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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韩国夏威夷”之称的济州
岛凭借旖旎绚丽的自然风光和优越
的地理位置，吸引了众多投资移民。
络绎不绝的外国买家蜂拥而至购置
房产。尽管投资济州岛房产“看上去
很美”，但由于对韩国法律不了解、信
息不对称、语言障碍等问题，投资移
民需要警惕诸多法律风险。

2002 年韩国政府指定济州岛为
“国际自由城市”。2006 年设立济州
特别自治道。2010 年 2 月，韩国法
务部确立了济州岛的房地产投资移
民制度，成为首个引入房地产永久
居住权的地区。

根据韩国官方数据显示，截至
2012 年底，中国人共持有价值 1241
亿韩元 （约合7.3亿元人民币） 济州
岛土地，是所有外国买家中最多
的。据悉，2013年1至3月，中国人
在韩国购买的房产总价值为749亿韩
元 （约合 4.4 亿元人民币），比 2012
年同期增加近4倍。

投资移民需要关注韩国法律政
策的调整。为消除济州岛岛民对于过
度开发、环境破坏的忧虑，济州政府
向韩国法务部提请修正案，强化永住
权。以房地产投资而取得居住资格的
外国投资者将被限制在6000人以内。
并将投资最低限额从5亿韩元提高至
10亿韩元。在一个投资设施上只有一
次取得永住权的机会。

此外，房地产投资移民制度有
许多具体的限制性条件尤其值得注
意。例如，只有投资依据 《济州自
治道特别法》 获得道知事批准后开
发的、指定地区内的休养型度假公
寓、度假村、家庭式旅店、别墅等
才可能获得永久居住权。投资者在
投资基准额内不得长期租赁 （6个月
以上） 或设定担保，并且投资状态
要保持5年。

外 国 投 资 者 在 取 得 居 住 资 格
时，其配偶和未婚子女可以取得签
证，但外国投资者本人取得永住权
后，其配偶和未婚子女若也想取得
永住权，则需要在韩国滞留5年。

税费问题也是投资移民需要给予重视的。在济州岛投
资房地产，购买登记阶段有取得税、附加价值税、农渔村
特别税、登记税等；保有阶段有财产税和地方教育税；转
让阶段有居民税、转让税等。

以280万元人民币的房产为例来计算税费，从购买到销售
阶段，需要缴纳的税费约为100万元人民币。如果所购置房产超
过6亿韩元（约合384万元人民币），则还需缴纳综合房产税。

尽管取得在外国人投资区域内的房产时，可以减免取
得税和财产税，但购买、保有和销售阶段需要缴纳的各项
税费也数额不菲。

此外，如果为取得永久居住权而购买韩国济州岛房产
的投资者本人死亡时，还将按照韩国法律征收遗产税。

虽然大批投资者受到济州岛房地产投资移民政策的吸
引纷至沓来，但许多投资者偏于盲目投资，因而容易忽视
法律风险。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需要全面了解韩国济州
岛房地产投资移民制度的内容，分析利弊、量力而行，进
而谨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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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马来西亚政府发布《2013—2025年教育发
展大蓝图》 后，因其包含限制华文教育的条文，
华教界不满的声音时有发出。据当地媒体报道，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以下简称“董
总”） 主席叶新田近日透露，董总近几个月一直
在进行收集反对教育发展蓝图的签名活动，一旦
收集到100万份签名后，董总将会尽快向联合国
提岀投诉。

“蓝图”遭质疑

根据马来西亚政府的《2013—2025 年教育发
展大蓝图》，每一名学生必须掌握马来语和英语两
种国语，并且将华小每周国语授课时间增至 240
分钟，而华文课则很可能由必修课变为选修课。大
马教育部门这种忽略华小和淡化汉语教学的政
策，让华社和华校深感遗憾及不满。

董总法律顾问饶仁毅律师认为，“蓝图”在
不违宪的情况下通过行政措施增加马来文、英文
授课时间，变相压制包括华文在内的其他语言，
应引起各界注意。

马来西亚砂拉越独中董事联合会会长刘利民
近日指出，《2013—2025 年教育发展大蓝图》 存
在对华校不利的政策是不争的事实，期盼政府正
视此问题，修改条文。

马来西亚霹雳捍卫华教行动委员会主席陈汉
水则认为，大马政府借提升华小的马来文水平为
由，增加马来文上课时间，有消灭母语教育（华教）
之嫌。他强调，身为马来西亚国民固然要学好马来
文，但对华人至少要实行“双语”的教育政策。

