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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入迈入 2121 世纪世纪，，互联网的快速互联网的快速
发展给世界带来了的无限商机发展给世界带来了的无限商机，，人人
人都想抓住机遇分一杯羹人都想抓住机遇分一杯羹。。这不这不，，
不少海外华人也因地制宜不少海外华人也因地制宜，，做起了做起了
互联网经济互联网经济。。

一位名为鲍文的加拿大华裔青一位名为鲍文的加拿大华裔青
年日前就和朋友一起创立了一家网年日前就和朋友一起创立了一家网
上商城上商城，，为居住在多伦多的华人市为居住在多伦多的华人市
民提供送货上门服务民提供送货上门服务。。

这家网上商城主打新鲜果蔬这家网上商城主打新鲜果蔬，，
同时销售酸梅汤同时销售酸梅汤、、面线等中国特色面线等中国特色
食品食品，，全中文页面让华人在异国他全中文页面让华人在异国他
乡倍感亲切乡倍感亲切。。

鲍文表示鲍文表示，，设立网站的初衷是设立网站的初衷是
帮助那些出行不便的华人市民帮助那些出行不便的华人市民。。多多
伦多冬季漫长多雪伦多冬季漫长多雪，，夏季炎热高温夏季炎热高温，，
不少华人家中没有汽车不少华人家中没有汽车，，出门全靠出门全靠
步行步行，，费时又费力费时又费力。。送货上门的网上送货上门的网上
商城就为他们提供了购物新选择商城就为他们提供了购物新选择，，
从此不出家门也能吃到新鲜果蔬从此不出家门也能吃到新鲜果蔬。。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女性女性
生产后坐月子是一件马虎不得的大生产后坐月子是一件马虎不得的大
事事。。随着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随着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坐月坐月
子也慢慢走向专业化子也慢慢走向专业化，，并催生了并催生了

““ 月 嫂月 嫂 ”” 这 个 高 薪 职这 个 高 薪 职
业业。。然而然而，，受到中西文受到中西文
化差异的影响化差异的影响，，生活在生活在
海外的华人想找个专业海外的华人想找个专业
月嫂却不是易事月嫂却不是易事。。

不过不过，，生活在马来生活在马来
西亚的产妇就不用愁西亚的产妇就不用愁
啦啦。。近日近日，，马华妇女组马华妇女组
开设了马来西亚首个陪开设了马来西亚首个陪
月网站月网站。。华人产妇可以华人产妇可以
通过该网站找到心仪的月嫂通过该网站找到心仪的月嫂，，享享
受养生月子餐受养生月子餐、、新生儿护理等陪新生儿护理等陪
月服务月服务。。而且而且，，马华妇女组主席马华妇女组主席
表示表示，，该网站还能帮助月嫂们开该网站还能帮助月嫂们开

拓东南亚市场拓东南亚市场，，未来的客户将未来的客户将
不局限于马来西亚不局限于马来西亚。。

又是一年毕业季又是一年毕业季，，澳大利澳大利
亚华裔吴翔宇正在开发一款软亚华裔吴翔宇正在开发一款软
件件，，堪称毕业生的堪称毕业生的““福音福音”。”。借借
助该软件助该软件，，毕业生们只需填写毕业生们只需填写
一份表格就能直接申请上百家一份表格就能直接申请上百家
公司的相关职位公司的相关职位。。目前该软件目前该软件
已经初步完成已经初步完成，，相信经过最终相信经过最终
的调试与完善后的调试与完善后，，能够成为中能够成为中
国留学生手中的求职国留学生手中的求职““利器利器”。”。

在华人的巧思之下在华人的巧思之下，，还有许还有许
多传统行业通过与互联网的结多传统行业通过与互联网的结
合合，，走出一条新路子走出一条新路子。。比如比如，，由赵由赵
清华等华人团队创办的海外华清华等华人团队创办的海外华
人交友网站前不久正式宣布进人交友网站前不久正式宣布进
军英国市场军英国市场，，成功地将服务对象成功地将服务对象
从北美华人扩展至欧美华人从北美华人扩展至欧美华人。。

