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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归根是首选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落叶归根”。对于一部分华侨
华人老人而言，在故里安度晚年是首选。

中国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孙涛现居巴
黎，其父母已过耄耋之年，目前在国内。孙涛说：“我
是多子女家庭，虽然自己无法陪伴老人，但家里兄弟
姐妹可以照顾老人。”而对于独生子女家庭而言，其面
临的挑战更加严峻。

慈孝之心，人皆有之，何以行之？家庭养老是中
国传统社会的养老模式，孝道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70 后”“80 后”侨胞渐入中年，上有老下有
小，如何平衡照顾新生家庭与原生家庭是其面临的最
大难题之一。

当问到疫情对其回国探望老人的影响时，孙涛比较
坦然。他认为父母变老是一个几十年的过程，疫情在这
个过程中不过是一个突发事件，不会对自己及老人有太
大的影响。孙涛说：“我打算等疫情过后、孩子更独立
一些时，回国陪伴父母，尽赡养义务。”

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倡
导世代同堂，共享天伦之乐。于老人而言，他们希望
晚年有家的归属；于侨胞子女而言，他们接受着家与
根的召唤。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养老行业的发展，孝
文化的践行方式也拥有新的内涵，很多养老机构成为
很多老人的选择。但无论何时何地，家的核心内涵与
彼此牵挂的心不曾改变，亲人血脉的传承与孝文化的
信仰也不会褪色。

且将异乡当故乡

对于海外旅居已久的老一辈而言，他们能较好适
应海外生活。居家、社区、养老机构等养老方式为老
人们提供了多元化选择空间。

目前，部分发达国家的养老产业发展相对成熟、
体系相对完善。如澳大利亚政府设有专门的养老资格
评审组，该组织会对老人个人及家庭状况进行评估，
并依据评估结果为老人提供适合的养老建议。

澳大利亚养老院注重兼顾文化多元性与个体差异
性。如一些华人较多的养老院，会举办春节中秋等中
国传统节日活动。同时，护理人员会尊重老人的个人
习惯，如他们会记住华人老人更加喜欢温水、热水。

张京晶在一家墨尔本非营利性养老院做护士，在
谈及老人海外养老时，她说：“老人在环境适应方面也
许并没有太多阻力，但需要克服生活习惯、护理细节
等差异问题。”作为私营机构，澳大利亚很多养老院由
西方人经营管理，饮食偏西化，即使有中国菜，也很
难做到老人期待的地道“中国味儿”，老人的“中国
胃”难以得到满足。

老人短期记忆能力下降，长期记忆更加鲜活。在
海外，老人们无法随时去熟悉的公园、约见老友等，
其精神需求若长期得不到满足，可能会产生认知障
碍、焦虑或抑郁等问题。因此，他们需要子女给予更
多精神陪伴，生活琐事则可以交给专业护理人员。

在谈及华人护理时，张京晶说：“很多老移民年龄
比较大了，会有交流障碍，只能流利地说母语。华人
面孔与口音，对他们来说更加亲切和放松，老人也更
易于表达自己的需求。目前澳大利亚养老院缺少华人
护士，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华人医护人员选择到养老行
业工作，看到养老护理的职业价值与社会意义。”

老人在海外生活一段时间后，确实会适应当地环
境。对于不和子女居住的老人，其独立性本就很高，
但其面临的问题依然存在。生理机能下降给他们带来
的也许是对最初行为与环境的怀念与留恋，这会体现
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他们需要更多的理解与关注。

身有所归心有依

侨胞、侨眷老人的养老问题远比我们想得复杂。

虽然每位老人面临的现实挑战不尽相同，但老年人寿
命的延长整体上也得益于社会福利及医疗保障体系的
完善。

当谈到华人回国养老时，旅居英国20多年、长期
参与研究中国医疗改革及养老发展相关项目的郑荣
昌说：“目前，国内养老机构偏重硬件投资建设，在相
关产业整合、专业人才培养及医疗专业化提升方面还
有发展空间。全球疫情暴发后，人员出行受限制，会
影响海外侨胞老人回国安享晚年。”

