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五意，宁波人，五金销
售商，在这行已经摸爬滚打
十几年。2011 年因在萝北经
营酒店而和萝北结缘，2016
年 10 月 29 日在互贸区成立
了萝北县豪杉经济贸易有限
公司，如今已经成为萝北地
区小有名气的“浙商”。

一大清早，到达萝北中
俄互贸区的时候，互贸区已
经人来人往，进门之后一家
装修精良、产品琳琅满目的
俄罗斯商店吸引了记者的注
意。“我们主要经营食品，有
俄罗斯饼干、啤酒、蜂蜜、面
粉以及冰淇淋等，经过我们
的市场调查，这些产品在国
内市场消费人群较多，市场
潜力较大。”叶五意拿着货架
上俄罗斯的产品对记者说，

“国内消费人群最看重的就
是俄罗斯的天然食品，奶制
品奶源好，没有人工添加剂，
现在国内的百姓都很注意食
品的健康，这也是我们从事
对俄贸易的潜在点。”

依托口岸优势，瞄准国
外资源、国内市场，叶五意
铺开了长三角——萝北——
对俄的经济贸易网。叶五

意拿起一样样从俄罗斯进
口的食品，如数家珍地对记
者说，萝北是港口贸易发展
的“处女地”，他就是看中了
萝北互贸区口岸、区域优
势，商机前景较大。在宁波
会展中心成立的萝北俄罗
斯馆，利用宁波的地理优
势，以宁波为中心辐射长三
角地区的对俄贸易，最终编
织长三角—萝北—对俄的
贸易网，从而实现黑龙江对
俄贸易向国内纵深发展。
在宁波地区，他是第一家经
营俄罗斯产品的企业，俄罗
斯的冰淇淋在宁波市场受
到消费者好评。

食品来自俄罗斯，国内
的商品销售网已经形成，怎
么样将国内的产品运输到俄
罗斯，如何在俄罗斯打造国
内品牌？叶五意使出了“洪
荒之力”。

善于捕捉商机的叶五意
说，“我要参加俄罗斯基础设
施的改建，由于互贸区的成
立，下一步将成立豪杉义乌
小商品采购中心，突出中国
元素，在比罗比詹建立中国
馆，将义乌小商品城的东西

放在俄罗斯本地销售，形成
互动。”在进出口方面，叶五
意也有自己的“算盘”：在出
口方面，针对性地将浙商 13
家企业进驻萝北互贸区，
90%产品主要针对俄罗斯市
场，包括小家电、五金材料、
暖气片、服装等；在进口方
面，利用俄罗斯的资源优
势，将蜂蜜、油、木材等环
保、无污染的产品运输到中
国，在萝北县名山镇建设加
工厂，建立产品加工生产
链，进行精深加工，然后将
产品直接销售到长三
角 地 区 。

这样整个进出口的大脉络就
全部打通，打造进出口贸易
的全产业链。

“我很喜欢萝北的口岸
优势，也喜欢萝北的投资环
境。”叶五意诚恳地对记者
说，每一个在萝北落户的企
业家都得到当地政府大力支
持，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投资
环境，叶五意才能集聚 13 家
浙江商人来此投资，“浙商”
正在“中蒙俄经济走廊”的舞
台上翩翩起舞，跳出属于“浙
商”的圆舞曲。

宁波商人叶五意在展厅介绍俄罗斯商品。
本报记者 刘心杨摄

文质彬彬的朱东晖，谈吐
举止处处显露出在异国生活
的印记。采访的路上，聊起了
他在俄罗斯的工作和生活，一
个中国人在异国土地上打拼
创业的轨迹渐渐清晰起来。

“到国外投资创业，要先
了解这个国家的政策法律法
规，这既是对当地的尊重，也
是避免走弯路，维护企业利益
的有效途径。”朱东晖像是一
个探路者，他的经验，恰恰是

初到境外投资的人亟需了解
的。1999年，朱东晖在黑龙江
大学俄语系毕业后，到绥芬河
公路口岸办工作，常驻俄罗斯
伊曼。一年后离职，只身一人
到比罗比詹闯荡。最开始从
事原木收购，找当地的代理公
司发货，从绥芬河入境。之后
自己成立了林峰有限公司，购
买林地，进设备，聘工人自己
采伐。2007年，国内两家公司
挂靠在他们公司，违规经营受

