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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形资源和一个城市的外商投资
本报记者 赵国锋 文/图

核心提示

华侨华人是一种无形资源，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市侨务部门与海外4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华侨华人建立了感情联系，经过多种多样的
活动，让这种无形资源为我市经济发展发挥作
用。截至2007年年底，我市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3020家，华商企业占其中的70%。

郑州华人华侨遍及世界各地

华侨即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加入外
国国籍的华侨被称为外籍华人。

地处中原的郑州市不是东南沿海地区，怎
么会有华侨呢？

据郑州市侨联介绍，郑州的华侨主要出
现在辛亥革命后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们主
要分三个时期出去：辛亥革命后，美、意等帝国
主义利用天主教、基督教在郑州办圣德中学、
华美医院、公教医院，一些学生接着到国外学

医、神学，定居国外；抗日战争时期，1944 年郑

州沦陷后，日本鬼子从郑州抓走一批劳工，他

们不少流落国外；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政

府逃亡台湾，郑州籍一些国民党军政人员、工

商业者及家属逃往台湾、香港，后转移国外。

到 1988 年时，郑州华侨有 669 人，外籍华
人有 1689 人，港澳同胞有 1082 人。他们分布
在世界44个国家和地区。

“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身在异国他乡、
生活比较舒适的华侨们，期盼祖国强大、期盼
回家报效祖国。

拨乱反正让华侨认同祖国

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时，国家急需华侨的大
力支持。如何让华侨重新认识祖国？如何让

华侨回国投资兴业？当务
之急是要解决归侨、侨眷
曾经受到的不公正遭遇问
题，让他们在海外的亲属
寒冷的心重新回暖。

从事侨务工作 23 年，
现任市外事侨务局国内处
处 长 的 贾 惠 祺 回 忆 说 ，
1982 年以前，我们着重解
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平反
冤假错案，清理归侨、侨
眷、港属职工人事档案；落
实华侨私房政策，落实归
侨、侨眷、港属知识分子政
策；恢复上世纪六十年代
被精简下放的归侨职工的

工作。甚至在高考刚刚恢复时，郑州市对归侨
子女实行录取时照顾分数的政策。

贾惠祺说：“包括 1983 划归郑州的中牟、
新郑、密县、登封、巩县，到 1985年全市平反纠
正冤假错案 58起。取消了强加于他们的莫须
有罪名，他们的财产该归还的归还，该补偿的
补偿，工作该恢复的重新安排。对他们在政
治、经济、社会地位各个方面一视同仁。”

在海外的华侨了解到国内亲人平反昭雪
的情况后，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偷偷摸摸、乔装
打扮回国看望亲人，试探国家政策的真假。
1981 年祖籍荥阳县北邙公社赵村大队的巴西
华侨宋明义回来时，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双布
鞋、一条裹腰裤子、一件棉布上衣、一条白毛
巾，按照在国外可以看到的陈永贵照片进行打
扮，悄无声息回到家乡看望亲人。

报效家乡出现捐款捐物潮

这些回家的华侨切身感受到国家对归侨、
侨眷的关心照顾，看到他们政治生活、社会生
活重新获得了解放，只是家乡经济普遍落后，
于是出现了一场对家乡捐款、捐物热潮。

巴西华侨宋明义当时向大队捐款 4万元，
建了一幢小学教学楼，同时向县计委捐一台计
算机，不久又捐款 2 万美元建一幢中学教学
楼。他还拿出6000元给村子打一口井，解决乡
亲吃水问题；拿 5000美元存入银行，靠利息设
立奖学金，奖励本村好学上进的孩子；捐款2万
元资助家乡兴办旅游事业；出资20万元与本村
人合资兴办两个养鸡场。

上世纪八十年代，汽车是国人的“稀罕
物”，回来的华侨纷纷捐赠汽车。1984 年到
1986年间，从港胞唐宪国向家乡荥阳县侨联捐
赠面包车3部开始，郑州市共有22位华侨捐赠
汽车 56部。中间稍微停歇，1988年捐车、捐物
热潮再起，他们除了捐赠汽车，捐赠尼龙布、化

