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陶海青

北 京 时 间 6 月 13 日 4 时 ( 巴 西 时 间

12 日 17 时 )，第 20 届 世 界 杯 揭 幕 战 在 圣

保 罗 科 林 蒂 安 球 场 打 响 ，东 道 主 巴 西 3

比 1 逆 转 克 罗 地 亚 ，取 得 开 门 红 。 马 塞

洛打进巴西队 98 场世界杯的首粒乌龙，

内 马 尔 梅 开 二 度 反 超 比 分，成 为 第 二 位

在 世 界 杯 揭 幕 战 独 中 两 元 的 巴 西 球

员。来自 360 手机卫士的球迷心跳指数

显 示，内 马 尔 打 入 的 扳 平 一 球 成 为 全 场

最 high 时刻。

“如果你想征服全世界，那么你就得带巴

西夺得世界杯。”巴西人对内马尔寄予厚望。

在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电子城国际

电 子 总 部 大 楼，360 总 裁 齐 向 东 接 受《中

国 贸 易 报》记 者 采 访 时 说：“ 我 很 欣 赏 这

句 话 ，内 马 尔 是 当 之 无 愧 的 巴 西 新 球

王 。 人 活 着 是 要 有 志 向 的，并 为 实 现 梦

想奋斗。”

齐向东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见证人，

也是一位践行者。他侃侃而谈，回忆起他

那一代人弃官从商的峥嵘岁月。

弃官从商

齐向东是内蒙古人，大学毕业后，被分

配到新华社的通信技术部门工作。

在新华社工作的 17 年间，齐向东曾任

新华社通信技术局副局长，是新华社系统

里最年轻的司局级干部。

这 期 间 ，齐 向 东 目 睹 了 互 联 网 的 发

展 过 程 ，身 在 技 术 部 门 的 他 也 亲 历 了

2000 年 后 互 联 网 经 济 泡 沫 破 裂 的 突 变，

他深切地感受到了互联网带给经济和个

人的改变。

2003 年 8 月，就在齐向东前途无量的

时候，他出人意料地提出辞职。

“领导同意我离开新华社只用了 5 分

钟。下海这个事好像后边有股凉气，有很

多 风 险 在 ，但 领 导 给 我 排 除 了 顾 虑 ，我

自 然 勇 往 直 前 了 。”齐 向 东 坦 言 ：“ 弃 官

从 商 不 后 悔，我 所 期 望 的 是 要 不 断 给 自

己 设 立 新 的 目 标 ，不 断 激 发 自 己 的 斗

志，做 更 大 的 事 。 这 是 我 从 新 华 社 出 来

的心理期望。”

结识周鸿祎

从 新 华 社 辞 职 后 ，齐 向 东 立 刻 就 任

3721 公司总经理，周鸿 是当时 3721 公司

的创始人。

需要一提的是，周鸿 当年在方正集团

供职时，就与齐向东相识，两人是多年好友。

在 3721 公 司，40 岁 的 齐 向 东 说 自 己

一下子找到了“青春和激情”的感觉。在

企业的工作时间要比在新华社多，每天也

就睡五六个小时，却“没有疲惫的感觉”。

在政府部门里工作，需要沉稳、老练、考虑

周 全、谋 定 而 后 动；而 在 互 联 网，需 要 创

新、迅速、敢于犯错并及时改错。齐向东

感触很深，他认为传统行业追求质量，互

联网追求速度。

2004 年初，3721 公司被雅虎（中国）收

购。同年 3 月，齐向东被任命为雅虎中国

区副总裁兼 3721 公司总经理，负责雅虎中

国网站的内容策划、运营、市场拓展以及

3721 公司的整体运营和公共事务战略规

划执行。

但齐向东强烈地感觉到他的工作环境

随之发生了巨大改变。

齐向东解释说：“在 3721，公司控制权

是创始人的，完全能够按照自己的思路，几

个高管一碰头，决策就立刻执行。但在雅

虎，中国区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个执行分

支机构而存在，无论是我还是周鸿 ，都无

决策权，两人都要受限于总部设定的规则

和章程。”

也正因为如此，两年里雅虎错过了很

多发展机遇，很是遗憾。齐向东说，“我逐

渐认识到，离开雅虎是必然的。”

