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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肇庆电（黄耀辉、焦亚邱、丁建国） 著
名侨领彭泽民故居重修和彭泽民纪念室新建落成揭
幕仪式 22 日在广东四会市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
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刘晓峰等官员参加了当日的
揭幕仪式。

彭泽民故居始建于 1830 年，约 130 平方米，
1987年四会政府进行初步重修，2012年彭泽民故居
被列入广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新落成的彭泽民纪念室位于四会市博物馆内，
室内陈列彭泽民先生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的一批弥足珍贵的史料和文物。故居内设事迹展
览，分“革命元勋、华侨领袖”，“中共挚友、鞠躬
尽瘁”，“仁心仁术、情系故里”，“无尽追思、永恒
纪念”4个部分。

彭泽民 1877年出生，四会白沙村人，1906年加入
同盟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曾组织领导华
侨支持北伐，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10 月 21 日，“艺海求索·薪
火相传——司徒家族艺术展”在
北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幕，
展览共展出司徒乔、司徒奇、司
徒传 （沙飞）、司徒杰、司徒乃
钟等司徒家族哲嗣的近百件绘
画、雕塑、摄影等作品。

左图为部分司徒家族后人在
展馆内合影。

右图为香港苍城画院院长司
徒乃钟在他的参展作品前。

陈小愿摄 （中新社发）

侨领彭泽民故居广东重修落成侨领彭泽民故居广东重修落成

中新社巴黎电（记者龙剑武） 经过近 10年的申
请和筹备，法国首家华语电台——欧洲华语广播电
台 20日在法国巴黎正式开播，这是有史以来欧洲大
陆首个全日制播音的中法双语电台，大巴黎地区华
人听众首次听到“自己的声音”。

据介绍，欧洲华语电台的最大特色是中法双语
的节目设置。在滚动播出中，中文和法文的比例各
占一半。每天6时到15时是法语播音，15时到24时
则为汉语时段。

祖籍浙江温州的电台台长林精平表示，法国华
侨华人已经拥有中文报纸、中文电视、中文网站，
但还缺少一个广播电台。面对全法将近 6000万台收
音机，必须成立广播电台，填补这一空白。他希望
通过这个电台，让旅法华侨华人了解当地政府的法
律政令，在每个层次真正融入法国社会；同时节目
中将多方面介绍祖 （籍） 国日新月异的建设发展，
让海外游子和家乡的联系更加密切。

欧洲首家华语广播电台开播

华侨农场华侨农场：：

给归侨侨眷一个新家给归侨侨眷一个新家
本报记者 严 瑜

近年来近年来，，随着政府扶持力度的加大随着政府扶持力度的加大，，各地华侨农场积极谋发展各地华侨农场积极谋发展，，
这里的归侨侨眷们日子过得越来越有味儿这里的归侨侨眷们日子过得越来越有味儿。。近来近来，，据媒体报道据媒体报道，，有关有关
海南海南、、广东广东、、广西等地华侨农场侨民安居乐业广西等地华侨农场侨民安居乐业、、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整体整体
发展加快的好消息频频传来发展加快的好消息频频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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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工难”背后的“跳槽热”
张 晶

“招工难”背后的“跳槽热”
张 晶

“出棚上楼”住新房

“那会儿，一个人都不敢住！”说起过去的居住
环境，广西来宾华侨农场的归侨韦宗兰至今仍心有
余悸：一家三口“蜗居”在 46平方米的房子里，蚊子
多，老鼠多，上厕所还得经常“打野战”……

华侨农场出现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沿海省
份，是为一批因政治原因被迫回国的归难侨们专
门设立。由于当时地方经济条件有限，这些归难
侨多被安置于低矮的砖瓦房内，周边配套设施也
不齐全。

近年来，华侨农场的安居工程被提上各地政
府民生工作的议事表。随着各地华侨农场危旧房
改造工程如火如荼地开展，归侨侨眷们搬进新家
的好消息接踵而来，“居者有其屋”已不再仅仅是
遥远的梦想。

“现在，我的新房有120平方米呢！”说起自己
即将入住的新房，韦宗兰的脸上乐开了花。在来
宾华侨农场，容纳 1140 套现代住宅的高楼正拔地
而起，韦宗兰期盼多年的“楼房梦”近在眼前。

“目前，我们农场第一批 312 户归侨都已基本
入住新房，第二批危房改造也将在今年年底开
工。”广西来宾迁华经济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卢善邦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在距离来宾华侨农
场不远的迁江华侨农场，政府给农场的每个归侨
及其子女免费提供 40平方米的住房面积，1300多
户归侨侨眷将在未来两年内全部搬出老瓦房，住
上宽敞通透的新楼房。

