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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中国回中国 为梦想为梦想

侨之家 情意浓

“走进国侨办”“掌门”话方略
我到国侨办整整一年我到国侨办整整一年，，从外从外

事战线到侨务战线事战线到侨务战线，，最突出的感受是对侨务工作最突出的感受是对侨务工作
的热爱的热爱，，几乎不需要过渡就很快融入其中几乎不需要过渡就很快融入其中。。这种热爱这种热爱

来自两方面动力来自两方面动力。。一是党和国家的重托一是党和国家的重托，，民族复兴的使民族复兴的使
命命，，侨务工作的意义侨务工作的意义，，给我以精神动力给我以精神动力。。二是可亲可敬可二是可亲可敬可
爱的侨胞爱的侨胞，，他们对祖他们对祖（（籍籍））国的赤子之情和热切期待国的赤子之情和热切期待，，深深深深
感染和激励着我感染和激励着我，，给我以情感动力给我以情感动力。。侨务工作本质上是侨务工作本质上是
做人的工作做人的工作，，是以心换心是以心换心、、以情动情的工作以情动情的工作，，没有对没有对

侨胞的深厚感情侨胞的深厚感情，，没有对事业的满腔热忱没有对事业的满腔热忱，，没有没有
对工作的全身心投入对工作的全身心投入，，是做不好侨务工作是做不好侨务工作

的的。。我将不辱使命我将不辱使命、、不负期待不负期待，，继续为继续为
国家国家、、为侨胞不懈努力为侨胞不懈努力！！

——裘裘援平援平

近日国侨办主任裘援平在新闻发布
会上回答记者提问。 张 勤摄

2014 年 2 月 14 日，裘援平看望美
国华商总会、旧金山湾区中国统一促
进会侨胞，并一起座谈。 毛建军摄

2014 年 1 月 21 日，裘援平到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
家中走访慰问。 张 勤摄

2013 年 9 月 9 日，裘援平前往厦门
同安区竹坝华侨农场调研。图为农场创
业人员向裘援平介绍情况。 杨伏山摄

2013 年 9 月 9 日，裘援平前往厦门
同安区竹坝华侨农场调研。图为农场创
业人员向裘援平介绍情况。 杨伏山摄

2013年 7月 1日，裘援平探访了泰
国曼谷泰华孤儿院，向孤儿院赠送善
款15万泰铢。 张冬冬摄

2013年6月5日，裘援平（中）在瑞丽
口岸了解出入境管理。 任 东摄

“吸引人才回国，宣传很重要。很多人像我一样，看到了国内的市场需求和好的发展
趋势，才决定回来的。在这方面，国侨办等机构的宣传，起到了一个良好的搭台作用。我
萌生回国想法的源头，就来自芝加哥领事馆的活动会。”中组部“千人计划”入选者、曾在
美国一家著名公司担任首席设计师的蔡蔚几年前回到中国创立了精进电动科技有限公
司，立志要将“中国制造”推向世界，“做世界最好的电机”。目前，蔡蔚的精进电动已经成
为我国少数掌握核心技术的领军企业。

“现在的创业环境很好。一方面，为吸引人才归国，国家出台了一些优惠
政策，例如津贴、创业金等； 另一方面，国家重视并肯定我们的创业成果，
授予荣誉，使得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很好地结合起来。”中组部“千人计划”
入选者、曾在美国工作多年的张涛也在年近50之际回到中国，创立了全维智
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如今，张涛已经带领公司研发了18个项目、18个广获
认可的软件，成绩不俗。张涛表示，国家的侨务引智方面的优惠政策，让自己
受益匪浅。他提议，应该更加主动宣传，“建立一个大名单数据库，把国内的
发展机遇有效传达给名单上的侨胞，例如用邮件、微信等形式主动发送相关资
讯”，让更多人了解这些信息。

年逾八旬的乐民成夫妇是美国侨眷，他们的独生子一年只能回国一次。二老身体
不好，在国内又举目无亲，日常生活只能靠护工照顾。他们所在的北京望京街道阜荣
街社区2013年设立了“侨之家”。对于二老而言，这里的工作人员胜似家人。

今年春节前夕，患癌症多年的乐老突然病危。从送进医院到追悼会，“侨之家”
的工作人员忙前忙后。追悼会上，从美国赶回来的乐老儿子所穿的正装都是社区帮忙
借来的。“这些朋友胜似家人。”乐老的妻子朱阿姨身患类风湿，行动不便。由于户口
在天津，很多异地就医的手续都是“侨之家”的工作人员“东跑西颠”帮忙办理的。
逢年过节，送饺子、粽子；平常日子，嘘寒问暖。朱阿姨说，这让她感到很温暖，也
更加坚定了在这里住下去的决心，远在美国的儿子儿媳也很放心。