华教边缘化？

近年来，大马华校一直处于夹缝中生存的状

态。根据资料，国小学生占全国小学人数的
76.4%，但教育局的拨款却占据其中的 96.06%，
反观华小学生占20.93%，但拨款却仅有少得可怜
的 2.73%。对于这个情况，大马董总署理主席邹
寿汉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在教育资源分配上是极
不公平的，这严重阻碍华小的发展，华社若不再
醒觉，不极力抗争，华小在 2025 年可能走入历
史。

叶新田对大马华教的发展也忧心忡忡。他日
前表示，马来西亚教育部长期不公平对待汉语等
母语教育，“教育蓝图”的推行，更不利于华文
教育生存与发展，导致包括华教在内的母语教育
面对不利冲击及变质危机。

华侨大学讲座教授、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
长庄国土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则表示，马来西亚华
文教育的发展虽然受到一些牵制，但与东南亚其
他国家相比，这种牵制还不算很严厉；而且马来
西亚有600多万热心华教的华人，由此看来，我
们对马来西亚华教发展的预期不必过于悲观。

团结共发声

据报道，尽管华教界质疑声不断，马来西亚
教 育 部 长 慕 尤 丁 日 前 在 公 开 场 合 仍 表 示 ，

《2013—2025 年教育发展大蓝图》 必须执行，并
强调不管面对任何阻扰，大马教育部都会坚持执
行“蓝图”。

官方的表态预示着大马教育政策环境的改
变，这使华教面临着比以往更为严峻的挑战。为
保华教在马来西亚的长久发展，邹寿汉在全国各
地巡回演讲时，多次表明董总捍卫母语教育的坚
定立场。他不仅多次重申要求修正及搁置执行

“教育蓝图”内不利于母语教育和各源流学校生
存与发展的条文、政策与措施，还发文告申明其

反对态度。此外，他还促请华社一定要作
董总的后盾，一致反对教育大蓝图内所有
不利华教发展的政策和措施。

除大马董总竭力为维护与争取华文教育权
益发声外，华教界的各团体和华裔民众对当地
华文教育也很热心。仅签名反对教育发展蓝图
的各界人士截至目前已近 80 万人，离董总 100
万人的目标相差不
远。

大马华人在华
文教育事业上应团
结协作已成为华教
界的共识。刘利民
表示，为了让华文
教育能在大马持久
发展，华社必须珍
惜所得，且团结一
致。

庄国土院长在
接 受 采 访 时 也 强
调 大 马 华 教 界 应
形 成 统 一 力 量 集
体 发 声 。 他 表
示 ， 华 教 界 的 抗
争 是 几 十 年 来 维
护大马华文教育发
展的行之有效的方
式，华社应继续凝
聚力量争取华教权
益的最大化；同时
也要注意策略，不
能操之过急，方能
达到比较理想的效
果。

华人吁修改大马华人吁修改大马““教育蓝图教育蓝图””
张张 红红 宋雨菲宋雨菲

不久前，波兰籍华裔翻译家、作家
胡佩芳女士逝世，中波各界友人于华沙
军事公墓殡仪馆出席了她的葬礼。作为
翻译家的胡佩芳，一生积极向波兰民众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民间艺术以及文学
作品，她曾将中国古典名著 《金瓶梅》
翻译成波兰文，让中华经典跨越重洋，
走向海外。波兰文化遗产部特追授胡佩
芳女士代表国家至高荣誉的“荣耀艺
术”文化勋章，以表彰她为中波两国文
化交流做出的贡献。

漫步于文学译林，我们能看到，翻译
家们搭起文化连接的桥梁，使两种完全不
同的语言发生奇妙的碰撞。一直以来，许

多海外华人翻译家致力于文学翻译事业，
他们如同不同文明间的摆渡者，让读者们
领略到来自异域文化的芬芳。

以印尼为例，据了解，印尼华人早
在 1859 年便将中国古典名著 《三国演
义》 译成爪哇诗歌。从 1882年至上世纪
60年代，印尼华人作家和翻译家共有806
人，他们共翻译 《三国演义》、《西游
记》等中国文学作品759部。

一位著名作家曾说过：“翻译不是简
单的技术工作，懂中文、能够流利地用外
语表达并不够，它是一种语言艺术向另一
种语言艺术的转换。”华人翻译家身处海
外，更了解他国文化与读者的接受心理，

他们较容易摆脱机械的语言翻译，而将原
作的精髓巧妙地注入于异国文化中。

旅居法国的华裔翻译家李治华先生，
对译介传播中国文学情有独钟。他不但翻
译过鲁迅、巴金、老舍、姚雪垠等中国现当
代文学名家的作品，还苦心孤诣 27年，倾
力翻译《红楼梦》这部旷世奇书。据悉，李
治华先生的《红楼梦》译本刚一面市，便引
来了法语读者的争相传阅，人们称其文采
斐然，不但不失原著精髓，还易于法语读
者理解，书中诉说的凄美而缠绵的故事更
是惹人泪下。近日，习近平主席在参观法
国里昂中法大学旧址时会见了 99岁高龄
的李治华，称其“执著精神和学术才华令

