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侨华人2013年8月2日 星期五

责编：孙少峰 邮箱：guojihwb@126.com

越来越多的中国精英通过技术、投资、求学移民走
出国门，形成了以专业化、技术化、高素质、高学历为

特征的新侨群体。据统计，硅谷的新创公司中就有
!"!掌握在新侨手中。在世界各地，新侨在各大领

域大放异彩。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有些
当地居民开始抱怨道：“华人抢了我们的饭

碗。”

专业技能人才人数多

海外新侨大都接受了
当地良好的教育，掌握先

进的技术、技能和管
理经验，从事白领职
业。越来越多的新

侨 从 事 专 业
性、技术
性、教育
性和学术

性的工作，如金融保险、商业、海运、
外贸、医生、律师、会计师、牧师、护
士、政府工作人员和其他白领工作，开
始融入所在国主流社会。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研究显
示，在海外新侨科技人才群体当中，美
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
法国、日本 # 国接收了其中 $"%以上。
在各类专业领域中，许多杰出的新侨科

技人才，由于能力突出被委以重任。
有关报告显示，美国硅谷信息产业从业人员中，

创办自己的企业或担任各类公司职员的新侨人数已接
近 & 万人，大多集中在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领域。在
大华府与纽约地区，新侨从事科研、教育、医疗卫生
或金融、法律等专门事务居多，部分新侨在联邦、地
方政府任职，其中也有一大批生物医药领域和 '(界精
英人士。在美国最高医学机构———国家卫生研究院
（)'*） 的 + 万余名研究人员中，新侨专业人士、科学
家占了 +"%，有 +""" 多人。在休斯敦的美国太空总署
也有几百名新侨专业人士。

在日本，也有 !""" 名以上的新侨活跃于各个高校
和科研单位以及其他企业、事业单位。

另外，新侨护士开始在日本的医疗机构中发挥作
用，并且还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据 《朝日新闻》 报道，
新侨护士在当地的口碑不错，个别医院甚至已经开始从
当地的语言学校自主地挖掘华人看护类人才。

海外社会有需求

随着社会少子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多数发达国家为
应对专业劳动力欠缺和科技创新需要，开始放宽技术移
民限制。

曾经在日本一所医院工作的李女士指出：“目前养
老问题已成为社会问题，日本大力建设养老型医院和特
护型养老院，从而造成医护人员的短缺。”她还补充道：
“日本对医院配备护士的数量有严格规定，大多医院为
#"+或 +""+，也就是说，#个病人就要配备一名护士，因
此对护士的需求量大。”

另据德国之声报道，德国医疗领域业长期存在专业
人才匮乏的问题。医生、药剂师和医护人员的职位往往
空缺数月后才能聘请到人。而医护人员工作时间不固
定，收入又低，因此，虽然需求量在增加，但应聘者却
远远不足。

据法新社报道，德国去年曾为具有高等专业文凭的
外国人获得居留证提供方便，今后从事某些中间职业的
专业劳工，如电工、火车司机、女护士等将更容易在德
国定居。

对于科技创新与发展，有专家指出，近年机械、电

子等产品的设计越来越重视人性化与个性化。日本汽车
产业所出现的趋势为，制造商根据客户的需求与爱好设
计制造车辆，因此相关工科类大学开始强调“感性工
学”，注重学生理工科知识与艺术灵感的综合素质的培
养。企业越来越看重“文理通吃”的综合型人才。

市场行为弥补空缺

我国海外新侨的技术型、知识型的特点日趋突出，
就业范围不断扩展，就业层次日益提高，影响力也逐渐
提升。这使得一些当地居民开始在获益的同时出现“心
理不平衡”的现象。

但是，新侨进军相关职业是由于当地缺乏劳动力所
产生的市场自发行为。据报道，日本的一些非营利机构
从 &"", 年开始便与中国各地的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吸
引中国医护人才赴日从事护士工作。不过，与日本官方
的招募渠道相比，中国学生要想在日本真正从事护士工
作，则要面临更为严格的条件，需要通过最高级别的日
语能力考试以及在两年内拿下日本国家护士考试。

李女士透露：“因为两年的生活费和学费由日本医
院来负担，作为交换条件，学生合格后需要留在出资医
院工作 !年以上。”

据悉，通过非营利组织介绍的中国人在日本国家护
士考试中的合格率高达 #"%到 $"%，基本与当地人持
平。他们主要在东京首都圈和关西地区等大城市地带工
作。

据报道，德国目前共有超过 &! 万个专业技术岗位
空缺，机械制造与 '( 行业也出现人才缺乏的局面。一
位德国劳工局官员表示，预计到 &"&- 年，进入德国就
业市场的人将比现在少 !""多万人，其中一部分是专业
人员。为了不让企业把生产转移到国外，企业已开始引
进外籍专业人员。

