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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
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随着华侨华
人在各国的打拼，龙元素也悄然走进各国，展现中华
文化魅力。

近日，一条上下翻飞的金龙舞进了法国里昂领事
节，成为当天活动中最令人瞩目的明星。这条来自重
庆铜梁的竞技龙活灵活现，演员们用精湛的技巧和丰
富的表演套路让金龙栩栩如生。

精彩的舞龙表演像磁石一般紧紧抓住了观众的目
光和媒体的镜头。一位观众由衷地赞叹：“不看下面的
舞龙人，还真觉得是条真龙在翻飞呢！”

6月 13日，一座长 3米、高 2.5米、重约 7200公斤
的铜制龙雕塑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市
安家落户。这条象征吉祥、祝福和友谊的“中国龙”
来自维多利亚市的姐妹城市苏州，承载着纪念两地结
为姐妹城市35周年的美好寓意。

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刘菲表示：“今年是中加两国
文化交流年，龙是中国的象征，‘中国龙’落户布查特
花园，给这个著名的花园增添了典型的中国元素。”

同样充满龙元素的还有端午节期间的各种龙舟竞
赛。随着华人移民遍布全球，赛龙舟已经出现在世界
的各个角落。作为北美历史最悠久的龙舟节，一年一
度的美国波士顿龙舟节于 6 月 14 日热闹举行。华侨华
人为龙舟点睛，在水中大显身手，欢乐迎端午。

波士顿华人水上赛龙舟，新加坡华人则在陆地展
开龙舟对决。6 月 14 日，在“2015 年端午节嘉年华
会”举办的“趣味旱龙舟竞技大赛”上，参赛者合力
踏着旱龙舟，高喊节奏，齐步向前迈进，场面十分热
闹。

中国龙不仅可以舞于空中、游在水上、陆地行
走，还可以在晚上发出耀眼光芒。在去年的美国达拉
斯地区彩灯节园区，主办方用1.5万个瓷盘瓷碗瓷碟瓷
球嵌砌捆扎，精心打造了一条百米青花瓷长龙。夜幕
降临时，技术工人使用灯光让巨龙龙身呈宝蓝色，仙
气环绕。又如神龙出海，威武挺拔。参观者看到无不
啧啧称赞。

龙，既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也是中国精神的代
表。舞龙、雕塑龙、龙舟、旱龙舟、瓷器龙……一条
条巨龙在世界各地舞动，也让中国文化在全球熠熠生
辉。

在非洲政坛上很少见到华裔面孔，华裔女
性更是凤毛麟角，但津巴布韦第三代华人费琼
却是其中之一。

已过花甲之年的费琼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
代曾任津巴布韦两任内阁部长，主管教育和就
业。退出政坛后，她先在纽约的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总部任教育小组主席，后在埃塞俄比亚任
非洲联盟 （“非盟”） 高级顾问兼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非洲能力建设研究院首任主席。迄今，
非洲华裔中除了非盟委员会前主席让·平，很少
有人在政坛的建树能与她相比。

非盟第25届首脑会议6月14日至15日在南
非约翰内斯堡召开，讨论妇女赋权等议题。非
洲政坛直到不久前还是“男人一统天下”，女性
尤其是华裔女性在政坛开疆拓土的艰辛，作为
非洲参政女性先驱的费琼深有感触。

“小时候，受传统观念和种族隔离制度影
响，女孩上学非常困难。好在父亲非常开明，
费尽周折要把3个女儿送进学校，是教育改变了
我的命运，”费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和大
多数中国移民家庭不同，来非洲前，我家人在
政治上就很活跃。在这里扎下根后，自然很同
情殖民统治下的非洲同胞，想做点什么。父亲
在哈拉雷城里开的面包店后来就成为民族解放
运动成员开会的据点。”

