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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代表团考察印尼投资环境

近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由中国浙江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副主任徐幸带领的考察代表团与印尼浙江总商
会及各界企业家座谈，交流印尼投资环境与商机。

徐幸称，此行是就共同建设印尼“区域综合经济走
廊”进行考察。去年5月，中印尼两国政府就包含北苏门
答腊、北加里曼丹、北苏拉威西和巴厘岛四地的印尼

“区域综合经济走廊”合作签署了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浙
江省有数字经济、港口经济、垃圾发电、汽车产业等优
势，规模、资金、技术、人才优势也很明显，愿意加快
实现和印尼的务实合作，让浙江省的发展模式造福印尼
民众。

印尼中华总商会常务副总主席、执行主席张锦雄表
示，该会将为浙江企业家投资印尼提供服务，为双方企
业家寻找合作伙伴提供平台支持。

（以上据中新网）

泰国四川会馆赴四川考察

近日，泰国四川会馆会长、泰国川渝总商会名誉会
长谢晖一行到四川省德阳市考察，中共德阳市委常委、
统战部长何明俊出席活动。

何明俊向谢晖一行介绍了德阳的人文历史和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着重对德阳市打造的“四张名片”进行了
推介，希望谢晖一行积极关注德阳、推荐德阳、参与德
阳的发展，加强与德阳的联系，增进合作，实现共赢。

谢晖表示，要积极发挥作用，推动德阳与泰国的经
贸文化发展，回到泰国后会主动向身边亲友传递中国声
音，讲述德阳故事。

据悉，泰国四川会馆、泰国川渝总商会同德阳华商
会签订了协议，决定在泰国曼谷设立德阳华商会办事
处，为德阳企业走出去畅通渠道、搭建桥梁，双方还就
组织德阳文化产品进入泰国市场进行了交流。

（来源：中国侨网）

智利浙江同乡会赴温州考察

近日，智利浙江同乡会会长周万煊一行拜访温州市
侨联。温州市侨联领导热情接待访问团成员，双方展开
友好座谈。

温州市侨联副主席林春霞向访问团重点介绍了市侨
联主要工作职能，对同乡会在积极团结旅智温州乡亲、
促进中智友好等方面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侨联是党和
政府联系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桥梁和纽带，希望
双方多加强交流联系。有机会常回家来看看，在感受家
乡温州变化同时，寻找商机、投资兴业、合作发展。

周万煊介绍了旅智温州乡亲海外创业和回乡创业情
况，同乡会的成立及开展活动的有关情况。他表示同乡
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服务同乡的宗旨，今后将继续
致力于团结和凝聚华侨华人力量，助力家乡发展建设。

（来源：温州侨联）

浙江金华银企对接座谈会召开

为贯彻落实 《浙江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和中国农业银
行浙江省分行战略合作协议》，更好地发挥金融对侨资侨
属企业的服务支持作用。近日，金华市侨联牵头市农业
银行和部分侨资企业召开“连心助侨”银企对接座谈会。

金华市侨联副主席王华德介绍，为认真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关于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今年1月
份浙江省侨联与相关银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帮助侨商
侨企转型升级、助力新侨创新创业。金华市侨联前期对
接联系，为银企沟通牵线搭桥，真正为银企做好服务。
参加座谈会的侨企代表和银行领导面对面交流，提出企
业需求和建议。

会上，金华市农行介绍了惠企政策，听取侨企需求
和建议。中国农业银行金华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吕晓东
表示，市农行非常重视省农行与省侨联的战略合作协议
后，已进行了专题研究，将拿出最优惠的政策和措施来
服务金华市侨企发展，建立常态化沟通联系机制，会后
还将派领导上门走访重要侨企。

（来源：浙江省侨联）

华商谈经商之道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做什么事都重信
用，不投机，不取巧，所以朋友多，大家都愿意
帮助我。要刻苦耐劳，注重学习。我中学没有毕
业就出来工作，但我把社会当成一所大学，在社
会上自学和实践。我看的书也很多，什么领域都
关注，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

——大江集团名誉董事长 陈大江

做生意，最重要的是和自己竞争。建造了好
楼，如果叫好不叫座，那就是失败，所以投资眼
光非常重要。我们不做孤注一掷的事情，每次进
攻都要进可攻，退可守，一步一个脚印。

—— 泰国泰世界集团董事长 陈克齐

只有了解流行文化，了解竞争对手做什么，了
解顾客的新期待，才能抓住发展脉搏。我们的设计
研发工作天天在做，不是要到改变的时候才去设
计、研发。我们无法限制他人抄袭或是效仿，只能
激励自己不断进步。

