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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7 月 24 日，
“墨韵书香”——李小可
书画艺术展暨中美艺术家
交流活动在美国旧金山南
海艺术中心硅谷分部举
行。著名画家李可染之子
李小可与当地华侨华人及
艺术家分享了他在中国水
墨画创作中坚持传统和开
放吸纳的心得。

自从中国大妈将广场舞舞到了日落公园、卢
浮宫广场和红场等欧美城市的地标，扰民、噪
音、不讲理等舆论的批评声不绝于耳。但是，海
外跳广场舞并非都不招待见，关键要看海外“中
国广场舞”能否入乡随俗，规避文化差异。

说起入乡随俗，就是华人要在熟悉当地的法
规和习俗的情况下，有选择性和针对性地跳“广
场舞”。像纽约，对噪音污染素以严苛著称。例
如，在距离公寓一米处进行测量，所有超过 45分
贝的声源都被列为“禁止使用”。此外，在日落公
园这样的大型公园举办艺术活动，都要经过报
批。像华人广场舞，在他们看来也应该履行报批
手续。

广场舞其实并非不能在海外落地生根。在多
伦多，有这样一群广场舞大妈，她们“入乡随
俗”，既娱乐了身心，又得到了尊重。她们一部分
是专属于某个政府注册的非盈利组织，一部分是
群众自发组织的。政府注册的老年人社团有组织
有纪律，有专门的活动场所，而群众自发组织的
大妈们也是在当地法律的允许下开展活动，每人
佩戴一个随身听和耳机，大家使用相同的音乐
带，在跳舞时一起按下音乐键，既有音乐伴舞，
也不产生大分贝音乐，解决了扰民问题。

热爱跳舞的雷女士在肯定广场舞的同时，也
积极地向舞蹈爱好者、艺术爱好者建言献策，称
可以变通思路，向当地政府、侨团或慈善机构申
请资助，寻找可以组织活动的室内场所。

一名华人社区联络官则从法律的角度给出建
议。他表示，美国对涉及公众利益的行为与举动
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所以华人应该了解美国法
律，融入美国社会。

而对社会来说，应该以平常心看待“广场舞
大妈”，接纳、包容并规范广场舞，不要将她们看
作另类群体，而应视为中国社区文化中的一个元
素。

总之，有选择性和针对性地跳“广场舞”，既愉
悦了自己，又规避了指责，还让这种“入乡随俗”的

“广场舞”充满新鲜感，以乐观向上互助友爱的状
态，展现了华人良好的形象。

美华人合唱团来京演绎清唱剧

本报电 7 月 31 日，美国游子吟
合唱团和中央歌剧院在国家图书馆艺
术中心联袂为首都观众奉上了大型原
创清唱剧《禹王治水》音乐会。中国
国务院侨办副主任任启亮等在现场观
看了演出。两个小时的演出中，游子
吟合唱团演绎了清唱剧《大风歌》选
段以及清唱剧《禹王治水》全场。游
子吟合唱团组建于 2000 年，主要由
在旧金山、硅谷地区从事高科技工作
的华人组成。

多数华人在海外从事的是批发
零售业等资本和技术含量很低、竞
争力弱、经济效益差的行业，随着
时代的发展，这些行业越来越难以
适应复杂的世界经济环境。华人批
发零售业有转型之需，但也需经历
变革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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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华裔护士获总统护士奖

本报电 据新加坡 《联合早报》 报道，今年的新
加坡总统护士奖首次出现4名得奖护士 （如左图），比
往年多出一位，其中包括陈笃生医院的护理行政管理
部主任杨庆光。他是过去15年来第三位获颁这项殊荣
的男护士。总统护士奖是新加坡护理界的最高荣誉奖
项，自2000年颁发至今，已有45人获奖。这4名护士
7月 30日在总统府从陈庆炎总统手中接过奖座。除了
奖座和证书，他们还各获一笔奖学金，供他们出国出
席国际医药会议和培训。

月嫂变“金嫂”

难找也难缠
陈 曦

“大妈”在他乡

跳舞要“随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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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之痛

几年前采访一位在南美生活多年的华商，他回忆起上
世纪90年代去阿根廷经商的经历：“当时就是带着钱，语
言也不通，但得吃饭啊，干什么呢，就只能是开超市。因
为你不用说话，在货架上贴上价签就可以了。” 这 20 多
年过去了，华人超市已经深入阿根廷人的日常生活，在全
国各地有超过1万家，年销售额60亿美元，在阿根廷零售
市场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然而，以量取胜的华人超市的辉煌时代似乎已经过
去。在经过 20 年持续不间断的成长之后，时至今日，华
人超市的扩张终于出现停滞不前的迹象。

