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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梦”的萌芽

“刚出国时，我最大的理想是开一家
中餐厅。”季奕鸿说。1987年，16岁的他
和母亲、弟弟一起，带着200美元，离开
家乡，来到西班牙第三大城市瓦伦西亚。

最初，季奕鸿和许多选择出国打拼的
乡亲一样，在读大学预科之余，到当地中
餐厅找了一份兼职：端盘子，做“跑堂”。出
国 6 年后，季奕鸿在当地开了一家 400 多
平方米的中餐厅。和别人不同的是，季奕
鸿心中还有一粒梦想的种子在悄悄萌芽。

“我想做一名律师。”这个念头源自他在中
餐厅的工作经历。他发现，一些侨胞缺乏
法律知识和法律援助，开了中餐厅后，却因
没有及时发现相关合同中存在的问题，最
终痛失辛苦打拼多年的积累，甚至破产。

大学期间，季奕鸿选择了法律专业，
1999年硕士毕业后获得律师执业资格，在
马德里成立了西班牙第一家大陆华人律
师事务所。“到西班牙后，我从零开始学
习西班牙语。”季奕鸿说，“我相信勤能补
拙。每天下午 3 点，我从中餐厅下班后，去
学校上课到晚上 9 点，再回餐厅工作到凌
晨。考试期间，餐厅晚上12点打烊后，我就
开始复习功课，直到第二天早上。”这样的
日程表，季奕鸿坚持了七八年。

长达14年的坚持

从事律师工作后，季奕鸿逐渐意识
到，在法庭之外，自己还可以做更多
事，帮助同胞了解当地法律，少走弯路。

过去14年，季奕鸿每周都会在西班牙
知名的华文媒体撰写专栏文章，结合具体
案例，讲解法律规定，向华侨华人普及法
律知识。这份工作没有工资，需要花费不
少时间和精力，但他一直乐此不疲。谈起
自己坚持至今的原因，季奕鸿说：“我希望
增强华侨华人的法律意识，只有懂法、知
法，才能更好地守法。”

变化悄然发生。一些读者告诉季奕
鸿，他们通过专栏了解到更多法律知
识，生活工作更加安心了。“还有一些年
轻的华侨华人说，他们是看着我的专栏
长大的。”季奕鸿笑道。

而今，搭上新媒体的“快车”，季奕
鸿开设了律师事务所的微信公号，在更
多平台继续做普法工作。平时，为了向
读者提供最新的法律信息，他还会花不
少时间看书、学习。

“律师是一个跨学科的职业。做律师
久了，接触案子多了，就越发容易产生
本领恐慌。”季奕鸿相信，只有让自己变
得更好，才能更好地帮助别人。

中国故事的讲述者

最近几年，季奕鸿欣喜地发现，当地
的华人律师事务所越来越多。而且，每当
涉及当地侨胞重大权益的案子开庭，中国
驻西班牙使领馆的领保人员都会到庭。这
让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奋斗”。

“我知道，这背后是中国对维护海外
侨胞权益的日益重视，也是中国综合国
力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季奕鸿说。

随着一批批中资企业来到西班牙，帮
助这些企业在当地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
下更好发展，成为季奕鸿的一项新工作。
同时，他曾两次担任中国侨联海外律师团
团长。近年来，他还经常受邀去西班牙的
一些大学讲课，介绍中国的发展成就。

“去年，我去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
做了一次有关中国脱贫成就的讲座。在
场学生听完都非常吃惊，并对中国充满
好奇。”季奕鸿意识到，每一名华侨华人
都可以成为民间大使，利用自身融通中
外的优势，帮助外国朋友更好地认识中
国、了解中国。

季奕鸿希望，自己今后不仅要做一名联
通中外的架桥者，更要成为一名中国故事的
讲述者，为华侨华人和中国做更多力所能
及的贡献。

从餐厅“跑堂”到华人律师的蝶变
本报记者 严 瑜

2017 年
季奕鸿（左
三）和当地
侨团代表召
开重大案情
新闻通报会
现场。

（受访者
本人供图）

10月27日晚，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应法国华侨华人会和法国温州商会的邀请，由
云南省海外交流协会组派、云南省红河州民族文化工作团（原云南红河州歌舞团）担纲的大型
民族歌舞演出“相约彩云南”在巴黎上演。艺术家们用极富民族特色的舞蹈和歌声感染了在场
观众。旅法侨胞观看了演出。