肥、化纤布、医疗设备、摩托车、冷藏柜农业机
械的都有，当然也有捐款的，他们以此来表达
对家乡人的热爱之情。

华侨投资占外资七成多

捐款捐物只能表达一种心情，只能解决燃
眉之急，不能解决大问题，更不能促进家乡经
济的长远发展。郑州经济发展需要大量外资，
需要华侨回来投资兴业。

新中国成立不久时，那批回来的归侨给郑
州市带回不少外汇。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发文贯彻执行侨汇
政策，对拒收侨汇的人做工作让他们接收。这
样一来，1978年郑州市侨汇达 13万元，1979年
达 16 万元，1980 年达 23 万元。上世纪八十年
代后 5 年，郑州市侨汇收入达 1014 万元，这对
郑州市经济发展对外汇的需求依然是杯水车
薪。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郑州市侨务部门通过
各种渠道与华侨建立联系，为“三引进”铺路搭
桥、穿针引线。1984年到 1985年，郑州市就引
进侨胞和港胞兴办的“三资企业”12家，引进资
金3600万美元。1988年，郑州市“三资企业”发
展到 36 家，其中 34 家为侨胞和港澳同胞投
资。1990年，“三资企业”发展到 64家，其中侨
胞和港澳同胞投资 50 家，占 79.6％，他们的投
资占总投资的88.4％。

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市侨务部门与海外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联系，在海外 13 个
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侨务工作代表处，方便和华
侨地联系。先后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东
南亚各国以及香港、台湾等地的 300多个华侨
华人社团和媒体建立了友好关系。为我市经
济发展牵线搭桥，推荐对外合作项目300多个、
引进人才 100 多人次、华侨捐资助教金额达
2000多万元。截至2007年年底，我市设立外商
投资企业3020家，华商企业占其中的70%。

通过“根”文化吸引华侨华人

华侨华人中有很多是客家人，他们的老祖
先都是中原地区的，经过祖祖辈辈艰辛的拼
搏，如今他们的后代都比他们先辈在居住国文
化层次高、政治经济地位高。

为给在国外土生土长的华侨华人归属感
和认同感，郑州市侨务部门以感情为纽带，千
方百计组织活动，发挥“联谊、服务、引导”的功
能，重点与100多位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华侨领
袖、郑州籍“四有人士”（政治上有地位、社会上
有声望、经济上有实力、学术上有造诣）保持经
常联系，凡是我市有重大活动，都邀请他们回
老祖先居住地走走看看。

从事侨务工作 10年的原侨办副主任孟志
杰谈起如何和华侨拉近距离、吸引他们回来投
资滔滔不绝。他高兴地说：“我们主导申办了并
成功举办了‘世界第18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
那次成果十分显著。我们还策划组织举办了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并且是多次举办，在全世
界华人中影响很大，每次都回来很多著名的华
侨华人。全国100个大姓氏中70多个姓氏的发
源地在咱们河南，我们要通过‘根’文化，凝聚华
侨华人的心。”

“我们郑州的侨务工作眼光不仅仅是郑州
籍或河南籍的华侨，我们面向的是全球所有华
侨华人，例如美籍华人黄建南祖籍不是郑州
的，但他十分认同中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影
响，我们一直和他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通过他
们开展‘以侨引侨’、‘以侨引外’、‘以侨引商’
等多种形式的招商引资工作。”市外事侨务局
国外侨务处处长李刚说。

