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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美国芝加
哥市中心就开始形成了小规模的华
人聚集地，经过130余年的发展，芝加
哥地区华裔已达到10余万人，并且在
城市南部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华埠社
区。

据资料记载，最早定居在芝加哥
市中心的华人是从加州移民而来的，
而他们又多半属于梅姓宗族。芝加
哥华埠社团主席陈增华在接受采访
时称：“我们开玩笑时会说，全世界姓
梅的人数芝加哥最多，（移民）最初10
年，大概只有不到 100人；10年之后，
就增加到几百人；进入 21 世纪之后，
大概就有 2000 人左右了。”陈增华补
充道，不仅仅是梅姓华人，整个芝加
哥地区的华人数目也在增长，现在已
达到十多万，而唐人街和大华埠地区
的华人则有二三万。

1910年，由于受到芝加哥市区经
济和社会形态变化的影响，原本生活
在市中心的华裔开始南迁到如今的
南华埠。1912 年时，南华埠初具规
模，这一年也就被当地的华人定义为
芝加哥南华埠元年。当时芝加哥华
裔主要经营洗衣店、餐馆和杂货店，
而到南华埠的人士大部分是为了旅
游和观光。

陈增华称：“以前这个唐人街，主
要是吃饭、买东西、买礼物的人，慢慢地华人多了起来。经
过这几十年，我们华人在这里除了开餐馆，还在这边兴家
立业，提升社区各个方面的环境，增加了就业的机会。”

芝加哥南华埠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人口越来越多，
土地使用率也大幅度上升。在芝加哥南华埠从事地产
经纪40余年的廖先生说，相较于去年，中心地段的房价
涨幅为8%，周边地区涨幅则在10%至15%之间。

廖先生还说，南华埠地产发展稳定，中心地区的商
铺一铺难求。芝加哥房地产涨势比纽约、加州慢，升也
不会升得太快，跌也不会跌得太低。中心商业区第一批
商铺出售的时候，不超过40万美元。

芝加哥南华埠从1912年发展至今，已经过了100余
年。在这里定居的华裔越来越多；而新的图书馆、大型商
场、宾馆等生活配套设施也在逐步完善。人口和经济的繁
荣，让这座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南华埠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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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人们对于环境保护问题
的关注与日俱增，“环保”成为一个热
词。带着对生活和自然的热爱，海外
华人也发挥聪明才智，各尽所能去践
行环保理念。

近日，据马来西亚当地媒体报
道，年轻的华裔夫妻杨成强和林爱婷
为宣传环保意识，减少人们对森林的
砍伐，将废旧的舢舨船木重新加工成
独具创意的木质家具。他们将舢舨
船木制作成有暗格的背靠长椅、可以
安装玻璃的茶几等。同时，他们还强
调“唯一”的理念，家具在设计、颜色
和纹理等方面都与众不同，独一无
二。尽管当地很多人并不看好利用
舢舨木制作家具，但是杨成强却充满
了信心。他说，用舢舨船木制作家具
在让当地人有更多选择的同时，也反

复提醒民众要对自然及环境友善。
关注如何节约资源的可不止杨成强夫妇，在大洋彼

岸，加拿大华裔张皓就研究起了如何改进存在浪费资源
弊端的3D打印技术。

传统的 3D 立体打印技术由底部制造立体对象，在
打印中间通心的物品时需要添加多余物料来支撑物品
内空心的结构，造成资源浪费。张皓在此基础上进行技
术改进，先用计算机分析立体图型，把图型分割成不同
部分后再进行 3D 打印，而后再将分开的部件组合起
来。这样既省去了清除多余物料的时间，还可以节省原
材料，使3D打印技术更加高效。

除了在资源利用上尽显环保理念，对于野生动物和
绿色植物的保护也是海外华人关注的重点。

印尼有座非常著名的野生动物园——莎华丽野生
动物园。经营这个动物园的华裔蔡亚声、蔡亚光、蔡亚
兴三兄弟因保护生态环境、带动当地经济发展、造福百
姓而获得印尼国家绿色环保奖，其中蔡亚声还荣获了印
尼前任总统苏西洛授予的建设荣誉勋章。同时，蔡亚声
成功地繁殖出了濒临灭绝的苏门答腊虎、巴厘八哥、爪
哇犀牛等野生动物。

此外，蔡亚声一家还十分重视植树工作。在父亲的带
领下，从1980年到2003年，他们每年种树2万多棵，使原本
的荒山变成了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蔡亚声
说，从小父亲跟他讲了很多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和谐相处
的故事，教育他要热爱大自然，如今他终于不负父辈嘱托。

环保不仅是口号，更需要去实践，越来越多的海
外华人在行动，成为环保践行者。

图为芝加哥南华埠一角图为芝加哥南华埠一角。。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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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用舢舨木制作的家具。
图片来源：《光华日报》

图为用舢舨木制作的图为用舢舨木制作的家具家具。。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光华日报光华日报》》

中签率或史上最低

几天前，正在旧金山一家互联网企业工作的柯乐
终于等来了申请H-1B工作签证中签的好消息。而她刚
刚经历的是一场极为激烈的H-1B抽签战，23.3万名申
请者中只有8.5万人能被抽中，中签率不到四成。

