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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西班牙房产行业，受持续
低迷的经济影响，近年来也是几番风云、
动荡不安。为吸引来自欧盟以外的富豪来
西班牙投资，以填补国库空缺，政府几度
试水。其中，去年酝酿的“!" 万欧元购
房得居留”的政策和今年推出的“#$ 万
欧元购房得居留、%$$ 万欧元投资移民”
新规这两次大动作尤为瞩目，也引起社会
各界的不同反响。

政府将根据前面的试运作进行综合调
整和分析，保守估计，最后的决定性政策
应该会在近两个月内正式出台。据悉，随
着政府闹哄哄的试运作政策出台前后，西
班牙房产界早已按捺不住，开始酝酿大举
进军中国市场的宏伟目标了。为了解更多
有关信息，记者采访了西班牙房地产协会
注册成员、银行房产华人代理姜吉隆。

面对政策的几度调整，姜吉隆表示，根
据业内观察，去年的!"万欧元政策出台后，
门槛过低，成交量倍增。今年&月份出台了
&$万欧元政策后，成交量又随之急剧下降，
政府即马上往回调整。他认为，按照往年惯
例，政策的审核过程需至少一两个月时间，
一般不会超过'个月，但也可能会达半年之
久，直至回到正常的数据。

可以看到，以上介绍的这两个购房送
居留的政策中设定了诸多限制条款，令不
少中国客户望而却步。姜吉隆介绍，比
如，中国人在西班牙买房后，可能有以下
限制条件：每年需在西班牙居住六个月零
一天才能获得第二年的居留延续许可、只
能消费不能工作、一年至少 %("& 万欧元
的消费记录、不能享受福利待遇和社会救
助金 （可自己上医疗保险）、孩子上学也
要缴纳学费等。可能对买房人也有苛刻规
定，比如没有刑事记录，不涉及正在审理
的案件，购房款必须一次性付清，必须提
交房款已付税金的证明，房款必须通过中
国的银行汇入西班牙银行等。

据了解，虽然西班牙本地人的购房成
交量一直未有起色，但华人二代的购房举
动亦引起关注。据了解，导致当地华人买
房的最直接原因仍然是房价低，并已跌至
谷底，尤其是银行放出的，以追债、打官
司的方式回收过来的房子。据了解，一般
银行不会一次性出售所有房产，一般等到
银行缺钱时，找到合适的价钱转掉，如果
能降到 )$*的价钱，就比较容易出手。

（摘自西班牙《欧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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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高温热浪让美国南加州许多民众
不敢出门，他们宁可躲在家里、影院、图
书馆或购物中心等有空调的环境中，以躲
避高温的“烤”验。然而，圣塔莫尼卡栈
桥上许多卖艺的华裔工匠为了赚钱养家，
不惜冒着高温，挥汗如雨地为游客画肖
像、捏泥人。

日前，在栈桥尽头的眺望台上，来美
十几年的华裔工匠陈女士正顶着炎炎烈
日、汗流浃背地等待着游客请她用艺术字
题名。这是圣塔莫尼卡海边特有的几种工
匠艺术之一，其中包括捏泥人、画肖像、
玻璃画和艺术字。“艺术字就是用花鸟鱼
虫的彩绘写出游客的姓名或吉祥话”。

另一位艺术字工匠王女士的字画吸引
了一群中国小留学生的围观。一名男生好
奇地表示，中国的街头也有很多卖艺的画
家，但用花鸟鱼虫拼凑艺术字的还从没见
过。“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看到艺术字题
名，尤其新奇的是，靠这门手艺赚钱还是
华人工匠。”

王女士说，她来美后现学的艺术字这
门手艺，为的是“混口饭吃”。“美国经
济不景气，工作难找。看到其他华人在圣
塔莫尼卡卖艺，听说每个月能赚上两三千
美元，我就偷艺干上了这行。”她不敢妄
称自己是艺术家，“充其量算是个工匠
吧。不过这碗饭也不好吃，一个字才一美
元，还要风吹日晒的，高温也得忍着，但
凡我有别的能耐，也不会干这行。”

（摘自美国《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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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慰

南庚戌 +,,,年从中国北京移
居博茨瓦纳。回忆起十几年前，
在博茨瓦纳，甚至整个南部非洲
都没有一份像样的中文报纸。南
庚戌每每看到自己办的报纸印刷
出来，欣慰之情溢于言表：“我
仿佛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一天天
地长大了。”现在，南庚戌要给博
茨瓦纳主流媒体的失实报道以有

力还击。就在上星期，当地一家
主流媒体发表评论说，华人是盗
猎者，抢走了工作、抢走了财富。
还说，博茨瓦纳的不法之徒的手
段都是从电影里的中国功夫学的。
南庚戌与华人社团正组织律师准
备起诉文章的作者和报社。

南庚戌还有新打算，非洲一
直是西方国家媒体的天地。如何
改变西方媒体在非洲占主导地位
的局面？就要加强外国媒体与中
国媒体之间的交流，邀请外国记
者来中国，让外国的媒体多了解