到严厉处罚消
失 得 无 影 无

踪，他替

人受过。加之俄罗斯木材采
伐出口政策调整等原因，导致
资金链断裂，公司倒闭。他变
卖了设备，东挪西凑，不欠工
人一分工资。生意的不顺，父
亲在国内又得了重病，爱人也
离开他和孩子回国，这些对他
打击很大。2010年，他开了个
中餐馆，起色不大。

2013年，他回国参加哈洽
会，在一个农机推介会上，他
嗅到了商机。当时出口农业
机器有退税补贴等优惠政策，
在俄从事农业合作的公司对
农机配套有大量的需求，而且
当初带出去的农机也到了更
新换代期。于是，回到比罗比
詹后，他注册成立了俄罗斯农
业机械有限公司、长城有限责
任公司，经营联合收割机、大
马力拖拉机、药罐、开荒犁，还
有小型推土机、环卫清雪、清
扫机械等。每年在农闲季节
派出工作人员，到中国在犹太
州从事农业开发的公司调查
摸底，掌握农业机械的需求情
况，同时回访老客户，建立起
客户群。在销售模式上，他推
出了以租代售、以粮换购等模
式，解决了用户资金短缺之
急。对售出的机械实行三包，
无偿提供配件。

生意场上的闯劲、
韧劲，赢得了俄罗斯姑

娘阿列霞的芳心。媳妇在公
司当会计，帮助他打理公司业
务，成为得力的助手。还为他
生了个大胖小子，得到政府 48
万卢布的补贴。

在异国生意场上打拼多
年，朱东晖坦言自己还没有读
够书，报名在犹太州国立大学
学俄语，并考取了莫斯科大学
俄语一级证书。2015 年 7 月
又考取了经济管理系财会专
业的函授班。

朱东晖是个热心人，国内
的一些商家初来乍到，他都出
手相助。开饭店时，他时常请
附近孤儿院的孩子们到店里
吃饭。他还帮助比罗比詹特
殊教育学校的一个孩子去哈
尔滨康复治疗，口口相传，后
来又有好几个家长找到他，他
都一一相帮。

说起家乡、亲人，朱东晖
觉得对不起老父亲和姐姐，父
亲得病时，自己没能在身边照
顾，把重担都压在了姐姐身
上。如今公司业务理顺了，他
说要时常回国，多陪陪
父亲。

图为朱东晖。本报记者 刘心杨摄

萝北，与俄罗斯犹太自治州十月区隔江相望，对岸就是俄罗斯的阿穆尔捷特，正

是处于这样的地理优势，让以叶五意为代表的宁波商人看中这块“处女地”，“丝绸之

路”上的阵阵驼铃声演奏出新的乐章

异国创业的“探路者”
□黑龙江经济报记者 孙新 本报记者 连占海 邵晶岩 董新英

在俄罗斯犹太自治州比罗比詹采访，最犯愁的就是找翻译。还算幸运，在比罗

比詹举办的中国企业家及劳务人员培训班中午茶歇上，巧遇在俄罗斯打拼十几年

的朱东晖，俄文名字叫斯拉瓦。几句寒暄之后，朱东晖推掉下午的活动，当起了义

务翻译

黑河的最前沿地带是个
江中岛，叫大黑河岛。大黑
河岛国际商贸城在上世纪九
十年代初刚刚恢复对俄边贸
时期异常红火，现在冷清许
多，因为中俄互市贸易已在
黑河整个城区四处开花——
俄货商店随处可见，不仅有
海兰街俄罗斯商品一条街，
有大型俄货超市俄品多，就
连黑河大早市上，逛的也一
半是俄罗斯人。

