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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昔孟母，择邻处”的典故家喻户晓。在
国外，“今移民，择校居”是当代华人移民社会存在的
现实。在英国 !!"的一期时事评论节目中，有位嘉宾略
带调侃地指出，只要哪个区域有好的中小学，就会有大
量的中国人迁入。“择校居”映射了华人移民怎样的心
态？“逐校而居”在海外有无必要？这越来越成为华人
移民中存在的一个问题。

“起跑线”之战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这是一句在国内和国外都适用的话。
据英国 《华闻周刊》 报道，这一年，为了让孩子上

个理想的学校，居英华人驿航效仿了“孟母”，搬了 #次
家。

由于英国公立小学实行划片入学，要想申请进入心
仪的学校必须居住在学校周围的学区之内。在选取学生
时，学校优先考虑已有兄弟姐妹在该校入读的孩子，然
后再选择周边的孩子。

由于学区的范围每年都在变化，所以有的时候计划
赶不上变化，租的房子没有在范围之内，只能交高额的
违约金再租入学区范围之内的房屋。

但在驿航夫妇看来，孩子读好的学校最重要，一切
要为这个让路。

这并非他们一家的想法。在英国，有经济实力的华
人家庭首选是将子女送到顶尖的私立中小学中，实力稍
差的也希望不惜一切代价让孩子进入好的公立小学。

什么是好的公立中小学？加拿大华人奉菲莎研究所
的中小学排行榜为择校“圣经”，凡是上了榜的学校便被
华人视为“名校”，周遭房价大升，这样，位居榜首的

“名校”几乎成了华人子弟学校。
法国华人同样也信奉“孟母三迁”的道理。在巴黎

工作的陈女士就是“百万买房，千万买邻”的拥趸，她
有个刚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为了孩子能有个好的教育
环境，最近她将家搬到了巴黎南郊的一所著名的公立中
学学区内。

于是乎，经过华人口耳相传、交流经验，在客观上
造成了一些口碑好的学区，华人扎堆的现象。

孟母是始作俑者？

“逐校而居”，谁是始作俑者？
孟母。
经过千百年的光辉塑造，孟母的形象已深入华人内

心。在推行学校教育，人才靠学校培养的今天，无论来
自中国大陆、香港还是台湾的华人移民，对名校都有一
种难以释怀的情结。

有媒体分析，漂洋海外定居异国后，大多数华人虽
然不指望孩子凭学业光宗耀祖，但希望他们起码能够很
快融入当地文化，不要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并且能
尽快学到自强自立的技能，不再像第一代移民那样谋生
艰难。

有了一定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家长更是希望孩子
将来的发展不低于自己，并同时掌握好汉语，保留住
“文化的根”。

攀比心理在客观上促成了华人扎堆“择校”的现象。
据英国华媒说，英国本地的富裕家庭以及印度家长的做
法，也给华人增加了心理负担。

有的人甚至认为，这不是一个华人想不想攀比的问
题，而是一个是否输得起的问题。

慎重对待择校

对于“择校而居”，其实大可不必。
如加拿大的公校体系，并没有官方认可的名校与非

名校之分。
法国的公立学校教育也都遵循就近入学的原则，学

生会被自动分配到家庭居住地所在的街区公立学校。如
果家长对学校不满意，家长可以选择搬家，或者读私立

学校。
当然，择校意味着更多的经济投入。
拿英国举例。据英国一家房产服务网站公布的数据，

成绩出色的小学附近的房价比普通学校附近的平均房价
要高出 #$%—&$%左右。这也意味着，如果想要让孩子去
所谓的“好学校”，要多付出 '万英镑。

有些观察人士甚至无情地指出，就算在好学区买房，申
请上了最好的小学，但并不能保证孩子能考上重点中学。

有的“过来人”提醒，选学校不能只看升学率，还
要看孩子与同学和周边环境能否相处融洽，这对孩子的
平衡发展很重要。

教育人士也指出，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老师比
学校更重要。”如果孩子在学习上存在特殊困难，也许街
区公立学校里一位耐心和方法得当的老师要比昂贵的私
校更适合他。

为了孩子，
要不要

本报记者 杨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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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第11届东盟华商会将于昆明举行
中新社 !月 "#日电（李晓琳）第十一届东盟华商

投资西南项目推介会暨亚太华商论坛将于 (月 (日至 (

月 )日在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已有 *$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 #+$名华商报名参会。

