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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国怀抱里享受温暖，在经济大潮中沐浴阳
光，是每一个归侨的梦。无论是对于早年回归故土
的老一辈归侨，还是对于希望落叶归根的新归侨老
人，“老有所依”都是他们最热切的期待，对此，
政府部门也给出了积极回应。

危房改造实现住房梦

近日，广东省侨办副主任林琳率调研组到深圳
调研华侨农场危房改造工作。一段时间内，这都会
成为侨办的中心任务。让归侨老人早日住进舒适的
住房，是他们一直都在牵挂的大事。

长期居住危房，一直困扰着老归侨。令人欣喜
的是，各地侨乡政府正不遗余力将归侨的“住房
梦”变成现实。

广西南宁—东盟经济开发区在安置归侨方面做
得最为突出，它由早先的国营武鸣华侨农场脱胎而
成，是全国最大的华侨农场。陈玉妹在 1962 年跟
随父母回国定居到这里。“回来之后住的是瓦房，
条件差，一家好几口人挤在瓦房里，一住就是几十
年。”说起以前，陈玉妹感慨不已。

而现在陈玉妹的住房从小平房变成了104平方
米的现代化住宅。摇身一变，她成了“城里人”。
白天她从儿子的哈密瓜地里帮忙回来，晚上还要教
小区的邻居跳印尼舞，日子别提多乐了。

据经开区管委会的周全荣介绍，为了改善归侨
的居住环境，2012 年这里开始实施棚户区改造项

目，按 1∶1 的比例给农场职工在华侨城设置安置
房。2013年10月首批就有400户棚户区居民入住华
侨城。除了有免除 10 年物业费的优惠，在职农场
职工还可以分到小区商铺的收益金。

新侨归巢政府助养老

除了在祖国生活了几十年的归侨，越来越多的
新侨老人也希望回国安度晚年，再品家乡美味，再
听亲切乡音。

但是困扰他们的问题也不少，第一个障碍就是
身份确认。很多老人因为户口注销难恢复而惆怅。

如今，华侨回国定居政策已经日渐完善。福建
省就在今年年初出台了“回闵落户”的新政策。晋
江英林镇的洪先生在派出所办完户籍后老泪纵横。

洪先生一家四口早年在菲律宾工作，一直想回
国定居，却苦于户口难办。听说出台了新政策，他
怀着忐忑的心情带着护照等证件来到了派出所办理
落户手续。不久后，洪先生一家便成功回乡落户。

此外，有些海外华侨曾在中国工作过很多年，
他们希望老了以后回到中国养老，而社会保障就成
为他们关注的重点。

专家指出，对于归国养老的华侨，政府要提供
必要的基本公共服务，同时也要依靠民间力量参与
养老，让制度有保障，让设施更完善。

广东东莞通过给归侨老人发放社保卡和“身份
确认证”，来确认归侨身份。之后，不少困难归侨

不仅享受到生活补助，还被纳入到社会基本医疗保
险参保范围内。其他省市也有对老年归侨的相应政
策，例如对于低收入归侨老人，政府都会发放养老
费和服务补贴。

深层服务助力幸福路

很多归侨老人的亲人都不在身边，生活难免孤
单。他们的心理需求更要引起关注。

南宁—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时常向归侨
老人征集“微心愿”，制作成服务菜单。老人渴望
丰富娱乐生活时，党工委就开展各种游园活动，让
老人多多参与。这仅仅是全国范围内“暖侨敬老行
动”的一个小剪影。

而除了为归侨提供舒适环境，政府更加突出
“侨”的特色，让归侨老人感到温馨。

广东蕉华有一个自然古朴的小村，一栋栋二层
小楼被青山环抱，清新的原木色系，简约的铁艺围
栏，大气的露天外廊，棕色或咖啡色的装饰渲染着
浓浓的异域风情，处处充满东南亚特色。

“我退休两年了，每月都有退休金，在政府的
帮助下又住上了这么漂亮的房子，感觉现在的日子
比我远在印尼的胞弟要好得多。”62岁的归侨潘正
雄感慨道。

让归侨老人体会到祖国的关怀，让他们走上幸
福道路，是侨务工作的目标。相信每一位归侨老人
都能再温乡情、安享晚年。

唐人街，商铺林立，中华老楼
矗立，它见证着海外华人的光荣与
梦想。

然而近些年，尽管移民国外的
华人越来越多，但不少地方唐人街
的规模却在缩小，人气日渐低迷。
老侨渐离人世，新侨不愿进来，这
让许多华人发出了唐人街“今不如
昔”的感叹。

