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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新抢修的滇缅
公路山高谷深，地势险恶，
我们的父辈驾驶满载抗战
物资的卡车就行驶在这样
的路上，他们用生命书写了
可歌可泣的故事。”南侨机
工利汉平的儿子利果开说。

广西南侨机工后人近
日在南宁集结，缅怀先辈抗
战功勋。利果开介绍说，其
父利汉平祖籍广东梅县，在
泰国出生后跟随祖父在南
洋漂泊闯荡，14 岁拜师学
艺，主攻汽车修理和驾驶。
出师后，利汉平在东南亚各
国以开车和修车为生，过着
平静的生活。

抗战爆发后，东起中国
昆明、西至缅甸腊戍的滇缅
公路成为中国抗战物资运
输的生命线，承担着抢运抗
战物资的重任，大批华侨机
工也因此回国服务。

“父亲生前一直记得南
侨总会发出的《征募汽车修
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通告
的内容。”利果开说：“当时，
正值而立之年的父亲，以驾
修两能者身份报名，参加了

‘雪兰莪华侨机工回国服务
队第一队’，从新加坡搭乘
轮船启程，经缅甸仰光入滇
投身抗战。”

回国后，利汉平被分配到西南运输处工作，从载重
1.3吨的福特轻卡到著名的6.9米长的美国GMC十轮大
卡车，他开着各种车驰骋滇缅公路。1939年10月，随着
南宁会战的打响，利汉平还和其他南侨机工一道，赶赴
中越边境广西镇南关参战，抢运了大量物资。

和利汉平一样，泰国华侨冯建群的父母当年也积极
响应陈嘉庚号召，回国抗日救亡。冯建群告诉笔者，父
亲冯家瀛精通无线电和仪表修理技术，母亲的家族在泰
国经营着一家知名的汽车行，家境十分优越。父亲生前
常提起，当年回国不仅是出于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精神的追随，更希望能够实现技术报国的心愿。

在中国战场，冯家瀛参加了著名的昆仑关战役，在
前线负责通讯工作。“当年他的部队打赢了那场战斗，他
至死都感到自豪。”冯建群说。

广西南侨机工亲属联谊会会长温瑞雄多年来一直
在寻找南侨机工的后人，并组织他们开展相关纪念活
动。温瑞雄表示，父辈们不仅在险恶的滇缅公路上抢运
抗战物资，还参加了多场重大战役，每个人都有出生入
死的经历，后辈们不该忘记。

多年来，这位年逾六旬的老人已找到了 100多位南
侨机工眷属，并组织他们重走滇缅公路，参访南侨机工
纪念馆。“今后，我们还将带子孙们到昆仑关、史迪威公
路等先辈们曾战斗的地方祭奠，希望后辈们永远铭记他
们的功勋，把华侨的爱国精神传承下去。”温瑞雄说。

（据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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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法规陆续出台

7月 1日，《南京市华侨权益保护条例》 正式施行的
第一天，美国华侨李涛就接到南京市侨办工作人员的告
知电话。“我非常高兴，这正是我们华侨最迫切需要
的。”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李涛兴奋地告诉记者，对于这
部保护华侨权益的法规，他期待已久。

记者从南京市侨办获悉，作为我国首部以“华侨权
益保护”为主题的地方性法规，《南京市华侨权益保护条
例》共24条，重点对在宁华侨在经济、社保、教育、卫
生、财产、投资创业等方面的基本权益做出规定。

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越
来越多的海外侨胞选择回国发展，并发挥了独特而突
出的作用。在南京，华侨就已成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特别是“创新驱动”的生力军。据介绍，南京市
入选中央“千人计划”专家中的 90%都具有“侨”的
身份。

如何保障这些侨胞的合法权益，使他们回国之后能
够更好地生活与发展，逐渐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热点话
题。推进华侨权益保护立法，也被陆续提上各地政府的
议程表。

不仅是南京，在广东、福建等国内几大侨乡省份，
“立法护侨”的工作同样进行得如火如荼。

早在2011年，广东就启动了《广东省华侨权益保护条
例》的立法工作，并多次就条例草案举办专家咨询座谈会，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有望在今年完成立法并出台。