一家华人超市公会组织的负责人指出：“目前，华人
超市还没有到大规模关店的程度，但新店的开张速度明显
放缓。几年前每个月都有 20至 30间华人超市新开张的黄
金时代已成过去。如今更常见的是旧店面整修，还有部分
的超市转型改卖外带食物。此外，部分华人商家转移阵
地，迁往其他省份去。”

百元店是西班牙华商经济的主要商业模
式，特别是前几年，西班牙店铺因为经济危
机纷纷关门或转让，大批华人抄底租赁经
营，百元店在西班牙不仅落地生根，还遍地
开花，规模也越开越大。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百元店受冲击很
大，华商陷入了群体性迷茫。很多华商看到
生意每况愈下，遂想办法扩大经营规模，陷入
比赛式开店的竞争中。拥有大店的商家生意表
面看是暂时好起来了，但如此比赛开大店的后
果也仅仅是大鱼吃小鱼，永远没有最终胜利
者。

今年3月，仓储式百元店即将进驻阿尔卡
拉的新闻发布之后，引发很多在马德里做百

货生意的华人的关注，他们还组织人员与政府协
商，可见此举对华人百元店冲击之大。

迫在眉睫

华人批发零售业衰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经济大环境恶化。阿根廷近几个月的

经济不景气，重创了以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为主
要客户群的华人超市的生意。西班牙 2014年的失
业率将超过 28%，本土消费者消费意愿日益低
下，对华商生意极为不利。

其次是华商低层次的发展模式受到了冲击。
阿根廷的华人超市虽然以量取胜，但近些年受到
连锁超市的冲击。家乐福所开的“Carrefour Ex-
press”，这个连锁超市品牌从 3年前悄悄地在市场
上崛起，如今已经有超过150间连锁店，仅在今年
就增加了 80间分店。而西班牙百元店也受到上面
所提到的仓储式百元店的冲击。

再有一个原因就是恶性竞争、同质化经营直
接束缚了华人批发零售业的发展壮大。更有甚
者，这些问题还会破坏华商与当地政府及公众的
和谐共处。这个问题在俄罗斯非常明显，俄罗斯
对华商的打击就源于恶性竞争带来的“灰色清
关”。

转型之痛

对于华商而言，如果不开辟新的营销渠道，
不适时实现经营模式的转型，生存空间会越来越
小。如果政府保护本土经济，华商面临的压力会
越来越大。很多华商也意识到转型迫在眉睫，但
若实现成功转型并非易事。

对于做批发的华商来说，面对生意困境大多
也显得束手无策，所能想出的应对招数也仅仅是
局限在分流固定成本上，或者把店铺迁徙，或者
把自己仓库改装出租，做二房东，但这些是治标
不治本，毕竟经营核心没变。

另外有些有实力的华商想转型，但却苦于在
发展的过程中，人才短缺成为发展的绊脚石。这
也是一些华人批发零售业者固守传统行业而不放
的原因。很多为人父母的华商已经认识到知识的
力量，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观念有了很大的进
步，但问题是远水又解不了近渴。

有分析者支招，既然华人批发零售业者不愿
更改行业，那么品牌化发展
阶段必不可少。目前，华商
们已经开始注重产品质量、营
销策略、品牌效应，真正实现
人员、货物、经营“三合法”，以
及经营方式从“大市场”迈向

“大商场”。也有一些华商开始
注重从留学生中寻觅人才，为
转型升级做准备。

当然，转型并非一日之
功，而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
过程，犹如凤凰涅槃一般，
只有浴火重生的华人，才能
昂首跨入“后危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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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妈！快过来啦！宝宝怎么又哭了。”
“好的好的，马上就来！”

听到这段对话，你可能以为错走到了民
国剧的拍摄片场。没想到，这却是发生在一
个美国华裔家庭里的场景。

张女士是一位在美国工作了 5 年的月
嫂，近几年工作也越来越吃香。想预约她？
记得提早半年哦！

水涨船高 需求井喷

据美国 《侨报》 报道，随着赴美生子人
数的逐年增多，华人社区内对于月嫂这种

“一对一服务”的岗位需求也随之增加。据
了解，一些计划从国内赴美待产的孕妇，从
怀孕初期就开始寻觅月嫂，大部分人是通过
熟人介绍的途径。纽约社区人力资源协会会
长耿行表示，月嫂的需求逐年看涨，如今她
们的平均工资已达到3000美元左右。