我们在布市同样找到了
“两国一城”的感觉，连使用
手机都无需转换成国际漫
游。CCTV、HLJTV电视频道
的信号质量在这里也非常
好。而且，在布市的中餐馆
据说已超过 40家。

黑河，作为对俄边境地区
重要节点城市，俨然已经成
了俄罗斯人“别处的家乡”。
很多俄罗斯大妈一早过关来
这边逛早市，买些便宜的衣

服鞋帽，晚上就回去了。俄
罗斯公民持有效证件免办签
证，一次准许在黑河居留 30
天。也就是说除了做生意，
布市居民还可以“生活”在黑
河，买一张船票可以待上一
个月。

在黑河市俄品多内的“安
德烈大叔”面包房，有 5 名来
自俄罗斯布市、哈巴罗夫斯
克的制作面包、提拉米苏和
香肠的技师。27 岁的香肠技
师奥列格说：“黑河的商店
多，东西也很便宜，非常喜欢
这里的生活，正在努力学习
汉语，希望在这里的工作时
间越长越好。”

记者特意到黑河大早市
逛了逛。早春寒风凛冽，依
然挡不住俄罗斯人的热情。
一位俄罗斯大叔走到一个卖
老花镜、墨镜的摊前，就指着
自己的眼镜说“在你这里买
的”。摊主说，俄罗斯人挺认

旧的，在你这儿买过一次东
西下次来还会光顾，还会介
绍别的朋友来。

在黑河学院见到几位俄
罗斯外教和留学生，他们都
说在黑河生活“很方便”。
2006年到 2013年在黑河学院
俄语系任教的安德烈老师，
于 2015年又回到黑河学院任
教。他表示“住得很好，一个
月回布市一次，在黑河很习
惯。”美女留学生亚历山德拉
有一个美丽的中国名字，叫
刘菲菲 ，汉语说得流利标
准。在黑河职高学了 3 年汉
语，今年作为黑龙江省政府
奖学金学生成为黑河学院国
际经济与贸易大一留学生。
她说：“我已经把黑河当成了
自己的家，在微信里整个群，
联系同学和家人。”

在黑河，我们还遇到很多
“俄罗斯黑河人”。比如，63
岁的画家斯拉瓦，今年他已在

黑河居住第 12 个年头了，黑
河已经真正成为他的第二故
乡。斯拉瓦个人经历十分丰
富，当过历史教师、记者。从
2005年 3月，斯拉瓦与妻子嘎
丽娜共同在黑河学院当起了
外教，在黑河任教的 8年是他
最难忘开心的日子。斯拉瓦
还坚持着从事 20余年的业余
油画创作，在黑河学院任教期
间举办过四次个人画展。

2016 年 12 月 24 日，中俄
首座跨黑龙江公路桥——黑
河—布拉戈维申斯克黑龙江
（阿穆尔河）大桥在中俄界河
黑龙江上举行开工仪式。一
桥飞架南北，梦圆“中蒙俄经
济走廊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
经济带”，这座将于三年后落
成的大桥必将把黑龙江省与
阿穆尔州更加紧密地连接在
一起，而黑河与布市，作为两
省州距离最近的姐妹城，未
来更让人充满期待！

安德烈自豪地展
示自己包的水饺。
本报记者 蒋国红摄

从布市市中心驱车 15 分
钟的路程，就到了西北郊的友
谊果蔬批发市场。宾主落座，
一杯热茶，总经理崔香云便说
起了友谊库的历史。1997年，
现任友谊库董事长的王义买
下这块 2.5 万平方米的地方，
建起了果蔬批发市场。周围
的中国商人都慕名而来，有难
题的中国人也愿意来此求
援。中国商人都亲切地称之
为“布市的中国城”。当年在
此经营果蔬批发的黑河市牧
工商贸公司总经理徐凤玲说：