赴海外就业需要“真 功 夫”
孙少峰 李 安

海外华人形象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新话题，但是关于

这一话题的讨论却常谈常新，从不过时。因为关于华人

因生活细节不注意而影响形象的负面新闻时不时就跃入

眼帘，提醒我们：海外华人形象仍有待提升。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一对华人母女在中午身穿薄

纱睡衣、踩着拖鞋上超市购物。母亲50来岁，头上还

戴着发卷，女儿 20岁左右，也一副没有梳洗的样子。

当时超市人来人往，母女俩引来不少人侧目。见证这一

场面的华人周小姐认为，即使天气炎热也不应如此不注

重形象，毕竟去的是公共场合，太给华人丢脸了。

丢了华人的脸，也招来其他族裔人的厌恶。据报

道，近日华人李小姐和她的美国男友麦克遇到的一个华

裔女子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李小姐回忆，

当时这位女子在他们附近大声打电话，麦克问到：那名

女士是不是在和人吵架，为什么一直在吼叫？打完电话

后，这位女子突然将手伸进裤子瘙痒，后来又坐在路边

台阶抠起脚来。李小姐说，麦克现在提起此事还一脸作

呕的样子。

随地吐痰、乱扔烟头、衣冠不整、讲话嗓门大、吃

自助餐狼吞虎咽……这种事看起来微不足道，影响却不

可小觑。就个体而言，华人在公共场合不讲究礼仪、不

注重形象会引发他人对其个人的厌恶；就整体而言，个

别华人的不良习惯，会给华裔群体的形象抹黑，正所谓

“一颗老鼠屎坏了满锅汤”。

形象看似无形却有形，拥有它会处处受益，失去它

则损失万千。虽然不是每个华人都在扮演“抹黑者”，

华人群体的形象不佳却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每个华人移民

的生活。新西兰华人张太太在超市买特价厕纸时，售货

员蛮横地将她手中的纸夺走，认为她一天之内已经来了

3次，超过了超市对特价厕纸的购买限额。事实上，这

是张太太当天第一次去超市买东西，因此每次提到此

事，张太太都难掩气愤之情。

在抱怨遭遇的偏见甚至歧视时，华人也应想到，别

人对自己的态度也是一面认识自己的镜子，要让别人尊

重自己，首先需要自己树立值得尊重的形象。无论身处

何地，华人都应谨记，形象是个“易碎品”，保持它的

美好无暇虽不容易，毁掉它却只在举手投足之间。只有

每个华人都在举手投足之间加以注意，彻底摒除不雅习

惯，才能减少华人形象的“抹黑者”，增加礼仪之邦的

“传道人”。

八一建军节前夕，北京华商企业山水文园投资集团组织员工

和演员赴解放军某部慰问官兵，并和他们一起联欢。演员精彩的

演出受到官兵们的热烈欢迎，军民互动处处洋溢着鱼水深情。图

为国家一级演员刘玉华（中）和战士一起表演魔术《剪不断的绳

子》。 肖 列摄

黄皮肤、黑眼
睛、一口流利的汉
语，在国内的大学
校园里活跃着这么
一群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
身份：华裔留学生。近年
来，华裔学生留学中国悄然
成风，越来越多的“侨二
代”们，不满足于从祖辈那里了解中
国，而选择到北京、上海、广州负笈
游学，亲历当今中国的变化。

选择中国，这种兴趣离不开华裔
学生扎实的中文教育。就读于北京大
学中文系的马来西亚籍华裔生何同学
说，很多马来的华人家庭，都会在家
里说汉语普通话或者原籍方言，同时
会读一些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得益
于良好的中文教育，“我们会对中国
有种落叶归根的亲近感，总觉得应该
去认识祖辈生活过的家园。”在清华
大学建筑学院求学的新加坡籍华裔陈
同学说，“在新加坡，有一个从小学
到大学完整的中文教育体系，我对中
国的了解和兴趣就是这样培养起来
的。”

在中国上学，华裔生通常以国籍形成自己的“小集
体”。但基于华人血统的亲近感和并不存在的语言障碍，
他们普遍能够顺利进入中国学生的圈子，参与丰富的校园
生活。何同学就是北大辩论协会的主力，还曾代表北大辩
论队参加 &"+"年两岸四地高校世博辩论大赛。他很庆幸
自己能通过辩论结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普遍喜
欢思考，又来自不同的院系，思维方式各异，大大拓宽了
我的视野；另外，辩论能把我们带进深层次的想法交流，
通过中国朋友，我可能比大多外国人都了解中国。”

陈同学坦言，与中国学生共同学习生活对他改变很
多。“他们很喜欢和我交流，也会照顾我的一些感受。这
也让我学会去尊重他们和其他外国留学生的风俗习惯。还
有，他们一有空就去图书馆，在他们的影响下，我比以前
在国内时勤奋多了！”

