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喝咖啡的人多起来了。”近日，记
者走进侨乡温州瓯海丽岙街道，咖啡店
老板娘郑雪丹一边招待客人，一边介
绍，“这是美国的侨领，那位是法国回来
的……”走在这里，仿佛置身“地球村”。

一杯咖啡懂侨心。作为全国重点
侨乡之一，温州有68万名海外华侨华
人，分布在世界131个国家和地区，建
立了300多个侨团组织。华侨爱喝咖
啡，一杯咖啡也成了观察华侨“走出去、
引进来”的窗口。

近些年，在温州鹿城、瓯海、文成等
地，出现了咖啡一条街，咖啡门店从几
十家增至上百家。咖啡销量增长的背
后，隐藏着怎样的华侨回归热潮？记者
到侨乡一探究竟。

华侨回归热

来到丽岙，在一条不足2.6公里的
马路上，分布着几十家大大小小的咖啡
馆。意大利的咖啡、法国的红酒、西班
牙的火腿……在一间间毫不起眼的咖
啡小店里，没准就聚齐了欧洲各国的

“特产”。在这里，咖啡不仅仅是文艺青
年的标识，更融入当地人的生活日常。

“牛排，再来杯咖啡。”午餐时间，美
国侨领刘林春走进普罗旺咖啡吧，找了
个位置坐下。他是这里的常客，回国后
还一直保持着喝咖啡的习惯。“来喝咖
啡的大部分是华侨。”郑雪丹说，最近咖
啡的销量明显增多了，基本上每天能销
售140来杯，而在2021年疫情期间，一
天只能卖出40来杯。

“回来的华侨很多。”丽岙街道茶堂
村侨联主席任忠清说，最近就他这个
村，就有上百人回来，这些华侨很多上
了年纪，也有一些是新生代。他们有的
回来看看有哪些新项目适合投资，还有
的会到工厂订些货带到海外。

“华侨爱喝咖啡，我们就把国外的
咖啡带回来，现在街上的咖啡店越来越
多。”在文成县玉壶镇，华侨周浪弟回国
后，在老家经营着一家咖啡屋，身边的
华侨朋友越来越多。周浪弟说，镇上现
在已经开出了40多家咖啡店。最近，
街上每天的咖啡销售量有3000多杯。

无独有偶，在鹿城区七都街道樟里
村，有五六家咖啡馆是从国外回来的年
轻人开的。“这些年，越来越多乡贤返
乡，参与乡村建设，七都岛上42%的企
业由归国华侨或留学生创办。”鹿城区
侨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上扬的“咖啡曲线”折射出回归的
华侨逐渐增多。温州市委统战部相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温州出现咖啡一条
街、侨家乐等许多海外华侨投资创业的
新业态、新项目。

回来忙些啥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新生代华侨表
示，回乡主要是看好国内的发展机遇；
年纪较大的老一代华侨多是希望在家
乡安度晚年，同时投资点项目，海外国
内两地跑、用好海内外资源。

“一杯，意式。”早上，从家里出发，
“90后”黄寅会先路过丽岙的咖啡吧，喝
一杯咖啡，然后才驱车来到位于丽岙的
104 国道旁，这里遍布花卉、园艺基
地。“这是我们从荷兰引进的主题森林
农场项目，计划6月底试营业。”黄寅指
着一片工地说。

黄寅1992年出生于瓯海，6岁时被
父母带到荷兰，之后一直在那里生活、

学习，2017 年被公司派驻到中国工
作。去年，他看到温州正在创建儿童友
好城市，于是辞去工作，拉来几位华侨，
跟荷兰的芬妮与特恩品牌一起，在温州
投资1500万美元打造这个项目。黄寅
说，希望能将荷兰的童话故事与中国的
文化结合，吸引更多中国孩子。

华侨回来不仅带着项目，也带来中
西文化的碰撞。在文成县百丈漈镇长
塘村，寒舍迴塘民宿的主人是从意大利
回到文成老家的“90后”，将自家的老房
子改造成民宿，入住的客人可以喝到地
道的咖啡，还能吃到中西合璧的美食。
在温州，这些土洋结合、由华侨开办的
民宿叫侨家乐，已开出30多家。