——新加坡面包之语集团主席 郭明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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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军必败，何况是经营餐饮
行业。所以，打造一个团结的团队至关重要。每
一家店都是集团的一份子，团队能不能团结，决
定了开店的成功与否。

——新加坡口福集团董事长 庞 琳

年轻人创业既要有大目标，也要脚踏实地。
目标不大，成就自然相当局限。但若行动不细，
就会眼高手低，好高骛远，成为白日梦专家。

——国信集团主席 翁俊民

飘逸的丝绸荷边，简约利落
的线条，琥珀、酒绿、朱砂等跳
色混搭……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帕萨迪纳市一个颁奖典礼现场，
设计独特的东方服饰吸引了众多
中外嘉宾的目光。

这些作品的设计者是美籍华
人设计师胡媛媛。胡媛媛说，作
品设计灵感源自中国敦煌莫高窟
壁画中的佛尊和飞天仙女，将中
国古典文化瑰宝与现代时尚设计
融为一体。日前，因其为推动亚
太时尚设计和文化交流的创新贡
献，胡媛媛获得美国南加州大学
亚 太 博 物 馆 颁 发 的 “ 视 觉 艺 术
家”荣誉。

“我的中国文化根基始终激发
着我的设计灵感，中国文化是我作
品中最重要的元素。”胡媛媛表示。

出生在中国安徽省合肥市的
胡 媛 媛 ， 高 中 毕 业 后 赴 德 国 学
习，毕业于德国霍恩海姆大学金
融系，随后进入华尔街花旗银行
从事金融工作。这份许多人眼中
的“金饭碗”并没有使胡媛媛就
此驻足。对时尚、创新及艺术的
热爱使她放弃投行的高薪职位，
在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学习时尚
设计，由此开启了一条完全不同
的人生道路。

从金融转做时尚，这个跨度

有点大，需要从头做起。“我是个
随性的人，喜欢迎接挑战。”胡媛
媛言语中充满自信，“当你对所做
的事情充满热情，充满热爱，真诚
面对自己，内心坚定，那你就能创
造属于自己的风格。梦想，是可以
起飞的。”

曾经就职于华尔街投行的经
历也影响了胡媛媛的设计风格，
她致力于打破传统职业、年龄、
社会角色等各类潜在规则对女性
的束缚，希望在设计中展现职业
女性的干练硬朗，同时也具有时尚
感、舒适感。

2012年，胡媛媛在纽约创立个
人品牌“薇薇安·胡”，2014年首次
亮相纽约时装周舞台，此后连续5
年成为纽约时装周常驻受邀品牌之
一。凭借对剪裁和色彩的大胆追
求，以及融合经典欧式优雅和纽约
街头时尚的设计，胡媛媛的作品引
起美国时尚界的关注，被媒体称为
纽约时装周最值得关注的新晋设计
师之一。

“时尚是一门国际通用语言。
希望通过我的设计能搭建起一座
美丽的桥梁，拉近中西方文化和
审美的距离，增加人们之间的沟
通和相互了解。”胡媛媛说。

去年2月的纽约时装周上，胡
媛媛推出的“敦煌”秋冬系列时

装惊艳亮相，让人耳目一新。设
计团队专程赴敦煌采风，实地观
摩 1000 多年前的艺术文化结晶莫
高窟壁画，从中国传统文化瑰宝
中汲取灵感。整个设计以古代中
国、中亚和印度风格为基调，采
用轻薄面料与琥珀、酒绿、陈黄
和朱砂等鲜明的撞色搭配，融入
中式古风元素，呈现出如飞天般
的空灵舞动之感。

“这是历史文化与时尚糅合与
碰撞的积极尝试，我们把莫高窟
的古典元素与现代时装时尚结合
起来，希望借纽约时装周的舞台
展示给世界，让西方受众从一个
新的视角了解敦煌，了解中国文
化。”胡媛媛说。

胡媛媛表示，近年来，她与国
内设计师和企业有很多交流与合
作，曾参加 2015 年深圳时装周，很
高兴看到中国设计师的时尚视野
和作品取得很大进步，在国际时尚
界已占有一席之地。希望未来有更
多相互观摩和学习的机会，在沟通
和碰撞中激发更多灵感。