楼高了，房间大了，不少华侨农场的基础设
施也越来越齐备。在广西桂林华侨农场，当地政
府投资 10万元对农场安置区老旧的主干道进行维
修、硬化。过不了多久，8条笔直、平坦、整洁的
主干道将贯穿农场，为生活在这里的归侨侨眷带
来更多的便利。

旅游成为新引擎

除了让归侨侨眷住上大房子，各地华侨农场还

绞尽脑汁寻求新发展，让他们的日子过得更红火。
在海南文昌华侨农场，一条横穿农场的旅游公

路将在今年年底开工建设。“这条公路将连通农场
和文昌航天发射基地、航天主题公园、宋庆龄祖居
等多处旅游开发热点区域，从而大大带动农场的建
设和发展。”文昌华侨农场场长杨远福告诉记者。

由于文昌华侨农场所在的地区土地贫瘠，不宜
发展农业，于是当地政府扭转思路，借助周边丰富
的旅游资源以及海南岛作为国际旅游岛的优势，发
展旅游业，以此作为推动农场发展的新引擎。

“除了借助旅游公路的辐射效应外，我们还将
在农场内打造华侨文化风情小镇、医疗养生文化基
地以及航天科技产业园基地。”杨远福说，旅游公路
的开通以及旅游项目的打造，将让当地的归侨侨眷
从中受益良多。

不仅是在海南文昌，如今广东、福建等地的不
少华侨农场都正在努力挖掘华侨文化这一潜在的
旅游“富矿”，通过打造民俗风情文化节等特色旅
游活动，丰富当地归侨侨眷的文化生活，也吸引
更多外地游客来华侨农场做客，推动农场经济的
发展。

日前，由广东6个华侨农场联合承办的广东省
第二届华侨农场文化活动周就在惠州潼侨镇拉开
帷幕。

因地制宜促转型

“目前，农场正在改变
传统的产业结构，逐渐从
以农业为中心向以第三产
业为中心转型。”杨远福
说，文昌华侨农场以华侨
旅游综合经济区为定位，
正 在 发 展 成 为 一 座 集 旅
游、康复疗养、生态种植
养殖于一体的文昌北部新
城。

越 来 越 多 的 华 侨 农
场和文昌华侨农场一样，

在发展当地经济的同时，更加注重因地制宜，进
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一座座曾经的边缘小
镇蜕变为充满活力与生机的发展新区。

广西来宾市的三个华侨农场就根据各自不同
的区位特征，进行着多种发展模式的尝试。其
中，迁江华侨农场借助当地丰富的铝资源，大力
招商引资，推动当地工业化进程。随着越来越多
的铝加工企业进驻农场，当地归侨侨眷的生活也
悄然发生着变化。

“过去，归侨侨眷主要靠种植甘蔗等农产品为
生，收益很低，年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卢
善邦说，现在他们可以选择到当地企业去打工，
收入有了明显的改善，年人均收入达到 6000 元以
上。

“回国50多年，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像城里人一
样住上好房子、生活有保障、孩子们能够得到更
好的教育，现在终于圆梦了。”印尼归侨陈珠定
说。他所居住的全国最大的华侨农场广西武鸣华
侨农场，正是抓住了中国与东盟紧密合作的契
机，完成了从华侨农场到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完美“蝶变”，转型成为一座工厂林立、街道宽
敞的现代化华侨城。

随着各地华侨农场的转型发展步伐不断加
快，越来越多的归侨侨眷将和陈珠定一样，在不

久的将来实现“安居梦”、“进城梦”，过上
更加幸福的生活。

司徒家族艺术展北京登场司徒家族艺术展北京登场司徒家族艺术展北京登场

世界经济依然不景气，工作不好找已经成为不争
的事实。然而，这样的大环境似乎并没有减褪海外华
人“跳槽”的热情，这着实让人有点百思不得其解。

工多人少 华人频“跳槽”

据报道，纽约多家华人职业介绍所反映，愿意
到餐馆、美甲店、超市等做工的华人越来越难找，有
时竟然还出现“工多人少”的情况，很多急等招人的
老板亲自等在职介所门前，却被求职者“看不上”。

在巴塞罗那经营餐饮业的林老板就亲身经历
了一番。开了分店的他总是因为招不到人而头疼。
由于经营的是中餐馆，当地华人是理想的选择，为
了留住他们，林老板除了不停地给老员工加薪以
外，还跑到各大华文报纸上打招聘广告。可即便如
此，应聘者依然寥寥无几。

这并非个例。如今，海外华人面临更加多样的
职业选择，这与早年移居海外的老一代移民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

以前，华人常常只想找一份普通的工作，只要
能领到工资，不管是餐馆厨师、各种杂工，还是普通
服务生，他们都愿意去做。而现在，华人找工作，很
少会“死心眼”做到底，不高兴就换，成了经常发生
的事。