6 月中旬，福建省政府法制办也召集省人大、省侨
办、省侨联等多个部门代表及法学专家学者，对已经成
稿的《福建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进行论证。

侨胞难题逐一解决

各地有关华侨权益保护立法的逐步推进，带给侨胞
的是实实在在的便利。

“如果南京出台的这个条例能够得到切实的落实，将
使我们侨胞回国发展更加顺畅。”李涛告诉记者，对于像他
这样10多年前出国、如今又回国发展的华侨来说，由于特
定的历史原因，他们只有中国护照却没有中国户籍与身份
证，身份证明问题成为他们回国后时常面临的困扰。

“小到酒店住宿、车站购票，大到工商登记、银行开
户，很多地方仅有中国护照是行不通的，总是需要我们
大费周折去证明身份，非常麻烦。”李涛无奈地说，一些
华侨因此甚至不得不改变国籍。

而如今，这样的苦恼终于将成为过去式。根据 《南
京市华侨权益保护条例》 第 7条规定，华侨在当地办理
金融、教育、医疗、投资创业、住宿登记等多项事务
时，所持有的中国护照为其有效身份证明，有关部门和
单位应当认可。

“这为我们这些拿中国护照的华侨的生活和工作都开
了绿灯，让我们能够更加放心地回国发展。”李涛说。

除了身份认定问题，华侨普遍关心的子女求学、投
资创业、社会保险等问题都是各地华侨权益保护条例中
的重要内容。

“华侨权益保护条例的出台将对华侨在当地的生活工
作起到非常积极正面的影响，也将吸引更多的华侨回国发
展。”美国归侨王继平多年前回到南京，创办了一家科技公
司。看着华侨权益保护条例从当初侨胞的提议呼吁到如
今成文出台，他由衷地感到高兴。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地制定华侨权益保
护条例时，还有一条重要的标尺：平等。条
例保护的是华侨作为中国公民依法享有的
国民待遇，并不谋求超国民待遇。

“对于我们华侨尤其是回国创业的侨商
来说，我们更希望通过技术、质量、价格等
商业因素与国内企业公平竞争，而不是因为
华侨的身份而得到特殊的照顾。”在王继平看
来，这种基于平等的权益保护将更有利于侨胞在

国内的持久发展。

保护权益多方行动

“我们希望南京的条例出台后，能够起到一个较好的
示范作用。如果大家反响不错，盼望能再依此出台一个
国家性的相关条例。毕竟，我们的事业不止在南京，还
常常穿梭于全国各地。”李涛说出的正是广大侨胞对于自
身权益维护的迫切心声。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提出：“依法维护
海外侨胞权益。”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也曾表示，“维
护侨胞正当合法权益、保障和改善侨界民生”是2015年
全国侨办系统的六大主要任务之一。

如今，除了地方性政策法规的保驾护航，各地政府
尤其是侨务部门，也为保护当地侨胞权益出了不少招儿。

“南京市侨办、侨联都成立了侨商企业协会，经常组织
当地侨企开会交流，大家不仅可以借此寻找相互合作的机
会，还能及时向侨办、侨联反映问题，小到子女上学、家属找
工作，大到企业贷款、审批手续等，都可以得到侨务部门的大
力支持。”王继平说，这让他们回国发展更加踏实、安心。

而在广东，当地政府此前也曾出台多项政策维护当地
侨胞的权益。“我们还成立了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服务中心，
专门负责接访当地华侨华人以及归侨侨眷的投诉。还有
一个涉侨法律顾问团，平时侨胞遇到纠纷，都可以请顾问
团为他们提供辩护或是寻找依据。”广东省侨办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侨胞通过信访以及律师顾
问团反映的问题与需求，也成为制

定《广东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
的重要参考。

如 今 ，多 方 行
动，共同努力，华侨

权益的维护将不
再是难题。

为侨胞回国发展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严 瑜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文
化，开拓进取、敢做自我的西方精
神，成长于中西方文化交融氛围里的
华裔年轻一代正化身为一个个光影魔
术手，用影像的方式与世界对话。