海外华人在互联网中海外华人在互联网中““掘掘
金金””的同时的同时，，也让同胞们在异也让同胞们在异
国 他 乡 的 生 活 更 为 便 捷 与 舒国 他 乡 的 生 活 更 为 便 捷 与 舒
适适。。相信再多些这样相信再多些这样““双赢双赢””
的点子的点子，，能帮助华人在互联网能帮助华人在互联网
领域会越玩越溜儿领域会越玩越溜儿、、越玩越顺越玩越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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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政觉悟日益提高

近日，随着加拿大联邦大选的临近，
参选华人也在紧锣密鼓地备战竞选。继上
一届加拿大联邦大选时华人踊跃参政之
后，在2015年的联邦大选中，依然可以看
到一些华人活跃的身影。

据报道，加拿大联邦长者事务国务部
长黄陈小萍已经取得2015年联邦大选候选
人资格，目前正在全力备战 10 月份大选。
香港移民黄鉴文于 3 月份表示，将要争取
联邦保守党温哥华奎特拉选区的候选人提
名。此外，现任国会议员梁中心以及其他
3 名华人，都正在积极寻求党内提名，准
备参加2015年的联邦大选。

一直以来，由于政策限制，导致加拿大
华人参政历史相对较短，华人发声不受重
视。但是近年来，加拿大华人的参政意识正
在逐渐增强，对政治的态度由淡漠转为觉
醒，在参政议政的道路上迈出实质性步伐。

有数据显示，在 2011 年联邦大选中，
共有23名华裔候选人参选，超过上一届的
18 人，增幅达到 28%；而最终有 7 人当
选，比上届多出 2 人，增幅达到 40%。同
时，这也是历史上国会华裔议员人数最多
的一届。2014年，在安省举行的市镇选举

中，有60余名华裔候选人参选，打破了历
年华人参选人数纪录，同年华人参加投票
的比例也有大幅提高。

华人“抱团”添助力

上世纪华人对政治持以淡漠态度，主
要是由于华人群体多为体力劳动者，经济
实力欠缺，知识水平较低，维权意识不
强。随着社会进步，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
升，华人新生代力量壮大，他们逐渐意识
到了华人参政的重要性，华人参政逐渐

“火热”。
加拿大华人在参政议政的道路上越走

越远，其中少不了华人社团的帮助。华人
参政，不再只是个人的单打独斗，而是演
变成了多方支持、联合“抱团”的集体行
动。

在加拿大，有多家华人社团或组织，
为了促进加拿大华人参政议政，积极宣传
联邦大选，鼓励华人行使自己的选举权，
提高华人投票率。

据加拿大 《世界日报》 报道，加拿大
中国工商联合会日前举办了“为华人参政
保驾护航”新闻发布会，为了倡议华裔社
区的人们积极参与政治，关注联邦大选议
题，他们计划推行一系列的助选行动，帮

助华人在政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由于加拿大当地主流媒体在华裔社区

对参选和投票的宣传力度有限，再加上人
们对其认识程度不深，关注不多，华裔社
区的人们自然就对参政议政兴趣索然。

针对这个问题，加拿大新华人联合会
将印制并发行 2 万册的宣传册，介绍加拿
大三级政府选举，普及参政议政知识，并
组织义工队伍和车辆接送选民参加联邦大
选投票。

此外，加拿大本地的多个社区还发起
了加拿大“华人参政论坛”，多位关心华
人参政问题的人士举行多次聚会，就华人
参政这一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华人力量不容忽视

华人“抱团”正在形成一股新的力
量，它们作为加拿大华人参政的支撑力量
和宣传力量，以后能够为华人参政议政做
得更多。加拿大中国工商联合会会长滕达
曾表示，华裔社团应当成为华裔议员强有
力的后盾，同时也应该和其他族裔以及党
派的议员保持礼尚往来的关系。