将海外资源与家乡资源进行嫁接整
合，这样的案例还不少。在文成，华侨朱
国栋搭建华侨名品电子商务平台，通过
整合国外品牌、厂商产业链，投资成立侨
汇城，招引20余位侨青投资汽车销售、
红酒、咖啡等行业，为消费者带来多样的
海外产品体验；在瑞安，华侨温一涛曾在
罗马尼亚生活了10多年，近年回到家乡
瑞安，创办汽车部件企业。“今年展会多
起来，去了迪拜、德国，接下来去巴西。”
温一涛说，熟悉海内外市场之后，在家乡
创业更有底气。在永嘉，俄罗斯华侨范
优火从事鞋业生产销售，把生产基地设

在永嘉、销售市场设在俄罗斯，产品受到
莫斯科市民欢迎。

温州市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老一辈华侨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创业
的项目往往以贸易为主；新生代华侨有
学历、有想法、有创意，带来的项目以文
化创意、科技类为主。

带着家乡产品闯世界

来时喝一杯咖啡，走时带一个麦
饼。来来往往的华侨，不仅带着乡情，
也带着家乡的产品闯世界。“我卖的产
品有汽车配件、汽车地毯、自行车锁等，
温州很多工厂进我的货。”回温州生活
一段时间后，德国浙江总商会执行会长
胡燕旺日前启程前往德国。他在德国
科隆开办的小商品贸易市场，吸引比利
时、波兰等国的客商来进货。一有空余
时间，他就往国内的工厂跑。

华侨也充当着“海外大使”的角色，
为企业对接洽谈牵线搭桥。泰国浙江
商会会长祁晓云最近帮助温州企业促
成一笔跨国生意谈判。原来，瑞安市东
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向泰国客商发出
邀请，请对方到上海参展，但由于时间
紧，很难赶上签证。一筹莫展之时，该
公司负责人得到祁晓云的帮助，顺利为
泰国客户及时办理了签证。

不管在外面闯荡多久，总是要回来
的，因为家乡的事业不能断。“这是华侨
姜育兴创办的浙江丽光摩托车配件有
限公司。”在瓯海丽岙，这家汽配企业创
办几十年来一直还留在当地。该街道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姜育兴在温州创办
企业后，先后辗转意大利、法国、澳大利
亚，在国外事业有成后，又回国在江苏、
广东等地兴办企业，不管外面做得再
大，但公司的总部基地一直留在家乡。
许多外面接的订单，也拉到这里来生
产。

不管走到哪里，总忘不了把资本、
技术、人才带回来，把根留在家乡，把产
品带到世界各地，这是许多温州人的朴
素情感。数据显示，在外温州人近5年
回归资金超3000亿元。温州的鞋服
类、眼镜类、机电阀门类、汽摩配件类产
品也通过华侨网络走向世界。

一杯咖啡浓缩了华侨闯世界的滋
味，也浸润着浓浓的乡情。

温州涌动华侨回乡创业潮——

喝遍全世界的咖啡，他们回来了
本报记者 应忠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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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联连看
本报东阳 4 月 17 日电 （记者

傅颖杰 共享联盟·东阳 李磊 胡扬辉
徐航）“一辆脏兮兮的老爷车开进洗车
店，洗净后再驶入街道，两旁是高高的
居民楼、办公楼”“学校礼堂里，学生乐
队正在台上演出，台下是跟着音乐节奏
拍手的家长”……17日，东阳市银泰城
博纳国际影城1号厅，电影讲述人、北
京市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发起人
王伟力正声情并茂地讲述着电影《保你
平安》的情节。

影厅里坐着112名观众，他们或戴
墨镜，或微低着头，全神贯注地“看”电
影。这是由东阳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总队主办，东阳市委宣传部（市
文明办）、市残疾人联合会、阿里文娱公
益、北京市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等
承办的“幸福‘光’影”活动，这是一场专
为视障朋友播放的电影。

现场，王伟力紧盯荧幕，配合影片
氛围以声绘影，给这群特殊的观众增
加旁白解说。王伟力坦言，帮助他们

“看”电影，最关键的是让他们“看懂”
电影。前期，他至少观看了3遍影片，
努力厘清人物关系、电影脉络，并用碎
片式、口语化表述，将全片的故事情节
和电影画面交代清楚，防止发生中途

