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华侨华人 责编：贾平凡 邮箱：guojihwb@126.com

2020年6月10日 星期三

从一个普通的牙科医生到管理一个
庞大的牙医集团，黄震霄前行的步伐从未
停止过。从买下第一家牙科诊所开始，在20
多年的时间里，黄震霄创立的全民牙科集团
公司已将事业的版图拓展到海内外。截至
目前，黄震霄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分别拥
有80家和33家牙科诊所，在中国创办的口
腔专科医院2009年已在新交所主板上市。

卖房子 开启创业之旅

黄震霄出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11岁
时，他到新加坡读书。他阴差阳错被口腔
科教授选中，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名
牙科专业学生。1992年大学毕业后，黄震
霄先在政府部门工作了两年半，随后到一
家牙科诊所上班。

“我觉得自己的手艺还不错，就想着
出来创业。”做生不如做熟，黄震霄从他的
老板手中买下武吉巴督的牙科诊所，正式
开启创业之路。

“买下这家诊所需要20多万新币，但
那年7月，大女儿刚出世，正是需要用钱
的时候。为了凑够买诊所的钱，那年 11
月，我和太太决定以 18 万新币的价格卖
掉我们的房子。”为了方便创业，黄震霄和
家人在诊所旁边租房，一周工作7天每天
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

天道酬勤，黄震霄的努力没有白
费。诊所里，刚开始一天只有几个患者
看牙，慢慢地一天多达 50 多个患者来看

牙。忙不过来的黄震霄看准商机，开始
在全岛开设牙医诊所。

“我们把牙科诊所开在住宅区附近，
开在地铁站附近，开在最便民的地方。在价
格方面，我们也比其他牙科诊所都要更便
宜。”黄震霄说，“当时新加坡最大的牙科集
团只有不到10家诊所。从1996年开始，我们
每年开5家诊所，发展得非常快。”

分股权 规范公司管理

创业初期，黄震霄每开一家诊所，就
吸引一位新的牙医入股。然而，与新股东磨
合的过程中，黄震霄遇到很多棘手的问题。

“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股东对股权的
看法也不同。开到30多家诊所的时候，我
感觉怎么也开不下去了。后来，20多位股东
逐渐淘汰到18位。”黄震霄决定转变思路。

2008年，黄震霄对公司股权进行重新
洗牌，成立了全民牙医控股有限公司。“我
们跟 18 位股东签订了协议，股权 10 年不
卖。2018年股权到期后又延长到2021年。最
近，我们又重新签订了一个新的10年不卖
股权的协议，以保证公司管理层稳定。”

2009 年 11 月，全民牙科在新加坡股
票交易市场主板上市。那年，黄震霄刚
好40岁。“这在医疗界和口腔界都是一个
创举，之前从来没有人做过。当时，我
们在新加坡共有34家牙科诊所。”

2012 年，全民牙医进军马来西亚。
2016年，因又遇到跟新股东理念不合的挑

战，黄震霄在马来西亚的诊所缩减为5家。
认真总结经验后，黄震霄在马来西亚拓展
事业的脚步更快了：“从2016年起，我们
所有的牙科诊所都是自建的，百分之百控
股。到2019年，诊所从5家扩展到33家。”

拓新机 注重人才培养

作为华人，黄震霄也希望能够把好的
牙科服务带到中国。2008 年，黄震霄成立
Q & M牙科集团（中国），探索在中国大陆
的发展机会。2012年，集团收购了上海康
怡口腔的80%股权。2014年，全民牙医收
购沈阳奥新口腔集团 60%的股权。“合作
非常成功。奥新2017年在新加坡上市。”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黄震霄带领的
全民牙医在储备牙科人才方面费尽心思。

“2008年 9月 26日，我们成立全民牙
医牙科研究所，对新加坡的牙科医生进
行再教育。2019 年，集团成立了全民牙
科学院，提供正规化的两年牙医高级课
程，并颁发证书。”黄震霄非常注重国际
合作：“我们与锦州医科大学合作，设立
了沈阳培训中心，专门对口培养口腔科
专业人才；与国际医药大学合作研发牙
科AI人工智能系统。”

黄震霄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一直是我人生不同阶
段的追求目标。人一辈子能够把一件事情
做好就够了。我是个牙医，希望能带给更
多患者健康的牙齿和幸福的笑脸。”