虽然加拿大曾是排华国家，但是它是
一个多族裔的国家，所有族裔都是加拿大
主流社会的一分子，华人不应自贬为非主
流，压抑华人参政的意愿。相反，华人应
该主动融入加拿大社会，不仅是为维护华
人利益，也应该为推行民主、平等和公正
等理念而努力。就像黄陈小萍所说的那
样，华人参选不能仅仅争取华裔选民的支
持，“所有族裔的选票都要重视”，不管华
裔选民是否支持华裔候选人本人，他们都
应该鼓励华裔选民积极投票，以“提高华
裔的政治影响力”。

作为加拿大最大的少数族裔群体，华
人人口比例虽高，但是参政比例相对较低。
据统计，目前加拿大共有 160 多万华人，约
占加拿大总人口数量的 4.2%，按照加拿大
华人人口的比例，华裔国会议员应该至少
有 15 个，但实际上却只有 7 位华裔国会议
员，说明华裔参政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加拿大华人的参政议政之路，虽然漫
长且坎坷，但是借助着华人“抱团”的力
量，前景不会暗淡，依旧光明，而且在世
界其他地区，华人的政治影响力会越来越
大。

华人聚力抱团参政
要在加拿大大选发声

孙少锋 柴林翊

加拿大联邦大选将于10月举行。6月5日，加拿大中国工商联合
会举办了“为华人参政保驾护航”新闻发布会，呼吁华裔公民积极参
选和投票，改变华裔投票率较低的现状。那么，加拿大华人参政之路
究竟如何？前景又将怎样？

本报电（王晓玥） 近日，新西兰华裔艺术家姜
宏光画展 《蓝魂—姜宏光彩墨世界》 在北京举办。
本次画展由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新西兰太平洋
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共同主办，共展出姜宏光近年来
创作的彩墨作品42幅。

姜宏光，2002 年移居新西兰后开始研究西方艺
术，2007年毕业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艺术系。多次
在国内外著名机构举办个展，其作品有丰厚的学识
和娴熟的绘画技巧，不仅融合了中西方文化，也体
现了时代感和画家的个人独特风格。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8日。

据中新社普洱6月8日电（和晓莹） 第八届世界
云南同乡联谊大会8日在“世界茶源”普洱市开幕。
来自缅甸、泰国、新加坡、菲律宾、美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等 19 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 名海外云南
同乡、特邀嘉宾畅叙乡情，共谋发展。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裘援平在大会开幕式上
表示，云南是中国五大侨乡省之一，在海外有250多
万云南籍华侨华人。世界云南同乡联谊大会已成为
海外云南同乡加强联谊、携手合作、共谋发展的重
要平台。相信本届大会必将增进世界云南同乡之间
的亲情乡谊，激发云南同乡参与家乡建设的热情，
共谋发展，实现共赢。

世界云南同乡联谊大会于 1999年在昆明首次举
办，之后每两年召开一次。截至目前，有来自世界
各地 1600 多位云南同乡参加了前 7 届同乡大会，大
会已成为推动世界云南同乡联谊交流、促进云南对
外开放的重要平台。

世界云南同乡联谊大会开幕

本报电（柴林翊） 6月5 日下午，由国务院侨务
办公室、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中央民族歌舞
团承办的 2015 年“文化中国·华星艺术团高级研修
班”在北京顺利结业。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
副主任何亚非等领导人出席了结业仪式。来自 18
个国家的 60 余名海外文化社团主要负责人参加了
结业仪式。

在结业仪式上，裘援平表示，华星艺术团是在
海外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星星之火”。她希望华
星艺术团能够牢记使命，因地制宜，团结协作，不
断创新，让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百花园中更加璀璨。

“文化中国·华星艺术团高级研修班”结业

图为裘援平主任为学院颁发结业证书。
图片来源：中新社

图为裘援平主任为学院颁发结业证书。
图片来源：中新社

新西兰华裔艺术家姜宏光画展在北京举办

漂洋过海的“蓝丝带”

6月6日，“蓝丝带助残基金”启动仪式暨
公益书画笔会活动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举
行。中国侨联主席林军，中国侨联副主席、
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乔卫以及国内外
知名书画艺术家共150多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启动仪式上，一位高大英俊的加拿大华
裔青年格外引人注目，他年轻的脸庞上洋溢
着青春与自信：“我们希望通过‘蓝丝带助残
基金’解决中国残疾青少年在教育、医疗、
心理和就业等方面的问题。”

