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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20周年。20年来，大批海外华人学者
以交流、兼职、合作研究乃至回国等不同方式，参与中国科研创新事业。在
这一历程中，他们的学术追求之梦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找到了契合点。

开放交流育人才

作为早期出国追求学术梦想的一代学者，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教授郭
毅可见证了过去多年在国家科教兴国战略下众多海外华人学者的奋斗史。

郭毅可说：“国内学者出国交流，有利于建立国内外学术沟通的桥
梁，进而促进国内各领域的科研水平提高。中国学者和世界的广泛合作
对中国科技水平的提高十分有利。”

1987年，这位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硕士毕业生来到陌生的英国。28年
间，郭毅可凭借在数据分析和应用方面的突出研究成果成为帝国理工学
院的终身教授并出任该校数据科学研究院院长。对他来说，海外成功的
轨迹从来没有偏离祖国的发展，“中国梦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现在，郭毅可从事的多个科研项目与国内高校、企业有密切合作，
他们与浙大的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得到国家支持，被确定为国家留学基
金委首批“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资助项目。

郭毅可说，中国“在人才政策上是很开放的，积极鼓励国内各高
校、企业聘用海外科学家，将国际人才引入国内，这种思路是非常值得
倡导的”。

制度创新蕴机遇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教授、纳米材料学家
杨培东认为，中国国内科研环境越来越好，对海外人才有着很大的吸引
力。

杨培东兼任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创建院长，他已经帮
助上海科技大学招募了二三十位科研人士，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

杨培东说，中国高等教育越来越国际化，到上海科技大学工作的外
国学者有很多，这些海外学者把到中国工作视为“一个机遇”。

杨培东说：“创新跟制度很有关系。上海科技大学是中国第一个实施
常任教授制度的大学。一所新的高校，可以从头试验这样的制度，做一
块试验地，看看能不能成功，成功的话可以推广。”

对于中国科研环境，他认为，中国科研经费投入每年以两位数的速
度增长，基础设施已经很好了。杨培东说，过去十多年里，中国已有许
多科研成果，但如果把科研软环境建好，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突破会
越来越多，“中国是能够出大师的，但需要静下来，不要急躁”。

广阔前景引青年

如今，德国约有 2.5万名中国留学生，几乎占到外国留学生的 1/10。
德国也成为海外青年科研人才回流的重要基地之一，2014年共有40名在
德国留学或从事科研的中国学者入选“青年千人计划”，人数居全球第
二、欧洲第一。

留德青年学子归国意愿更高，因为他们看到，自己事业的未来还是
在中国。

即将回国工作的2014年“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王旭东是卡尔斯鲁
厄理工大学博士后。王旭东在德国从事科研时的一项研究成果被德国企
业采用，产品成本仅400欧元 （约合2800元人民币），却以20万元人民币
的价格卖给中国企业。这件事让他感到痛心，同时也让他看到了机遇，
坚定了回国发展的信念。

德国马普聚化物研究所的博士后薛建龙同样是2014年“青年千人计
划”入选者。他说，他从事的仿生黏附技术研究在机器人、高铁等领域
的应用前景非常广阔，德国的研究处于全球领先水平，而国内相关研究
还处于起步阶段。他希望，归国后利用祖国提供的优厚条件，与团队一
起，在这项技术的理论和应用研究方面取得突破。

科教兴国战略提出20年来，中国又陆续提出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
展等重大战略，吸引了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海外学者，通过各种形式
在中国这片热土上实现梦想。此外，科研创新在国内各行业更受重视，
科研条件不断改善，科研人员更受尊重，正使中国成为海外科研人员理
想的“追梦之地”。 （据新华网）

5 月是美国一年一度的“亚太裔传统
月”，设立该节日是为了纪念亚太裔在新大陆
追求希望和梦想的历史，同时表彰亚太裔社
区为美国进步做出的贡献。为弘扬祖裔传
统，不少活动在5月接二连三上演。其中，深
厚而多元的中国文化成了最闪耀的一道风景
线。

日前，一场为了庆祝亚太裔文化节而举
办的音乐会在罗切斯特地区彭菲尔德礼堂成
功举办。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办人，当地华人
李明仑带领罗切斯特中国合唱协会的成员展
示了一场惊艳的演出，演出的主题正是代表
中国传统美学的“茉莉花”。在中国合唱团演
绎下，传统民歌代表 《茉莉花》 将传统中国
文化与西方声乐演绎手法结合，委婉中带着
刚劲，细腻中含着激情，似乎向世人诉说：