国内养老产业目前处于迅速成长阶段，正在逐步
形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
模式。养老院等相关机构需要转化思维方式，统一健
康养老的服务标准，完善医养相结合的服务体系。

政府相关部门正在增加资金投入，细化相应的政策
规则；民营企业加速投资创办养老院，开拓“银色市
场”；其他行业积极入驻养老产业，如医药、保险、文
娱、地产、金融等多领域合作，共同打造养老生态系统。

在老人海外养老问题上，张京晶谈道：“虽然澳大
利亚目前的华人养老院在数量上增长迅速，呈现遍地
开花的态势，但是其规模与专业化程度均有待提升。
作坊式的养老院难以提供全面的基础设施与专业化服
务。我们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海外投资者投资养老产
业，以本土化模式经营大中型养老机构，为华人提供
更贴心、更暖心的服务。”

此外，目前部分国家养老产业逐步市场化，不论
公立私立，是否有政府扶持，养老院都逐步注重盈
利。同一个公司的不同养老院也可能会有差异，品控
很难同步。因此，老人在选择养老院时，要充分了解
相关信息，否则将如同开盲盒一般，充满未知。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在老龄化加速发展的今
天，关注、关心、关爱老人不仅是每个子女的责任与
义务，也应是社会乃至全球议题。在变老的路上，侨
胞、侨眷老人面临的困境更多、更难。无论故乡抑或
他乡，唯有老人身有所归，心有所依，安度晚年之地
才是其最好的归处。

1996 年，黄大年以排名第
一的成绩获得英国利兹大学地
球物理学博士学位，短暂回国
后，他在英国剑桥 ARKeX 航
空地球物理公司任高级研究员
12年。

2009 年，经过深思熟虑，
黄大年决定回国为祖国的科技
发展服务。但是，他内心也承
受着巨大的情感煎熬。

多年来，他与这里的同事
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曾回忆
说：“当英国公司的同事知道我
走时，很震惊。一起工作十多
年了，大家都不愿意我离开，
尤其正是事业非常好的时候、
出成果的时候。大家都理解不
了，搂着我哭。”

黄大年说：“这让我特别特
别难受，我想我得赶快走，要
不走，说不定会改变主意，感
情真的能留人的。赶快收拾东
西，很多东西丢三落四，在平
安夜乘飞机回来了。”

1988 年，黄大年在长春地
质学院工作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他在入党志愿书中写道：若
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
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历
史向前发展，才是一生中最值得
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黄大年工作极为认真，容不得半点马虎。他曾说：“吃
东西可以汤汤水水，但做事千万不能汤汤水水，唯有认真
对待每一个细节，才能成就最好的结果。”

一次开会前，黄大年看到会议材料没交齐，开会的人
也没到齐，不禁勃然大怒，怒道：“我们拿了纳税人这么多
钱，就这么糊弄事儿？材料不写，开会不按时，有没有契
约精神！”

在每次项目会议之前，黄大年都要对材料多遍修改，
苛刻到标点符号都不出差错，他认为这才是科学研究应有
的基本态度。

此后，由于科研需要，黄大年到英国工作，加入了英
国国籍。

2009年回国后，黄大年第一时间就向党组织提出恢复
他因出国而中断的党籍。但当时组织上作出暂不接纳他入
党的决定。

黄大年去世的第二天，黄大年的妹妹向来到家里的吉
林省、长春市及吉林大学的领导提出，黄大年回国以来个
人的最大愿望就是恢复党籍，这也是他一生的追求，恳求
党组织考虑这一请求。

2017年 1月 10日，吉林省委常委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
党员管理的有关规定，结合黄大年的表现和意愿，正式追
认黄大年为中国共产党党员。7月1日，中共中央追授黄大
年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立冬以来，武夷山国家公园内依旧群山青翠，枫红
杏黄，云雾缭绕的清晨更是美景如画，吸引游客登高观
赏日出。

图为11月19日，武夷山国家公园内云雾缭绕，美不
胜收 （无人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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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就业季。处在十字路口的毕业
生，不论是打算继续学习，还是走出“象牙塔”，成
为一名“打工人”，都面临人生的一大重要选择。