他 就 是 SDC 蓝 丝 带 基 金 会 主 席 王 钦
（David Wang），美国伯克利大学学生，今年
20岁。

5年前，还是高中生的王钦与 5名华裔同
学共同组建了“SDC蓝丝带国际基金会”。目
前，该基金会已经拥有500多位会员，捐赠金
额达100多万美元，而成员大部分为华裔。

“SDC蓝丝带国际基金会”也漂洋过海来
到中国。王钦和伙伴们一同为中国的残疾儿
童捐赠学习用品，进行辅导伴读等。而这次
在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设立的“蓝丝带助残
基金”也将成为“SDC 蓝丝带国际基金会”
的中国大本营。

华裔新生代乐于助人

王钦并不是唯一一个热心公益的华裔新
生代。随着时代发展，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
青年加入慈善事业，并在这条爱心道路上越
行越远。

加拿大烈治文山高中第 12 班学生王钰鑨
就是一名公益爱好者。小学4年级开始，王钰
鑨就开始参与慈善活动，并在 2013 年独创了

自己的慈善机构——誓言变革 （Pledges for
Change）。在今年 5 月的首届庆祝晚宴上，王
钰鑨开心地宣布这两年间筹得的善款已达近2
万加元。

热衷于慈善的“华二代”也不仅限于加
拿大。匈牙利 《新导报》 此前报道，匈牙利
华人青年慈善协会分别在“唐人街”商圈和
欧洲广场举办了两场旧衣物爱心募捐活动。
仅仅两天时间，协会一共接收了新旧衣物共
5000余件，鞋子600余双。

从个人行为到集体行动，“华二代”用实
际行动证明自己并不是“垮了的一代”。恰恰
相反，他们爱慈善有担当。欧洲华侨华人青
年联合总会会长傅旭海曾称赞意大利青年联
合会“为促进华人融入主流社会及热心慈善
公益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

慈善公益的精神追求

中国人自古以来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国外，不少华裔

家庭给孩子灌输公益理念，华裔新生代骨子
里流淌的华夏血液也让慈善精神一脉相传。

爱好慈善只是第一步，有能力去做慈善
更是关键。华裔新生代们大多家境优渥，父
辈靠打拼已经积累起一定财富。他们的慈善
观念在进步，也愿意帮助孩子们实现慈善梦
想。“从小我就喜欢帮助其他人，父母一直都
非常支持我。”王钦说。

海外精英教育和慈善氛围同样对华二代
产生影响。卡耐基名言“一个人在巨富中死
去是一种耻辱”影响了很多西方富豪的财富
观。小时候接触义工，长大参加公益活动，
华裔新生代耳濡目染地接受慈善的影响。

然而进行慈善活动并不一帆风顺。“几年
来，我们尝到了很多过去在家里没有吃到过
的苦痛，但从来没有放弃”。王钦说，“看到
残疾儿童实现了幸福梦，我们的付出都是值
得的。”

“慈善并不是一种任务，而是一种精神追
求。”王钦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公益早
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新华人依然追求慈善
李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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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中
国侨联主席林军

（左四）与加拿大
华 裔 青 年 王 钦

（右四）等共同启
动“蓝丝带助残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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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讯

6 月 3 日至 9 日，2015 年海外
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夏令
营——枣庄营 30 多名来自马来西
亚的华裔营员们，在山东枣庄市文
化路小学学习，体验国学、书法、
剪纸、秧歌等中华传统文化，并与
这里的学生一起相互交流，寻找中
华文化之根。2010 年以来，枣庄
市已先后举办了9次海外华裔及港
澳台地区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
夏 （冬） 令营，来自海外 1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 1000 余名华裔青少
年在枣庄“寻根”学艺。

大图：海外华裔青少年学习剪
纸艺术。

小图：一名马来西亚华裔女孩
正在学习中国书法。

吉 喆摄 （中新社发）

海外华裔青少年齐鲁学艺海外华裔青少年齐鲁学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