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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4年 《英中时报》 52周
的热点报道中，我选择以下 3 个
进行回顾，因为它们均源自我第
一手采访资料。报道刊出后，这3
个话题也得到了英国本土及中国
国内媒体的广泛关注。

热点词一：中国游客伦敦病
危

2014年 10月上旬，正在英国
旅游的深圳小伙肖朝玮突发感冒，
引起了肺部感染，导致他不能自主
呼吸、大脑缺氧损伤，病情危急。
由于持短期访问签证，肖朝玮无法
享受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免
费医疗服务，持续高额的医疗费用
难倒肖家人，后者因而联系《英中
时报》向社会求助。

10 月 24 日，《英中时报》 刊
出肖朝玮病危的消息后，不少英
国华侨华人来电送医送药，并提
出捐款。虽然肖朝玮在11月13日
不幸离世，但肖家仍对提供帮助
的英国华人深表感谢。

在这一突发事件背后，来英华
人游客或访问者是否可免费使用
医疗、如何避免旅游意外以及旅游
保险会发挥什么作用等话题，再一
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对此，旅
游业界人士和医疗人士强调，提前
在国内买好旅游医疗保险对准备
来英国的中国游客不可或缺。

热点词二：低龄留学带旺监
护人行业

据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最
新的数据，中国大陆雅思考试人

数连年增加，虽然主力军是 19至
22岁的学生，但近年来18岁以下
的考生数量增长也非常明显。

根据英国的保护儿童法等法
律，年龄低于 18岁的在英留学生
必须有合法监护人。监护人要拥
有英国国籍或永久居留权。据

《英中时报》采访了解到，留学低
龄化促使对监护人的需求增大，
许多人 （尤其原本从事教育工作
的人士） 纷纷投身于此。监护人
越来越多，监护人公司也逐渐增
加，职业监护人形成了一个行业。

业内人士透露，在英国，由
华人开办的正规化和高质量的监
护公司屈指可数。目前，华人在
英的职业监护人竞争比较激烈，
也出现不正当竞争等问题。但业
内人士分析，如果能以教育为目
的，为海外小留学
生 提 供 优 质 的 环
境，监护人这个行
业存在很大的市场
和潜在商机。

热点词三：英
国大学不承认托福
托业

2014 年 4 月 17
日，消息称英国内
政部于 4 月 5 日与
美国教育考试服务
中心 （ETS） 合约
到 期 后 ， 不 再 续
约，而英国大学也
不承认其机构下托
福和托业的英语语
言成绩。中国国内
准备赴英的准留学
生们陆续收到了来
自英国大学的邮件
通知，被告知根据
内政部的新政策，
英国大学将不接受

托福或托业的语言成绩，建议申
请者尽快申请其他语言考试作为
替代。

消息传出后，受影响的托福考
生立即在新浪微博组成了“托福赴
英维权者联盟”。短短几天，他们
建立的“维权者”QQ群已有200多
人加入，互通各自学校的最新动
向，并派出代表将各方疑问和诉求
告诉《英中时报》。基于各方猜测，

《英中时报》向英国内政部反映了
一些中国申请者面临的窘境。内
政部遂表示“十分关注”中国学生
所处情形和诉求，并在随后给出

“时间节点”，表示持 4 月 5 日及以
前的托福成绩者基本“安全”。

后 来 ， 我 与 数 位 受 访 者 联
系，他们目前都已顺利进入英国
大学就读。

2014 年，日本社会的热点话
题一个比一个抢眼。作为日本最
具影响力的华文媒体，《日本新华
侨报》 在瞬息万变的资讯大潮中
始终立于浪尖，抢到了“安倍内
阁做出行使集体自卫权决议”、

“高仓健去世”等中文报道的“首
发”。在日华侨华人和国内读者的
好评、数百家媒体的转发量，让报
社每位编辑记者都感到“传媒人的
责任”。毕竟，无论何种事业，“第
一”都意味着荣誉与骄傲。可是临
近岁尾，当同事们盘点心目中“最
具价值的报道”时，大家却异口同
声地说出了“甲午战争 120周年”，
然后一片出奇的沉默。

是啊，那道刻在中国人心中
逾百年的伤口，还在流血！弹指
一挥间，发生在 1894 年的战争，
已经整整两个“甲子”。为了做好
此次系列报道，大家埋头于浩瀚
的书海中，奔波在崎岖的山路
上。面对被日本人作为“战利
品”炫耀的“定远”号残件、无
人祭奠的清兵墓碑，面对日本这
些所谓的“日清战争遗迹”，大家
经常是泪流满面，一种屈辱感在
心中搅扰、回窜、升腾。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行
动”。《日本新华侨报》 与中央电
视台、广东卫视、东方卫视等各
大电视台联合制作多部纪录片；
与腾讯、优酷等大型网站一起制
作访谈节目；总编辑蒋丰率领同
事们一起努力，推出新作 《甲午
战争的千条细节》，在中国的东方
出版社出版；推出“甲午战争120
周年”系列报道和专刊，在博
客、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日本
新华侨报网系列连载。

