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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是收获满满的一年”

岁末年初，许多华商在忙碌和收获
中度过。

在北京，比利时华商、浙江高洛会
进口巧克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傅伯弟这几
天马不停蹄，走访王府井、奥森等多个
商圈，为筹建中的中比巧克力博物馆选
址。“我们计划在博物馆中设置文化展示
区、科普区、DIY 体验区、创新研究区、
商品销售区，旨在打造一个孵化中国巧
克力品牌、促进美食文化国际交流的基
地。”傅伯弟说。

2020 年，傅伯弟回乡创业，与比利
时知名巧克力企业 COSIJNS 公司合作，
在浙江丽水经开区办起巧克力工厂。他
从比利时引进生产原料、技术和理念，
专业生产纯脂巧克力。2024 年，傅伯弟
进一步布局中国市场，相关产品线上线
下双渠道销售火热，令他备受鼓舞。

“目前，公司产品已经入驻 711 便利
店、首都机场集团旗下的 7 个机场、上海浦
东及虹桥机场、中国石油旗下的浙江省中
石油及河南省中石油全省加油站等多地。
2025 年，公司产品将进一步入驻浙江十足
便利店、上海罗森便利店等。”傅伯弟说，

“中国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升级趋势明显。
期待中比巧克力博物馆顺利落成，让更多
中国消费者了解并喜爱巧克力文化。”

大洋彼岸的美国洛杉矶，加拿大华
商、侨企江夏国际董事长黄盾斌正在为
家乡东莞的“好物”出海奔走牵线。“显
示屏、小家电等‘东莞制造’在美国市
场很受欢迎，目前已经产生了三四百万
美元的采购额，我还在努力争取更多订
单。希望这些好消息能给更多莞商朋友
提气！”他说。

近年来，中国电动汽车、锂电池和
光伏产品“新三样”加速出海，绿色经
济前景看好，让黄盾斌看到了更多机遇。

“2024 年，我公司与深圳、东莞等地新能
源企业进行资源整合，共同进军海外新

能源市场，目前正在竞标马耳他的一个
储能项目。”他说，“当前，中国新能源
技术和相关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
我们顺势而为是正确的选择。”

在澳大利亚，澳佳集团董事长俞维
佳欣喜地看到，随着元旦到来、春节临
近，公司葡萄酒产品在中国市场的销售
状况延续 2024 年的良好态势，更加红火。

“公司产品受到中国消费者的青睐，
尤其是线下卖场渠道的销售额增长迅速，
这得益于 2024 年我们对中国市场的深入
拓展和对客户需求的精准把握。”他说，

“2024 年是收获满满的一年：我们推出了
起泡酒与脱醇葡萄酒等新产品，在海南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创立分公
司，与好特卖、重庆百货集团等企业达
成合作。尤其是公司的蓝鸟红白葡萄酒
产品入驻好特卖在中国 51 个城市的 981 家
门店，进一步提升了市场覆盖率，让我
充分感受到中国消费市场的活力。”

“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有信心”

2025 年，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如何？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多位华商不约
而 同 地 提 到 前 不 久 的 一 场 重 要 会 议 。
2024 年 12 月 11 日至 12 日，一年一度的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大力提振
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
需求”“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外贸、
稳外资”“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
放，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会议强
调的一系列重点内容，让深耕中外经贸
合作的广大华商吃下“定心丸”。

伴随着中国开放发展的脚步，许多
中 国 企 业 紧 抓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 ” 机 遇

“走出去”，在全球市场的广阔大海中奋
斗、成长，成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交
融交汇的生动写照。在泰国，泰中侨商
联合会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为前来投资
兴业的中国企业铺路搭桥。

“2024 年，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接待三
四家前来咨询投资事宜的中国企业，最

忙碌时每天的接待量可达 10 家。”泰中侨
商联合会主席邝锦荣说，“2024 年底的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诸多重磅信号，十
分提气。2025 年，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
前景有信心。企业‘走出去’将是中国
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为了助力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
泰中侨商联合会提供了“一条龙”服务：
法律委员会组建一支专业律师团队，提
供法律讲解与咨询服务；作为智库的专
家委员会提供企业所在行业的投资信息，
进行前期风险分析；落地服务部会帮助
企业寻找办公场地、进行相关注册并提
供会计服务等。

中国开放脚步不停，引资“磁力”
强劲，也让更多外资企业看好“中国机
遇”。中德科技创新中心创始人唐志红介
绍，2024 年 3 月，在她的牵线下，拥有 7
万家会员的德国联邦中小企业联合会在
中国南京设立服务中心。“该中心将充分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服务好在南京的德
国中小企业，推动两国经贸技术交流合
作，进一步拓展双向投资”。

在近日举办的中德科技创新中心年
会上，当地政府部门官员和企业家代表
汇聚一堂，畅谈德中合作前景，令唐志
红对新一年的工作充满期待。“德国中小
企业正在开拓海外市场，寻找研发伙伴。
对他们来说，中国是一个充满吸引力的
选项。”她说。