真正的中国，从而公正地报道中
国。

经商、办报之余，南庚戌还
做起了公益事业，他现任全球志
愿者组织博茨瓦纳志愿者劳动营
协会主席，号召海外志愿者到博
茨瓦纳帮助贫民建房、开展儿童
心理咨询、保护野生动物等。同
时他还是博茨瓦纳华人慈善基金
会主席，他希望更多华人参与住
在国的慈善公益事业，这不仅能
够帮助贫困民众，也有利于华人
融入当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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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丕屹

“华人在非洲办报纸，无论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难’。”这是非洲华文传媒集

团董事长南庚戌在遥远的博茨瓦纳办报 !年的感言。作

为华人，更要有知难而进的勇气。南庚戌面对困难调侃

说：“‘难’不要紧，我本人就姓‘南’。”

困难

按电子邮件中约定的时间，我给南
庚戌新的电话号码打去国际长途。南庚
戌告诉我，他身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
所以换了赞比亚的手机电话卡，正为
《非洲华侨周报》 在赞比亚发行仪式奔
波。《非洲华侨周报》创刊 -年来，已
经覆盖了非洲南部 - 个国家，博茨瓦
纳、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赞比亚。

+% 年前，南庚戌就开始尝试出版
华文报纸。成立之初，由于缺乏经验和
设备，每一版都由他自己排版，然后把
新闻贴在打印纸上一份份复印，再用订
书器装订而成，挨家挨户发给华人商
铺。-年前，看到许多在博茨瓦纳的华
侨华人因存在语言障碍，对当地新闻和
法律法规不熟悉，而造成在经营企业和
生活方面的诸多困难愈来愈严重。南庚
戌在博茨瓦纳正式创办了华文报纸《非
洲华侨周报》。十几年来，南庚戌每每遇
到困难，总是坚强地面对。

博茨瓦纳有%$$多万人口，旅居于此
的华侨华人有%万人，他们大多不懂官方
语言英语或通用语言茨瓦那语，华文报
纸成了他们了解当地社会的主要渠道。
《非洲华侨周报》每期印刷发行+万份，免
费发放给华侨华人。家人、朋友都不看好
这份报纸，而且加上后来创办的英文《环
球邮报》，两份报纸也让南庚戌赔了很多
钱。南庚戌自己经营的生意涉及医疗、贸
易和工程等，这些盈利不断地投入到办
报中，但他觉得这么做值得。因为，报纸
的影响是无法用金钱的得失来衡量的。

需要

“非洲需要华人办报纸。”南庚
戌对于自己执著的传媒事业毫不讳
言。

华人要通过华文报纸了解非洲，
融入当地社会。南庚戌介绍，在整
个非洲，除了南非、毛里求斯等国
家有移民数十年的“老侨”外，其
他国家的移民大部分是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移民的“新侨”。“新侨”在
非洲生活的时间不过一二十年，他
们为了一份生意远走他乡，顾不上
语言不通。对于非洲大地上的“新
侨”，华文媒体的功能不再是向他们
传送中国的讯息，而是更多地介绍
当地情况。“新侨”可以通过互联
网迅速掌握中国情况，但是如何了
解非洲国家的情况，言语不通，中
文报纸是最好的选择。

华人办英文报纸可以反击当地
媒体的失实舆论。近年来，由于移

居非洲的华侨华人增加，非洲当地
人对华侨华人产生了偏见，认为华
侨华人带走了资源，抢走了就业机
会。博茨瓦纳当地英文媒体尤其报
纸类不断刊发对华侨华人的批评性
文章，甚至有主流媒体发表言论说，
博茨瓦纳经济主导权已旁落外国人
之手。要想有力地回击这些失实报
道，只靠中文媒体是不够的。%$$,

年末，南庚戌成立了面向整个非洲
的英文报纸《环球邮报》，记者、编
辑全部聘请博茨瓦纳当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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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茨瓦纳自然保护区中游弋的河马

南庚戌与博茨瓦纳当地人交流本报记者 赵永琦摄

一直以来，为解决劳动力严重不足问题，很多日本企业都选
择雇佣中国研修生等外国实习生充当廉价劳动力。日本外国技能
实习生制度，因此成为盘剥的“温床”，饱受诟病。近日，有日
本相关机构调查显示，受中日关系恶化及人员工资上涨影响，日
本企业现在已经很难雇佣到中国研修生。
《日本经济新闻》消息称，日本伊予银行调查机构、伊予银

地区经济研究中心（松山市）实施了外国人技能实习生雇佣状况
调查。调查显示，目前，日本企业很难雇佣到足够的中国研修
生。与 &年前相比，)&*的中小企业合作社等接收团体，已经很
难确保雇到足够的中国研修生。

对于雇佣中国研修生困难的原因，多数人回答，“中国方面
工资上涨”等原因被全部列举。此外，)%*的团体列举的原因是
由于中日外交关系恶化。对于雇佣外国研修生的企业，调查机构
在询问其是否接受除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实习生时，'%*的企
业表现出积极态度，也有 ',*的企业表示正在商讨。).*的企业
表示，如果没有研修生，将对经营造成影响。