据李刚介绍，1945年出生的美籍华人黄建
南祖籍是浙江温州的，解放前随家人去了台湾，
在美国取得了企业管理硕士学位，毕业后就在
美国银行界工作。1985年担任香港力宝集体总
裁，1986年任加利福尼亚州银行总裁，1991年任
洛杉矶金山银行副董事长。1980年在阿肯色州
与克林顿结识成朋友，1994年被克林顿任命为
商务部助理部长，1996年任美国民主党财政委
员会副主席，为争取华人的权力和地位作出了
很大贡献。现在黄先生是世界温州人联谊总会
常务副会长，是中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主要吸纳资金雄厚的海外华人投资中国二三级
城市建设。最近黄先后来到郑州，准备把郑州
生产的农机产品销往越南。

新一代华侨华人更爱家乡

“长江后浪推前浪。”
这是历史规律。中国未来
属于年青一代，也属于年
青一代的华侨。改革开放
后走出一大批留学、创业
的年青人，不少加入了外
籍，成为新一代华侨，他们
中有很多佼佼者。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
期回来的华侨是投资传统
产业的话，最近几年回来
投资的年轻华侨基本都是
投资高科技项目，他们身
为硕士、博士、博士后，回
来就带着项目和资金，站
稳脚跟就立竿见影。

例如 1968 年出生的
美籍华人王为工，1991 年

大学毕业后全家移民美国，他在取得了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2001 年 6
月辞别了在美国的家人，只身回到郑州成立了

“河南世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参与者有
十多名身在海外的高科技专家。他曾作为全国
归侨代表，受到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亲切接见；被授予“河南省留学回国先进个
人”和“河南青年五四奖章”荣誉，当选为郑州市
政协委员，被国务院侨办评为“回国创业百杰”，
当选中国华商会常务理事、河南留学回国创业
促进会常务理事、郑州市海外交流协会荣誉会
长。经过 7年时间，他们的资产由创业初期的
500万元发展到现今的8000多万元。

为给新一代华侨华人和留学人员回国创
业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科技专长和对外
联系作用，河南省人事厅、郑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和郑州市人事局，于1998年1月
在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了河南省留学人
员创业园。2002 年 7 月，经人事部批复，同意
该创业园与河南省政府共建，此后成立了中国
河南留学人员创业园。

截至去年底，创业园已引进 186 个项目，
项目注册资金达 10 亿元。其中，光电机一体
化、软件开发、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项
目占一半多。据该创业园负责人介绍，他们计
划到 2010 年前吸引 300 家留学生企业入园创
业，实现总产值40亿元。

目前，郑州市有海外工作对象 5000余人，

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新

加坡、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和港澳地区。在

国家深化改革政策地感召下，在郑州市发展越
来越快地吸引下，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身怀
绝技”的年轻华侨华人回郑州创业，这一无形
资源也将为郑州发展再立新功。

纪念改革开放纪念改革开放3030周年“潮动中原”系列报道之二十三周年“潮动中原”系列报道之二十三

中国河南留学生创业园中国河南留学生创业园

王为工（王为工（左二左二））和他的合作伙伴和他的合作伙伴

环保官员不知情
云南阳宗海遭砷污染，当地环保

局竟然称不知情。
分管环保的官员，为何要么表示不

知情要么表示保持缄默？原因很简单，
是受制于人，因而吞吞吐吐，欲说还
休。应该说，这样的苦衷有着现实依
据。在当前的体制架构下，基层环保部
门由于人、财、物的掣肘，关键时刻往往
很难有所作为。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
呼吁，目前需要环境执法和监测系统的
垂直运作，环保部门应垂直管理，应赋
予环保部门强有力的执法权。

笔者以为，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思
考。这是因为，当前实行垂直管理的
税务、工商、质监、土地等部门，在一些
时候，也有腐败发生。而且，对环保部
门来说，实行垂直管理尚有难度。诚
如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
称，环境的垂直管理远远比其他行业
或部门的垂直管理难，它涉及多种污
染物、多种环境类型等，对信息需求、
能力要求远远高于其他部门，如土地
部门，技术难度非常高。