“合作共赢之路将越走越宽”

继续加大新产品研发投入力度、扩
大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关注新兴市场和
新一代消费群体、在医疗保健行业加码
投资……谈起 2025 年，俞维佳有很多新
想法。

“从 2024 年已公布的经济数据看，中
国经济平稳向好，尤其是一揽子增量政
策的推出，为市场注入更多信心。相信
2025 年，中国市场将有更多机遇、更大
活力。”俞维佳说，“当前，中国消费市

场出现一些新业态、新变化。比如，文
旅热、冰雪游兴起，‘银发经济’方兴未
艾。我们将深入研究消费新动态，满足
消费新需求。”

新年新气象。展望 2025 年，广大华
商有信心、有干劲。

“身处开放繁荣的中国市场，我们对
未来充满期待与信心。打造自有‘可口
利 ’ 品 牌 、 研 发 更 多 特 色 产 品 是 我 们
2025 年的目标。”傅伯弟说，“现在，我们正
在与国内科研机构、高校与医药企业开展
合作，研发出融入灵芝、黄精、人参等中国
特色药材的药食同源巧克力，积极探索食
品产业跨界与国货研发新思路。”

作为东莞市工商联 （总商会） 副主
席，黄盾斌前段时间与一批莞企、台商
共同考察了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绥芬河
口岸活跃的中俄边境贸易给他留下了深
刻印象，也让他有了新想法。

“这些年，我们在广东投资建设了 3
个高新产业园区及‘南粤侨创基地’，主
要深耕数码科技、健康养老、健康医疗
等 产 业 ， 为 华 侨 华 人 创 新 创 业 提 供 支
持。”黄盾斌说，“牡丹江之旅让我看到
了口岸贸易新机遇。现在，我们正与相
关部门探讨，计划将中俄边境贸易的优
势和政策引入我公司产业园，为更多有
意向参与中俄经贸合作的粤商和莞商铺
路搭台。”

2025 年是中泰建交 50 周年。“新年伊
始，一系列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中，
相信今年‘中泰一家亲’的情谊将更深
厚 ， 经 贸 往 来 会 更 活 跃 。” 邝 锦 荣 说 ，

“目前，泰中侨商联合会正在筹办一个展
会，主要展出会员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
企业的优质产品，助力‘中国制造’品
牌及形象的提升。”

“华侨华人有着融通中外的天然优
势。”唐志红说，“今年，我会带领德国中小
企业代表团到中国开展‘创新之旅’，重点
考察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寻找投资机
会及合作伙伴。目前，已经初步计划了
两次考察活动。同时，我也会介绍更多
中 国 企 业 到 德 国 考 察 投 资 。 我 相 信 ，
2025 年合作共赢之路将越走越宽。”

多地华商展望 2025——

新的一年，紧抓中国开放发展新机遇
本报记者  李嘉宝

2024年，世界看到了一个更加开
放自信的中国。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
外资准入限制措施，给予所有建交的
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
遇，接连举办广交会、服贸会、进博
会、链博会等国际盛会，免签“朋友
圈”持续扩容……中国开放的脚步不
断向前迈进。

在日益紧密的中外经贸合作中，活
跃着海外华商的身影。新年伊始，多名
华商展望2025年，表示将紧抓机遇，积
极拥抱充满活力的中国大市场，也将发
挥优势，为中外经贸往来牵线搭桥。

侨 界 关 注

    1 月 1 日，福建省泉州市正式施行《泉州
市华侨历史遗存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旨在活化利用历史遗存，守护海外侨
胞的乡愁记忆，讲好“侨”的故事，传承

“华侨精神”。
泉州素有“十户人家九户侨”之称，分布

在世界 170 个国家和地区的泉州籍华侨华人
约有 1000 万人。泉州籍华侨华人在外谋生致
富后，出资在家乡建房、修宗祠，为家人寄侨
批、带回异域风物，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

《条例》 采取“定义+
列举”的方式对华侨历史
遗存进行界定，其主要包
括华侨的故居、祖厝等不
可移动华侨历史遗存以及
侨批、文书等可移动华侨
历史遗存，并对华侨历史
遗存的保护管理和传承利
用做出了相应规定。

泉州市副市长姚飞指
出，泉州立法保护华侨历史
遗存，对打好新“侨牌”，密
切海外侨胞同家乡的情感
联系，汇聚侨心侨智侨力，
推进 21 世纪“海丝名城”建
设具有重要意义。

据统计，这些年，泉州通过采用低冲
击、微干扰的“绣花”功夫，修缮了 160 余
处华侨历史建筑；同时依托华侨古民居，
建设了永宁镇华侨历史纪念馆等 200 多个精
品乡村侨史馆和侨领馆，让华侨历史遗存