“断档”的情况。
“听着讲述人的解说，我的脑海不

停地在想象电影画面。这种‘观影’形
式比听电影更加生动。”“中国好人”、省
自强模范戚小慧说。自16岁因突患视
网膜色素变性致盲后，她几乎没来过电

影院，更别提“看”电影。
戚小慧在东阳经营着一家推拿

店，店员多为视障人士，既为他们解决
了就业问题，也让他们找到人生的价
值和意义。得知此次“幸福‘光’影”活
动后，戚小慧第一时间组织17名视障
推拿师参加。

“幸福‘光’影”项目筹备已近一个
月，初衷是关注并解决视障朋友“观影”
难的问题。为办好这场活动，东阳多部
门通力协作，除安排专车接送视障人士
外，还精心挑选、培训志愿者，为112名
视障人士提供“一对一”服务。

近年来，东阳陆续开展“幸福蜗居”
“幸福轮友”“幸福‘光’影”等公益项
目。“幸福蜗居”为2000名左右残障人
士改善住房条件，“幸福轮友”帮助65名

“轮友”走出阴霾、融入社会，实现自主
照料。接下来，东阳将持续用好全市各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阵地资
源，常态化开展“幸福

‘光’影”活动，让“看电
影”这件事成为东阳乃
至周边县市视障朋友生
活的日常。

东阳开展幸福“光”影活动

这场电影真好听

扫一扫 看视频扫一扫 看视频

幸福“光”影活动现场。

本报上虞 4 月 17 日电 （记者
朱银燕 孙良 通讯员 马淑英 共享联盟·
上虞 沈嘉玲）17日，绍兴市上虞区永
和镇“永和农礼”品牌发布会举行，产自
永和的稻米、樱桃、草莓等众多优质农
产品有了共同的品牌。

永和镇是“虞东粮仓”，粮食种植面
积2.53万亩，年总产量约1.1万吨；水
果种植面积3000余亩，产量1000余
吨，出产葡萄、樱桃、杨梅、草莓、枇杷等
多个品种。如何让这些农产品树立自
己的品牌形象，当地做了一系列探索。

今年以来，永和镇积极打造“永和
农礼”区域公用品牌，破解农产品销售

“小而散”的难题。永和镇通过挖掘农

产品文化底蕴，设计具有区域特色的标
识和包装礼盒，畅通线上线下销售渠
道，用统一的品牌、多元的销售推广渠
道，让农产品销售从“单打独斗”转变为

“抱团发展”，努力将“永和农礼”打造成
知名的农产品品牌。

“农业要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关
键，必须从传统农业向精品农业转型升
级。”该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接下
来，永和镇将以“永和农礼”品牌发布为
契机，以“市场化”为导向，不断扩展永
和农产品产业链，通过推动农业产业科
学化种植、规模化发展、产业化经营发
展精品农业，将农副产品打造成“高端
精品”，打响农业产业化品牌。

上虞永和农礼区域品牌发布上虞永和农礼区域品牌发布

浙报观察浙报观察

4月17日，许多游客特地赶到杭州吴山东岳庙，观赏灿若云霞的楸树花。东岳庙内有两棵楸树，树龄超过530年。楸树是我国特有树
种，是具有3000多年种植历史的珍贵树种，有“百木之王”美誉。 本报记者 徐彦 摄五百岁楸树开花

本报嘉兴4月17日电 （记者 宋彬彬 通讯员 李宏平）
傍晚，嘉善县罗星街道为老服务护理员陈晓丽一下班，便来到
82岁的张云彩老人家里忙开了，推拿、测量血压……“我得脑梗
后腿脚不便，还要照顾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伴，去养老院不方便，
就选择护理员上门服务。”陈晓丽的到来，让张云彩老两口在家
就能享受养老院般的照护，而陈晓丽每小时能拿60元服务费，
多了一笔工资外的收入。

一份有吸引力的薪酬待遇，让更多年轻的养老专业人才引
得进、留得住。嘉兴市副市长邢海华说，嘉兴有99.4%的老年人
选择居家养老，试点建立养老机构护理员“8小时外”创收机制，
鼓励有意愿的养老护理员利用工休，为居家老年人提供上门服
务，实现居家养老品质和养老护理员收入双提升。

目前，嘉兴扶持23家养老机构承接长期护理保险、养老服
务补贴支持的居家上门服务，有近300名养老护理员加入“8小
时外”服务队伍。以嘉善县为例，养老护理员年均薪酬从7万元
提高至10万元。

