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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准备

不论是以孝敬之心邀请父母来美养老的
子女，还是准备接受邀请赴美养老的“银发
族”，在事前都要做好充分准备，知己
知彼，方能做到未雨绸缪。

子女要了解和尊重父母的意愿，帮
助父母权衡利弊、消除顾虑，同时要了
解所在州、市有哪些相关的移民政策、
医疗保险以及其他养老福利等。

老人在出国前，要从经济状况、身
体状况、幸福指数、生活习惯、性格、
与子女 （儿媳或女婿） 之间的和睦程度
等方面做一个评估，看是否有把握适应
长途飞行和与子女在一起的新生活，做
好“既来之则安之”的心理准备。

申请绿卡

父母到美国养老的第一步，就是尽
快为他们申请美国绿卡。这里需要注意
的是，根据美国移民法，21岁以上的美
国公民可以为自己的父母申请绿卡，而
持有绿卡的永久居民则不能够为自己的父母
申请绿卡。如果夫妇之中有一方是美国公
民，那么他 （她） 可以为自己的父母申请绿
卡，而不能为配偶的父母申请绿卡。

如果子女是美国公民，帮助父母申请绿
卡通常并不困难，审批时间一般也不长。按
照美国法律，美国公民的父母属于直系亲
属，符合获得绿卡成为美国永久居民的基本
要求，不受移民签证名额限制，随时办理。
换句话说，21 周岁以上的美国公民有权帮
助父母申请获得在美国永久居留的合法资
格，是最优先的，不需要等排期 （其他类别
的亲属移民，包括“第一优先”每年都有名
额限制，需要等很长的排期）。

需要提醒的是，美国公民子女如果是为
父母二人同时申请绿卡的话，根据移民局要
求，需分别提出两份申请，还要准备父母在
国内公证过的出生证明、与子女关系证明及
其英文翻译件等。

申办绿卡时，子女上美国移民局网站，
按照要求填表提出申请就可以了。当然，如
果子女很忙的话，花点律师费找当地移民律
师帮助申办绿卡也行。只要绿卡申请程序正
确、材料完备，符合条件的父母通常只需几
个月就能获得绿卡批准并很快收到绿卡。去

年，我岳母到我们家后不久，我太太没有找律
师，是自己上移民局网站按照要求申报的，不到
半年，我岳母就拿到了美国绿卡。有了绿卡就可
以合理合法地在美国常住养老，需要回国看看什
么的也随时可以买张机票动身。

申请“白卡”

在美国看病就医，一般没有医疗保险是承受
不起的。因此，老人到美国定居后，若符合条件
的话，让子女帮助申请“白卡”很有必要。所谓

“白卡”，其实是美国政府给符合条件的低收入或
者无收入的公民和永久居民等提供的免费医疗保
险卡，正式名称是 Medicaid 卡。在华人较多的
加州，其“白卡”的正式名称是 Medi-Cal。享
受“白卡”福利的，既有美国本土低收入或者无
收入的美国人，也有包括华人在内的各国移民。
据统计，仅美国加州就有大约200万“白卡”持
有者，享受免费医疗。

从来没有在美国工作过且没有资产的“银发
族”，一样有资格申请“白卡”，其先决条件是，
申请人必须持有美国绿卡，是美国“永久居
民”。以前，美国加州和其他州一样，申请“白
卡”者需 65 岁以上才符合条件，如今加州降低
了年龄门槛，主要看申请人的收入和经济状况。

申请“白卡”的程序很简单，只要按照各州
政府网站的相关要求，如实申报就可以了。从提
出申请到获得批准、收到“白卡”通常只需要二
三个月时间。

美国宾州是由当地保险公司 Keystone First

将“白卡”邮寄给被批准人。“白卡”上面
除了有持卡人姓名、出生日期、性别和编号
信息外，还有与持卡人一起选定的附近家庭医
生姓名和电话，预约门诊很方便。去“白卡”上指
定的医生那里看病通常是免费的，看急诊和住院也

是基本免费，需要自费的只是一小部分，彻底为
“老漂一族”在美国看病解除了后顾之忧。

养老方式

据报道，在美国一些州，符合条件的65岁以上老人还有
权申请政府福利性质的养老公寓。这
种专门为低收入和无收入老人准备的
养老公寓，住房、环境都不错，还有
政府食品补贴。但令人担心的是“老
漂一族”的“中国胃”，喝不惯刚从冰
箱里拿出来的凉奶和凉果汁，吃不惯
带奶酪的汉堡和比萨饼等。而且，大
多数“老漂一族”无法用英文与其他
居住在养老公寓的房客交流，时间久
了恐怕会产生孤独感，影响健康。