上图：舞蹈《踩彩云》。
下图：舞蹈《节日山寨》。 （来源：欧洲时报）

“相约彩云南”舞动法国

搭建交流平台

“侨界精英创新创业峰会为服务侨界
海外精英来杭州创新创业、投资发展搭建
了非常好的平台。”贝达药业董事长丁列
明是峰会的常客，曾几次受邀在峰会上进
行经验分享。作为扎根杭州的医药创新企
业负责人，丁列明2010年就参加了第一次
峰会。2013年，“创业中华——2013侨界精
英创新创业峰会专家分场”还专门安排
考察了贝达药业海创园区。

丁列明在杭州的“双创”故事在峰
会上被人津津乐道。2002年，丁列明回
国创业，在杭州创办了贝达药业。历时
近10年，自主研发成功中国第一个小分
子靶向抗癌药“埃克替尼”。该药两次
获得中国专利金奖，斩获中国工业大
奖，更是荣获了201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丁列明说：“这些成绩的取
得，除了我们自身的努力以外，很大程
度上得益于浙江和杭州优越的创新创业
环境和政策支持。”

峰会正是这种良好环境的例证。
“与会的专家与人才均感觉项目对接精
准、落地角度好，而且，杭州市侨联推
出‘人才资源共享’的包容开放合作模
式，也为项目落地创造了更多机会。”
北美浙江华侨联盟董事会主席朱婕已经
是第四次参会，“峰会充分发挥侨界在
海外的人脉、资本和视野方面的优势，

积极联动地方政府、社团以及侨界各方
力量，为投资创业者搭建了一个互动交
流、资源整合、合作发展的平台。”

美国华人医药科学家协会会长陈邦
华也多次参加峰会。“即便有时候我来
不了，我的团队中也会有人参加。”他
说，“通过峰会，我们加深了对杭州创
新创业环境的了解，与相关部门、企业
建立了联系。峰会现场可以签约项目，
而且，峰会之后，我们会同相关部门和
企业进一步交流，加强合作。”

探索服务模式

“这次和我一起回来参会的有 20 多
位专家，带来40多个项目。”朱婕说。峰会
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后台报名的人
越来越多。如今，我们需要进行严格的筛
选评估，才能确定与会人员名单。”杭州
市侨联副巡视员丁佐的话语透着喜悦。

“2010 年以来，连续 10 年承办峰
会，杭州市侨联走过了探索、实践、创
新、完善的 10 年。”丁佐参与了整个过
程，“目前，峰会更加高端，参会人员
都是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更加国际化，参
会人员来自各个国家；更加专业化，之前
峰会主题比较分散，项目对接有一定困
难，现在每届峰会侧重一个主题，比
如，这两年就集中在生物医药领域；更
加务实有效，项目对接落地成果显著。”

以这两年的峰会为例。2019年峰会

吸引了国内外生物医药领域的 102 个项
目参与洽谈对接，现场签约10个生物医
药产业项目、10个生物医药高层次人才
项目，总投资80亿元人民币。去年，峰
会吸引了来自24个国家的600余人参加，
101个生物医药项目进行对接，现场签约
10个项目，总投资56.7亿元人民币。

借力峰会，杭州市侨联推动侨界
“双创”的路越走越宽。“我们创建并不
断完善‘基地+基金+人才’新侨工作样
式，推动形成了基地联盟化、基金专业
化 、 协 会 体 系 化 和 引 才 国 际 化 的 局
面。”丁佐介绍，目前杭州市侨联已经
牵头组建了“新侨创新创业基地 （杭
州） 联盟”的新型“双创”基地，创建

“海邦基金”、“海投基金”、“海晏基
金”等对人才进行扶持，通过海外企业
家投资联合会、海创会、留学生和家属
联谊会等协会服务不同梯次的人才。此
外，还在海外建立了招引人才的站点。

不负大好时代

作为新侨乡，杭州对海外人才的吸
引力越来越足。2011年，中国侨联授予
杭州市“新侨回国创业 （杭州） 示范基
地”。2019年峰会，“中国侨联新侨创新
创业基地——杭州医药港”挂牌。

“在杭州创新创业的16年，我见证了
杭州的快速发展。杭州连续 9 年入选‘外
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十大城市’，吸

引越来越多的高端人才落户于此，人才净
流入率持续位居全国第一。”丁列明说。

“我身边的朋友都说，能感受到杭
州友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朱婕说，“我
有个朋友在医药领域有个项目，却苦于
在海外找不到资金。与杭州市侨联对接
后，侨联多方沟通，终于实现了远程对
接服务，让我的朋友得以进行项目的视
频路演。”

“我所在的生物医药领域，对研究环
境、仪器设备、人才招聘等综合实力要求
较高，杭州拥有足够的吸引力。”陈邦华
笑言，“而且，杭州在招才引资等方面积
极主动。这样的‘人间天堂’谁不爱？”