“友谊库是中国人在布市的第
一个安全规范的经商场所，黑
河市外贸的风云人物大多都
发迹于此。”

这里是远东地区最大的
果蔬集散地之一。在友谊库
注册的百余家商户中，三分之
二是中国人，其他的商户来自

俄罗斯、阿塞拜疆、吉尔吉斯
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
坦等国。据介绍，友谊库果蔬
的每年平均进口量达 12万多
吨——从黑河口岸进入的有
四五万吨左右，从绥芬河、阿
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等地进
来的还有 7万吨。随着中国、
俄罗斯及中亚各国商人的足
迹，自友谊库批发的果蔬覆盖
到哈巴罗夫斯克到赤塔之间
3000公里范围的地区，最远输
送到远东地区的腾达、雅库、
白山、伊尔库茨克等地，而布
市市民餐桌上和饭店里 80%
的果蔬也都来源于这里。

偌大的市场空间，吸引众
多有实力的商家到这里入
驻。黑河市顺兴经贸公司在
友谊库的水果批发床位占地
100 多平方米，因为公司有报
检的资质，它也成为市场里批

发代理业务量最大的业户。
从黑河过境的水果几乎都是
这家公司代理的，最多的时候
一年过货 8万多吨。

熙攘的人流中，琳琅满目
的水果摊床后面，来自中亚各
国的面孔惹人注目。讨价还
价，攀谈侃闲，应付自如……

“除了中国人，他们是市场里
最活跃的人群”，崔香云说。
39岁的苏夫洛夫（译音）来自
塔吉克斯坦，在这里经营水果
批发已经有十三四年的时间
了。从早年间进口水果，现在
转为向外批发水果。他的摊
床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进口
水果：土耳其的石榴、柠檬，乌
兹别克斯坦的葡萄、柿子，埃
及的橘子等。“我赚到了钱，在
布市买了两栋房子、两台车，
现在家里 9口人都搬过来并入
了俄籍。”

因为语言沟通的便利，许
多俄罗斯人都在这里务工，装
卸工和售货员基本都是由当
地的俄罗斯人来做。在友谊
库大概有近百人的俄罗斯雇
工，每人每天的务工费能赚
到 1000 多卢布，这里的俄籍
雇工算是布市的较高收入人
群。他们同市场里的商家一
道，在“中国城”里赚了十几
年的好钱。

友谊库在布市是很少能
赊账经营的地方，周边地区
果蔬批发业务也因此逐渐聚
集到这里来，如今这里的商
户就有好多曾经是哈巴罗夫
斯 克 市 的 客 户 。 2004 年、
2005 年的时候，友谊库成为
远东地区最繁华的果蔬批发
市场。这里的摊床一位难
求，来买货的车辆排到了大
门外……崔香云说。

在友谊果蔬批发市场
里，水果蔬菜琳琅满目。

本报记者 蒋国红摄

“浙商”北上觅商机
□黑龙江经济报记者 孙新 本报记者 董新英 邵晶岩 连占海

黑河
俄罗斯人

“别处的家乡”
□本报记者 张海鹰 李民峰 谭迎春 蒋国红

在黑河与俄罗斯远东第三大城市、阿穆尔州首府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以下简称

“布市”）两地采访一周，切实感受到“两国一城”、“中俄双子”从经贸到人文全方位的

融合与互通

布市“中国城”
远东“果篮子”
□本报记者 李民峰 张海鹰 谭迎春 蒋国红

每年的10月末到12月，是俄罗斯进口水果集中上市的时候。与黑河市隔江

相望的俄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也不例外，这里的友谊果蔬批发市场这个季节也是最

繁忙的。二十年来，这个被当地人称为“友谊库”的地方始终是俄远东地区的“果

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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