H-1B 工作签证是美国国会 1990 年通过的，发放
给美国公司雇佣的有专业技能的外国籍员工的一种工
作签证，也是目前美国最主要的一种工作签证类别。

“2012年我申请H-1B工作签证时还不需要抽
签，之前几年也都是有足够的名额，不用抢着去
申请。”在美国谷歌公司工作的周运北回忆称，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类签证的名额始终绰绰有
余，而就在这短短两三年，情况发生了大转变。

近年来，随着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美国的
科技公司开始雇用大量外籍员工，赴美留学的国
际学生也逐年增加，并有不少选择毕业后留美工
作，H-1B工作签证的需求量由此水涨船高。2014
财年美国移民局收到 12.5 万件 H-1B 工作签证申
请，2015 财年收到 17.25 万件。相比之下，8.5 万
个名额远远供不应求。

今年4月1日起，美国移民局开始受理2016财
政年度 H-1B 工作签证申请。据移民局统计，仅
在开放收件后的 5 个工作日就收到超过 23 万件申
请，每3人之中只有一人能被抽中的概率或将创下
史上最低的纪录。

“在H-1B工作签证申请中，中国的申请者占
了很大的比例。如果抽不到签证名额，想要继续
留在美国工作就会很困难。”柯乐告诉记者，这也
正是许多在美中国毕业生及华人近来最担心的事。

华人企业同遭殃

其实，因为H-1B工作签证的抽签结果忐忑不安的
不只是那些申请者，不少华人企业也为惨不忍睹的中
签率头痛不已。

由于特殊的身份，不少华人在美创办企业都与中

国大陆保持着商业合作，或是与在美华人有着密切关
系，因此需要不少兼通中英的雇员，刚刚毕业的中国
留学生往往就成为他们主要的选择对象。

“如今这样低的中签率对我们雇主来说也是很大的
打击，每一次雇佣员工我们都需要花费很多精力，而
且也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如果他拿不到签证就意
味着过了毕业后的一段合法工作时间就只能离开美
国。我们企业是辞还是留？又该怎么留？这样的处境
很尴尬。”位于美国硅谷的幼发拉底孵化器创始人沈赐
恩向记者无奈地表示，由于H-1B工作签证主要面向技

术型人才，因此像他们这样聘用不少中国工程师的科
技创新类企业就受到尤为明显的影响。

在此次2016财政年度H-1B工作签证申请中，沈赐
恩的企业里就有 3位中国雇员正在等待抽签结果，他们
中的一些人已在企业工作一段时间，甚至已经成为团队
的核心。如果他们没能中签，不得不离开美国，这对于
企业来说显然是一个棘手的难题。“这也影响了我们雇
佣这类雇员的信心，之后我们可能就不再考虑招这样需

要申请H-1B工作签证的国际员工了。”沈赐恩说。
而对于那些蓬勃兴起的华人创业团队而言，微小

的中签率更可能带来致命的冲击。
“有一些创业团队连创始人能否留在美国合法工作

都是未知，这会直接影响这个团队能否在美国持久的
发展。”柯乐告诉记者，她的一位朋友就因为没有抽中
H-1B工作签证而只能考虑将创业团队迁回中国。“这
对于一些比较年轻的华人创业团队的发展是有阻碍
的。”柯乐说。

期待政策更合理

面对惨淡的抽签结果，华人申请者们只能见
招拆招，另辟蹊径。一些人选择进入与学校挂钩
的研究机构或非营利组织工作，因为这些机构的
人员申请 H-1B 工作签证可以不受名额限制；一
些人选择挂靠一所学校转成学生签证，利用学校
提供的课程实习继续工作，并等待下一财年的申
请；还有一些人则选择办理商务签证，开始往返
中美两地的奔波生活。

而为了留住心仪的雇员，一些在美华人企业
也在尝试各种办法。“如果我们的同事今年无法抽
中 H-1B 工作签证，我们可能会考虑将他们派回
中国分公司工作 1年，再申请另一种 L1签证，将
他们调回美国。”沈赐恩说。当然，这也并不就是
万全之计。这种L1签证只适用于跨国企业，同时
要求申请者至少在海外工作1年，而且还存在一定
的拒签风险。

事实上，无论是申请者还是华人企业，“曲线
就业”都只能是一时之策，他们更为期待的是美

国政府能够对相关政策做出适当的调整。
“如果美国政府真的想留住人才，一方面应该放开

签证的名额限制，另一方面也应该在对待签证申请时
有所鉴别。目前这种抽签的方式看似公平，但事实上
每个抽签者所能做出的技术贡献是不一样的，还有一
些国家的申请者通过多个公司的名义进行申请以增加
抽中概率，这就需要美国政府更加透明、合理地执行
政策。”沈赐恩说。