本届华商会由国务院侨办和云南省政府共同主办，
以“机遇、合作、发展、共赢”为主题，期间将举行东盟华商
会亚太华商论坛、中缅经贸合作专场推介会、第十一届东
盟华商会项目洽谈、临沧市专场推介会等活动。

东盟华商会是国务院侨办在西部地区举办的国际性
涉侨重要招商引资品牌活动，自 *$$#年以来连续成功举
办了十届。

北京

“2013侨界青年交流年”启动

本报北京 !月 "$日电 （杨晓敏）中国国务院侨办
主任裘援平 *)日在北京宣布，为了使华裔青年成为中国
机遇的受益者、中国精神的传承者、中国力量的拓展者、
中国梦想的助推者，国务院侨办决定 *$,# 年为“侨界青
年交流年”。

*)日，由中国国务院侨办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共同
主办的“第九届世界华裔杰出青年华夏行”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开幕。来自 +&个国家和地区的 -$$位华裔青年俊彦
齐聚北京，裘援平在“华夏行”开幕式上宣布了上述决定。

图为触摸水晶球，启动交流年。 杨晓敏摄

俄罗斯

华人艺术家协会美术音乐展举办
本报电（潘菲、汤雨松）第二届俄罗斯华人艺术家协

会美术音乐展演于 *+日下午在圣彼得堡斯莫尔尼宫举
行。此次活动主要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个城市的华人
艺术家为主，通过组委会精心的筹划和遴选，最终确定了
音乐作品 ,& 个曲目，其中涵盖：合唱、声乐、钢琴、小提
琴、手风琴。美术作品 )$件，包括：油画，国画、雕塑、水
彩、版画。参演人数近 #$$人。

经过由中俄知名艺术家组成的评审团严格评审，评
出了美术一等奖 #名，二等奖 -名，三等奖 ,*名；音乐特
别奖 #名，一等奖 *名，二等奖 &名，三等奖 -名，获奖人
数共 #&人。

福建

200部“平安手机”送江口侨胞侨眷
本报电 日前，全国著名侨乡———福建莆田市江口

镇首批 *$$ 部“一键 ./. 报警求助系统”终端发放到侨
胞侨眷手中。许多年迈的侨胞侨眷试用了这种一键报警
求助的手机后，纷纷表示：“感觉有警察随时在身边提供
贴身保护，这种‘平安手机’好用又管用！”据推出这项警
务便民服务的江口边防派出所的民警介绍，江口镇有侨
胞侨眷 ,万余人，归国华侨 *-((人。大部分侨胞侨眷年
龄偏大，经常会遇到煤气中毒、触电、摔跌伤等人身安全
事件，需要警方提供即时、有效的警务服务。“一键 ./.

报警求助系统”终端的发放，可有效解决侨胞侨眷担心的
治安防范和人身安全问题。为了打造“平安侨乡”，“一键
./. 报警求助系统”将分批在辖区推广发放，力争年底
前发放总量达到 ,$$$部，实现年逾七旬以上的侨胞侨眷
人手一机。 （孙卫锋）

这年头，“购房移民”赚足了中国人的眼球，也赚
足了中国人的钞票。

近日，西班牙也伸出了买房移民的“橄榄枝”。据
西班牙媒体 *+ 日报道，西班牙关于移民的新法案敲定
并出炉———在西班牙购买 -$ 万欧元房产即可获得合法
居留权。

在美国、加拿大等“老牌”移民国家纷纷抬高移民
门槛之时，不少欧洲国家却向房产投资移民张开了怀
抱。一时间，对于有移民倾向的中国人而言，欧洲似乎
只有一步之遥。购房移民欧洲，真的像看上去那么美
吗？

多国廉价“卖户口”

西班牙并不是第一个推出买房换居留权“套餐”的
欧洲国家。

欧债危机后，欧洲多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用居留权
吸引投资的捷径。目前，爱尔兰、希腊、葡萄牙、塞浦
路斯、拉脱维亚等多个国家都已出台相关法案。

虽然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也有类似投资移民政
策，但是门槛之高令人望尘莫及。相比之下，欧洲各国
购房移民政策要有亲和力得多。

塞浦路斯推出的移民新政策，最让人垂涎欲滴。去
年，因欧债危机而濒临破产的塞浦路斯宣布，只要在塞
浦路斯购买价值 #$万欧元的房产即可获得永久居留权。
一步到位的套餐吸引了大批中国人前去抄底。