该调查于 %$+'年 -/&月实施。雇佣外国研修生的 %$&家企
业和 %&个接收团体接受调查。 （摘自日本新华侨报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

理法》（以下简称《出境入境管理

法》）已于)月+日起正式实施。由于

该法涉及华侨和外籍华人的一些

调整，因此在法国侨界引起很大反

响。

其中华侨回国定居受理审批

制度、华侨在国内凭本人护照证明

身份以及为外籍华人提供入出境

便利等条款，让法国华侨华人感觉

“回家更方便了”；部分法国华人也

认为，针对海外华人出入境法规的

改革力度还是不大，希望有关部门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改革步子

更大一些”。

法国华裔互助会会长郑辉几

乎每个月都要在巴黎、中国香港

和内地之间穿梭往来，他的感觉

是回国越来越方便，“相对于几

年前，现在手续越来越简便”。郑

辉说，“现在，新的法规出台，

只会让海外华人回家更方便。听

说新法规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突出贡献或者符合其他在

中国境内永久居留条件的外国人，

经本人申请和公安部批准，取得

永久居留资格，这就是说中国的

‘绿卡’制度慢慢要普及，慢慢地

在开放。”

法国潮州会馆会长吴武华正

在为协会代表回国参加“潮汕大

会”做准备工作，他认为，新的法规

中“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要求回国

定居的，应当在入境前向中华人民

共和国驻外使馆、领馆或者外交部

委托的其他驻外机构提出申请，也

可以由本人或者经由国内亲属向

拟定居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侨

务部门提出申请。”这一条款在法

律上赋予了侨务部门对华侨回国

定居的审批权，这将给海外华侨回

国定居带来很多便利。海外华侨一

直把侨务部门当做“娘家”，与侨务

部门的关系也比较密切，情况也熟

悉，其便捷不言而喻。吴武华认为，

新的政府班子执政以来，一切都从

老百姓的利益出发，海外华人也深

受其益。这部新法规的出台就是一

个很好的例证。

巴黎+'区副区长、嘉华集团总

经理陈文雄由于公务关系经常去

广州、上海出差，他认为新的法规

越来越“人性化”，他指着第二十条

第一款“出于人道原因需要紧急入

境，应邀入境从事紧急商务、工程

抢修或者具有其他紧急入境需要

并持有有关主管部门同意在口岸

申办签证的证明材料的外国人，可

以向公安部委托的口岸签证机关

申请办理口岸签证”的规定说，这

条规定就非常的人性化，给公务、

商务人士带来了非常大的便捷。他

认为，向外籍华人提供申请口岸签

证，是一个趋势。

但是，由于对新旧法规的不

了解，一些法国华人也产生了一

些“误读”。比如，在美丽城做食

品贸易的黄先生表示，听说新的

法规规定，海外永居华人回国定

居需要办理手续？其实“海外定

居华人要回国定居，需办理手续”

这个规定，早已存在，新的法规

比 +,."年通过的出入境管理办法

中有所改进。现在规定，海外永

居华人回国办理手续的规定变化

仅是在原规定基础上简化的一些

审批手续，不需要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公安厅 （局） 核发回国定

居证明；另外，也不再像从前一

样需要办理暂住证，而且不用身

份证户口本来办理国内事务，凭

护照就可以证明身份。

（摘自法国《欧洲时报》）

法华社热议中国新出入境法：

回家更方便了
孔 帆

观 点

为期两天的第 ++届万锦亚洲节日前在加拿大多伦多开幕，各式
不同文化美食的香气飘散（左图）。

万锦亚洲节为一年一度的亚裔传统月的活动之一，近年由于规模
不断扩大，且在各国美食陆续进驻及表演节目不断增加下，每当活动举
办之时，紧临华人知名商场太古广场附近停车场的会场，周遭路口都会
实施封街的交通管制，尤其入夜之后，拥挤的人潮更是造成交通拥堵。

在多达 +&$个以上的各式美食摊位，与往年相仿的，热门风味小
吃仍要付出耐心排长队，才能等到令人垂涎的美食。而从队伍的长度
来看，今年最受欢迎的小吃仍旧是由本地知名餐厅所供应的台式臭豆
腐；方便快速的章鱼烧小丸子和马铃薯卷也颇受青睐。由于天气闷
热，菠萝或西瓜果汁受欢迎的程度有逐渐超过珍珠奶茶的趋势，当然
冷冻茶饮也还是有其忠实的粉丝。

在表演节目方面，除了往年受欢迎的韩国石锅拌饭大比拼、街头
篮球赛、中国功夫外，还有印、菲及阿富汗等文艺表演。活动策划人
吴建忠于早前曾指出，万锦亚洲节在 %$+%年共吸引了超过 +$(.万人
前往凑热闹，今年由于节目更丰富、演出更精彩又多元，有更多的人
士前往。 （摘自加拿大《世界日报》）

日企难雇到中国研修生
郭桂玲

多伦多办亚洲节
华人小吃受青睐
邱冠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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