像朱阿姨这样孩子在国外的“空巢”老人在望京还有不少。“侨之家”组织的各种活
动给老人们带来许多乐趣：剪纸、书法、合唱……活动室中大家兴致高昂。78岁的夔复兴
儿子在美国，她在几年前组织了“侨之韵”金秋模特队，队员年龄最小的60岁，平均年龄

70岁。几年来，这支模特队早已走出社区，走向国际，在各种比赛中捧回大奖。
“我们的工作在国内，影响在海外。”望京街道侨联主席杨桂香说，侨务

工作实际上是一种双向服务，社区在为侨胞提供帮助的同时，侨胞也会有所
反馈，有助涵养侨力。

近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北京首次举办“走进国侨
办”主题新闻发布会，裘援平主任就侨务工作和新形势下
侨务工作战略思考等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根据最新统计，目前
海外华侨华人有 6000 多万，分布在

世界 198 个国家和地区。有 3000 多万归侨侨
眷生活在全国各地。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对外开放
背景下，海内外侨情持续发生变化。

一、海外侨胞结构发生变化，分布地区更加广泛。
除东南亚等传统侨胞聚居地外，在一些欧美国家，华
裔成为当地最大少数族裔，新华侨华人和华裔新生代
成为侨社中坚力量。二、海外侨胞从业更加多元，经济
科技实力提升。在各国经济中分量增强。数百万华侨
华人专业人才集聚发达国家，华侨华人专业协会大量
涌现。三、海外侨胞融入主流社会，政治社会地位提
高。华侨华人公民意识、参政意识和维权意识增强。
四、海外侨胞民族和文化认同增强，爱国友好力量迅
速壮大。五、海外侨胞长期生存发展面临新挑战，和谐
侨社建设需要加强。六、海内外侨胞利益诉求更加多
元，对祖（籍）国抱有更多期待。

谈侨情

谈“大侨务”
面对世情国情侨

情新变化和国家改革发展新要
求，侨务部门要胸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大力涵养、努力维护、有效调动好侨务资源，积极
完善大侨务发展格局，在实现中国梦中充分发挥出
侨务工作的独特优势和作用。

所谓“大侨务”，就是要站在民族和国家利益的
高度，超越部门和地域的狭隘眼光，整合调动各方
面资源和力量，广泛开展各领域交流活动，共同做
好华侨华人工作。所谓“大格局”，就是侨务工作要
面向全球、放眼长远，推动形成既有利于侨胞长期
生存发展，又服务国家内外发展需要的多维立体全
方位工作格局。要加强整体性、基础性、长效性建
设投入，打造多层次、宽领域与侨联谊交流服务合
作平台，同海外侨胞侨团侨校侨媒等建立密切联
系，推动加大为侨服务投入和体系建设，推动侨务
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辜负侨胞的期待，不
辱团结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的历史使命。

谈机遇
2014 年

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开
局之年，侨务工作与其他各项事业一

样，要以改革创新精神谋求新发展。
为鼓励引导海外侨胞自愿参与中国新一轮改革

开放、实现自身事业发展，我们将围绕国家改革发
展重点需要，深入实施 《海外人才为国服务计划》，
搭建海外专业人士为国服务的便利通道。创新综合
利用侨智侨资形式，加强政策指导、计划协调和项
目对接。发挥海外侨胞侨商的纽带和桥梁作用，探
索以多种途径为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作贡献。

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
构想，重新激活一条沿陆、一条向海的古老贸易通
道，以推进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这对
中国以及沿途国家的经济建设、安全稳定、地区繁
荣都有重大现实意义。这两个方向特别是“海上丝
绸之路”方向，聚居着三四千万华侨华人，与中国
东盟自贸区交汇，更是许多华商产业布局和经济利
益所在。“海上丝绸之路”将通过海上互联互通、港
口城市合作机制、海洋经济合作等途径，把中国和
东南亚国家临海港口城市串联起来，形成经济互补
性强的利益共同体，这将为广大华商提供难得的发
展新机遇。

当年许多华人正是沿着丝绸之路生根发芽，成
为最早走向世界的华人移民。如今他们已落地生
根、枝繁叶茂，盛开在两条丝绸之路的每个节点
上。希望海外华侨华人积极参与“新世纪丝绸之
路”建设，不要错过搭乘中国发展和区域合作新快
车的契机，实现自身事业更大的发展。

谈外交
公共外交是

政府外交的重要补充。侨务公共
外交的核心是以侨为桥、沟通中国与世界，依托
的是海外几千万侨胞，他们具备融通中外的语言
和文化优势，是开展公共外交、促进中外友好的
天然使者和宝贵资源。我们在海外联谊、华文教
育、侨务外宣等方面要积极探索，配合高访组织
侨界活动，加强与国际移民组织等国际组织、外
国政要、海外精英侨团和高端人士联系，深入开
展中外人文交流，推动扩大海外华文教育对象，
发挥海外侨胞和华文媒体作用，向各国主流社会
介绍真实的中国，营造对华友好的国际舆论氛围。