近日，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华社的
华裔年轻人将在八大道取景，创作一
部有关“搏击华人少年”在生活与训
练中逐渐找到自己社会位置的励志短
片。震撼残酷的肉搏场面、取自真人
的生活经历以及主人公内心的喜悦与
挣扎……这部名为《分岔口》的影片
从一位华裔青年的角度诠释了在纽约
华社长大的他们面对东西方两种文化
所带来的内心冲击。同时，该部电影
将被它的制作者们送往法国戛纳电影
节争夺非竞赛单元短片桂冠。

现在，华裔学子们不仅记录自
身，他们对远隔重洋的故国也有着与
生俱来的关怀。生活在墨尔本的杨丘
就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据《悉尼先
驱晨报》报道，杨丘的电影作品《太
阳下》将竞逐法国戛纳电影节的学生
电影单元，他以镜头记录下了现代中
国社会中所暴露的人性弱点。杨丘表
示，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唤起人们
的良知，这也是作为一名海外华人应
负的责任。

远隔重洋，心怀天下。华裔学子
关注社会、敢于担当的精神正是中国
心、故园情的有力体现。在美华裔学
生李焯威也是如此，他用影像的方式
展现了一名华裔文艺青年的社会责任
感。来自中国澳门的李焯威日前以一
部黑白反吸烟广告，荣获了第 36 届
美国学院艾美奖最佳广告片大奖提
名。片中“时尚与反抽烟”的概念新
颖独特，已经为他赢得了 2015 年美
国广告协会银奖的殊荣。

同样在美国，一位加州华裔姑娘
蒂芙尼·林制作的短片在2500多部作
品中脱颖而出，成功入围白宫首届学
生电影展。她以一个活灵活现的小变
形金刚为主角，点出了科技是教育中
极具价值的工具这一主题。年轻一代
的华裔更能与时俱进，并展现出了对
新生事物非同一般的洞见，就连美国
总统奥巴马也对这位华裔小导演的作
品赞不绝口。

洋文化浸润下的中国心，在这群
华裔年轻人的镜头里展现得淋漓尽
致。自身探索、故园寻根、社会关怀
……他们以独特的视角表达真自我、
感受新世界。在中西方文化洪流的交
错中生活的华裔青年，必将带给我们
更多惊喜。

 































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洛杉矶县公共卫生
局日前公布了近两年对全县3.9万家餐馆及食品
零售店的卫生检查结果，在其公布的 8 家卫生
状况最差餐馆名单中，有 4 家中餐馆名列其
中。面对美国餐馆评级制度，中餐馆屡屡“中
招”，卫生问题成为“死穴”。

卫生问题成顽疾

近年来，美国各大城市开始实行餐馆评级
制度。在此制度下，有些中餐馆屡被挂上较低
级别的牌子，有些餐馆甚至被勒令停业整顿。

据悉，自洛杉矶县2006年开始实行餐馆评
级制度以来，有些餐馆至今无法进入 A 级行
列。在此次餐馆“黑榜”中，虽然“位居榜
首”的餐馆曾于6个月前由B级上升为A级，但
是由于在近期检查中存在不同程度的严重违规
行为，即便是A级也难以幸免。

据在美华人杨先生介绍，“美国的中餐馆主
要有两种：一种是中式快餐连锁店，厨房比较
透明，服务员多为美国人；另一种是‘纯粹’
的中餐馆，有大有小，有的火锅店就和国内差
不多。”

