这是规范做公
益。”他说。

怀着感恩之心前行

张禹华有一颗感恩之心。“我运气很好，总能遇到
关键时刻给予我帮助的人。”他说。

初到德国，经营中餐馆失败后，张禹华回归校园。
“我觉得不能拿自己的短处去比别人的长处，还是应该
回归自己的专业。”于是，大学学习机械系金属材料专
业的他进入汉堡的一所大学继续深造。

3年多的时间里，张禹华一边打工一边学习。“那时
候我已经人过30。在德国读大学不需要交学费，但是要
自己赚生活费。我打过很多种工：工厂包装工、机场打
扫飞机的清洁工、EMS帮客人寄送行李箱的搬运工等。
汉堡的机会很多，随便干点什么，生活都没问题。”

1995 年左右，张禹华迎来了人生的转机。“我太太
给我介绍了个活儿，跟着一位从事机械零部件进出口贸
易的爱国华侨林先生做生意。”张禹华说，“林先生可以
说是我生意道路上的启蒙导师。而且，这门生意刚好与
我的专业相符，可以学以致用。”

后来，林先生因病去世。“他太太就跟我说，小
张，我这里有两个小客户，转给你吧，虽然帮不上大忙，
但是吃饭够了。”就这样，1999年，张禹华注册了自己的公
司。“当时，大部分华商都是从事服装等轻工业品的进出
口贸易，我所在的这一行竞争小，运气不错。”

命运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1999年底，经同学
介绍，张禹华成了上海大众在德国的采购代理商。“上
海大众需要在德国采购许多物料，他们有固定的供货
商，我需要做的是每周把所有物料集中起来打包发到上
海。刚开始，我以为就是两三个月的事儿，就想给朋友
帮个忙就算了。没想到这成了我公司的一项长期业务，
而且越做越大。”

做到第四年的时候，张禹华再次迎来转机。“刚开
始我有十几个供货商，第四年，有朋友建议，不如盯准
一个做独家代理。我觉得很有道理，就选定德累斯顿的
一家供货商谈。我说，中国市场很大，你们不了解中国
的情况，我了解。而且，在中国建立办事处等所需要的
钱我来投。他们答应了。”这一次，张禹华又走对了
路，“独家代理的营业额最开始一年不到100万欧元，去
年达到了3亿多元人民币。”

一路走来，张禹华觉得自己运气极好，总能遇到合
适的人，抓住合适的机会。一颗感恩的心则让他在需要
挺身而出的时候义不容辞。

“两年前我做了两次心脏手术，放了4个支架，不能
太累。所以，本来我是不太希望做太多社会活动的。”
张禹华现在是德国华商联合总会主持工作的副会长同时
兼任汉堡华人华侨联合会会长，“这两个协会是一套班
子两块牌子。去年，时任会长因病去世，位置空了出
来。今年刚好赶上两个大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德
和G20汉堡峰会。汉堡华社需要配合总领馆做好相关工
作。我就咬牙把工作接了下来。”

开始了就要做好。肩负着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怀揣
着对祖国母亲的热爱之情，张禹华继续前行。

张禹华：“每个人都是使者”
本报记者 张 红

曾经，他也只想赚点钱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够了，但是，他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在海外，每

个人都是使者，都在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形象、传递中国的声音。在有需要的时候，他挺身而出，怀

着一颗感恩之心在公益的道路上大步向前。他就是德国华商张禹华。

曾经，他也只想赚点钱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够了，但是，他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在海外，每

个人都是使者，都在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形象、传递中国的声音。在有需要的时候，他挺身而出，怀

着一颗感恩之心在公益的道路上大步向前。他就是德国华商张禹华。

★商界传奇

图为张禹华 （右一） 看望军烈属。图为张禹华 （右一） 看望军烈属。

霍震寰：薪火相传家国情怀
陈思勤 史 谅 黄颖川 郑佳欣

◆华商看中国发展

◆华商谈经商之道

中国政府倡导的“一带一路”逐渐
从概念走向具体，从蓝图走进现实，为
印尼经济突破瓶颈提供了强大助力。中
国技术和中国经验在海外合作项目中

获得好评，也对东盟国家和印尼的中小
企业转型升级具有借鉴意义。

——印尼中华总商会常务副总
主席张锦雄

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政治、经
济往来越来越密切和中国经济的发
展，掌握汉语、了解中华文化将为
华裔青少年未来发展创造机会，他

