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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上旬，是 2022 年中国两

会的日子。海外华文媒体聚焦中

国发展，希望透过两会，用真实笔

触为中国故事留下生动注脚，积

极回应海外侨胞关切，让世界读

懂中国。

关注：中国发展逆风前行
“在全球疫情肆虐、时局动荡

的不断冲击下，中国经济增长的

成绩单来之不易，今年中国国内

生产总值(GDP)增长 5.5%左右的

主要预期目标同样振奋人心。”缅

甸《金凤凰》报社长张翀表示，两

会期间，经济和民生是他关注的

重点话题。

他解释称，中国是缅甸最大

贸易伙伴和最大投资来源国，缅

甸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与中国的合

作往来。“缅甸与中国一衣带水，

世代比邻而居，互利共赢的交流

合作能为缅甸民众带来更多福

祉。”

加拿大红枫林副总编辑

王群期待中国在国际抗疫合作

中的新作为，“中国以言出必行

的大国担当主动携手各国共同

应对挑战，提供新冠疫苗、中

药纾难解困，为全球控制疫情

和 推 动 经 济 复 苏 作 出 了 贡

献。”

中国如何用历史上最短的

时间完成全球最高的碳排放强

度降幅也是他关注的热点之一。

王群表示，优化能源结构、推动

绿色低碳发展不仅是实现“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最佳样

本，也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庄严承诺，让世界重新

认识中国。

讲述：读懂中国消除误解
意大利《世界中国》杂志社长

胡兰波表示，每逢中国两会召开，

杂志对最新动态的捕捉和对中国

政策的解读，最大程度为侨胞和

当地民众提供了解中国的视角和

窗口。

“用当地民众听得懂的语言

和方式讲述什么是中国式民主，

向当地主流媒体传递中国声音，

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胡兰波

说，中西文化存在差异，帮助他们

读懂中国，有助于消除误解，打破

隔阂。

“对两会内容的报道在传播

中国理念、促进中外交流方面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非洲《华侨

周报》社社长南庚戌称，中国在脱

贫攻坚方面取得的成就为非洲国

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智慧”

和“中国方案”。

南庚戌介绍，中国去年在减

贫事业的探索和实践引发当地社

会广泛关注。“新闻报道发出后，

当地相关部门也主动与我们取得

联系，希望能够借鉴更多的脱贫

经验，为当地脱贫、减贫事业注入

更多信心与动力。”

日中通信社社长胡文娟认

为，中国两会是世界观察中国发

展进步的重要窗口。华文媒体唯

有站稳中国立场，才能讲好两会

故事，传递两会精神，用真实的文

字回答世界的期待，架起中外沟

通的桥梁。

感悟：祖(籍)国发展有侨相伴
“2012 年有幸去到北京参与

两会报道，这是一段难忘的经

历。”南庚戌切身感受到中国式民

主的独特魅力，“两会是‘中国式

民主在中国行得通、很管用’的真

实写照。”

2018 年，王群初上两会，“‘代

表通道’和‘委员通道’首次开启，

记者的问题都得到了耐心的解

答，十分‘接地气’。”他回忆称，当

时还有很多海外侨胞列席会议，

近距离为祖 (籍) 国发展建言献

策。

今年两会，王群对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到的“激励海内外中华

儿女携手共创新的辉煌”印象深

刻。“字短意却长，华侨华人不仅

是改革开放‘走出去’的受益者，

更是祖(籍)国建设的参与者、贡

献者。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华侨

华人回报乡土，投资中国，投智中

国，投志中国，共筑可期的未来。”

（中新社报道）

据波兰边防部队 3 月 3 日公

布的数据，自 2月 24 日俄乌冲突

以来，约有 575100 人从乌克兰入

境波兰，其中不乏华侨华人和中

国留学生。不少海外同胞已安置

下来，这背后，离不开当地华侨华

人的热心相助。

等待旅乌同胞
当地时间 3 月 1 日早上 9

点，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常

务理事、驻波兰办事处主任赵德

金从家中出发，先去采购毛巾、牙

刷、沐浴露、口罩等生活用品，随

后联系好华沙的宾馆，将采购的

物资摆放好，准备出发。下午 4

点，赵德金准时到达距离华沙

360 多公里的波乌边境，等待入

境的中国留学生。

赵德金说：“1 日我们接到了

5 位中国留学生，他们走得匆忙，

背着一个书包就来了，晚上 9 点

多，我把他们接到事先联系好的

宾馆。”

3月 2日，赵德金重复前一天

的行程，和协会会员一起接回 10

多名同胞。晚上 10 点，赵德金再

次接到求助，3 位同胞搭乘好心

人便车来到华沙，他再次出门买

毛巾、牙刷、沐浴露、牛奶……将

他们安置到宾馆。

据赵德金介绍，“最近两天，

我们接到了 32 名同胞，15 名是

中国留学生，17 名是华侨华人，

包括两位老人和 3个孩子。”

这些同胞的安置费用由赵德

金和会员自发筹集而来。他说：

“自己的生活开支可以省一点，但

在这件事上是不能省的。既然接

到了，就要让他们像回家一样，他

们只管安安心心逛一逛，累了困

了安心睡就好。”