中签率再创新低中签率再创新低
留美工作可真难留美工作可真难

本报记者 严 瑜

据报道据报道，，日前美国硅谷多家科技公司建立网站日前美国硅谷多家科技公司建立网站，，并在社交网络上发并在社交网络上发
起话题起话题，，呼吁民众为增加呼吁民众为增加H-H-11BB工作签证名额的请愿签名工作签证名额的请愿签名。。随着美国随着美国20162016
财年财年H-H-11BB工作签证的抽签结果逐渐揭晓工作签证的抽签结果逐渐揭晓，，又是有人欢乐有人愁又是有人欢乐有人愁。。作为在作为在
申请队伍中占较大比例的中国申请者申请队伍中占较大比例的中国申请者，，他们经历了一场怎样的他们经历了一场怎样的““腥风血腥风血
雨雨”？”？作为雇主的华人企业作为雇主的华人企业，，又有怎样的无奈又有怎样的无奈？？

4月 23日，南非约翰内斯堡民众
在市中心发起反排外大游行，来自南
非各界的民众和在南非工作与生活的
各国移民近3万人参加。

图为南非华人社区代表参加游
行，并打出“停止排外，停止杀戮和
暴力”的横幅。

宋方灿摄 （中新社发）

南非华人参加
“反排外”大游行

南非华人参加南非华人参加
““反排外反排外””大游行大游行

薄如蝉翼的“膜儿”可以包裹在受损神经周围，帮助
周边组织修复得完好如初，断裂缺损的神经可以通过

“代替导管”重新生长连接！
这可不是天方夜谭，在第五届侨界贡献奖获得者王

爱军所在的公司——烟台隽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笔者
见到了这两项世界首创产品——可降解神经修复膜和
神经导管。

专注学术 勇攀科研高峰

读书期间，王爱军曾面临不少诱惑。“我的性格很开
朗，本科毕业时差点去做药物销售工作。”王爱军说，当
时不少同学去药厂做销售，收入相当诱人。然而，出于
对科研的热爱，王爱军最终选择继续读书，并逐渐发现
了科研的无穷魅力。

从清华博士毕业，王爱军选择去美国深造。然而，在
科学的道路上攀岩总是充满了各种艰辛。“我刚从伯克利
到戴维斯做教授的时候，在伯克利做博士后期间的四五个
课题尚未完全结束，所以每个周五晚上要开车100多公里
的路程赶回伯克利，利用周末时间继续博士后的工作。”

“思维很活跃的时候往往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谈及
科研的艰辛，王爱军说，为了多争取一些时间，他经常工

作到深夜甚至通宵。
凭着持之以恒的努力和对科研的执着追求，王爱军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在国际上首次证明血管内膜新生和
动脉硬化的发生机制与多能血管干细胞的行为有关，该成
果发表后一度引起国际广泛关注。迄今为止，王爱军累计
获得PCT国际专利1项，美国专利3项，中国专利6项。

成功背后 是艰辛的付出

工作的需要让王爱军在生活上让步很多。“在伯克利
做博士后刚开始的那段时间，为了赶数据，经常在实验室
熬个通宵。当时孩子刚刚出生，我都没怎么照顾。”王爱军
回忆说，“孩子最早开始笑啊，最早学会坐呀，我都不在旁
边，都是后来才知道的，现在想想还挺遗憾的。”

“有一次，孩子生病了，我爱人急着找我去找医生，
但那天我在实验室，手机没有信号，我爱人就在网上给
我留了好多段话。一直到好几个小时之后，我才看到留
言，那时候我爱人已经找其他的朋友带着孩子去看医生
了。”王爱军说，“太专注了有时候容易忽视一些事情。”

“孩子一岁的时候跟爱人一起回国，我自己一个人
在美国，特别孤苦伶仃。每当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
我就在晚上抽时间跟孩子视频聊天。但是由于时差原

因，两地相差 16个小时，为了等孩子从幼儿园回来可以
视频聊天，我经常熬到凌晨三四点。”王爱军回忆说。

“成功的花，人们只羡慕它现实的明艳，然而当初它
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满了牺牲的血雨。”这首
诗正是王爱军的真实写照。

带技术回国 成果惠及大众

谈及回国的初衷，王爱军说：“当时选择回国，就是
想把国外学到的这些先进的技术带回国。”

回国后，为了尽快将其科研成果产业化，王爱军和
同事们马不停蹄地开展科研工作。引进设备，加紧研
发，王爱军再一次一心扑在了科研上。“我甚至连自己的
生日都不记得了。”王爱军笑着说，直到烟台开发园区的
同事为他送来一个大蛋糕，还在实验室工作的王爱军才
恍然意识到那天是自己的生日。

在王爱军和其团队的不懈努力下，烟台隽秀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坚持自主创新，将国际先进科研成果成功产
业化。公司开发的神经导管产品、神经修复新材料产品
及脊髓修复产品成为国内首创，也在国际领先。

“虽然不能在手术台上亲自
为病人做手术，但是现在我
们开发的新产品有可能让
更多的病人受益，也算实
现了自己‘悬壶济世’的
梦想。”王爱军说。

“未来，我们的公
司要做高品质、有特
色、能跟国际水平接轨
的产品，打破国外的垄
断，进一步提高国内整
个行业的水平，进而不断
提高国民健康水平。”王爱
军自信满满地说。

争立医学阵地的前沿
——访第五届中国侨界贡献奖得主王爱军

杨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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