人钦佩”。
优秀的华人翻译家也打破国界，将

国外的经典之作送入内地，为文学研究
领域注入活泉。法籍华裔嘉娜娃女士在
过去的 19 年里，不断钻研、翻译经典，以
惊人的毅力独立翻译了梵语古典文学杰
作《博伽梵往世书》和《博伽梵歌》，业内人
士称其极具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有人曾
说，翻译可以让我们接触文明中最为高古
的伟大心灵。在翻译过程中，嘉娜娃也深
有感触：“我发现智慧是共通的——是超
越国界和种族的。中国的‘儒释道’哲学思
想和文化，与古印度哲学思想和文化有着
密不可分的连接。”

文化是人类的共有财富，华人翻译家
们站在不同文明的交汇处，致力于文化的
交流与传承。他们打破了语言的壁垒，用
艺术震撼人心，将中华文化的魅力发扬光
大之余，还将国外的传世经典输入国内。
当世人手捧这些优秀译作之时，又怎能不
敬佩翻译者的辛劳和伟大呢？

立于文化之交的“摆渡者”
谢郁芊

书法名家与华裔青少年谈书论艺

本报电（记者杨子岩） 由教育部语用司、中国书法家
协会、北京华文学院联合主办的以“书华夏情·寻文化根”
为主题的“书法名家进校园”活动于4月4日在北京华文学
院举行，共200余人参加了活动。

启动仪式过后，书法家们现场挥毫，引来了不少师生
观看欣赏，他们还对学生们的书法创作进行现场指导。

书法是中华民族独创的表现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华文学院此次举办的活动搭建了
书法家与海外华裔学生、中小学生之间交流沟通的桥梁，
扩大了广大书法名家在华文教育中的影响力和推进作用。

提起“毛毛阿姨”，在富阳供电公司，谁
都知道那就是原 95598 特别服务部、现任客
户服务中心营业二班的班长朱珍。

幕后台前，千家万户一线牵
2006年，41岁的朱珍成为了富阳市供电

公司 95598 特服部的班长。从那以后，她便
再也没有节假日，因为电话铃声就是工作命
令。多少个不眠的夜晚，作为班长的朱珍都
坚持到最后，用自己嘶哑的声音向客户解
释；多少个不理解的电话中，她都耐心地向
客户说明原因。有时因天气原因造成多条
线路设备被雷击跳闸断电，她忙得甚至连上
厕所的时间都挤不开；每当逢年过节的时
候，她都得“狠心”离开家人回到工作岗位
……这一干就是6年。

2012 年 ，朱 珍 和 她 的 姐 妹 们 告 别 了
“95598”特服部，成为了客户服务中心营业

二班的成员，为富阳城区近 8 万户客户服
务。营业厅工作，业务技能是“硬功夫”，还
有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软实力”，就是工作
心态。以前，接听电话难免也会碰到心急的
客户，但是终究还是隔着长长的电话线；但
是现在，很多事情都得“当面锣，对面鼓”，
这就需要很好的临场应变和处理突发事件
能力。

7 月的一天，一个客户心急火燎地冲进
了营业厅，急着办理一项改装峰谷表业务。
由于他对业务也不太了解，当工作人员进行
解释的时候，他就“上了火”，嚷着要投诉。
接待的工作人员是个年轻女孩，第一次碰到
这样的事，一下就愣住了，差点没有哭出
来。这时幸亏朱珍在营业厅，她立刻走到前
台，把客户请到营业厅后面的办公室坐下，
详细询问了事情经过，耐心细致地进行了解

释，客户也平静了下来，事件就这样化解
了。事后，她立刻召集了班员，对这个事件
进行了分析，还组织开展了模拟演练，教大
家以后能够从容应对突发情况。

工作内外，助人为乐暖人心
在工作中，朱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但

她也有着和蔼可亲、乐于助人的另一面。平
日里，上到离退休的老职工，下到初出茅庐
的新职工，无论是工作中的难题，还是生活
上的小事，大家都爱和她谈一谈。

不仅如此，她还非常热心社会公益事
业。2000 年开始，朱珍就自费结对贫困学
生。她不仅身先士卒，还发动身边的职工开
展“春蕾结对子”活动，捐资助学。

对于朱珍来说，无论在台前还是在幕
后，就像是一盏烛火，点亮了一片天地，也温
暖了一方人心。 （倪丹）

4月4日，国网浙江省海宁市供电公
司员工在许村镇李家浜的清寺河旁装表
通电，为即将开始的河道清淤做准备。

以“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
水、抓节水、以治水”为突破口，推进转
型升级的“五水共治”活动正在浙江海
宁全面开展。在治水活动中，电力部
门全力配合，做到“水治到哪里，电先
通到哪里”。