费琼祖父朱箕奎是来南罗得西亚 （津巴布
韦前身） 的第一批中国人。1896年，他与 13名
广东台山老乡远渡重洋营生，在索尔兹伯里

（哈拉雷前身） 落脚。费琼的父亲朱耀宗17岁来
非洲投奔父亲，最早在宾度拉一带从事金矿、
鞋厂和面包店生意，1936 年成家后回到索尔兹
伯里。

费琼说，她3岁那年，母亲病逝。家里“香
火不断”的观念比较重，导致母亲连年生育、
最后难产而死。母亲死后，父亲忙于照料生
意，费琼和她的两个妹妹由黑人保姆照顾。因
为失去了妈妈，黑人保姆在姊妹3个的生活中时
常扮演母亲角色。费琼说，这段经历在她幼小
的心灵中植下了华人与当地人一家亲的种子。

从政这些年，费琼一直相信政府财政大力
投入教育医疗等行业并扶持国有企业发展是津
巴布韦走上工业化的最佳办法。然而事与愿违，由于津巴布韦独立后依
然过度依赖西方每年2亿至4亿美元的援助，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不得不接
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调整计划，大刀阔斧地搞私有化和国际贸易
一体化。但刚独立的津巴布韦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导致本地工厂
大批倒闭、工人失业、物资依靠进口而物价高企，从此进入长达10年的
经济衰退。

“津巴布韦要学中国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早些年，中
国在最困难时期不靠外国援助也发展起来了，中国充分利用了这段时期
为今后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费琼说。

谈到当下中非之间的产能合作，费琼说，中国与非洲进行的广泛经
贸合作，包括扶持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促进富余产能向非洲转移等政
策，给了非洲国家一个摆脱西方“新殖民主义”束缚的难得机会。非洲
各国政府应当把握时机，调整扶持政策，加大财政对基础设施的投入，
以从中非产能合作中最大受益。 （据新华社电）

据 《 中 国 国 际 移 民 报 告
（2015） 》 调查显示，在过去 15 年
里，中国一直是加拿大永久居民最大
来源国之一。对不少人来说，拿到枫
叶卡后，下一步都希望能申请入籍，
成为加国公民。而随着新入籍法的全
面实施，他们或将面临入籍难题。

入籍今变难

日前，加拿大联邦移民局宣布开
始全面实施新的入籍法。新入籍法将
全面调整公民入籍政策法规，其中包
括延长申请入籍所需居留时间，扩大
需要达到语言要求的年龄段，增加申
请个人所得税文件等条款。这都标志
着加拿大政府开始抬高入籍门槛。

在数量庞大的加拿大华人群体
中，新入籍法自然备受瞩目。此前，
加拿大一家中文网络媒体曾就此做过
民调，调查结果显示，只有 7%的投

票人认为新入籍法是合理的，有 2/3
的华裔投票人表示反对。不少华人认
为，新入籍法增加了华人入籍的难
度。

有分析指出，问题可能集中在两
个方面。一方面，新入籍法对申请人
的语言水平要求提高了，而且免试的
年龄也由 55 岁提高至 65 岁。另一方
面，新入籍法对申请人的居留时间要
求也更为严格，由原来的 4年内住满
3年变为6年内住满4年，并且将“居
留”明确定义为在加拿大境内“实际
居住”，这必然会影响一些工作重心
仍在中国的华人。

应对各不同

面对入籍难度的增加，打算申请
入籍的华人反应各有不同。

目前正准备申请入籍的加拿大华
人廖康健就面临着语言难关。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廖康健说：“我在加拿
大的工作主要还是和中国人打交道，
英语虽然蹩脚，但和当地人沟通还是
没问题的。现在，为了拿公民身份，
还要再从头学abc。”他说，如果实在
过不了英语关，就只好放弃入籍了。

同样在等待公民身份的黄琳在加
拿大已经快满 3 年了。她告诉本报，
移民局突然宣布从6月11日开始全面
实施新入籍法，使她没能赶上旧入籍
法的“末班车”，不得不根据新入籍
法在加拿大多待一年。“现在只能在
这边继续熬身份了。”黄琳显得十分
无奈。

不过，对一些原本就打算在加拿
大落地生根的华人来说，新入籍法的
影响并不大。跟随父母一起移民到温
哥华的周薇目前正在上大学，她表
示，父母已经在加拿大定居，自己大
学毕业以后也打算在加拿大找工作，
申请入籍不过就是晚一年的事。

