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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罗丹凌
陈逸之） 12 月 20 日，

“侨智汇”聚才引智对接
活动将在福州海峡国际
会展中心四号展厅举办，
全国近千家用人单位将
为广大求职者提供超 2
万个岗位，最高年薪可达
200万元。

记者获悉，为吸引更
多海外高层次人才来闽
创新创业，福州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牵头负
责在中国侨智发展大会
期间举办“侨智汇”聚才
引智对接活动。

据介绍，该活动广泛
征集全国近千家用人单
位，提供岗位超 2 万个。
从学历上看，博士岗位有
1158 个 、硕 士 岗 位 有
1044 个 、本 科 岗 位 有

16531个。从薪资上看，
超百万元年薪岗位有
313个、50万~100万元年
薪岗位有 139 个、20 万~
50万元年薪岗位有 3152
个、10万~20万元年薪岗
位有 10932个，最高年薪
可达200万元。

为适应高校毕业生
就业新需求，本次对接会
增加个性化岗位设置，提
供 500 多个工作时间灵
活、可项目化完成的就业
岗位，满足高校毕业生的
不同需求。对接活动采
用线上、线下双轮驱动的
模式开展，依托“好年
华 聚福州”人才网，设
立“侨智汇”线上对接专
区，发布“千企万岗”信
息，为人才和用人单位提
供在线对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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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智汇”聚才引智对接活动

今日在福州举办

N海都记者 林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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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福州的“特
色早餐圣地”，很多市
民都会想到原位于华
林路的华塑小区。这
个小区内的住户多是
印度尼西亚、越南等
东南亚的归侨与侨
眷，他们在小区里支
起东南亚特色美食小
摊，凭借地道的南洋
风味火爆“出圈”。

去年年初，因危
旧房改造项目需要，
华塑小区的房屋被征
收，这些美食铺子也
就此搬了新地址，散
落在榕城各处。其
中，有一部分美食铺
集中于晋安区正荣悦
府三区底层商铺二楼
的东南亚美食城继续
营业。19 日，记者来
到东南亚美食城，与
原华塑小区的侨胞们
共同回味那难忘的乡
愁与烟火味。

﹃
馋
哭
﹄
市
民
的

﹃
东
南
亚
早
餐
﹄
去
哪
了
？

福
州
华
塑
小
区
的
东
南
亚
早
餐
，被
誉
为
﹃
早
餐
圣
地
﹄
，

去
年
小
区
被
征
收
后
，那
些
美
食
铺
子
散
落
在
榕
城
各
处

海都讯（记者 马俊杰）
记者从福建省商务厅了解
到，12月18日，全省民营
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基
地——福州市企业家之家
揭牌仪式，在台江区的福
州商务总会旧址举行。

据了解，福州市企业
家之家是省工商联在全
省设立的第五个民营经
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基
地，也是设在福州的首个
全省民营经济人士理想
信念教育基地。

此外，《闽商蓝皮书·

闽商发展报告（2023）》也
在活动现场同时发布。
《报告》包括总报告、分报
告、专题篇和闽商大事记
等内容，对闽商整体发展
情况和优势产业、当代闽
商的发展历程和成长经
验等进行记录和分析。

据悉，“闽商蓝皮书”
系列于 2019年由福州大
学联合福建省闽商文化发
展基金会、中国商业史学
会共同启动编撰，目前已
连续出版4年，是中国商帮
研究领域的首本蓝皮书。

福州市企业家之家
在台江揭牌

那时，曾开宝在家厨房
外放了几把桌椅，简单地搭
起了自己的“阿宝越式肠粉
店”，卖起了在越南生活时
常吃的肠粉。“小区里都是
华侨，大家还是习惯吃小时
候的味道。”曾开宝做的越
式肠粉，和大家所熟知的粤
式抽屉蒸笼肠粉不同，“我
的肠粉皮全部都是手工做
出来的，每一张皮都是 Q
弹剔透，吃到嘴里很有嚼
劲，大家都爱吃，刚出摊没
一两个小时就卖光了。”

好味道自然口口相传，
不仅曾开宝的肠粉受到食
客的喜欢，华塑小区里其他
的东南亚美食也声名鹊起，
有了从“喂饱”小区人到“馋
哭”福州人的好口碑。

随着网红打卡的热潮，

这些年，慕名前往华塑小区
的人越来越多。“根本忙不
过来，可热闹了！”杨友飞和
曾开宝一样也是越南归侨，
他主要做广式脆皮烤鸭和
烤肉，每天凌晨就出来摆
摊，通常不到六点半就卖完
了，供不应求。随着去年年
初的房屋征收的消息，华塑
小区的名气更上一层楼，不
少年轻人慕名前往打卡。

谈及归国这些年的生
活，曾开宝和杨友飞的脸上
都洋溢着幸福。“国内的生
活环境让我们感觉很踏实
很舒心。”他们说，在华塑小
区里生活的几十年是他们
最美好的回忆，虽然现在已
经搬离了小区，但每一天都
在期待与其他华塑居民一
同重拾那份美好。

辛香四溢的印尼沙嗲
肉串、Q 弹爽滑的越南肠
粉、酥脆的花酥饼……59
岁的越南归侨曾开宝看着
眼前四五家不大的东南亚
美食铺子自豪地说道：“这
些摊子以前可是喂饱了一
代又一代的福州人。”

曾开宝是华塑小区老
住户，“福州的华侨塑料厂，
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
安置归国华侨而设立的工
厂。”他说，华侨塑料厂生产
品种繁多的塑料产品，是当
时福州的“窗口”企业，生产
的“白鸽牌”拖鞋更是远销
亚、非、欧等国家和地区，而
华塑小区则是当时归国华
侨的宿舍。

随着工厂规模壮大，华

塑小区同步建设并扩大，华
塑小区还曾是“摩登”的典
范，被很多福州市民羡慕。
他们除了生活上得到保障，
文化课也十分充实。“我们
刚从越南回来，基本的汉语
一句都不会，侨办还开设了
学习班。”曾开宝回忆，当时
边工作边学习，一周三次的
语言学习班也让他们渐渐
有了“家”的踏实感。

改革开放后，辉煌一时
的华塑厂开始走下坡路。
2000年后，华塑厂关厂，厂
房也彻底拆除。为了生计，
一些下岗转业的工人就在
家门口支起了摊子，做起了
东南亚美食。“谁会做，谁就
会出来摆摊。”曾开宝就是
其中一位。

“华塑”的东南亚美食
曾“馋哭”福州人

华塑的工厂和小区
让归侨有“家”的踏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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