已经在法国定居的两位侨胞，正在攻读研究生的
王同学和自己创业的谢女士拥有丰富的求学和求职经
历，谈起过去的种种选择，她们很有感触。

择校有讲究

不同于中国学生需要通过高考选拔进入大学，申
请国外大学的流程通常第一步是按要求提交个人材
料，包括语言成绩、高中成绩单等。待材料审核通过
后，有的学校会组织面试，有的则直接录取。

王同学提到，法国有一类精英学校，如排名靠前的
商校、工程师学院和医学院需要先上预科班，然后参加
选拔考试，通过后可跳过基础课程阶段，直接开始学习
专业课，这个过程不亚于国内高三的压力。

在国内，顶尖大学大多为公立制；而在国外，私
立与公立大学是可以平分秋色的。王同学说，二者之
间最大的差异是费用。公立大学一般只要200多欧元
的注册费，私立大学一年的学费大概在一万欧元左
右。所以许多华侨华人在择校时，学费是必须考虑的
因素之一。

此外，传统公立大学适合一些偏重研究的专业，
比如文学、数学、土木；私立大学则提供实践机会，
更注重工作能力的发展。

王同学根据自己 IT 专业的特点，选择了私立大
学。她说：“大家在择校时会看重学校口碑、专业前
景、毕业就业率等因素。”

选自己所爱

谈到申请大学时的困难，王同学称，存在两个最
大的问题：一个是由于语言、学习计划不过关或移民
倾向导致的拒签；另外则是因为第一次踏出国门，独
自在异国他乡，对出国产生的“恐惧”。

“既要看未来就业，也要看自身爱好。”在谈到专
业选择的问题时，谢女士这样说道。

但对于王同学而言，自己感兴趣最重要，其次再
考虑社会需求、就业前景、职业规划等问题，因为她
认为很少人能在自己不喜欢的方向走很远，所以要选
择自己热爱的专业。王同学之所以如此看重兴趣，是
因为她在求学路上经历过两次转专业，第一个专业是
她的父母为她选择的，但后来王同学遵循自己的内
心，决定换专业学习。对于在专业选择上和家人的分
歧，王同学坦言道：“转专业家人肯定会担心，用实

力和结果去证明，让他们放心就好啦。”

能力第一条

“学历只是敲门砖，个人能力最重要。”两位女士
在接受采访时不约而同地说到这一点。

王同学指出，从她个人求职经历来看，用人单位
更注重毕业生的能力，如职业技能、社交能力、个人
魅力等。她回忆起找工作那段时光，“投了几十家公
司，招聘会也跑了不少，最后给面试机会的才不到十
个，再往下走供我选择的只有两个”。她说：“我还算
运气好的，因为在疫情下，IT行业变得更加重要。但
对大多数人来说，在法国求职比中国国内还要难，有
些法国人在家待业很久仍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还有许
多留学生因为找不到工作就回国了。大家要更加注重
提升个人能力，增强自己的竞争力。”

谢女士则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她在法国创立了
自己的公司，专注于中欧合作一站式服务。“我想做
自己的事情。”这是她创业的初衷。关于未来是否会
回中国发展，王同学表示，她很想念家乡，如果有合
适的机会就回去。如果有好项目和好合伙人，她也会
尝试回国创业。谢女士说：“创业初始就是希望把更
多中国公司带到海外，所以一定会回国开拓市场。”

法国青年侨胞的选择

“把更多中国公司带到海外”
睿 加 赵 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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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联合国人口司
《 世 界 人 口 展 望
2019》 数据，预计到
2050 年，全球平均预
期寿命有望达到 77.1
岁，65岁及以上人口
占到16%。

“老有所养，心有
所依”是亿万老年人
的殷切期盼。侨胞、
侨眷老人面临的现实
环境更为复杂，切实
关 注 他 们 的 养 老 问
题，提升其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才
更加有助于积极、全
面应对人口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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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百年航程航程 有有““侨侨””精精彩彩

图为黄大年教授

武夷美如画

侨 乡 新 貌

侨 界 关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