今年春天以来，新冠肺炎疫情
重创全球餐饮业，海外中餐业也不
例外。当下，不少海外中餐厅仍处
于闭门歇业的状态。随着全球疫情
趋缓，一些海外中餐厅虽然重新恢
复营业，但受各国防疫政策规定和
消费需求锐减的影响，经营状况依
然不容乐观。

作为海外中餐厅的经营主体，
遍布世界各国的中餐业从业者一直
在积极想办法、找出路。加强餐厅
防疫措施、采用“分餐制”“公筷
制”等就餐方式、扩大外卖配送业
务……很多中餐业从业者仍在坚
守。大疫当前，是什么力量支撑着
海外中餐从业者？

生存有动力。餐饮业一直是华
侨华人在海外从事的传统行业。在
海外，一代又一代华商靠着“三把
刀”——菜刀、剪刀和剃刀白手起家。
用菜刀在餐饮业打拼出一片天的华商
不计其数。疫情之前，全球大约有 70
万家中餐厅。大大小小的中餐厅遍布
世界各国，是不少华侨华人海外谋生
的重要手段。而且对很多中餐业从业者
而言，经营中餐不仅是一种谋生手段，
也是一份精神寄托。虽然疫情汹涌，
但不少经营者不愿丢弃老本行。

中餐有魅力。中华美食源远流
长、丰富多样：八大菜系各具特
色，风味小吃多如牛毛。伴随华侨华
人不断走向世界的脚步，越来越多的
中餐厅在海外落地生根。在中餐厨师
的精心烹饪下，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
中国菜肴，不仅慰藉了海外侨胞的乡
愁，也俘获了不少当地民众的胃和
心。以食会友，舌尖上的共鸣让中外
民众的心贴得更近了。中国菜肴蕴含
着中国文化密码：“就地取材”的地域
特色，“脍不厌细”的精致考究、“阴
阳五行”的平衡之道、“博采众长”的
兼容之美、“药食同源”的养生理念……海外侨胞在经营
中餐厅的同时，也将中餐文化的种子播撒到当地。疫情
虽然限制了不少人走进中餐厅吃饭的脚步，却阻挡不了
人们对中餐和中餐文化的热爱。这是中餐业从业者挺过
疫情挑战的信心之源。

发展有潜力。全球化时代，贸易畅通、设施联
通、资金融通和人员流通，都为全球餐饮业的繁荣提
供了强大支撑。近年来，中餐走向海外的步伐更快、
质量更高。疫情对全球贸易和人员往来的阻滞只是暂
时的。待疫情的阴霾散尽，相信开放的世界将为中餐
发展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疫情正在给全球餐饮业带来新一轮大洗牌。大浪淘
尽始见金。中餐业如何在海外化危为机？中餐文化如何
持续圈粉世界？海外中餐业从业者使命在肩，任重道远。

精琢“食味之美”。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无论世
事如何变幻，人们对于美食的热爱永远不会改变。应弘扬
工匠精神，进一步把中餐做专、做实、做精，不断提升核心
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争做“百年老店”、“行业标杆”。

致力“药食同源”。充分挖掘中餐文化中“美食养
身”和“防病治病”相互结合的古老智慧，进一步推动药
食文化和中医药文化走出国门，惠及世界。

借力“天时地利”。要善于借力，既向住在国借
力，也向祖 （籍） 国借力；既向政策借力，也向科技
借力；既向同行借力，也要跨行借力。只要大家齐心
协力，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激荡“和合之道”。互学互鉴、博采众长，不断推
动中餐与世界烹饪技艺相结合，让中餐更好地在海外
融入当地社会。

坚持“以食弘道”。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中餐“永
不过时”的金字招牌。在疫情淬炼中，不断从中华文化中
汲取力量，中餐必将在民心相通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

疫情当前，只要海内外中餐从业者守望相助，一定
会迎来云开见日时！

共商中餐突围之道

法国巴黎时间 5 月 17 日下午 3 点，法
国国际烹饪联合总会会长、巴黎国际大酒
店董事总经理陈建斌准时守候在手机屏幕
前，参加一场特殊的网络论坛——美国第
三届中餐国际论坛。和陈建斌一样数着时
差、一同守候在屏幕前的，还有来自中
国、美国、英国、比利时、阿根廷、新加
坡、加拿大、韩国等国的近 500 位中餐业
业界代表。