笔者觉得华人“老漂一族”，最好
还是和自己的子女住在一起比较稳
妥。因为养老的关键在于心情好、不

孤独、少生气。华人“老漂一族”与子女
共同生活，可以一起说说话、一起看看中
文电视剧、一起出去散散心、一起享用家
乡饭什么的，生活会更有情趣。

规划生活

“老漂一族”出国后失去了以前的朋
友圈和熟悉的环境，一闲下来难免会生出
寂寞和乡愁，从而带坏自己的心情。所
以，要尽量规划好自己的日常生活，如每
天花点时间散散步、打打太极拳等，让自
己的身心都得到锻炼。再如，买个电脑、
iPad或智能手机，上网看中文新闻，看在
国内时喜欢的电视节目，听音乐等。还可
以通过微信和 Skype 与国内的亲朋好友聊
天和发照片，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

在美国，很多华人家庭都可以看到中
文电视节目，在较大城市可以订阅中文报
纸。比如，我家就一直订阅 《人民日报海
外版》，经年不断。我岳母来我家之后，
经常捧着海外版看新闻以及“健康”、“旅
游”、“读者桥”等版面，看得很认真，读
报已经成了她的一种习惯和不错的精神寄
托。

谷世强
（寄自美国）

●海外纪闻

团聚 朱 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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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事服务

从 7 月 25 日起，持电子普通护照入
境的中国公民无需盖章排队，只要指纹
一按、镜头一扫，便可自助查验通关，
全程大约仅需要10秒钟。

其实，自助通关自2012年1月1日起
已在各口岸使用。此次扩大适用人群，
进一步提升了“国民待遇”，更多的中国
公民将可选择这个快捷通道。

自助通关步骤及技巧

第一步：护照信息读取。电子普通
护照，将有国徽的一面朝上，平放到阅
读设备的玻璃上约 4 秒钟，直至显示器

“请勿移动证件”字样消失、“请把护照
取回”字样出现后，旅客即可取回证
件。此时，护照信息读取步骤完成，第

一道闸门会自动打开。
第二步：生物信息比对。摘掉帽

子、眼镜、口罩等面部遮挡物，面朝显
示器上方的摄像头停顿约 3 秒钟。同
时，将办理电子普通护照时采集指纹的
手指放入显示器下方的“指纹采集区
域”约 3 秒钟，即可完成生物信息比
对，第二道闸门会自动打开，全部通关

步骤完成。

五类人群可自助通关

（1） 持已采集指纹信息的电子普通护
照入境的中国公民；（2）持已采集指纹信
息的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和有效赴香港或
澳门签注的内地居民；（3）持台湾居民来

往大陆通行证及1年以上（含）多次来往
大陆签注或居留签注的台湾居民；（4）持
外国护照和中国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

（5）在定期国际航班上服务的中国籍机组
人员和可免签入境及已办妥 1 年以上

（含） 乘务 （C）、任职 （Z） 签证或居留
证件的外国籍机组人员。

特别提醒▶▶▶
如果旅客手指受伤影响指纹验取，

或相貌外形变化较大，不能使用自助通
关，还是要走人工窗口。但化妆、戴美
瞳等一般不影响设备识别通关。

目前自助通关在护照上不能加盖验
讫章，如有需要盖章的旅客还需要到人
工窗口验证通关。

中国公民持电子护照

自助通关只需10秒
本报记者 汪灵犀

中国公民持电子护照

自助通关只需10秒
本报记者 汪灵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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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门打不开怎么办？
一些旅客看完镜头、刷完指纹

后，第二道闸门却没有开启，这一
般有两种原因。

一是照片比对未通过。看镜头
时脸部千万别被眼镜、帽子等物品
遮挡，有些抱着孩子的旅客自助通
关失败，也是因为侧脸被孩子遮住
了。如果脸部没有任何遮挡物，却
仍不能完成照片比对，就要请现场
民警来帮助进行人工比对。

二是航班信息有误。遇到这种
情况的比较多，这时需手动输入正
确的航班号码。如果记不清航班号，
可以拿出登机牌，请民警来帮助您。

采集不到面相信息怎么办？
自助通关时，很多旅客由于站

的位置不合适，摄像头都拍不到，
从而耽误了过关时间。

其实，进入生物特征比对区
后，通道的地上有一个脚印标志，
这里就是采集面相信息的最佳位

置。旅客只需踩在脚印上，面相信
息就能被准确采集到。

没有采集指纹怎么办？
目前，中国公民所持电子普通

护照中，有些没有采集指纹、外貌
等信息。这类旅客中有需要使用自
助通关服务的，可以到自助备案信
息采集点办理信息采集。如在北京
首都机场T2、T3的入境大厅，北京
铁路边检站通关大厅都可以办理
信息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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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华人圈
里 有 了“ 老