创业之路

2005 年 8 月 23 日 ，齐 向 东 从 雅 虎 离

职 。 随 后 ，他 与 周 鸿 联 手 创 办 了 360

公司。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供职于雅虎

（中国）副总裁期间，齐向东没去过雅虎在

美国的总部，却去过 Google 的总部。齐向

东时时提醒自己，要向这个成功赶超了雅

虎的创新巨人学习。从开始筹划 360 的第

一天开始，他就把创新、快速这些互联网企

业的本质灌输进脑海。在组织形式上，采

取小兵团作战，避免复杂、多层次的管理框

架。显然，齐向东如此做法，是不愿重蹈雅

虎中国的覆辙。

展望未来，齐向东认为，网络安全将越

来越重要，中国互联网企业要通过创新，打

造出健康的互联网生态体系。

海 外 华 商

商 界 强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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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威华 赵焱

巴 西 侨 领 尹 相 丛 收 藏 着 很 多 荣 誉 证

书，从各种重要会议的参会证书到许多官

方机构授予的荣誉头衔，林林总总。但是

他最珍惜的，还是参与慈善事业得到的各

种证明。他总觉得：一个人在商业领域有

了一点成就，如果不能帮助更多的人，那么

赚钱就失去了意义。

创业两阶段

尹 相 丛 是 浙 江 青 田 人 ，出 生 于 1967

年。他在家乡楠溪江水域做了几年船老大

后，1992 年背井离乡，来到里约热内卢投

亲，渴望在位于瓜纳巴拉湾的这座异国都

市闯荡出一番事业。

与众多白手起家的侨领一样，尹相丛

在创业之初过了一段相当艰辛的生活。他

向亲友们取经，从“提包”开始做起。每天

一早，他用蛇皮塑料袋装上一批日用百货，

四处寻找商机，挣点价差。同时，他将个人

需求降到最低，能省则省。如此日积月累，

他终于完成了创业之初的积累。

很快，机遇就来到了他的面前。

1994 年，巴西发行新货币并实行“雷亚

尔计划”，通货膨胀率大幅降低，经济进入

稳定发展时期，民众的荷包逐渐饱满起来，

内需得到极大提振。与此同时，在万里之

外的祖国，市场经济开始蓬勃发展，小商品

质优价廉。

尹相丛敏感地捕捉到“中国制造”带来

的巨大商机，开始尝试进出口生意。很快，

第一个货柜顺利运抵巴西并销售一空，尹相

丛从“提包”小商贩成功转型为公司老板。

从那时起，尹相丛走上了成批进口中

国商品的贸易坦途。他与弟弟尹霄敏共同

创立了自己的品牌，由他直接进口的中国

日用品源源不断地抵达里约热内卢并销往

巴西各地，打入巴西众多的商场。

今年 3 月，尹相丛的事业再上一层楼。

他与亲友们合办的“中国商贸城”在里约热

内卢近郊卡希亚斯公爵城正式开业。商贸城

占地 1 万多平方米，毗邻里约国际机场，经营

范围包括日用百货、电子产品、文具玩具、箱

包饰品等上万个品种，成为华人在里约热内

卢创办的首家大型商贸城，巴西《环球报》以

及其他新闻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

回首 10 多年的创业历程，尹相丛感慨

道：“我的事业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

一阶段是‘提包’，那是一段艰苦、刻苦、辛

苦创业的过程。第二阶段是适合市场，‘苦

’不够了，需要一个‘智’字，就是要动脑筋

找准巴西民众的需求。里约华侨群体的成

功，都和我一样，陆续地从第一阶段上升到

第二阶段，从‘提包’到从事国际贸易。”

奉献两领域

尹相丛为人温文尔雅，坦诚热情，在巴

西侨界赞誉颇多。

随着个人事业逐渐攀向高峰，尹相丛

投身公益，成为里约热内卢华侨社团的骨

干成员。他亲历亲为，贡献良多。中国四

川汶川、青海玉树发生地震时，他向灾区做

了大手笔的捐赠；中国南方发生雪灾时，他

也慷慨解囊，奉献爱心。他曾经捐建了云

南山区的一所诊所。去年，他又出资赞助

安徽省贫困地区修建一所学校。

几年前，里约发生特大水灾，造成数百人

死亡，上万人无家可归。尹相丛与里约侨界

一起紧急募集了一大笔资金，购买了许多基

本生活用品，租了一辆大卡车跋涉数十公里，

将救灾物品送到灾民手里，得到当地政府和

民众的欢迎和赞扬。他每年都会前往里约郊

区的一所孤儿院，为孤儿们送去温暖。

面对来自各方的赞誉，尹相丛十分低

调地表示：“我们作为海外侨胞，在海外取

得个人事业上的发展，回报祖国，回馈社

区，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再说，众人拾柴火

焰高，每人都要力所能及地进行奉献。”