“在充满挑战的追梦之路上，
任何困难和挫折只是漫长时光中
的微小杂质。”胡媛媛说，由心而
发的从容和坚持会引领她笃定前
行，走向更加宽广的未来。

（来源：新华社）

美籍华人设计师胡媛媛：

时尚语言诠释中国文化
谭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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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渡重洋 艰难起步

陈云斌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上世纪 80 年代末，父母投资捕鱼行

业失败欠下巨额债务，年少的陈云斌主
动承担起偿还家庭债务的重任。继承了
先辈扬帆出海闯荡南洋的豪情，他决定
独自前往德国，为家庭排忧解难。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不能在国外
生存。我相信，只要努力勤奋肯吃苦，
就一定能在当地立足，更能比别人做得
好。”异国他乡，陈云斌毫不畏惧。

1992 年末，初三刚毕业的陈云斌从
家乡福建省福州市出发，大巴转火车，
火车换飞机，先后辗转深圳和香港，经
过 20 多天的跋涉，最后在一个大雪纷飞
的冬夜抵达德国科隆。来不及喘口气，
他马上为自己在异国的生存奔忙起来。

“作为发达国家，德国的各行各业早
已十分成熟。初来乍到，我们只能从事
自己熟悉的餐饮行业。”陈云斌回忆，

“我从当地的电话簿上找来科隆所有亚洲
餐厅的电话，挨家挨户打过去，询问对
方是否需要中餐厨师。”

终于，陈云斌应聘到一家越南餐
馆。“那个老板听我的声音又轻又细，以
为我是女生，就让我做跑堂和打杂，但
我希望当大厨。”陈云斌清楚，罗马不是
一天建成的。于是，他从打杂和跑堂做
起，边帮忙，边学厨艺，每天工作十几
个小时。

洗碗工、打杂工、二厨……到达德
国两年后，陈云斌逐渐接触餐厅管理的
核心业务，摆脱了在餐厅内外奔前跑后
的工作状态。历经一周的试工，他应聘
成为一家韩国自助餐厅的大厨。“当时我

又瘦又小，没人相信我能做好大厨这份
工作。为了赢得老板的信任，我必须一点
一滴做给他们看。”最终，倔强的他用勤奋
和实力赢得肯定。

大厨的岗位为陈云斌带来了每个月
超过 3000 马克的收入，也帮他兑现了自
己离家时的诺言。到达德国6年后，他不
仅为父母还清债务，也赚到人生的第一
桶金。

如今，他已不太想提及初到德国时的
辛苦。“那时生活很简单，每天只想着工作，
补贴家用，最开心的事就是汇钱给妈妈，再
打个电话报平安。”提及那段时光，他的脸
上又浮起单纯的笑容。

稳扎稳打 敢想敢干

1998 年，陈云斌在科隆城外的小山
坡上开了第一家自己的餐厅。这个有 80
多个座位的餐厅，是他当时全部的生活
希望。从菜单设计、餐具摆放，到食材
选择、后厨管理，他都亲自严格把关。

“餐厅虽在市郊，也不大，但盈利还可
以。”陈云斌用心经营着。

首家餐厅营业逐步稳定，但陈云斌
并不满足于此。2003 年，第二家餐厅顺
利开张；2011年，拥有400多座位的大型
自助餐厅开门营业。

经营餐厅的同时，陈云斌也不断琢
磨商机。2009 年，服装进出口贸易公司
开业，为他带来了超过1万欧元的月均利
润；2014 年，他又开办了出口德国商品
的公司。

丰富的人脉资源和敏锐的商业眼光
为他的事业打开新天地。“近年来，越来
越多中国地方政府部门和企业有了‘走
出来’的机会，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经

验和人脉。”在德国打拼多年，熟悉两国
的法律制度和两国民众的文化心理，拥
有两国的人脉资源和交流经验，陈云斌
成为天然的沟通“桥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
进，陈云斌的事业迎来新机遇。为了更
好地推介中国国内资源，也为了将更多
优质的德国产业带回中国，他在 2016 年
初成立了德中文化教育经济促进会，并
在德国杜伊斯堡、北京、厦门和遵义四
地设立办事处。

在陈云斌的努力下，一系列中欧合作
项目落地生根。2016年，他组织德国政府、
企业、专家、律所走进福建省的福州、厦
门、龙岩等地，与当地政府联合举办“走进
德国”高新技术交流会及推介会。2017年9
月，他组织欧洲 6国 17个企业到贵州省遵
义市参加第三届遵商联盟大会，并投资考
察、项目对接。2018年12月，在他的积极牵
线下，成都大邑县的智慧机械设备产业园
成功引进意大利达涅利冶金电子炉设备。