能力提升 选择更多样

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华人素质和能力的提
升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尤其对于新一代华人移民来
说，与老一辈相比，他们不仅在语言能力上有很大的
提升，而且适应当地社会的能力也更强了。以至于很
多海外的招工企业都不禁感叹：“长工难请啊，尤其是
稍懂一点英文的应聘者，就更挑工作了。”

福建公所主席郑先生来美国 38 年。他直言，美
国现在无身份的华人比以前少了，肯做劳工的也越
来越少，从事小商业的却越来越多。有些新移民心
高气盛，来美做劳工两三年后就学会“感觉不适应
就直接换工”的做法，甚至学一些美国人“上班半
年、休息半年”，这也使得各行业都不容易请到长期
劳工，业主们纷纷抱怨缺工人。

其实，随着华人能力的提升，与过去又苦又累
的工作挥手告别并无不妥，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
更好的发展，华人员工跳槽也无可厚非。

原因多样 跳槽需谨慎

眼光高了，想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只是
原因之一，很多时候华人跳槽的原因各不相同。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每一
个华人员工频繁跳槽的背后，都有自己
的理由。

日本媒体曾经用一个月的时间对
500名在日华人“白领”的“职场满意
度”进行了电话调查。结果表明，有半
数以上的人跳槽多、缺乏归属感，约
1/3 则表示发展“并不顺利”。在回答

对异国职场有什么困惑时，54%的被调查者认为所
在的公司并不能够让自己有归属感。华人因为

“有文化性的、习惯性的”个人问题引发的同事、
上下级之间的人际关系不和谐，这种情况也时有
发生。这些问题大大增加了他们跳槽的几率。

有时候华人跳槽也免不了有自己的小算盘。
“直到要跳槽，雇主才肯加薪”似乎成为了一项
“潜规则”。“跳槽是假，加薪是真”也成为一个屡
试不爽的攻略。

确实，任何人都有选择工作的自由，然而频
繁跳槽还是谨慎选择为妙。尤其是对于那些试图
以跳槽来获得更好待遇的华人来说，用另一份工
作与现雇主讨价还价的谈判技术，容易给上司留
下不好的印象，不免有些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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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中国内地消费
者相对罕闻的六堡茶，在海外却十分畅销。尤其
是对于东南亚一带的华侨而言，钟爱六堡茶不仅
是因其“红、浓、纯、香”的特质，而且还因其
具有独特的“中国红”寓意。

六堡茶汤色红透，类似中国传统文化中喜庆
的“中国红”， 让人感觉温暖，也自然而然地成
为海外华人与故乡的一条情感纽带。

海外华人不仅爱喝中国茶，而且还用自己的
方式向世界传递着来自中国的茶文化。

李统溪是一位祖籍中国福建的马来西亚籍华
人，早年就在马来西亚做茶叶生意。有一次，一
家茶室的老板向他抱怨说：“这些耐泡的茶，使客
人一坐下来就是几个小时，那我还能做生意吗？
你要想想办法帮帮我啊！”李统溪从中得到启发，
开始尝试不同茶叶，希望研制出一种不耐泡的
茶。经过多次的试验，他终于找到其中的秘诀，
使一包茶只能泡四五次，也由此创建了与众不同
的茶品牌，使中国茶叶在马来西亚市场上更加走
俏。

除了创建自己的茶品牌，海外华人也通过在
世界各地开不同类型的茶艺馆，发扬中国的茶文
化。

法国红酒固然浪漫，中国茶品也绝不逊色。
法国“华人茶王”陈文雄经营的茶饮公司已经在
巴黎 13 区、蒙巴纳斯和巴黎歌剧院开设了 3 家茶
苑。在那里，顾客们除了品茶，还可以买到精美
的茶壶、茶杯，以及有关茶文化的图书和音乐。
体验中国茶文化的一条龙服务，也让法国顾客流
连忘返。

在澳洲阿德莱德侨居的华人李素
萍经营着一家上海茶馆餐厅，这也是
澳洲唯一一个能感受中国茶道的地
方。这家中国茶餐厅志在为顾客提供
独特的品茶经历，使他们在繁忙生活

之外充分享受泡
茶过程的安逸乐
趣，邀时光慢慢
走，让心事静静
淌。

如果说雅致
的茶苑、小资的
茶餐厅还不能完
全满足顾客多元
的“品味”，那
么几位温州人在
意大利投资创办

的中国茶楼“温州酒吧”一定会让许多人跃跃欲试。这家酒吧坐落于罗马
华人商业聚集区维多利奥，是罗马首家以中国茶文化为主题的酒吧。中西
结合“疗效好”，将中国独特的茶文化与西方的酒吧文化结合在一起，想必
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吧！

茶是中华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
海外华人在推广中国茶文化的道路上就像是这煮茶的清火，点燃它才会有
茶香悠远，飘溢四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