对于 这 场 战 争 ， 作 为 中 国
人，很多感觉是共通的。因此，

“日本人怎么看”就成了我们关
注的重点。为此，《日本新华侨
报》 还专访了包括日本前首相村
山富市、鸠山由纪夫在内的各界
人士。

走进村山富市位于大分市的
明治年间的住宅，这位 90岁的老
人斩钉截铁地说：“毫无疑问，那
场战争是日本发起的侵略战争。”
他请我们入座，幽默地表示：“那
时候的房子，房间里面都是比较
阴暗的，白天也需要开着灯。现
在，日本进入了一个和平的光明
社会，房间里面也是亮堂的。当

然，有人想改变这样的社会。”
村山富市指出：“日本从那次

战争开始，走上了自取灭亡的道
路。对于历史的这一组成部分，
日本必须自我反省，对国民进行
教育，永远不要重复错误，日本
再也不可以进行战争。”

在鸠山由纪夫的事务所，谈
到甲午战争，他稍作深思后表
示：“当年日本将欧美作为学习榜
样，决定加入列强的侵略队伍，
于是就有了这场战争。毫无疑
问，这种侵略其他国家、建立自
己殖民地的做法是错误的，是绝
对不应该的。日中两国过去的历
史，绝不可以被抹杀，日中两国
的未来关系里，也绝不可以再有
侵略。武力不能帮助两国人民相
互了解，要用对话的方式，来创
造出一个和平的局面。”

历时将近一年的“甲午战争
120周年”系列报道，让《日本新
华侨报》 编辑部的同仁们心中充
满无限感慨。120年过去了，中日
两国再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各种
合作与角力，以有形和无形的方
式激烈进行着。今天的时代已经
不是 120 年前的时代了，还原历
史、拨开迷雾、扫清偏见、揭示
真相，不正是 《日本新华侨报》
肩上最重要的责任吗？

图为 《日本新华侨报》 记者
为专访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做
准备。

2014 年，随着欧洲经济逐渐
复苏，曾是欧债危机“风暴眼”
的希腊也重归平静。曾让外界戏
称为“希腊悲剧”的负面新闻报
道大幅减少，同时，见诸报端的
正能量越来越多。《中希时报》和

“希中网”作为希腊唯一的华文媒
体，见证了这个国家从谷底攀
升，并成为欧元区经济增长“优
等生”的过程。

近年来的经济形势一直是希
腊人民及旅希侨胞最关注的新
闻。自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以来，
希腊可谓“命运多舛”。2014 年，
希腊经济终于迎来“华丽转身”。
2014 年 4 月，希腊在危机爆发后
首次重返国际资本市场。虽然不
少质疑者认为，希腊此举“形式
大于内容”，或许只是通过发债重
建自己的国际信用。不过，希腊
发行的 30 亿欧元 5 年期国债吸引

认购资金超过了 200 亿欧元，也
难怪总理萨马拉斯高呼：“希腊又
回来了！”

到了 11 月，希腊再次迎来历
史性时刻：希腊国家统计局宣
布，该国经济第三季度同比增长
1.7%，这也是经济连续衰退 6 年
后首次恢复增长。

与此同时，作为希腊经济命
脉之一的旅游市场也备受瞩目。
近年来，访希游客越来越多，中
国游客的数量更是逐年倍增。为
此，希腊政府推出不少新政策，
例如放宽签证条件、放开商店的
周日营业限制等，这些都是 《中
希时报》 读者喜闻乐见的好消
息。

如果要说希腊华媒 2014 年最
为关注的“闪亮一刻”，必定是 6
月、7月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和总理李克强在只相隔了 21天
的时间里相继访问希腊。希腊凭
借扼守地中海海运要道，港口、
机场与铁路纵贯欧洲的地缘优
势，成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
的重要落脚点，也使这个南欧小
国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值
得一提的是，为了适时推出中国
领导人访希中文特刊，《中希时
报》、“希中网”同仁搜集了大量
资料，从希腊的基本概况、中希