杨先生还提到，虽然他没有亲眼见过中餐
馆的厨房，但是在餐厅饭堂可以闻到后厨的油
烟味，“每次路过中餐馆时，也都会闻到异味”。

华埠共同发展机构的2014年统计数
据显示，华埠餐饮业每年要缴纳超过60万

美元的罚款。据了解，纽约于 2010
年执行此制度之初，由于规定过

于严苛，有时一次性数千美
元的罚款，让中餐馆经

营者着实难以承受。

中式习惯与美式标准

据了解，中餐馆大多厨房封闭，操
作不透明，清洁设施和清洁工作不到位，为违
规提供了温床。

有顾客曾在美国评级网站上发表留言称，
本次“位居榜首”的餐馆卫生间“太恐怖”，虽
然价格便宜，但是很脏。排名第二的餐馆因没
有提供完善的洗手设备而上榜，还有一家餐馆
则是由于直接与食品相接触的台面不干净。

“中餐馆的传统做法和美国对餐馆的基本要
求，确实存在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全美中餐业
联盟副主席、美国老四川餐饮集团董事长胡晓
军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道。

美国餐馆卫生评级制度的标准根据西餐标
准制定。在美式标准之下，如果中餐馆依旧沿
用中国餐馆的经营模式，难免会吃亏。

胡晓军介绍，“美国卫生局对于餐馆的要求
非常全面，而且要求严格”。例如，卫生局对冰
箱和水的温度，蔬菜、肉类、海鲜的摆放顺
序，甚至烹饪用具的存放都有严格的要求，并
且餐馆还必须在卫生局许可的地方进货。

胡晓军还坦言，中餐馆经营者受语言障
碍、文化差异以及烹饪习惯等影响，也会使中
餐馆陷入窘境。此外，中餐馆厨师自身的卫生
状况也是一大问题。

“打铁还需自身硬”

近年来，在中餐馆面临卫生问题时，经营

者往往选择沉默回避，消极应对。其实，这种
鸵鸟心理无益于中餐馆走出困境。

据报道，根据纽约市卫生局 6 月 29 日公布
的数据，目前纽约市检查的2.4万家餐馆中，其
中约有 95%的餐馆获得 A 级。而此前公布的数
据也显示，有 30%的中餐馆被评为 A 级。有业
内人士指出，餐馆评级制度固然严格，既然有
些中餐馆可以达到 A 级，就说明标准并非难以
达到，而是经营者没有努力去执行。

胡晓军认为，若要改变中餐馆现状，华人
首先应改变观念，“要保持积极、认真的态
度”。既然华人在美国做生意，就应该入乡随
俗，严格按照美国卫生局的要求去经营。

“可以先把相关英文资料翻译成中文，然后
组织中餐馆经营者和员工学习，并且要领会、做
到、达到卫生局的要求。”胡晓军也认为语言障碍
是挡在中餐馆“晋级”道路上的一道坎。

胡晓军还表示，所有的海外中餐
馆都应该像当地餐馆一样，严格
遵 守 卫 生 局 的 要 求 ， 防 虫 防
鼠 ， 以 高 要 求 保 证 高 质
量。

镜头内外：

华裔学子的中国情怀
张思雅

经过两年的起草、审议、通过，国内首部华侨权益保护地方性法规
《南京市华侨权益保护条例》于7月正式施行。广东、福建等地的相关条例
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之中。如今，随着国内华侨综合性权益保护的立法空
白逐渐被填补，归国侨胞们将因此享受更为合理的待遇，获得更加良好的
发展机会。

立法护侨立法护侨

卫生问题为何成中餐馆卫生问题为何成中餐馆““死穴死穴”？”？
柴林翊

2015“华创会”在湖北举行2015“华创会”在湖北举行
本报电（李凡） 7月1日至3日，由中央海外高层次人才

引进工作小组作为指导单位，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湖北省人
民政府、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15年华侨华人创业
发展洽谈会”（简称“华创会”） 在湖北武汉举行。今年的

“华创会”突出“创新创业，共谋发展”的主题，以第二届
“华创杯”创业大赛为重点，通过举办“长江经济带国际人
才论坛”等活动，为海内外代表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实现双
向互动、互利共赢。图为华创会重点项目签约仪式现场。


图为第二批南侨机工归国服务团集体留念照。

图片来源：中国侨网
图为第二批南侨机工归国服务团集体留念照。

图片来源：中国侨网

图为美国一家典型中餐馆。
图片来源：燕赵都市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