另外，除了购买额度低之外，其他申请条件要求也
相对宽松。葡萄牙去年 )月宣布非欧盟国家公民在葡萄

牙投资 -$万欧元，就可在葡萄牙获得居住权，而且
对申请人既无语言、学历要求，也无资产及经商管
理经验要求。这一政策颁布后，葡萄牙移民热在中
国持续升温。

意在“吸金”限制多

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欧洲多国出台购房移民
政策，可谓不得已而为之。所以不难想象，优惠政
策下，又有不少限制条件。

塞浦路斯规定投资移民不能在当地工作，可以
开店或开公司，但不能从自己的店或者公司里拿工
资。换言之，他们只能在塞浦路斯花钱或创造财富，
但是想在这里挣钱就难上加难了。

在西班牙，通过投资不动产而获得居留权后，并不
能享受任何福利待遇。孩子在西班牙当地上学，必须向
所在地学校缴纳学费，免费公学的期望成为泡影。除此
之外，房主也不允许在西班牙当地工作。

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的移民新政的目的仅限于激活
经济，投资移民被当成了临时的取款机。

另外，获取居留权不等于拿到绿卡。要获取永久居
留权，必须满足居住期限要求。中国人在西班牙投资不
动产后，每年必须在西班牙居住 (个月零一天才能获得
第二年的居留延续许可。

冷静投资防“忽悠”

中国刮起欧洲移民风，“抓住好时机”、“房价抄

底”是中国移民客户在参加房展会和移民宣讲会时最常
见的字眼。

不过，吸取“芝加哥会议中心诈骗案”的教训，在
移民欧洲炙手可热的情况下，冷静投资是不二之选。

分析人士指出，如果在欧洲购买房产作为投资，要
考虑其升值空间是否与自己的预期相同。但是从目前来
看，出台移民新规的欧债危机重灾区国家，经济回归繁
荣还是比较困难。

不但如此，买下的房子很可能成为烧钱的无底洞。
据悉，在西班牙购买不动产后，每年都要缴纳高额的房
产税。

另外，还要想清楚移民的目的。很多人憧憬移民后
的幸福生活，但美梦成真谈何容易。一些本来打算移民
西班牙的中国人就抱怨：房子得自己居住，语言又不
通，而且不能在西班牙找工作，每年在西班牙住半年与
软禁有何区别？

购房移民：“馅饼”还是“陷阱”？
刘园园

近日，据日本文部科学省与厚
生劳动省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目
前日本还没找到工作的应届大学生
约有+0(万人。然而，在浩浩荡荡
的求职大军中，许多日本华人学生
却能以一敌百，脱颖而出。

谈及求职“独门秘笈”，日本
华人学生刘琪认为是“双语优势”
助她一路过关斩将。同样，对于拥
有留学经历的华人女孩杨筠来说，
即使在求职难的时代，找工作也不
是什么难事儿。

杨筠从小跟随父母来到日本，
在接受日本教育的同时，还随父亲
学习中文，研习书法、绘画，可以
说杨筠虽然身在日本，但却一直没
有离开过中国文化的熏陶。大学
时，杨筠被选派到美国留学一年。
因为她中、日、英文水平都很高，
且熟悉多国文化，毕业时，杨筠受
到了很多企业的青睐。目前，她在
一家外贸企业就职，多语多文化的
优势带给她很多的工作机会。

旅日华人求职易自然与华人青
年勤奋上进，成绩优异有关，但多
文化的优势却是让日本华人学生在
激烈的职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
键。分析认为，目前的日本华人学

生多是“华人二代”，即在中国出生、长大，到一定年纪
后随父母移民到日本的华人。因此，这一代华人学生的中
文功底都比较扎实，语言优势让华人学生备受青睐。

此外，作为“安倍财政政策”之一的日本新就业制度
也为日本华人就业提供了新的机遇和选择。新的就业制度
打破了日本诸多行业“终身雇佣”的藩篱，曾经被称作
“铁饭碗”的工作，如今也面临“饭碗”被抢走的危险，
这为日本华人就业提供了更多选择的空间。

如此看来，日本华人就业未受到“就业难”影响，既
与华人双语、双文化的优势有关，也受日本新的就业制度
影响。但说到底，华人想要谋求好的工作机会，离不开自
身的奋斗。华人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才能在茫
茫的就业大军中谋得好职位，赢得好发展。

图为日本大学生求职集会上振臂高呼，为自己加油打

气。 （图片来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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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勤摄
“走基层·侨乡行”走进华侨大学

孟母三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