“万事开头难。现在德中文化教育经
济促进会的整体布局已经成型，未来会有
更多具体的项目落地实施。”陈云斌相信，
只要用心发现，勇于行动，海外华侨华人
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大有可为。

爱国爱乡 情深义重

德国福建商会会长、德国中国和平统
一促进会副会长、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
名誉领保联络员……翻开陈云斌的简历，
侨团工作占据不小篇幅。聊起侨团工作，
陈云斌谈兴甚健。在他的讲述中，一个个
具体而真实的故事如在眼前，其为人之诚
朴热忱也令人感动。

2002 年，陈云斌开始在德国福建同

乡会理事会做侨团工作，2012年任会长一
职。“我的手机一直保持 24 小时开机状
态。”为了真正帮助乡亲，他从自己做起，
将同乡会工作落到实处，“所有乡亲如果
有困难，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谁对我的
工作不满，也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

侨团的工作很琐碎，有时甚至出力
不讨好，但陈云斌做到了今天，无怨无
悔。小到帮助刚抵达德国的同乡租房找
工作，大到接待到访的政府部门以及帮
助在德遭遇法律纠纷、重病、死亡的海
外侨胞，陈云斌默默付出不求回报。

“有的乡亲在异国他乡漂泊一辈子，
不幸得了重病。我会通过当地领事部门
联系国内，审核他们的身份，协助他们
回国，在亲人的怀里离去。如果在国外
离世，我会协助把他们的骨灰送回国
内。”陈云斌动情地说，落叶归根是每一
个中国人世代不变的情愫，身处海外的
华侨华人感受更深。

陈云斌总是忙个不停。2008年汶川地
震后，陈云斌带着募集的 10 万元钱，回国
向受灾群众捐赠。去年，在他的推动下，海
外华侨华人社团（厦门）联络总部设立，海
外华侨华人在福建厦门有了一个“家”。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日新月异、
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华侨华人为祖

（籍） 国的发展备感自豪。”陈云斌坦
言，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
海外华侨华人更自信了，向住在国宣传
祖 （籍） 国的积极性更高了。

“中国就是我的‘根’，一有机会我就
在欧洲大力推介中国文化。”2008 年，陈
云斌与福建省外事部门合作，向汉堡海
事博物馆捐赠郑和宝船模型。“郑和代表
着中国人的智慧和胆量。希望通过郑和
宝船模型的展出，让外国人对中国多一
点了解。”陈云斌真诚地说。

德国华商陈云斌：

中国就是我的“根”
贾平凡 胡智轩

并非所有人的人生都有幸按部就班。当面对未知的
命运时，我们应报以怎样的心态呢？大多数人在被卷入
生活的洪流之时，往往没有太多时间细细思量。而勤劳
的双手和勇敢的心是他们搏击生活最好的武器。

1992年，16岁的陈云斌开启了在异国他乡奔波忙碌
的人生旅程。从洗碗打杂晋升为餐厅大厨；从开办餐厅
拓展到外贸生意；从底层华侨成长为一方侨领，在他乡
音浓郁的娓娓道来中，一个在德国爱拼敢闯的闽商的人
生轮廓逐渐清晰起来。侠义、果敢、有担当、肯吃苦、
热心肠……采访中，陈云斌无惧无畏的坦荡磊落给人留
下深刻印象。

商 界 传 奇

图为陈云斌 （右三） 在一场音乐会后与表演者合影留念。 （资料图片）

图为侨商代表在热烈讨论山东营商环境，为山东吸
引外资献策。 赵 晓摄

侨商共话山东营商环境

近日，在由山东省委统战部主办的山东省济南市侨
界贯彻落实两会精神座谈会上，30余位侨商代表热议山
东营商环境，为鲁吸引外资献策。

2010年，山东济南晶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文
从加拿大回国创业。他在座谈会上说，近年来，山东投资环
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前景广阔，在政策、资金、
科技等方面给予回国兴业的海外华侨充分支持。“济南搭
建侨梦苑平台，在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要作用，为
归国人才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

美国硅谷科技创新中心总裁张汝惟介绍说，该中心
联合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在美国硅谷建立山东新旧动能转换创新促进中
心，推动山东与美国硅谷开展经贸交流，孵化高科技项
目，为山东招才引智提供便利。“我们希望与更多有技术
和人才资源的企业建立合作，共同为山东新旧动能转换
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