2010 年底，尹相丛当选为巴西华人文

化交流协会主席，在经商和做慈善之余，开

始从事中巴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在他的

率领下，巴西华人文化交流协会连续多年

协助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中国侨联在

里约热内卢举办“文化中国·四海同春”以

及“亲情中华”艺术团慰问演出。尹相丛本

人更是带头出力出资，使得每次活动都取

得了圆满成功。他的业绩受到国内有关部

门的肯定，多次受邀回国参加国庆招待会

并列席两会。

今年是中国和巴西建交 40 周年纪念，

金砖国家领导人也将于 7 月齐聚巴西共商

发展大计。在这个重要的年份，尹相丛和

他的巴西华人文化交流协会正在商讨以何

种方式进行庆祝。

“我们初步的想法是举行一个大型图

片展，通过中巴建交 40 周年的一个个精彩

瞬间，描绘中巴友谊发展的光辉道路。中

巴尽管相距遥远，但是两国之间的联系日

益密切。我们作为旅居巴西的华人，衷心

盼望两国在建交 40 周年的新起点上携手合

作、友谊长存。”尹相丛说。

■ 杨子岩

去年随团到澳大利亚采访，当

地朋友推荐“鲍鱼大王”许榕一定要

见见。

但凡事讲机缘。作为侨领，又

是接待方，许榕忙前忙后，见是见

了，但详聊最终未能如愿，后来联系

了几次也未能成行。没想一年后在

北京饭店的一个转身，竟然得见，这

可能就是缘。

在拥有“ 鲍鱼大王”的身份之

前，许榕的事业足以让人艳羡：上世

纪 70 年代，他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就已经建立起拥有 100 家分店的彩

色冲印王国“新加坡彩色中心”。

1979 年左右，澳大利亚政府向

全世界招揽人才，作为业界领袖，许

榕自然在邀请之列。“ 当时退休之

后，想做的是鲍鱼，澳大利亚的条件

又具备。”简单考虑之后，许榕就移

民到了澳大利亚。

如果说，许榕能建立起彩印帝

国靠的是他在德国学习的彩印专业

技术，而在澳洲做鲍鱼生意，他则什

么也没有。

“最上等的干鲍食材只来自于

日本的 3 个神秘家族，且制作工艺

秘不外传。”许榕介绍。但难处也

成了他的动力。由于经商、出国，

许榕也有不小的优势，“吃得多，见

得多”也就潜移默化地造就了他独

特的味蕾。

据其他人描述，为了研发上乘干

鲍，许榕首先学的是潜水，深入了解

鲍鱼的生长环境、各个季节的温度和

鲜度等影响鲍鱼品质的因素。

为了更彻底、更科学化地了解烹

调过程对鲍鱼品质的影响，许榕又再

次回到大学攻读常温保鲜专业。

这些还不够，他还到南非、日本

等知名的鲍鱼产地了解鲍鱼、鲍种，

怎样晒干鲍等等。每次做好之后，

他都会寄给亚洲许多大师级的干鲍

师傅，请他们烹调、鉴赏及评估。在

还没有达到最高水平时，一个干鲍

都不卖。

“ 干鲍只有好与不好之分，讲

究口感。好吃的干鲍是那种带有

胶 质 感 的 ，也 就 是 溏 心 干 鲍 。”许

榕介绍。

起初的阻力是巨大的，刚开始

一听说是澳洲产的干鲍，厨师们根

本连试都不试，很多都直接将干鲍

扔进垃圾桶了。因为大家都知道，

澳鲍即使煮上四五十个小时，还是

会像橡皮一样，所以没有人愿意用

这样的干鲍鱼。

但正是一遍遍地尝试、试验，

最终许榕取得了成功，他研发的溏

心干鲍赢得厨师们的广泛认可，以

他名字命名的“ 许榕溏心干鲍”在

市场上获得广泛成功，并填补了中

国饮食文化中多少世纪以来“溏心

干鲍”上好食材无华人研发成功的

断层。

为了更便捷地让人吃到这种鲍

鱼，许榕创新性地把自己所学的常

温保鲜技术运用到包装上。“原来用

好几天时间泡发煮制的鲍鱼，现在

只需十几分钟。”