谈侨社
受金融危

机和各国内政等影响，华商
经济受到冲击，个别侨胞有不良行为，导

致经济纠纷和利益摩擦增多，有关华社负面新闻时
有出现，不仅给华商企业造成损失，也对华侨华人
生存发展环境产生影响。

国务院侨办确定今年为“和谐侨社建设年”，主
要是以推动侨团发展为抓手，以服务基层侨胞为重
点，着力实施“惠侨工程”。重点抓好几方面工作：
一是充分发挥“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的平
台作用，推动侨团组织建设。二是启动“海外惠侨
工程工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推出助力海外侨胞生存推出助力海外侨胞生存
发展的务实举措发展的务实举措。。三是实施海外人员培训三是实施海外人员培训 （（研习研习））
计划计划。。四是继续面向海外侨胞深入开展文化交流四是继续面向海外侨胞深入开展文化交流、、
华文教育华文教育、、经济科技等相关活动经济科技等相关活动。。

国 家 侨
务部门始终将促进侨胞事

业发展、维护侨胞合法权益、保障和改
善侨界民生作为工作重点，积极回应侨胞合理合法
诉求，推动制定涉侨政策法规，协调敦促有关部门维
护侨胞权益，加大侨商投资权益保护力度，破解了华
侨农场历史遗留难题，逐步解决海外侨胞在华居留、
身份证件使用、子女就学、就业参保等问题，为外籍华
人来华探亲等提供更多便利。推广地方侨办与司法部
门成立法律维权服务中心，依托律师事务所开展法律
咨询、法律援助、诉讼代理等为侨服务。

去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是两
部重要的涉侨法律和行政法规，为华侨华人入出境提
供了更多便利。对作为海外中国公民的华侨，一是规
定华侨可以凭护照证明其身份，在国内办理各种事
务；二是华侨回国定居手续从公安部门转由侨务部门
办理。对外籍华人，一是增设了探亲类、人才类和私人
事务类签证，以便签发有效期、停留期较长的签证；二
是增设了团聚类居留证件，因家庭团聚需要在中国停
留超过 180天的可申请办理居留；三是因紧急事由需
要入境的可申请办理口岸签证等。

中国的“绿卡”制度已经实行近 10年，在注重
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投资者的同时，也为外籍华
人办理“绿卡”提供了一些便利。针对近年来侨界
普遍反映的“绿卡”门槛较高问题，有关部门正在
研究修改完善“绿卡”颁发和管理办法，我们也在
积极争取放宽外籍华人申请“绿卡”的条件，为海
外华侨华人回国提供更多实实在在的便利。

谈服务

谈华教
华 文

教育与海外华侨华人
社会相生相伴，是保持华侨华

人民族特性的根本保证，是维系华侨华人
与祖 （籍） 国情感联系的重要纽带，被侨胞们形象
地誉为“留根工程”、比作“希望工程”。国务院侨
办高度重视华文教育工作。现在大概有2万多所海
外华文学校或者叫中文学校，这些学校是侨胞自己
掏钱办起来的。目前这2万多所华文学校当中有几
十万教师，有几百万个在校学生，主要是我们的华
裔子弟在学中文，在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我认
为，这是中华语言文化在海外传播最正规、基础最
雄厚，而且效果最好的一种教育形式。

在看到华文教育事业不断发展进步和“汉语
热”大背景下，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华文教育发
展面临的困难、问题：一是华文教育的基础仍较薄
弱。主要表现在：华文学校的办学经费比较紧张；
缺乏适合当地国情、教情的“本土化”华文教材；
合格华文教师还比较匮乏。二是新情况、新变化带
来的新挑战、新问题。比如：华侨华人对华文教育
的期望越来越高；非华裔学生在华校中所占比重呈
上升趋势。学生结构的多元化对华校教学也带来了
新的挑战。三是华文教育发展的内生动力还不够

“强劲”。四是华文教育的社会知名度和参与度还不
高，“圈内热，圈外冷”的现象还较普遍。

今后，我们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来谋划和推进
新时期的华文教育工作。我们已经进行了专门研
究，作出了规划和部署，提出了一些新思路、新举
措。比如说：一要继续开展宣传引导工作，不断优
化华文教育发展的内外环境。二要推进标准化、专业
化、正规化建设，支持华校转型升级发展。在推进“三
化”建设的同时，还要不断夯实华校帮扶工程，以

“帮、扶、带”为切入点，发挥示范学校建设的龙头作
用，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动华校转型升级发
展。三要运用现代网络技术，多形式、多渠道开展华
文教育工作。四要继续加强华文教材建设和华文教
师培养这两项基础性工作。五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华文教育，探索华文教育工作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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