关系、中希各领域合作，到希腊
侨界的发展历程与现状等，向读
者全面地呈现了“希腊中国年”
的盛况。

2014 年希腊华媒新闻报道中
“最感动的场面”，当属 8 月希腊
协助中国从战火纷飞的利比亚撤
侨，《中希时报》参与报道。这是
自 2011 年后，希腊再次向中国政
府的撤侨行动伸出援手。当接载
着 79名中国同胞的希腊军舰在雅
典靠岸后，在场迎接的中希各界
人士激动万分，与步下军舰的同
胞拥抱握手。这感人的一幕深深
地印在了读者的脑海中。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
寒。虽然众多指标显示出希腊经
济正逐渐复苏，但要真正摆脱多
年的经济衰退，可能还有相当长
的路要走。不过，笔者相信，只
要坚守信心，希腊定将攻克时
艰，恢复往日的辉煌，再次创造
一个现代的“希腊神话”。

图为2014年8月1日，在利比
亚工作的 79名中国公民搭乘希腊
海军“撒拉米斯”号军舰，经过
近 30个小时航行，于次日抵达希
腊首都雅典附近的比雷埃夫斯
港。

新华社发

加拿大华人多，华人的故事
也多。华文媒体争相报道华人的
新闻，其中，华人踊跃参政是最
大看点之一。

回望 2014 年，加拿大华媒聚
焦的热点，莫过于华人空前高涨
的参政议政热情。2014 年 6 月，
安大略省的 3 名华裔候选人陈国
治、黄素梅以及初次参选的大陆
新移民董晗鹏，全部成功当选，创
下同一届议会中华裔议员人数之
最。在 10月份举行的安省新一届
市镇选举中，有 60 多名华裔候选
人竞逐市长、市议员、区域议员和
教育委员职位，打破了历年华人参
选人数的纪录，结果有 16人胜出，
是历届华人获选最多的一届。

与此同时，2014 年华人参加
投票的比例也大幅提高。选举期
间，候选人举行筹款活动，招募
义工，在各自选区挨家挨户敲门
拉票。华人一改腼腆、冷漠的态
度，投票率明显高于往年，表明
华人参政议政的意识明显加强。

加拿大华人走过一段漫长而
艰辛的“参政议政之路”。200 多
年前，早在加拿大建国前，华人
就已踏足这片土地。在“淘金”
大潮中，来加拿大的华人人数日
渐增多。华人参加了太平洋铁路
的修建，为加拿大的国家统一做
出了卓著的贡献。然而，直到二
战结束前，华人在居住、就业、
社交和文化等方面都被隔离在主
流社会之外，受到人头税和排华
法案的歧视，没有选举权，参政
议政更是无从谈起。

经过几代移民的艰苦努力，

加拿大政府终于在 1947 年废除了
排华法案，华人的配偶、子女得
以来加团聚，华人终于得到了公
民的基本权利——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自此之后，有多位华人成
功当选加拿大三级政府要员。

在 联 邦 政 府 中 ， 郑 天 华 于
1957 年成功当选加国历史上第一
位华裔国会议员。1974 年，李桥
栋 成 为 第 二 位 华 裔 国 会 议 员 。
1993 年，陈卓愉当选第三位华裔
国会议员，亦是第一位被委任为
联邦政府内阁部长的华裔。1997
年，梁陈明任当选加国历史上第
一位华裔女国会议员。此外，先
后有麦鼎鸿、庄文浩、周至惠、
黄陈小萍、杨萧慧仪等华裔成功
当选国会议员。1999 年，伍冰枝
被任命为加拿大第一位华裔总督。

在省政府中，黃景培于 1987
年成功当选安省第一位华人省议
员，并出任安省能源厅长，成为
全加第一位入主政府内阁的华
裔。其后，各省政府出现了越来
越多的华人面孔。截至目前，加
拿大历史上先后出现了 3 位华人
省督：卑斯省省督林思齐、阿尔
伯特省省督林佐民、曼尼托巴省
省督李绍麟。

在市级政府中，华人的面孔
更是屡见不鲜。

2014 年，华人参政有这种突
出表现的原因在于：加国华人的
社会结构有了很大的变化，从早
年的劳工型转变为目前的知识密
集型；这个经济实力雄厚的社会
群体，已成为加拿大各领域的重
要组成部分；华人人口比例增

加，成为加拿大最大的少数族裔
群体，通过参政议政来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的意识日益增强；华人
在中加两国经贸往来、文化交流
等方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此
外，这种突出表现得益于加政府
对华人社区的重视，也得益于中
国日益强大的国力。

（作者供职于本报加拿大代理
处）

董晗鹏 13 岁随父母从上海移
民到加拿大。他在 2014 年 6 月的
安省省选中获胜，成为第一位具
有大陆背景的省议员。图为董晗
鹏 （左一） 获选胜利后与支持者
合影，左二为第一位华裔省议员
黄景培。

加拿大

华人参政华人参政
王燕云 希 腊

经济复苏经济复苏
《中希时报》记者 梁曼瑜 汪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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