养老服务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除了薪酬激励，更重要的还是
提升护理人员的内功。为此，嘉兴市民政局从教育入手，支持秀
水中等专业学校等高中职院校开设养老护理相关专业，给予学
生生活补助。

技能培训形式也更灵活。嘉兴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照护
刚需，采取“集中授课”“送学上门”“在线教学”等多元模式，定期
举办养老服务骨干、养老护理师资等不同类型培训班。海宁打造
了嘉兴首个智慧养老服务综合体，一年来已开展各类培训活动
20场、500余人次；嘉善县建立11个养老护理领军人才工作室，
每年每人带培10名以上中、高级以上技能等级的养老护理员。

值得一提的是，嘉兴将养老护理员技能竞赛纳入全市职业
技能竞赛。3年来，8名选手获得“嘉兴市技术能手”称号，纳入
嘉兴市“E类”人才目录管理，给予购房优惠等激励政策。同时，
嘉兴将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纳入“最美嘉兴人”系列评比，还选拔

“新时代嘉兴工匠”养老护理员。对符合条件的技能大师工作室
给予每家5万元开办经费补助，考核优秀的再给予3万元奖
励。对培育认定的嘉兴市首席技师，给予3万元奖励。

目前，嘉兴全市60周岁及以上户籍人口超108.6万，占比达
28.97%。嘉兴推动养老护理员队伍向专业化、年轻化发展。目
前，每万名老年人口拥有持证养老护理员24人，居全省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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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邬敏 共享联盟·景宁
陈韶文）“没想到法律服务真的送‘货’
上门了，还实打实地解决了我们的法律
问题。”日前，景宁畲族自治县宇海幼教
装备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通过手机下
单，体验了一回“向企”便利店的“下单
取货”服务。

今年4月，景宁迭代升级的“向企”

法律服务便利店小程序全新上线。该便
利店小程序整合司法、律师、调解、法治
宣传、法律援助、公证服务等法律服务资
源，陈列着法律咨询、金牌调解、法律服
务、法律八进、法治建议五大类的法律服
务产品，面向全县1000余家民营企业提
供公证咨询、裁决咨询、法治讲座、法治
体检等多种涉企公共法律服务。

“民营企业普遍面临潜藏法律风险
多、行业资源短缺、服务门槛高费用高
等难题。我们发现，单纯的线下模式和

不定期的法治体检无法满足企业即时
的法律服务需求，容易出现需求时间与
服务时间岔开的窘境。”景宁县司法局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科长陶再星说，

“向企”便利店专门拓展线上渠道，一旦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出现急需解决的合
同、用工纠纷等法律问题，可以随时随
地拿起手机填写诉求、提交订单。

“叮！您有一份新的法律服务订单，
请及时处理！”在“向企”便利店，景宁的专
职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人民调解员等

10余名专业人员组成专业服务配送团
队，24小时在线接单。团队在后台接收
到企业的“需求订单”后，会及时分派专业
配送员上门送“货”，为企业提供“菜单式”

“点单式”的外送法律服务，实现“企业动
动手指一键下单，法律服务随叫随到”。

此外，“向企”便利店还可根据企业
需求，量身定制“法律服务套餐”，组合
搭配好不同法律服务产品并精准配送，
满足企业多元化的法律需求，让法律服
务更加便捷高效。

景宁企业只需动动手指，法律服务人员即刻响应

“叮！您有一份新的法律服务订单”
之江新事之江新事

本报讯（记者 陈久忍）台州市
“小微你好”暖企助企惠企专项行动
日前开始实施，努力在全市营造关注
小微、服务小微、支持小微的良好营
商环境。

该行动持续全年，从暖企解难题、
助企提质效、惠企减负担三方面入手，
开展深化“万名干部助万企”活动、培育
服务“专精特新”企业、深入实施融资畅
通工程等13项具体行动。台州组建法

律服务团、融资服务团、创业服务团等
11个方面的服务团队，为小微企业提
供全方位全流程服务。

台州市“政策树”惠企平台日前上
线，推进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变“企业找
政策”为“政策找企业”。同时，还提供
政策解读、政策智能推送、政策匹配等
功能模块，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政策服
务。今年，台州力争为包括小微企业在
内的各类企业减免负担110亿元以上。

“小微你好”行动助企惠企

在温州丽岙咖啡一条街上，一家咖啡店正在营业。 本报记者 应忠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