其实，权力伦理的价值不在于是否

垂直管理，也不在于权轻权重，而在于环
保部门是否恪尽职守，是否善用权力。

以云南阳宗海遭砷污染为例。云
南澄江锦业工贸有限公司在30多亩的
磷石膏渣场上堆放磷石膏，澄江县政
府一位分管环保工作的官员竟称：“我
们对此事完全不知情。”试问，查验环
境敏感区域内的污染物，本是环保部
门的职责所在，分管环保工作的官员

竟然一问三不知？
澄江县环保局官员的表态也耐人

寻味。澄江县环保局一位负责人说：
“我们一直没有放松对该企业的监管，
但该企业一直没有按要求落实。”监管
固然必要，但关键在于监管有效。止
于提醒、止于警告的监督，没有效果，
民众的生命安全怎能得到保障？

王石问

传统文学网络时代拥抱谁
网络、作协主席、打擂……近日，一

项名为“全国30省(区、市)作协主席小说
竞赛”的活动，在网上拉开序幕。活动启
动一周，就已吸引300万用户前来浏览，
单部作品阅读量更是高达10万人。

一次网络擂台，何以激起千层浪？
事实上，传统文学奖项并不少，此次人
们关注的重要缘由，恐怕是活动所传递
出的传统作家面对网络的姿态——“能
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接受读者的检验”，

“期望网络能把文学的力量传得更远”、
“不要过于强调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的
区别，它们只是传播介质有很大不
同”……

相比起网络的红红火火，传统文
学的老阵地确实颇显冷清。以文学期

刊为例，发行量的日益减少和读者群
的日渐萎缩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上
世纪80年代初期精品文学期刊迭出、
动辄发行几十万份的好时光已经不
再。今天，作协主席们转身向网，令人
期待。

我们有理由期待：传统文学也许
可以借助网络的力量，走得更远，得到
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我们有理由期待：借助网络，一个
国家的精神素养可以在更深广的维度
下建构。

网络方便快捷、容量巨大，但同时
也泥沙俱下，良莠不齐。所以在这一
点上，我们也有理由期待：传统文学的
进入，为网络文学激浊扬清。

当我们以一种开放态度来欣赏这
次擂台，忍不住要问的，也许还是老问
题。一比高下，比什么？怎么比？

事实上，在网络打擂、在线阅读的
今天，我们依然有必要明白，生活是一
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
一的源泉。网络天地再大，闭门造车，
依然成就不了优秀作品。

前些日子采访长春电影节，在农
村题材影视剧全面走红市场之时，几
乎所采访的所有导演，都在清醒地强
调，现在仍需大力提倡深入生活，写出
贴近现实的鲜活之作。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传统文学
透过网络拥抱的依然是生活，是文学
的未来。 孟海鹰

诚信宣言距
市场健全还有多远

国内109家奶制品企业和207家流通企业，9月
23日，以“中国奶制品产销企业质量诚信宣言”的形
式向全社会庄重承诺：将视质量为生命、以诚信为根
本，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切实承担起产品
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的使命，营造一个干干净净的
奶制品市场。

覆巢之下，再无完卵……时下中国奶制品行业
的危机之严重，可以说无论怎样形容都不算过分。
值此危难之际，这些相关企业站出来发出宣言，以求
挽回消费者信任，实现行业的自我救赎，是一种必然
的反应。哪怕这种反应是被严酷的现实所逼出来
的，总归也有一种意识的觉醒和进步蕴含其中。

但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种承诺，并未得到
多少消费者的认可。观诸网上舆论，对这一宣言冷嘲
热讽者众，而表示理解者少。之所以产生这种局面，
并不是消费者不宽容——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这
样的诚信宣言，距真正的市场健全还很远，远到消费
者连听其言、观其行的希冀和耐心都产生不了。