移民试金石

新法案从出台就遭受华人群体的
非议，不过也有不同意见。已经取得
加国公民身份的马炜先生认为，新入
籍法如今成了一块试金石。

“新入籍法出台后，可以投机取
巧的地方少了，耗费的时间、精力却
更多，这会促使人们反思是否非拿加
国护照不可。”马炜说，“身边有些朋
友，都是一边想要加国的身份，一边
又舍不得在国内的发展，两头折腾得
够呛。现在新法案一出台，不少人都
打算先放弃入籍，安安心心在国内发
展。”

不过，马炜也认为，对于打算在
加拿大长期发展的华人，还是应该尽
量争取得到公民身份。“这关系到一
个选举权问题。没有公民身份，就没
有投票权，华人的影响力只会更弱，
以后再碰到类似的事件只会更无能为
力。”

马炜说，希望加拿大华人能正视
入籍，不要盲目跟风，急于得到一块
好山好水的“护身符”。“入籍成为加
拿大公民，是华人在加国的一个机
遇。我们既要积极融入当地社会，承
担责任，也要利用好身份，为华人争
取更大的权利。”他说。

近日，第十三届中国·海峡项
目成果交易会举行海外华侨华人项
目成果签约仪式。当日，由国务院
侨办主办的华侨华人项目成果展亮
相福州。展会邀请了来自美国、英
国、澳大利亚、台湾等 11 个国家
和地区的约 50 名海外专业人士参
会，其中院士1人，博士45人，征
集海外科技成果 225 项。截至目
前，已成功推荐 13 个海外项目与
福建省的企事业单位对接，总投资
额约11.9亿元人民币。图为签约现
场。

张 斌摄 中新社发

中澳自贸协定签署效应（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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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华人入籍门槛抬高
龚欣怡

华侨华人项目成果在福建落地华侨华人项目成果在福建落地

历时近10年、经过20多轮谈判，中澳自贸协定正式
签署，澳大利亚也成为与中国签订自贸协定的最大发达
经济体。那么，华商究竟能享受到多少实实在在的福
利？

福利一：
贸易机会越来越多

“去年 11 月，我就在堪培拉习主席的演讲现场，亲
身感受到澳大利亚人对中澳自贸协定签署的热烈期待。”
ABC环球集团总裁袁祖文回忆道。

如今，这份期待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机遇。
关税减少，是双边贸易中最为“实惠”的一项举措。
在华商付智涛眼里，这为他节省了不少成本。这位

年轻的“80 后”总裁是做红酒和物流行业的。他说：

“拿红酒贸易来说，现在关税递减，成本减少，我个人的
压力也会小很多。对于老百姓来说，协定打破了层层壁
垒，他们可以接触更多的澳大利亚产品。”

做电商平台的杨东东也能切实感受到这份协定带来
的种种变化。以前出口保健品、日用品等商品到中国，
超过500元人民币就要收税。“从今以后，税会减少或者
起征额度提高，行业会井喷式发展。”他说。

“依据自贸协议，大部分商品要走出去，可以依靠网
上进行销售。”付智涛解读，之前某些中国国内电商线上
销售的东西，多是店主在国外开店备货，成本很高。“每
天的市场变化是瞬息万变的，你不可能以过去的方式来
做市场。”

精明的付智涛看出了商机，这些年一直游走于中澳
之间，和中国国内企业进行“搭配合作”，“华商可以为
国内电商或者大型企业提供配货、发货等第三方服务。”

““其实其实，，一直以来一直以来，，华商都在做这些业务华商都在做这些业务，，只是协定只是协定
更加明了更加明了，，对华商更加开放对华商更加开放。”。”付智涛说付智涛说。。

福利二福利二：：
服务业迎来服务业迎来““黄金时代黄金时代””