《茉莉花》的故乡——古老的中国正在阔步前
进。整个议程包括中国传统艺术和民间歌
曲，在演唱会之后，当地观众获邀近距离地
与罗切斯特中国合唱协会的艺术家交流，共
同分享浓浓的中国文化。

在曼哈顿华埠，为了庆祝亚太裔传统
月，华埠共同发展机构在街道中央摆设露天
桌椅，店外摆摊贩卖热腾腾的中餐，吸引了不
少当地人露天聚餐。此外，在华埠游戏区，巨
大棋盘上的大型象棋则成了儿童的另类积
木。俗话说，棋局小世界，世界大棋局，象棋在
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比赛谁能将玩具

叠得更高之余，华裔父母会向自己的孩子耐心解释“兵”、“卒”、“帅”的
意涵，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了悄然传承。

在纽约第36届亚太裔文化节开幕当日，平日本就“中国味”十
足的华埠摇身一变成了城市中的游乐场，而中餐馆纷纷将带有浓郁
中国文化色彩的商品以及特色美食搬到室外。来自奥本尼的卡特西
夫妇纽约之行的首站便选择了华埠，卡特西先生表示：“纽约华埠的
美食我们早有耳闻，我和太太刚才品尝了几家街边摆摊的中国美
食，最喜欢香喷喷的猪肉包子。”

此外，“圣地亚哥亚太裔文化节”上不少中国传统文化节目也吸
引了人们的关注。包括中国舞蹈、功夫、舞狮等，精彩纷呈的节目
不断上演。这样的活动在美国其他的地区也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当
中，相信中国风将持续闪耀5月，并获得世界的青睐和赞扬。

5月13日，来自海内外侨界的近千位侨友聚首北京华文学院新校区，共祝
北京侨校校友会成立30周年。此次会庆以“情牵侨校，心系华文”为主题。

会上，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指出，30年来，北京侨校校友会为促进中外文
化教育交流、支持北京华文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她希望校友会继续
发挥桥梁和窗口的作用，加强与校友的联系。她还希望校友们继续为国内侨校
的建设和发展建言献策；继承传统，以侨为桥，为国家侨务事业服务。

“如今，我们的校友已遍及世界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校友人数近 10 万
人。”北京侨校校友会会长朱添华介绍。华埠游乐区的孩童将巨大象棋当积木玩，充满童趣与创意。

许雅钧摄 图片来源：世界新闻网

八旬归侨捐10座雷锋雕像
中新社电（记者陈政忠） 5月13日，由湖南省东安县85岁高龄印尼

归国华侨钟挺华捐赠的雷锋雕像在井头圩中心小学举行揭幕仪式。这是
钟挺华在该县中小学捐赠的第九座雷锋雕像，第十座雕像也即将落户正
在建设的东安四小。

这座雷锋铜像是钟挺华从自己微薄的退休工资中挤出 5000 元捐建
的。一直以来，钟挺华有一个夙愿，他希望在有生之年用自己的退休工
资为东安县中小学捐赠10座雷锋雕像。

多年来，热心公益事业的钟挺华已累计为教育事业捐款 27 万余元，
目前已设立两个“雷锋助学基金会”，创办了一个“志愿者服务促进
会”，先后资助700多名学生。

北京台湾乡亲组团访京
中新社电（记者陶煌蟒） 5月 12日，中国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谭天星

在京会见由梁义大会长率领的北美台湾乡亲联谊会访问团时表示，希望
旅美两岸侨胞加强互动，求同存异，以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为重，同圆共
享“中国梦”。

北美台湾乡亲联谊会自 2014年 4月成立以来，在支持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及中国和平统一大业、推动住在国与祖 （籍） 国之间友好关系发
展、促进和谐侨社建设、维护在美乡亲合法权益及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等
方面做出重要贡献，谭天星对此深表赞赏。

科教兴国

海外学人共追梦
张家伟 林小春 蓝建中 郭 洋

曾经，海外华人在历史上留下的整体形象是
“三刀”：菜刀、剪刀和剃刀。而随着受教育水平
的不断提高，很多华人已经成为工程师、医师、
会计师与科学家、企业家、发明家。但这一可喜
的转变背后隐藏着一个不起眼的事实：接受技职
教育，从事技术类蓝领工作，在华人群体中却往
往遇冷。