确实，这样的集体宣言，在目前行业整体呈现
巨大危机的情势下，可能是真诚的，对相关企业也是
有约束力的。因为当下所有的企业都处于相同的泥
沼当中，要顺利走出，就必须恩仇尽泯，团结一致；但
长远看来，这种承诺似乎并不能成为这一行业健康
发展的真正保证。一旦该行业有所复苏，这些企业
将很快成为竞争对手，到那时，率先采取不诚信手段
者可能更易获得市场优势；又或者，大家可能再次对
某些潜规则心照不宣，将消费者蒙在鼓里。

因此，要真正让消费者放下顾虑，扭转心态，帮
助中国奶制品走出困境，只有企业的宣言是远远不
够的，至少还应该有以下几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形
成一个健全的市场。

首先，这些企业可以拿出一定的资金，联手购
买产品质量保险，或建立起专门的消费者权益基金。

其次，这些企业本次做出的承诺，还有进一步细
化的必要，更有通过相关部门予以制度化的必要。

还有，要使企业保证兑现承诺，成熟的监督者也
很必要。要使消费者与企业达成信任与被信任的关
系，必须有个中间介质，即监督者——消费者信任监
督者，而监督者替消费者完成在“不信任”基础上的挑
剔，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良性关系才能最终形成。在
这一意义上，企业不仅要接受国家机关的监督，同时
也要主动接受消费者代表的监督。

从企业的角度看，只有完成了这几点，才有可
能建成一个真正健全的市场，让危机中的奶制品行
业复苏。 隐 之

周正龙案要做到
真正的公开审理

陕西省旬阳县人民法院发布公告，定于9月27日
上午8时30分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周正龙诈骗、非法
持有弹药一案，准许公民旁听。

这回应了连日来多家媒体关于公开审理周正龙
案的呼吁。但周正龙案要实现真正的公开审理，如何
兑现“准许公民旁听”的承诺，还有诸多细节要落实。

“无公开则无正义”。司法公开已是我国一项重
要的诉讼制度，也是诉讼活动的重要原则。司法活动
依法公开进行，是现行法律对司法机关进行司法活动
的基本要求。在各项司法活动中全面落实司法公开制
度，严格规范司法活动，既可增强司法机关司法活动的
公开性和透明度，使其更直接地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又
能切实提高司法人员的综合业务素质和司法机关的适
法水平。

更重要的是，司法公开有助于增强社会公众对司
法的信心和支持。对一个社会关注度很高的案件，不
公开不透明只可能带来非议和质疑，并给少数造谣生
事者以可乘之机。

此前有媒体报道，旬阳法院一位工作人士披露，
要参加听审过程的媒体记者与公民个人，“需提前向市
委或县委宣传部门提出听审申请，并由相关部门进行
登记”。

在今天这样一个法治加资讯高度发达的社会，切
实践行司法公开就是顺应历史潮流。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王胜俊于8月26日的一次讲话中强调，“要大力推进
司法公开透明，让人民群众了解司法、理解司法，增进
对司法的信心和信任，以让人民群众看得见、听得懂的
方式保障司法公正。”这样的表述应成为法院系统的一
个共识，可以相信旬阳法院也并非法外飞地。

因而人们丝毫不怀疑周正龙案将会“公开审理”。
如果旬阳法院真正理解了司法公开的意涵，那么一切不
利于“公开审理”的因素都不难解决。为避免过去一些
案件审理中的前车之鉴，旬阳法院除了在院大门外和当
地媒体上提前三日公布开庭日期和地点外，预约登记的
手续也要尽可能简化，并应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公开进
行，依先到先得安排听审。如若媒体记者与公众意欲听
审者众，法院完全可以开放其他法庭并利用视频直播的
方式来满足记者与公众的要求。

用法院的话来说，周正龙涉嫌诈骗、私藏弹药一
案，只是一个“很小的案子”，而且事实清楚，证据也充
分。一场公开审判不仅不会给司法带来麻烦，反会展
现出法院依法独立裁判的秉性与能力。旬阳法院理应
具备这样的法治自信。周正龙案吸引了公众的目光，
要经得起历史和法律的检验，必须做到公开。 欣 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