““协定的签署协定的签署，，华商及华人的公司会得华商及华人的公司会得
到最为直接的实惠到最为直接的实惠。”。”袁祖文断言袁祖文断言。。这得到这得到
了杨东东和付智涛的认同了杨东东和付智涛的认同。“。“华商是两国商华商是两国商
业业、、文化交流的桥梁文化交流的桥梁。。在澳华商熟悉中国国在澳华商熟悉中国国
内的市场环境内的市场环境，，也熟悉澳大利亚当地的市场也熟悉澳大利亚当地的市场
需求需求。”。”杨东东说杨东东说。。

““中澳经贸活动日益频繁中澳经贸活动日益频繁，，大量资金往大量资金往
来来，，迫切地呼唤以中国资本为基础的华资银迫切地呼唤以中国资本为基础的华资银
行行，，来有针对性地服务日益增长的双边贸来有针对性地服务日益增长的双边贸
易易。”。”袁祖文说袁祖文说。。

““之所以谈了之所以谈了 99 年多年多，，就是在金融服务就是在金融服务
业方面有分歧业方面有分歧。”。”付智涛分析付智涛分析，，协定打破了协定打破了
这个僵局这个僵局，“，“华人开设小型融资公司华人开设小型融资公司、、华商华商

银行，这些在将来都会实现。”
而另一个直接受益的行业是留学、移民行业。“将有

更多的年轻人来澳大利亚，而这将带给华商服务业更多
利润。”付智涛说。

自贸协定中涉及到的“5000 个打工及度假签证
（462类） ”对袁祖文的公司有显而易见的好处，因为他
的集团长期从事的就是移民、留学业务。“不仅可以分一
杯羹，而且还可能短期引进一些优秀的中国毕业生来澳
大利亚工作及度假，适度缓解我们因缺乏优秀员工而导
致的发展瓶颈问题，进一步协助公司强化中国市场业
务。”他说。

福利三：
更便利的投资机会更便利的投资机会

对于有意投资澳大利亚的企业来讲对于有意投资澳大利亚的企业来讲，，投资领域的开投资领域的开
放更加令人振奋放更加令人振奋。。协定规定协定规定，，在投资领域在投资领域，，双方自协定双方自协定
生效时起将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生效时起将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澳方同时将对中国企澳方同时将对中国企
业赴澳投资降低审查门槛业赴澳投资降低审查门槛，，并作出便利化安排并作出便利化安排。。

不少中企海外投资失败的案例让一些国内企业心有不少中企海外投资失败的案例让一些国内企业心有
余悸余悸。。在付智涛看来在付智涛看来，，这大可不必这大可不必，，之所以投资失败之所以投资失败，，
很大原因在于不了解当地情况很大原因在于不了解当地情况。“。“华商的信息量很大华商的信息量很大，，且且
有很强灵活性有很强灵活性，，一般很快就会把业务做起来一般很快就会把业务做起来。。这相当于这相当于
一个个堡垒一个个堡垒，，逐渐推进逐渐推进。”。”付智涛说付智涛说，“，“毕竟现在的世界毕竟现在的世界
是资源整合的世界是资源整合的世界。”。”

在澳大利亚从商在澳大利亚从商2525年的桑鸿已经感受到了机会的增年的桑鸿已经感受到了机会的增
多多。“。“原来原来，，我从事的是纺织品行业我从事的是纺织品行业，，从澳洲拿订单从澳洲拿订单，，回回
中国生产中国生产。。近年近年，，随着国内人工成本的增加随着国内人工成本的增加，，我逐步转我逐步转
到了房地产投资到了房地产投资。。随着中澳自贸协定谈判实质性结束随着中澳自贸协定谈判实质性结束，，
从中国过来的投资项目越来越多从中国过来的投资项目越来越多。”。”他说他说，“，“为了更好地为了更好地
适应当地环境适应当地环境，，国内的投资项目都乐意与澳大利亚当地国内的投资项目都乐意与澳大利亚当地
的企业对接的企业对接。。最近最近，，我们已经忙起来了我们已经忙起来了。”。”

““可以预见可以预见：：来澳洲旅游基本可以来澳洲旅游基本可以‘‘说走就走了说走就走了’，’，
私人来澳买矿私人来澳买矿、、买农庄更不是个事了买农庄更不是个事了。”。”袁祖文很乐观袁祖文很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