唐人街到底怎么了？
《侨报》 报道称，美国唐人街

正 随 着 中 产 移 民 的 外 迁 而 “ 缩
水”，有的唐人街仅剩下非法移民

“留守”。在纽约、波士顿、华盛
顿、费城这些老牌城市，曾以地
标出现的唐人街许多已经萎缩成

几条街道，甚至更少。同样的情
况也发生在英国。近年来，由于
经济下滑以及租金过高等原因，
伦敦唐人街不少商家无奈歇业，
而很多低投入高收入的博彩公司
却乘虚而入。

唐人街该何去何从？
加拿大多伦多第 20 选区市议

员候选人朱凯莉日前公布其最新的
竞选计划，承诺要将中区唐人街建
设成多伦多市内的顶级旅游文化胜
地。

无独有偶，在西澳的一次大选
中，自由党政府也曾以复兴柏斯唐

人街为承诺争取选民的支持。
此外，举办各类文化节也

是复兴唐人街行动的一部分。
在澳大利亚悉尼，第四届“亚
洲近在眼前”美食节的举办之
地便选择在唐人街，从中式粤
菜到越南河粉，食客们可以在
小 禧 街 的 美 食 摊 位 中 尽 兴 挑
选。同样，洛杉矶唐人街通过
发起“唐人街点心节”活动，
既保留唐人街的特色，同时又
吸引了点心商家的回归。

同时，新型“唐人街”也在
新的移民潮流中异军突起。

新一轮的移民热浪，很多
海 外 华 人 纷 纷 移 居 到 周 边 城

市，并在那里形成了新的华人聚
集区。在这些地方，大型的亚洲
购物商场和超市成为他们聚集的
地点。

其实，“新型”唐人街并不仅
仅与华人有关，而是包含着所有的
亚洲文化。在唐人街的功能分区中
也摒弃了传统的以居住区为主的功
能，以其特有的方式来满足人们多
元的文化和商业需求。

有分析指出，华人走出唐人
街，这并不是唐人街的没落，而是
华人大胆地走出自己的小圈子，开
创新的生活。

这是一个给中国千千万万眼疾患者带来福音
的故事。现在，故事的主人公荣获第五届中国侨
界贡献奖中的“创新人才”奖。

80年代的海归女博士

33岁那年，黎晓新结束了5年的留德生活，回
到了当时只有6张病床、6名大夫、1名验光师和1
名门诊护士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

1981年，她被“动员”去德国 Essen大学眼科
医院攻读博士学位。“我当时是不情愿出去的，但
是组织告诉我要为了国家的利益出去学习。现在
看来，留学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

回忆起留学生活，黎晓新显得轻松愉快。“留
学期间我每天都在接触新的东西。而接触新事物
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她顿了顿，说道：“我在
德国接触到了许多最前沿的医疗技术，而当时国
内的玻璃体手术刚刚起步，大量的病人是因为没
有治疗手段而错失机会，如果我能把这些先进的
技术带回国内，一定能给他们带去希望。”

写论文就是我的放松方式

作为国内顶尖的眼科专家，黎晓新要同时兼

顾临床、科研、教学和行政。观察她的日程表，
你会惊讶一个人竟然可以像陀螺一样高速地运转。

“给病人服务耗去了我大部分时间。两天门
诊，两天手术，一天科研，一天教学，每天早晨
用一个小时处理行政和病人管理。”

如此高强度的工作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会苦
不堪言，但对于黎晓新，她却乐在其中。对于
她来说，静下来写论文的时候就是最放松的时
候。

“我从来都没有想要放弃，相反我非常热爱我
的工作。为病人解除痛苦带给我莫大的成就感。”

但她并非一帆风顺，在回国初期也曾遇到过
质疑的声音。

谈到回国之后遇到的困难，黎晓新显得很淡
然，“回来以后，我在医院科室的支持下做出了一
些成绩，但同时也有人对我报以偏见。不了解的
人可能会说我只是个“洋博士”，但质疑的声音只
会让我更谦和。”