蓝领遭冷眼

日前，马来西亚在吉隆坡举办了最大型的
“2015 年升学与技职教育展”，马华总秘书黄家泉
在主持完推介礼后表示，技职教育在马来华裔群
体中一直受冷，华裔学生的报读率不到 2%。而此
前，马来西亚本地媒体也曾报道，因为华人普遍
认为蓝领薪资低，目前华裔在技工方面几乎出现
断层的局面。

不仅仅是在马来西亚，“工字不出头”的传统
心理在海外华人中非常普遍。许多奋斗在异国的

“华一代”，因为特殊的移民身份，只能从事中餐
馆、装修、收银等较低端行业——不仅辛苦，挣
钱也少。因此，他们也往往期望自己的下一代能

够学而优则“士”，跳出“三刀”行业，做一份像
“三师”、“三家”这样体面且受人尊敬的工作。技
工类工人的蓝色外衣，是华人难以接受的。

这一定程度也和华人对蓝领的误读有关。其
实，蓝领也分“普蓝”和“深蓝”，尽管两者都从
事体力劳动，但“深蓝”要求相应的技术能力，
凭一技之长而在社会立足。

做蓝领挺好

蓝领工作毕竟要求体力劳动，这也是为什么
它在主张“劳心”的华裔群体中难以受欢迎的原
因。

加拿大华裔张雅娟，原本是一名记者兼自由
撰稿人，在加拿大定居 6年后，却突然决定转行，
要从头开始做一名木匠。

张雅娟父母强烈反对她放弃原有的工作，认
为这只是她一时头脑发热。不过，张雅娟用实际
行动告诉父母，把木匠作为终身职业，绝非一时
心血来潮。

她首先详细地了解了这一行在加拿大的现
状，以及很多木匠的经历，同时还做了市场调

查，加拿大木匠需求空间的巨大促使她下定决
心。现在，她已经被一家公司聘用。张雅娟表
示，做完4年学徒，就可获得加拿大各省均承认的

“红标”证书，时薪也会更高。
张雅娟的转行经历具有一定代表性，在国

外，技术类人才却往往更容易就业。
近期，加拿大就业市场就十分萧条，中小型

企业规模缩减，而大型企业很少出现空缺职位，
加拿大本地失业率持续高企。在许多人找不到工
作的同时，蓝领技工岗位却出现大量空缺，形成
了“有人无工做，有工无人做”的尴尬景象。以
安大略省为例，据政府估计，在未来 10年，技工
短缺将超过36万，蓝领工人将十分受欢迎。

技术类蓝领不仅比白领更容易找到工作，工
资也往往不低，据统计，加拿大技工平均时薪较
其他职位要高 6.2%。比起更高的薪资，曾经在硅
谷一家科技公司工作的赵先生转行做装修之后，
则表示装修虽然费体力，但比起上一份白领工
作，胜在没有压力。

蓝领工作，从事体力劳动的另一面，是就业
宽松、薪水不菲、工作愉快。

机遇和挑战

重视技能的就业风向，也促使华裔家长改变
传统的教育理念。温哥华的华裔移民冯魏先生在
接受本报采访时直言，当初移民加拿大，就是为
了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现在儿子即将高中毕
业，他打算先送儿子去职业学校学习一门技能。

“职业教育也是一种学习方式，而且孩子有一技傍
身，我也放心一些。”

纽约市华埠人力中心行政总监李康诚在出席
亚美联盟就业报告会议时曾表示，很多华裔只要
稍加培训，就能在美国找到入门级工作。但华人
也常常就此止步，缺乏进一步的培训。 以美国的
护理行业为例，华人主要从事最低等的护工工
作。护工被视为一般劳工，只需要 75小时的短期
培训，再通过一个简单的考试即可。因为门槛较
低，他们的薪资仅为每小时 10美元。如果通过护
士执照考试，成为职业护士，他们的薪金就会大
幅度提高。但是，许多华人护工因为不熟悉英
语，只能望而却步。

对多数华人来说，蓝领是挑战，更是机遇。

技术高 收入好 压力小

蓝领技工：华人就业新选择
孙少锋 龚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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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会庆现场▲图为会庆现场

◀从 泰 国 前 来 参
会的徐美卿 （右） 将
自己带来的旧照片同
老校友分享

▶ 多 年
未见的老校
友们在会后
互相留言

在“海外赤子北京行”活动中，北京海外学人中心副主任王禹向来
访的海外学人着重介绍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内海外人才的科技成
果。 来源：北京海外学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