“ 生命是有限的，事业是无限

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一步一个脚

印地往前走。”许榕总结自己人生哲

学，那就是：专注。

“鲍鱼大王”

许榕的专注哲学

商 海 人 生

齐向东：打造健康的互联网生态体系

齐向东齐向东

据法国侨报报道，近日，一位旅居在法

国的温州籍华商，被法国侨界誉为“蜜蜂”，

这不是因他现在法国整日与蜜蜂为伍，更

是对他具有蜜蜂一样勤劳无私的高尚品德

的肯定，他就是法国华人进出口商会名誉

会长——夏尚忠。

夏尚忠出生于浙江温州市，曾以养蜂

为业。1987 年，他在出国的大潮里只身来

到了法国，和别人不一样的是，初来乍到的

他白天打工，晚上刻苦学习法语。

当更多的华人企业仍在延续家族式经

营模式的时候，具有战略眼光的夏尚忠在

20 多年前，就开始萌动“另辟蹊径”的经商

思想，他规划好公司的发展目标，聘请法国

的职业经理来管理，公司实现专业化、本土

化，他本人也被推选为法国华人进出口商

会会长。

在夏尚忠的脑海里，传承着中华民族

的优良传统，他认为事业成功仅仅是一个

方面，让现有的事业发扬光大，一定要后继

有人。他非常注重孩子们的培养，不仅让

他们学好法文、英文，同时让 3 个孩子学好

中文，传承中华优良文化，学业完成，他们

先后帮助夏尚忠分管公司的设计、内务、统

筹等，成了老夏的得力助手。

“哪里适合我们工作、生活，哪里就是

我们的家；既然是家，就需要我们大家想方

设法去爱护她，建设她！”夏尚忠对记者说。

夏尚忠当法国华人进出口商会会长期

间，做的几件大事让人难忘。一是 2008 年

在巴黎北郊奥贝赫维利耶市华商发起举

行了“ 我爱我家”清洁日活动。奥贝赫维

利耶市长博岱及市府官员、中国驻法使馆

官员、当地华人协会及居民代表参加了本

次活动。夏尚忠说：“ 华商在事业发展壮

大，给当地政府带来税收和增加就业的同

时 ，也 存 在 着 清 洁 卫 生 、生 活 封 闭 等 问

题。我们华商有奋斗拼搏的精神，也应该

有文明经商和融入当地社会的精神。”他

表示，创业过程是美好的，回报社会更是

幸福的。

同 时 ，夏 尚 忠 倡 导 华 人 融 入 当 地 社

会，他要求他公司人员从公司治理到生活

习惯，要做到全部融入。他认为公司经营

本土化，聘用具有法国国籍的当地人，是经

营的需要，也是融入的需要。融入，并不是

要让下一代全部西化。

退休后的夏尚忠在巴黎养起了蜜蜂，

成法国侨界一条轰动新闻。事情还是从

2012 年的春天法国爆发蜜蜂危机说起。当

年，大约一周时间，全法国的很大种群的蜜

蜂神秘失踪。众所周知，蜜蜂对农业生产

和植物繁殖有着无可取代的作用，大量的

蜜蜂失踪也必然对整个法国的生态环境和

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影响。

法 国 高 等 视 光 学 院 提 出 要 为 法 国

蜜 蜂 繁 殖 做 一 点 贡 献 ，于 是 向 全 校 学 生

发 出 了 拯 救 蜜 蜂 的 行 动 。 校 长 斯 蒂 芬

开 始 在 法 国 寻 找 专 业 的 养 蜂 公 司 ，希 望

得 到 帮 助 ，但 是 在 蜜 蜂 大 量 失 踪 的 当

时 ，各 大 养 蜂 公 司 都 没 有 余 力 对 学 校 的

项 目 进 行 支 持。

斯蒂芬校长偶然得知他的中国好朋友

夏尚忠在来法国之前竟然就是一名有着多

年养蜂经验的养蜂人，便萌发了请他来养

蜂的念头。夏尚忠利用原有养蜂经验，结

合法国实际情况助力视光学院校养起了蜜

蜂。辛勤的汗水，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在他

的带领下，不仅蜜蜂繁殖有了长足的改观，

对法国生态坏境保护所尽了一份努力，而且

学院收获了纯天然的蜂蜜。发挥余热，回馈

社会，夏尚忠心里也感到像蜜一样的甜。

（海芬 游子）

回报祖国理所应当
——记巴西侨领尹相丛

旅法华商夏尚忠：热心公益促华人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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