抱着“寻根”的念头来中国读书，学成之后，回居住
国就业会有充分的“比较优势”。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
的“镀金”行为，伴随着中国崛起的进程，被越来越多的
国家所认可。由于一些现实原因，华裔学生留华发展可能
还有一定现实难度，但寻根故乡，学在中国，对花季青年
来说，已经是一笔不菲的人生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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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人群体日益扩大，华人在外的拼搏也颇显成
效。然而，成功的背后总有血汗的代价。近日，多家媒体
报道，海外华人健康频频亮出红灯。如何实现劳逸结合，
健康生活，这是海外华人亟须思考的问题。

劳其筋骨降大任

据英媒报道，在英从事餐饮相关工作的华人已超过
!"万。由于部分中餐馆规模较小，厨房狭窄，加之长时

间的高温作业，导致华人厨师群体爆发各种职业病，患
关节炎、胃病或呼吸道疾病的华人厨师不在少数。

厨师并非唯一的高负荷行业。为了生意兴隆，也有
华人老板殚精竭虑，用生命在拼搏。去年 ,月，西班牙发
布橙色高温警报，一位华人食品店业主不幸离世。这位
侨胞多年来一直起早贪黑，辛苦经营小店，为了节省开
支，没有装空调、风扇，终被劳累和高温中暑打垮。这为
海外华人在外的“透支”生活敲醒了警钟。

加拿大临床评估科学研究院最新发布的研究指出，
加拿大华裔患糖尿病风险 +"年间激增，达到每 +"""人
近 &"宗新病例，华裔移民首次被列为高危人群。华人的
健康问题，必须引起各界的重视。

困其体肤有缘由

华人健康为何频亮红灯？背后的原因是复杂多样
的。

海外华人充分发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美德，在异
国他乡打拼天下，付出着比当地人更艰辛的努力。据报
道，英国人平均每周工作时长是 .!/,小时，而大部分华
人厨师工作时长每周都要超过 -"个小时。虽然日积月
累的辛勤工作为华埠的生意树立了良好的口碑，但长时
间超负荷工作带来的危害也不可小觑。

行业职业病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环。在厨师行业，长
期站立和端锅炒菜，容易导致手腕关节炎和腰肌劳损。
在利兹外卖店工作的郭师傅表示，外卖高峰常顾不上吃
饭，因此外卖店员更易患胃病。而由于中西饮食的差异，

英国厨房的抽风设备并不“给力”，掂勺的大厨们常年被
呼吸道疾病困扰却无可奈何。

在就医过程中，久居海外的华人仍觉语言沟通不畅
不便，过于依赖华人医生的习惯大幅度拖延了他们就诊
的时间。“医院的免费翻译很难确切表达我的病症，华人
医生那里又总是人满为患。”旅居加拿大的张先生说。

即使语言通畅，提前预约的就医制度也成为急病的
阻碍。在德工作的方先生曾因严重落枕到医院就医，却
被告知就诊时间为两星期后。最终他只好去唐人街找中
医推拿。“等轮到我看病时，估计病都快好了，所以还是
自力更生或自备常用药更实际。”

青山常在稳步走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华侨华人们成功的足迹已
遍及世界各地。而今，华人的健康问题迫在眉睫，亟待解
决。

关注健康，首先要从自身观念入手。华人应追求健
康的生活方式，在打拼天下之时，更应照应自身，注重提
高生活质量。

职业病的滋生，督促着华人老板们对员工健康提高
重视。全英华人外卖工会会长陈德樑表示，过去举办的
活动大多关注在改善行业形象、健康外卖食谱和争取权
益方面，而今，更应侧重举办呼吁关注厨师健康的专题
活动。

关爱华人健康，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年 ,月，
奥克兰中国总领馆举行传统保健养生主题讲座，向海外
侨胞推介中医保健知识。在伦敦华埠商会的协助下，英
国慈善组织 012345 0675 在伦敦唐人街进行华人糖尿病
义诊。这些充满关爱的活动都为关爱海外华侨华人的身
心健康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漂泊在外，健康第一。在大展拳脚的同时，希望拼搏
的华人们可以放缓脚步，健康生活。

华人拼搏 勿忘健康
孔 楠

莫让小细节
毁坏大形象

刘园园

漫画作者：红叶

7月20日，在日本东京郊区成功举行了一场高水平的在日华人与在日英国人的国

际足球友谊赛。经过90分钟激烈的较量，势均力敌的双方2∶2打平。最后经过残酷的

点球决战，华人球队终于以总比分13∶12艰难地战胜了英国人球队。本次国际足球友

谊赛是由日本最大的业余华人足球队“CCJ在日华人足球俱乐部”主办，比赛对手为实

力强大的日本英国人业余足球俱乐部。本次比赛还特别邀请了超级外援，曾多年在英超

联赛踢、熟知英国人打法的原中国国家队主力队员李铁到场指导。 钟 欣摄

在日华人英国人绿茵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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