入境处排起长队
赵德金表示，最近他接到的

同胞入境波兰用时都比较长，有

些排队时间超过 20 个小时，他们

晚上站在入境处排队，又冷又饿，

特别辛苦。

“最近几天，天气晴朗但气温

较低，白天在零下 6度左右，夜里

温度会更低些。3日早上，有位留

学生向我求助，这个男孩说话都

要没有力气了，他在边境排了十

几个小时的队，还在等。也有女孩

子边哭边排队，我接到 6个女孩

的求助电话，她们在电话里哭得

很伤心，在入境处等了已有 20 多

个小时。”赵德金说。

据报道，在波乌边境的每个

入境点，都有数万来自乌克兰的

难民，排队长达几十公里。2月 28

日，入境波兰的人数创纪录地超

过 10 万人，3 月 1 日的入境人数

也有 9.8 万人。

滚雪球般的爱心传递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3

月初在例行记者会上透露，目前

已有超过 3000 名在乌中国公民

安全转移到乌克兰周边国家。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海

外侨胞的团结同心、守望相助的

暖心故事。

作为最早发起帮助旅乌侨胞

和留学生倡议者之一，欧洲华侨

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曹燕灵说：

“倡议书发起后，各地侨领主动联

系到欧华联会，要求加入到帮助

同胞的队伍中。”

曹燕灵表示，现在加入帮助

队伍的侨社越来越多，大家的爱

心传递像雪球越滚越大，已经没

法统计具体帮助多少侨胞了。

“只要是中国人，只要拿了

中国护照，我们都会尽力帮助。”

在曹燕灵看来，这是应该做的事。

“每一次同胞在海外有困难的时

候，或者说国家需要我们华侨做

些什么的时候，我都会在第一时

间站出来。” （中国新闻网）

在纽约中城第七大道时装

一条街上，矗立着一座造型独特

的雕塑，一根十几米的缝衣针，

穿过巨大纽扣，针头直指地面。

这座雕塑见证着第七大道每个

人的奋斗史，美国威特集团董事

长李学海便是其中之一。

第七大道的创业之路
20 世纪 70 年代，李学海自

香港移民赴美，落脚第七大道。

彼时，第七大道时装业被犹太

人主导，而华人仅能接到利润

微薄的加工订单。李学海下决

心要在这里创建自己的时装品

牌。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李学

海把中国的丝绸、棉麻等原材料

带到第七大道，C.G 实业公司

(威特集团的前身)应时而生。但

美国各大商场的买家，并不认可

这个新晋品牌。

“我去百货商场推销，常把

鞋子走破。这里的语言、法律、政

策我都不熟悉，做出来的衣服设

计甚至被别的设计师全部搬

走。”李学海说。

“但我相信有价值的产品迟

早会被市场认可，我的服装就是

这样的产品。”凭借过硬的质量

与设计，C.G 服装终于高歌猛

进，他的商业版图也随之扩张。

李学海的行事准则
20 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经

济陷入低迷，李学海借机买下多

座巨型货仓，提供报关商检、卸

货进仓、打包出库等服务，并配

备电脑管理实现物联网。

虽从未涉足科技领域，但这

不妨碍李学海收购软件公司，开

发仓储物流软件，为客户提供更

高效的服务。

“我所投资的大多数领域都

是从 0 开始，只要市场需要，我

就去做。”在李学海眼中，有诚

信、有效率、适应市场才是最重

要的行事准则。

李学海的儿子李嘉杰深受

这些准则的影响：“父亲的经营

之道独具特色，无论盈利与否，

都要诚信，在这个基础上，要灵

活求变、应变。”

多元背景的企业管理者
李嘉杰在 1979 年出生，威

特集团在 1981 年成立，40 多年

来，李嘉杰和威特集团共同成

长。今天，他已成为威特集团总

裁，不仅是一位优秀的企业管理

者，更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者。

“我身边很多外国人对中国

文化充满好奇，从食物到语言再

到艺术，这让我感到骄傲。”李嘉

杰说。

多元的文化背景使得李

嘉杰在解决跨国公司事务时有

了更多的思路。“在美国经营生

意时，我有不少外国朋友，他们

给了我很多帮助，小到不同国

籍员工的交流，大到产品的开

发、生产，品牌的打造。”李嘉

杰说。

随着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最

大的消费市场，李嘉杰也同父亲

一道开启了回国投资之路，从大

型名品折扣购物中心“佛罗伦萨

小镇”到天津 V1 汽车世界创新

生态园项目，威特集团都在关注

新的市场需求，新的发展商机，

并果断出手。

在李嘉杰眼中，中国政府可

以直面并解决很多问题，有助于

实现更公平更合理的投资环境，

因此中国还是最值得投资的地

方。

“中国汽车的人均保有量相

对较低，汽车行业发展空间巨

大。因此我们投资了天津 V1 汽

车世界，给汽车品牌提供一个测

试、比赛、新车发布的场所，希望

它能为中国汽车创新领域和赛

车文化打造全新里程碑。”李学

海在采访中说。

永不停歇的商场故事
除了这些，威特集团下属的

十多个分公司在中国大陆投资

纺织厂、制衣厂、炼油厂、汽车配

件厂，并代理电子设备出口。

今年，74 岁的李学海还在根

据市场需求和政策导向，寻找新

的商机。“未来，我们计划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佛罗伦

萨小镇’，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

道……”

这些永不停歇的商场故事

似乎早就刻在了李学海的名字

里：志犹学海，业比登山。

（中新社报道）

海外生活纽约第七大道父子档：

闯荡商场永不停歇

阴 徐文欣

阴 曾小威

李学海 香港多个团体合办疫苗接种

日，为儿童提供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