丁列明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快
速发展为我们海归人才提供了很大的舞
台和很好的发展机会。我们在中国做成
了在美国做不到的事。同时，中国的发
展也需要更多的海归高端人才作出更多
的贡献。回到中国创新创业，要深入了
解国情，融入团队和社会，调整好心
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挫折。机会只
给有准备且坚持不懈的人。”

作为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的代
表，丁列明向海外精英发出热情洋溢的
邀请：“今天，我们赶上了创新创业的大
好时代，侨界精英大有可为。热忱欢迎
侨界精英多了解杭州，来杭州安家立
业，来杭州创新圆梦。”

上图：2019年峰会上，生物医药产业
项目签约现场。 （杭州市侨联供图）

搭平台 谈项目 引人才

侨界“双创”故事在杭精彩演绎
本报记者 张 红

1 0 月 30 日—1 1 月 2 日，
“创业中华——201 9 侨界精英
创新创业 （中国·杭州） 峰会”
在浙江杭州举办。这是连续第
十年，有着创新创业热情与能
力的海外精英相聚在杭州。栽
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在杭
州，精彩的侨界“双创”故事
在上演。

侨 界 关 注

侨 情 乡 讯

32年前，16岁的季奕鸿从家乡浙
江温州出发，远赴欧洲大陆西南部的
西班牙。在异国他乡，爱思考、敢拼闯
的季奕鸿选择走出熟悉的中餐厅，开
办西班牙第一家大陆华人律师事务
所，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如今，季
奕鸿是西班牙中国律师事务所主任律
师。在过去20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受
理了3000多起华人刑事民事案件，接
受华人义务咨询5万余人次。

海外华商产业发展高端论坛举行

近日，第十届华商企业科技创新合作交流会暨海外华
商产业发展高端论坛在山东济南举行。来自40余个国家和
地区的300余位海内外知名华商、专业人士参加，共同探讨
了在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推进过程中，海外华商与中国
企业面临的新机遇。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冰表
示：“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加速城市发展、产业升级、项
目落地，为海外华商及人才提供新机遇、新空间。”

该活动由山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济南市人民政
府和烟台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来源：中新网）

海外华文媒体高级研修班举办

本报北京电（记者贾平凡） 由中国侨联和中华文化学
院共同主办的“追梦中华·海外华文媒体高级研修班”10月
31日在北京开班。研修班学员由来自五大洲的近70位海外
华文媒体代表组成。

在为期8天的研修学习中，海外华文媒体的学员们将参
加“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学术论坛，现场聆听国内外知
名专家学者就“中华文明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议题
发表主旨演讲，并参与圆桌对话。期间，原故宫博物院院
长单霁翔将为学员们讲解故宫文化的独特魅力，清华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党委书记胡钰将讲解新时代媒体融合之路，
腾讯社交网络产品专家将就“智能媒体的技术驱动与内容
创新”与学员们分享相关内容。11月5日至6日，学员们还
将参加丰富多彩的采风活动，探访新华网媒体工厂，参观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成就展，体验百度无人驾驶技术。

南侨机工回国服务80年展览开幕

“祖国在召唤——纪念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80周年”
展览，日前在北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幕。南侨机工，
全称“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1939 年 2 月至 8 月间，
3200 余名南侨机工毅然回国，担负起滇缅公路抗日军运任
务，用生命和血汗在滇缅公路上打通了一条“抗战输血
线”，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写下
了可歌可泣的一章。

展览运用 100余件/套珍贵的历史资料、照片、实物等藏
品，以“响应召唤共赴国难”“赤子丹心热血滇缅”“赤子功勋
民族光辉”3个部分，展示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战的壮举。展
览由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云南省侨联、云南省档案局（馆）、
陈嘉庚纪念馆主办，将持续至12月1日。 （来源：中新网）

浙江宁波再增为侨服务联盟成员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侨联为侨服务联盟“直通卡”阵
容再升级，银泰集团正式加入这个“侨界爱心大家庭”。为
侨服务联盟“直通卡”自今年上半年推出以来，广受海内
外侨界欢迎，服务内容已逐渐覆盖到衣食住行各方面。

“画好‘宁波帮’和帮宁波代表人士的最大同心圆，才
能汇聚起共创辉煌的澎湃力量。”宁波市侨联党组成员、巡
视员王东海介绍，联盟“直通卡”旨在做好“为侨服务”
这篇大文章，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资源，发挥公益力量，
为广大侨界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同时，引导海内外
侨界人士积极参与宁波建设，与宁波一起奔跑，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来源：中国侨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