陈俊华 摄（新华社发）

今年55岁的张建忠是海宁市供电
公司盐官供电所的一名营配工，30 多
年帮助当地百姓解决用电难题。因为
懂电，更因为热心，但凡张三家的灯不
亮了，李四家的插座坏了，只需一个电
话张建忠定会上门服务。

随叫随到的“电管家”
张建忠很忙。他每天工作超过 8

个小时，没时间上街，没时间和老朋友
聚聚，甚至没时间陪家人，因为除了管
2089户用户，他还得见缝插针把时间都
挤出来去方便百姓。因此，他被当地人
亲切地称为“电管家”。全村1077户村
民家家都有一本电话簿，张建忠的电话
就在其中。接到求助，只要不与工作冲
突，张建忠保准“随叫随到”。

前不久的一天傍晚，村里陆顺元
家厨房间的插座坏了，心想着自己买
个一模一样的套接一下总不是难事，
可当他把旧插座三下五除二地给卸
了，却怎么也无法将一堆线头给归置
到新插座里。没电了晚饭可咋做？老
陆赶紧找张建忠。没多久，张建忠就
赶到帮他接好了线。

张建忠说，这些都是家常便饭，他最

揪心的是故障扎堆忙不过来。每年到了
雷雨季节，一个霹雳就有可能引起一大堆
故障，去年的一天，他一直忙到后半夜。

义务服务“建”忠心
盐官镇上有个孤寡老人叫周子

法，因为40年前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
生活十分不便。多年前的一个寒冬，
周老伯家突然停电，他想起来白天来
抄表电工的电话就试着打了过去。没
想到那位抄表电工很快就来了，在黑
灯瞎火中倒腾了1个多小时后，终于把
电通了。这位抄表工就是张建忠。

自从认识了张建忠，周老伯就没
为用电犯过愁。无论什么时候，只要
一个电话，总是随叫随到。得知周老
伯常年独居，平时抄表、巡线路过，张
建忠也会经常串个门，问问有什么需
要帮助的，有时张建忠也会用摩托车
载周老伯到集镇上转转，帮他捎些日
用品回家。周建忠的服务就这么不自
觉的超越了工作，他的故事一度在当
地传为佳话。

常常有人问张建忠，“年纪这么大了，
该歇歇了吧？”张建忠却说，“只要干得动，
我就会一直干下去……”。 （徐志萍）

有人说：“当一个人以一种责任感去对待工作
的时候，他就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锲而不舍地去追
求、去创造”。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金华供电公司
金东开发区供电所所长李立波就是这样一个人。

爱岗敬业 坚守一线
自 1991 年进入电力系统工作以来，李立波常

带领队员们走村串乡，穿梭在各个乡镇街道之间，
定期在农村、乡镇开展现场业扩受理、业务咨询服
务，为孤寡老人、困难户修理电气设备，更换室内老
旧线路等工作。

李立波的敬业在当地是出了名的。110kv东港
变扩建的时候，每天早晚要进行线路倒电，为了保
证百姓生活用电，所有用电企业白天要停止生产。
李立波拿着有序用电方案，每隔两个小时就要检查
一遍线路负荷情况，一旦线路超载立即进行处置。

有序用电忙了整整14天，可他一共才回过两趟家。
善于发现 勇于钻研

“很多外地同行来学习，看了我们的多功能配
电箱都恍然大悟。”和李立波在一起工作的包挺华
说。他所说的配电箱原理并不复杂，但这个多功能
配电箱却有着很深的来历。

原来当时李立波发现，农村低压线路长、分支
多、用户散。如果一户人家有故障跳闸了，或者要停
电施工，那么全村就得跟着停电。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李立波和同事们研制了接户线多功能配电箱。
比如，一个 200 户人家的村子，20 户人家装一个箱

子，万一跳闸，或者停电施工，只是这20户断电，另
外180户还是正常的。用了这个装置，要作业、排查
故障就更方便了。现在，这种配电箱不仅用在了金
东区的农村，外地不少农村，也在不断地推广。

多年来，李立波始终坚守在供电服务一线，每
年迎峰度夏前，他带领员工拓展服务渠道，开展调
查研究，从而有效及时地避免了用电高峰时的供电
问题，确保用电的畅通；区域内企业遇到用电故障，
经常会打电话给李立波，他会立即组织人员安排抢
修，不分上班休息，不管白天黑夜，为企业用户恢复
生产…… （吴珊 徐风华）

倾心奉献三十载 台前幕后暖人心
——记富阳市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营业二班班长朱珍一线故事一线故事

电力之光在乡间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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