“疫情之后的中餐业如何走出困境？
如何加强世界餐饮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中餐业如何和高科技接轨？”围绕着三大
主题，参加论坛的代表畅所欲言。

“再冷的冬天总会过去，一起迎接明
媚的春天。目前，中餐馆遇到的困难是暂
时的，疫情过后，中餐馆会很快回复往日
的繁荣。”参加完论坛，备受鼓舞的陈建
斌在朋友圈分享感受、传递信心。

最近，这样的“云端”国际论坛多了
起来。随着多国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向好，
全球中餐业正积极为重新开门迎客做准
备，但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十分严峻。

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会长杨柳介绍，新
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海外中餐业遭受
到前所未有的打击，特别是规模较大的中
餐厅。现在，海外中餐业虽然正逐步复工
复产，但受疫情影响，依然面临客流量大
幅下降、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租金、工资
和税收等方面的巨大压力。

共克时艰，共谋未来。通过参与线上
国际交流，全球中餐业从业者代表碰撞出
不少新点子、商议出不少新路子。

在比利时首届海外中餐创新发展论坛
上，比利时国际中餐业联合会会长杨丐镜
建议，海外中餐馆应和中国的优秀企业进
行全方位交流与合作、升级现有的经营模
式，争取走出一条坚持做品牌化、本土
化、科技化及市场化产品的可持续发展之
路，同时灵活借鉴西餐中的流程化、标准
化生产运营模式。

在美国第三届中餐国际论坛上，美国
烹饪学院教授成蜀良表示，新冠肺炎疫情
迫使人们改变了工作与生活的方式与习
惯，人们习惯了网上叫外卖和购买食品。
餐饮业人士必须重新思考，餐馆的经营方
式也要随之改变。

将研讨成果付诸实践，有人已开始布
局“先手棋”。6月6日，陈建斌刚入手了一家
新餐厅。“准备做高端中餐，采用中餐西摆
的方法，全部采取分餐制，研发无接触式
套餐，让法国人更容易接受。”

严格落实防疫措施

“中华楼整理完毕，欢迎新老客户大
驾，来的都是真爱。海鲜小炒家常菜，炖

品大菜都齐备，包厢伺候！”5月27日，意
大利“中华楼”中餐厅董事长何建锋在朋
友圈做了一波重新开业的预热。配图中，
干净整洁的餐厅环境令人眼前一亮，间隔
适当的就餐桌椅让人格外安心，摆盘考究
的各色小炒引人垂涎欲滴。6月3日，这家
曾因疫情暂停营业近 3 个月的中餐厅正式
开门迎客。

虽然“中华楼”重新开张很顺利，但
何建锋对疫情防控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我们严格遵守意大利政府相关的防疫规
定。”何建锋介绍，客人在餐厅就餐必须严
格保持规定距离；餐厅员工必须全部带好
口罩和手套；餐厅整齐摆放了口罩、手套、
洗手液和酒精等防护物品，免费提供给有需
要的客人；客人不用菜单点菜，而是用手机
扫餐桌上的二维码点餐；我们还把部分推
荐菜菜名临时写在黑板上供客人选择。

不仅堂食服务的防疫措施到位，何建

锋也格外重视外卖服务。“送出去的菜
品，全部用保鲜膜包装好。送餐人员随身
携带一瓶酒精，将外卖递送给客人前，需
要当着客人的面，在外包装上喷好酒精。
我们鼓励无接触送餐。”何建锋说。

这样的防疫“操作”并非意大利独
有。挪威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福莱
德公司董事长马列在挪威从事中餐业整30
年。据他观察，重新开业的挪威中餐厅虽
然客流量大不如从前，但执行防疫措施一
丝不苟，同时外卖配送业务增加了不少。

此外，疫情正在倒逼全球餐饮行业转
变发展理念、提高服务质量。2 月 18 日，
世界中餐业联合会面向全球中餐业经营者
和中餐消费者发布 《培养健康饮食习惯、
共创中华餐桌文明倡议书》。倡议书对中
餐企业提出明确要求：各餐饮企业应根据
自身业态和经营情况的不同，进一步强化
食品安全意识，自觉树立健康服务理念，