漂一族”这个新
概念，一般指的是

从国内到国外投奔子
女养老的“银发族”。何为

“漂”呢？我理解就是乘飞机
漂到异国他乡的意思。
就美国而言，改革开放以后从

中国到美国求学、移民并定居下来的
一大批“50后”、“60后”，在海外有了稳

定的生活，但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是——父
母已经老了，或是退休在家缺少天伦之乐，或

是体弱多病需要子女照顾，抑或是父母之中先走
了一个，留下单亲一人形单影只。可是，远在海外的

子女正是中壮年，须终日奔波于职场和照顾子女，让他

们
经 常
回国照顾
父母也很不
现实。

于是，近年来越
来越多的老人远渡重
洋到美国投奔子女，异国
养老，笔者的岳母就是在我岳
父过世后，去年来到我家（美国宾
州）养老的，也成了“老漂一族”。

然而出国养老毕竟是件非同小可
的事，有的老人对是否要出国养老犹豫不
决，也有的老人疑虑多多：生了病会有医疗保
障吗？一旦住院手术会不会让子女倾家荡产？老年
人在美国能申请永久居住权吗？能适应海外生活吗？

笔者在此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谈谈这些现实问
题，以供有需求的老年人参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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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利比亚武装冲突不断升级，安全形势
迅速恶化。为保障在利中国公民安全，外交部和
中国驻利比亚使馆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及时发布
安全提示，公布驻利使馆 24小时领事保护协助电
话 ：+ 218-913665110，商 务 处 联 系 电 话 ：+
218-923298605，提醒在利中国公民立即撤离，并
积极提供撤离方案。在中国驻利比亚使馆的协助
下，数百名在利中国公民已安全撤离。

每当海外有突发事件出现，外交部领事保护中
心（以下简称领保中心）都会处于紧张工作状态，度
过一个个不眠之夜。我作为其中的一员，对中国领
保工作有着深切的体会。

“急”字当头

为了维护海外同胞的权益和尊严，领保中心
的同事们很多时候都在和时间赛跑。越南反华示
威游行导致的打砸抢烧事件发生后，我的同事们
临危受命，参加中国政府联合工作组紧急赶赴越
南开展工作。

当时，有 16名中资企业人员身受重伤，如果不
尽快将他们接回国内救治，很可能会危及生命。领
事司领导果断决策，紧急派医疗包机飞往越南协助
接返伤员。我的同事们一边密集电话沟通协调，一
边忙着统计、填报伤员信息。因为大家知道，早一分
钟把重伤同胞接回来，他们就能离死神更远一步，
生命安全也就更多了一份保障。

在东南亚某些国家，接连发生中国公民被绑架
案件，而且大多是被恐怖组织绑架。我们总是想尽
一切办法，协调各方资源和力量，争取为解救人质
赢得更多时间。

不惧风险

2010年，海地大地震造成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
重大人员伤亡。当时派出的工作组中，有一位领保
中心的同事，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冒着山路塌方
的危险，深入灾区寻找到 60多名零散中国公民，连
同中兴公司驻地 11名受困员工一并安全接到海地
机场，送往邻国。

2011年，中水电公司 29名员工在苏丹被绑架。
当时派往前线的救援工作组中，也有一名来自领保
中心的年轻同事，他乘坐国际红十字会的飞机，降
落在没有跑道的土路上，亲自将同胞一个个从险境
中安全救出。

肩负责任

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曾有一个来自河南偏远
地区的农民工，因一起刑事案件，作为证人被当地
警方传讯录口供、做笔录。警局将他收押在监，一关
就是两年多。当地有关部门从未向中国驻特多使馆
进行领事通报，直到他的妻子向外交部领保中心求
助，我们才知道她的丈夫蒙冤入狱。

责任重于泰山，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在外交部
多部门和驻特多使馆的全力协助下，她的丈夫最终
被无罪释放，与她团聚。这位朴实的农村妇女在给
外交部的信中说：“是外交部和驻特多使馆托起了
我的明天，是你们挽救了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无论是从战乱国家协助同胞撤离，从绑匪手中
解救人质，还是处理海外寻亲、交通意外等日常领
保案件，中国领事保护工作人员都在各自岗位上辛
勤付出、默默奉献。我对自己能够加入这支队伍感
到非常荣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