“历久弥新”。
2021 年，由旅菲华侨陈光纯故居改造而

成的泉州侨批馆开馆，全方位展示海外华侨
华人情系家园、心怀桑梓的赤子深情。几年
来，在这座侨批馆里，双语《侨批》原创歌曲

及 MV、侨批主题 IP 与侨批主题文创产品等
陆续推出，让侨批品牌建设呈现出新景象、
新活力。

在被誉为“华侨建筑博物馆”的晋江梧
林村，新业态的引入让这座古侨村焕发新
生。这里成为“体验式闽南侨文化旅游度假
目的地”。秉承“固态保护、活态传承、业态提
升”的理念，当地整合古厝、洋楼、土地，建设
传统非遗体验工坊和沉浸式戏剧演出点，实
现了“见人见物见生活、留形留神留乡愁”。

如今，梧林传统村落景区内游客如织。
人们在百年榕树下品味南洋咖啡，穿着娘
惹服饰在古厝街巷中漫步，走进德越馆感
受“一楼一馆一出戏”的非遗魅力……

泉州华侨历史学会副秘书长刘伯孳认
为，陈光纯故居和梧林传统村落的保护、
改造无疑是成功的，为后续华侨历史遗存
保护提供了经验和范本。“华侨历史遗存的
保护最后还是需要落实到活化利用上，让
历史遗存焕发新的生命力。”

刘伯孳表示，期待 《条例》 实施后，
相关机构能够关注到一些目前尚未被大众
熟知的侨厝、侨批信局遗址，制定出一系
列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和细则，携手社会
各界共同守护好珍贵的华侨记忆。    

                      （据中新网）

福建泉州——

保护历史遗存 留住侨胞乡愁
吴冠标

    “再次走进巴黎圣母院，整个内
部空间可以用‘温暖’来形容。”近日，
法国国家博物馆讲解员刘女士说。

历时 5 年多修复的巴黎圣母院重
新开放，吸引各国民众前往参观。

“我最近收到许多关于巴黎圣母院游
览讲解的咨询。很多游客想看看修
复后的巴黎圣母院，了解修复过程
中采用的技术和面临的挑战。”刘女
士说，巴黎圣母院焕然一新，增加
了许多照明设备，灯光设计巧妙，
更增添神秘气息和艺术感。

从 2024 年 12 月 16 日起，巴黎圣
母院恢复正常开放时间。“钟声再次
响起，大家都很激动。”法国留学生
陈一鸣说，巴黎圣母院共收到来自
约 150 个国家和地区的 8.46 亿欧元捐
款。2000 多名建筑师、工匠、艺术
品修复专家齐心协力，进行全面而
细致的修复。游客们在近距离的游
览中感叹，全世界都为这座建筑作
出了贡献。

“我查阅了很多研究资料，详细
了解了这座建筑的历史及修复过程。
巴黎圣母院的‘重生’更像开启一段
崭新的历史，告诉我们守护和传承世
界文化遗产的重要性。”陈一鸣说。

法国国际烹饪联合总会执行会
长陈建斌称，11 年前和家人远赴法
国，观光的第一站就是巴黎圣母院，
小说与电影中描绘的画面真切地展
现在眼前，彩色玻璃窗和拱形穹顶
至今让他记忆深刻。每次中国的朋
友到法国旅游，巴黎圣母院是必去
的景点，以它为起点，再一路逛到
卢浮宫、凯旋门。

“在巴黎的华人大多居住在第三
区，离巴黎圣母院走路仅需 15 分钟
就能到达。火灾前，上下班途中都
能远远望见巴黎圣母院的塔尖。”陈
建斌说，如今，巴黎圣母院再度与
公众重逢，热度不减，现在需要提
前半个多月预订。他计划假期带孩子们前去感受
这座历史古迹的“新生”魅力。

“2019 年，一场猝不及防的大火摧毁了这座哥
特式大教堂，让我们深感痛心。为表达对巴黎圣
母院保护与重建的支持，我们举办了一场公益音
乐会，并将募集的 3 万欧元善款用于巴黎圣母院大
管风琴的修复。”法国华侨华人爱心会名誉主任蔡
足焕一直关注重建进展。他说，修复工作还在继
续，预计将持续到 2030 年左右，期待巴黎圣母院
完整修复后以全新的面貌与世界见面。 

               （据中新社电  记者金旭）

旅
法
侨
胞
见
证
巴
黎
圣
母
院
﹃
新
生
﹄

福建晋江梧林村一瞥。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新年春耕忙

    2024 年 12 月 7 日，人们聚集在法国巴黎圣母
院外，灯光在外墙上打出法语“谢谢”字样。
                      新华社记者  高  静摄

    ▲图为侨企江夏国际位于广东东莞的数码研发生产基地。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图 为 第 七
届进博会期间，观
众 在 傅 伯 弟 公 司
的展台参观。

▼邝锦荣（左
三）带领泰中侨商
联 合 会 成 员 在 云
南考察。

侨 乡

新 貌

新年伊始，海南各地陆续进入
春耕时节。在琼海市，粮食主产区大
路镇大路洋的田野上，农民抓农时
赶季节，开始进入早稻播种。

上图：大路镇农民在大路洋上
进行早稻插秧。

左图：大路镇农民在大路洋上
拨秧苗。

     蒙钟德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