在本企业积极引导消费者实行分餐制、公
筷制或双筷制，配套设置相应的设施条
件，制定相应的服务规范。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疫情防控方式
和经济发展潜力。海外中餐从业者只要根
据政府部门的要求，做好卫生防范措施，
坚持到底，相信中餐一定会深受各国民众
欢迎的。”陈建斌说。

坚持传播中餐文化

鲫鱼清汤、田鱼干炒粉干、南肉春
笋、杭州卤鸭、钱江肉丝、东坡肉……自 4
月 14 日起，浙江省侨联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守望相助·侨浙有爱”栏目，连续推出制
作精良的“舌尖上的家乡味‘药食同源·食
疗防疫’系列菜品教学视频”，将中餐美食
与中医中药结合，助力居家“闭关”的海外
侨胞共同防疫。截至 6 月 8 日，教学视频共
推出41集，深受海外侨胞喜爱。

传承和传播中餐文化也在侨胞的日常
生活中润物细无声地进行着。作为精研

“杭帮菜”大半辈子的国家高级烹饪技
师，马列最近乐此不疲地教 10 岁的双胞
胎孙子做中国菜：外酥里糯的南瓜饼上撒
上一层芝麻粒，整齐叠放在中式餐盘中，
四 周 点 缀 4 朵 用 黄 瓜 雕 刻 的 精 美 “ 花
朵”，味道和卖相俱佳；打蛋、洗菜、切
丁、掂锅小炒，一盘扬州炒饭做得有模有
样。在马列的悉心指导下，小哥俩沉浸在
自己动手做中餐的快乐中。更令马列感到
高兴的是：“孩子们要把这些食物带到学
校和同学们一起品尝，还会在课堂上分享
中国美食的故事。”

在海外，热爱中餐的不只是侨胞。
“挪威首都奥斯陆的中餐厅恢复营业后，
一些当地人又陆续到中餐厅吃饭。”马列
介绍，挪威人对中餐的接受度较高。多年
来，挪威的中餐厅里都会播放制作中国美
食的视频，当地人到中餐厅吃饭也会顺道
了解中国的美食文化。潜移默化中，中餐
文化逐渐在当地深入人心。

“中餐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
在传播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增进国
际友谊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广大海外
中餐业者是中国烹饪技艺的推广者、中国
饮 食 文 化 的 宣 传 者 和 国 际 友 谊 的 传 递
者。”杨柳表示，随着国内品牌中餐企业

“走出去”和海外中餐业的发展，海外侨
胞将在推广中餐和中餐文化方面发挥更大
的、更积极的作用。

未来如何让中餐和中餐文化更好地走
向世界？杨柳认为，应着力树立中餐健
康、卫生、营养的正面形象；加强对食
材、出品的质量管理；要有推广中华优秀
饮食文化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加强海
内外交流与合作，将国内中餐发展的新成
果推广到海外；坚持创新发展，不仅要创
新烹饪技术，也要创新管理方式、商业模
式等；走品牌化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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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时间6月4日，比利
时首届海外中餐创新发展论坛
以网络视频方式举行，主题为

“创新应变，共克时艰”。该论坛
由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和比利
时华侨华人社团联盟共同举办。
国内侨务部门负责人、海内外中
餐业经营者、华人公共医学专
家、律师和会计师齐聚线上，围
绕新冠肺炎疫情对餐饮业的影

响及对策、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如
何创新发展等议题研讨交流。

随着多国疫情趋缓，经历
风雨的海外中餐业有望迎来复
苏。作为海外中餐业经营主
体，遍布五大洲的中餐业华商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
和海内外多方协调，“云端”
连线，共享经营心得，共商突
围之道，共谋发展大计。

受疫情影响严重 谋突围共商发展

海外中餐业创新应变共克时艰
本报记者 贾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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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美国第三届中餐国际论坛视频截图。 （来源：中新网）

新加坡华商黄震霄

从一间牙科诊所做到牙医集团
贺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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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乡江苏泗洪：
金色麦场如龙舞

侨乡江苏泗洪：
金色麦场如龙舞

6月6日，在江苏泗洪洪泽湖农场，10万亩三麦收割已进入尾声，金色麦
场，农户正在用卷扬机，将麦子扬干净，去除麦糠储存。麦子射向空中，如
龙舞动。图为农户正在用卷扬机扬麦子。

陈 玉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