们也可以在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
的友好关系中发挥作用。

——菲律宾航空公司董事长陈
永栽

时光荏苒，中国早已不是过去
那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通过几十年
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各
方面飞速发展，成为牵动全球目光

的东方大国。现在在亚洲，做生意
肯定要和中国人做，学中文很重要。

——泰国泰荣立集团
董事长廖锡麟

一个人的能力和时间是有限的，
再成功的人一天也只有24小时。所以，
每一间店都是集团的一分子，团队能

不能团结，决定了开店成功与否。
——新加坡口福集团董事长庞

琳

现在进入信息时代，以工业生
产的角度衡量，世界早已变成一个
地球村。如果我们不把企业带入到

全球经济中，就不会有大出息。
——印尼维查雅煤电地产集

团总裁洪贵仁

我喜欢创新。对于一个企业来说，
创新是企业加快发展、打造自主品牌、
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对于一个商
帮来说，创新是其历久弥坚、走得更远
的根本保障；对于海外华侨来说，创新

能扩展创业新领域，融入到中国经济
腾飞的互动圈上来，拥有共同的与时
俱进的‘新价值观’，走得更远。

——荷兰中国总商会前会长唐
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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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华商组团赴吉林寻商机

日前，海外杰出新生代华商吉林行活动在长春
启幕，80余位海外杰出新生代华商组团赴老工业基
地省份吉林共寻商机。该活动由中国国务院侨务
办公室主办，由吉林省侨办、吉林省海外交流协
会承办。

随着中国东北振兴战略逐渐推向深入，作为老
工业基地典型代表的吉林省，经济企稳回暖，展现
出强大后劲。上半年，吉林省省会城市长春GDP增
速达8.0%，创2014年以来最好水平。

在澳大利亚生活超过 20年的杨森林敏锐地嗅到
了商机，最近两年多次回到吉林省进行考察活动。
作为澳洲中国东北商会副会长，他也积极介绍商会
会员来此投资。

（来源：中国新闻网）

福建举行“侨青侨商助学”活动

据福建省侨联网站消息，近日，在新学期开学
前夕，厦门市侨联 2017“侨青侨商助学”活动再一
次走进翔安区、同安区，这是连续第七年侨界青年
助学活动，共有 40 位侨界困难学生得到 500 元至
3000元不等的助学金及书籍、物品等帮扶。

根据精准扶贫精神，2017 年“侨青助学”在原
来基础之上，结合当前侨情实际，提升为“侨青侨
商助学”主题活动，在翔安、同安和集美区新增结
对帮扶 27 对，本批次助学进一步深化了助学内容，
可以以助学金、实物、学习辅导、心理辅导、户外
活动、能力锻炼、医疗救助等多种形式帮助困难学
生，大大提升精准帮扶的助学实效。

（来源：中国侨网）

图为助学活动现场。 来源：中国侨网

浙江丽水召开捷克华商座谈会

近日，捷克华商联合会代表团一行在会长汪万
明带领下来到浙江丽水，与致公党丽水总支部、市
发改委、市外侨办、市侨商会等部门交流座谈，共
同探讨如何发挥华侨优势，助推“一带一路”愿景
发展。

会上，丽水市外侨办副主任潘建亮简要介绍
了丽水市情和侨情；汪万明介绍了捷克华商联合
会概况，并介绍了捷克华商联合会主动接轨“一
带一路”建设，积极发挥自身独特优势，成为中
捷两国民间交流“精准联系人”的经验和体会。
双方还就如何发挥丽水人文优势、生态优势、华
侨优势，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互相交流了
意见。

（来源：中国侨网）

图为交流座谈会现场。 丽水外侨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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