不放弃任何一双眼睛

在和黎晓新接触的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一
点就是她对于病人的不抛弃不放弃。从回国到现
在，记录在案的手术一共1.8万多例，这其中还不
包括激光手术。在手术最密集的时候，黎晓新平
均一天要做十多台手术。

“当传统技术和治疗不能解决问题时，你需要
突破传统思维，另辟蹊径。这才是最难的。”

十几年前黎晓新曾经接治了一例糖尿病晚期
病人，眼底出血，瘢痕严重，而且经历过数次不
成功的手术。正当黎晓新觉得病人的眼睛可能没
救了的时候，她停下来，镇定了精神，思考各种
可能性，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把那双眼睛救了
回来。

“那种感觉就好像寻着一点光，从漆黑的山洞
里慢慢走出来一样。”

由马来西亚龙狮麒麟总会
主办的舞狮文化大汇演“百狮
盛会”于 18 日至 19 日在马来
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这项配
合马来西亚 2014 年旅游年的

“百狮盛会”活动节目包括传
统舞狮表演、舞狮高桩表演、
电音三太子演出及武术表演
等。

小图：一名游客在百狮盛
会现场与巨型舞狮合影。

张纹综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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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里无小事
——访德国归侨眼科专家黎晓新

尚雨晴 文/图

创业中国·侨界之星

黎
晓
新
近
影

马来西亚举行舞狮文化大汇演马来西亚举行舞狮文化大汇演

出新招出新招
华人重振唐人街华人重振唐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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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洛杉矶唐人街

图为广东海宴华侨农场图为广东海宴华侨农场。。 图片图片来源来源：：侨友乐侨友乐 每到寒暑假，中国各地都会迎来一批
特殊的孩子。虽然外表与中国孩子无异，
然而他们确是来自海外的华裔青少年。每
年假期里，他们都会来到中国寻“根”，体
验中国文化。

目前，许多海外的华裔青少年想要学
习中文、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华文化。很多
团组都会组织感悟中国文化的系列活动，
其主要内容有学习中国民族舞蹈和中华武
术、学习汉语和中华文化常识、与中国青
少年学生交流、参观历史文化名胜等。

然而也确有一些不规范的团组，逢旅
游景点必进。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到底是寻

“根”还是玩乐。
以某个团组为例，整个行程设置有 15

个景点，其中有8个是自然风光景区，而其
余7个才是民族风情以及中华古文化的体验
地。这样的安排，似乎完全是一场孩子的
观光。

华裔青少年之所以要寻“根”，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这些孩子们虽从小生长在国
外，但是他们有一颗愿意接触、了解或热
爱祖 （籍） 国的心，有着割舍不断的祖

（籍） 国情怀，这使得他们踏上找寻自己血
脉里那条“根”的旅途。

让更多的华裔青少年找寻到中华文化
的“根”，这需要各方的努力。

首先，寻“根”不应简单理解为带孩子在国内旅游。海外华裔
青少年之所以回到中国，就是想体验不一样的文化。我们理应让海
外华裔青少年体验更为充实的行程，多安排一些与当地人的互动交
流，多一些祖国历史文化的介绍。这，绝不仅仅是风景秀丽的“好
山好水”就可以概括的。

其次，孩子也不能把寻“根”单纯理解成回国玩乐。让华裔青
少年真正理解中华文化，热爱中华文化，不仅仅是父母的责任，更
应该是孩子自己的责任。只有他们自己认识到中华文化的魅力，才
能自己发现寻“根”的快乐。体验和学习中华文化一样可以丰富有
趣，例如剪纸、书法、绘画、陶瓷制作等。

最后，修习中华文化在其心、重其神，如果一味偏颇地只是看
重文化传承的外在形式，而忽略了文化内核的精神和传统，那必然
是找不到“根”的。游览名胜古迹固然是海外华裔接触中华文化的
途径之一，但若只停留于表面的青山绿水、古色古香，而没有让华
裔青少年真正理解和体会中华民族的文化和历史，这样寻“根”肯
定是打折扣的。

寻“根”不是单单的玩乐，两者能够兼得固然最好，两者需取
其一时，谨记莫忘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