加拿大的月嫂更火。由于华人社区里对
月嫂的需求愈来愈大，有社福机构看准市场
需求，开办了许多短期陪月课程。完成课程
的人士绝不愁没有工作。

“做月嫂比在餐厅打工好多了，以前靠
端盘子收入很低。”因为瞅准月嫂的火爆而

“改行”的罗阿姨如此说，她现在是一名洛
杉矶的全职月嫂。“做月嫂之后包吃包住，
每个月至少1500美元，好一点的金牌月嫂能
拿3000美元。”罗阿姨的语气很愉快。

随着海外华人的增多，月嫂这种颇具中
国特色的职业也“走出了国门”，带动了一
批产业，据相关统计，美国有大大小小月子

中心约500家，养活了至少1万人。

千金易得 月嫂难求

华人社区网上招聘月嫂的告示不绝，预
约月嫂更要提早半年进行。由于月嫂太过抢

手，有的家庭不得不和其他家庭“合聘”一
位月嫂，以解燃眉之急。

月嫂的受欢迎之处，在于她们懂得以中
国的传统知识和经验照顾妈妈和宝宝，例如
以中药调理妈妈身体。不仅如此，她们也对
产后习俗、需要戒口的食物和避免进行的活
动等知识相当熟悉。所以，不仅仅是赴美产

子的家庭需要聘用她们，一些来自中国的移
民父母因为夫妻双方都缺乏产后保养和育儿
的经验，也愿意请月嫂到家里来帮把手。比
如来自香港、逾10年经验的月嫂及课程导师
Woon-tim Lee，已照顾过超过 80 名妈妈和
宝宝。她说，工作时要兼顾很多事情，如帮

宝宝洗澡和换尿片、协助妈妈喂奶和准备中
药。月嫂已经成为了各个家庭里不可缺少的

“产后知识智库”。
然而，真正富有经验、尽职尽责的月嫂

却是“可遇不可求”。据调查，在洛杉矶从
事月嫂工作的人并不多，大多数都在月子中
心工作。如果是选择民宿的产妇们，恐怕会

请到少数中心辞退或者缺乏实际经验的月
嫂。因为好月嫂难求，甚至近年也有不少华
人通过亲友或其他管道“跨海请月嫂”。

灰色产业 亟待规范

可别以为月嫂真是“嫂”，这个行业，
其实“水很深”。初为人父母的年轻华人，
更需提防极个别月嫂利用该行业的灰色地带
以及劳工权益保护法律条款敲竹杠。据美国

《世界日报》 报道，从中国大陆来美产子的
张女士在网上发帖，称遭遇月嫂欺诈收取押
金数百元迟迟不退还。张女士表示，因受月
嫂欺诈，让她坐月子很辛苦。

除了欺骗雇主定金，有的月嫂由于看到
市场紧俏，惯用孩子出生之后“坐地起价”
的伎俩，例如家住尔湾的沈太太说，儿媳妇
生产之前就通过朋友介绍订好了一位华人月
嫂，双方谈好价钱 26 天 3200 元，小费 500
元，由于是熟人牵线，达成口头协议就放心
了，没有签署任何书面文件。然而距离儿媳
妇预产期还有两天时，沈太太去接月嫂，月
嫂刚张口就开出新价格，26天3500元，小费
需按 20%支付，一下子涨了 500 元，而工作
量保持不变。因为匆忙之下找不到别的月嫂
代替，沈太太也只好忍气吞声。还有极个别
的月嫂，利用外国对劳工权益的法律保护肆
意兴讼，对雇主狮子大开口，对待宝宝态度恶
劣不说，还常常把美国劳动法挂在嘴边。

看来，在雇用月嫂时还是要书面写明工
作时间起始点、薪资等，白纸黑字，才能够
确实维护好自己的权益。

肯尼亚侨领回乡投资生态项目

本报电 据安徽外侨办网站消
息，7 月 28 日至 30 日，肯尼亚华人
华侨联合会暨肯尼亚中国和平统一促
进会副会长兼蒙巴萨分会理事长、肯
尼亚徽商企业非洲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错一行，分别赴安徽合肥、蚌埠、芜
湖等地进行投资考察。

考察期间，王错一行首先走访了
省侨办和省海外交流协会，并与涉侨
处室负责人进行了座谈。他向与会人
员介绍了肯尼亚蒙巴萨分会成立以
来的发展情况，以及徽商企业在非
洲的持续发展状况。他表示，作为
安徽人和省海协理事将积极宣传安
徽、推介家乡，努力为安徽企业走
向非洲牵线搭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