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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

人是一个个点，那么侨团就是将
他们串联起来的一条条线。点动
成线，线穿过点，侨团汇聚起全
球华人的力量。他们是中外友好
的使者，架起交流之桥；又是海
外侨胞的引路人，铺就融入之路。

近日，美国福建同乡会在纽
约华埠举行“独立日”庆祝活
动，在五星红旗和星条旗的交相
辉映下，活动气氛分外热烈。“人
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
有时落。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
拼，爱拼才会赢……”这首令人
耳熟能详的闽南语歌曲正是闽籍
华人在美国拼搏的真实写照。同
乡会常务主席表示，闽籍乡亲既
在全美拼出一片天，就更要为居
住国与祖 （籍） 国的建设与发展
贡献力量，做中美友谊的桥梁。
据了解，由闽籍华人经营的商铺
已为当地提供了不少就业机会。
可以说，他们是中美友谊的见证
者，更是亲历者。

在大西洋彼岸的法国，一群
华裔热血精英也在为促进中欧交
流付出努力。

欧华俱乐部就是他们精心筹
划一年来的成果。这群来自法
国、瑞士、德国、西班牙等不同
国家的创始人希望通过这种方
式，增进中欧交往，为华人发展
保驾护航。一名法国巴黎市的华
裔议员表示，他们的创会初衷就
是凝聚力量，为有志华裔青年提
供实践理想的平台，帮助他们进一步融入主流社
会，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在英国伦敦，旨在推动中英两地企业、尤其是
私营中小企业交流与国际化进程的北京商会也于本
月初成立。这是商会为华商打造的“北京一刻”。无
论是民间交流还是高层对话，中英间的经贸往来将
更具“侨”味。

在东方，日本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也在时刻行动
着。在上月底召开的联合总会第 17 届代表大会上，
来自日本各地的 20多个侨团纷纷发声。为了维护侨
胞的权益，他们决定再次向日本法务省提交陈情
书，要求改善“外国人住民登记制度”中的不合理
条款。

从东方到西方，从太平洋之滨到大西洋沿岸，
世界各地的侨团在经济交流、文化往来、侨胞维权
等领域正大放异彩，串成更美的“侨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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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往昔，炮火连天，八荒禹甸恶狼虐；看今朝，歌
声动地，十亿神州好梦甜。”进入7月，中国国内掀开抗
战纪念季。各种活动陆续展开，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国内迎来抗战纪念季，海外华人也与祖 （籍） 国同
呼吸，自发举办形式各样的纪念活动。这些活动作为抗
战纪念季的重要部分，与国内活动一起弘扬抗战精神，
谱写和平乐章。

用艺术，表达爱国热情

《我是中国人》、《保卫黄河》、《我的中国心》、《红旗
飘飘》……7月6日晚，一首首优美而又大气的歌曲响彻
布宜诺斯艾利斯萨拉斯瓦纳什剧场。

激昂的旋律、雄壮的歌声抒发着华人的赤子之心，
也把观众的思绪带回了抗战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次

《和平之声》 主题歌会共吸引 40 余个阿根廷华人侨团参
加，华人们高唱和平颂歌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在阿根廷举办歌会的前一天，美国东部地区的华侨
华人也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其中大型文艺晚会 《我们
爱和平》 在纽约上演。晚会由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纽
约温州同乡会等侨团主办，300多名表演艺术家和音乐爱
好者组成了庞大的表演阵容，向中美观众奉献了 《黄河
在怒吼》、《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我们爱和平》 等精
彩篇章。

法国的华人们则选择用朗诵中国抗战诗歌的方式来
表达爱国情怀。“耍尽花招犹拜鬼，战争罪责岂能忘。冤
禽衔石精魂在，螳臂挡车须提防。”在法国巴黎戴高乐中

文图书馆，欧洲龙吟诗社主编叶星球动情地朗诵。另一
名诗社成员洪嫚则在观看太原会战的电视后，怀着激动
之情创作了《如梦令·天骄·纪念太原抗日会战》。

艺术是表现人类情感概念的符号。无论是阿根廷的
合唱、美国的文艺表演，还是法国的诗歌朗诵会，每一
种文艺形式背后都蕴含着海外华人对祖 （籍） 国的浓浓
爱意与深深祝福。

观史料，缅怀烽火岁月

对于很多华人来说，抗日战争是一段未曾亲历的特
殊历史。但史料却向他们无声地诉说着日本军国主义给
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人类正义战胜邪恶、光
明战胜黑暗的点点滴滴。

7月7日，在纽约中华公所举办的“抗战胜利70周年
纪念”活动上，纽约华人观看了抗战历史图片和视频，
每位参与者还获赠 1938年纽约华裔民众游行抗日的宝贵
相片。

其中播放的两部关于纽约华人抗日行动的黑白纪录
片尤其让华人们振奋。一部纪录片是关于带领部队打败
日军进犯上海的军长蔡廷锴来到纽约，受到华裔民众夹
道欢迎。另一部则是展现了纽约华埠多次游行示威，抗
议日本侵略中国。

加拿大多伦多也在近期举办了二战“历史文物及图
片展”。展览除了展出中国军民抗击日寇侵略、国共合作
抗日的史料，还展出了加拿大军队在二战期间抗击法西
斯所做的贡献以及加拿大华裔积极支援前线战斗等。

7月6日，美国侨界举办的旧金山华侨抗日文物文献
展览也吸引了不少华人参观。这次展览的文物再现了从

1919年“五四运动”旧金山华侨反对签署 《巴黎和约》，
至1945年抗战期间支持祖国抗日的多件历史物品。

抗日电文、海报、募捐收据、义演剧照、海报……
旅美华人们看着一件件史料，不时轻声交谈，感叹抗战
时代的伤痛与英雄的正气凛然；时而凝视思考，追怀历
史脚步，体会一寸山河一寸血。

保和平，闪耀华人之光

无论什么时候，游子们漂泊在外，心却时刻与祖国
母亲紧密联系在一起。

70 年前的反法西斯战争中，海外华人和祖 （籍） 国
人民同仇敌忾。有些人在战争年代选择回到中国、浴血
奋战、建立抗日团体，从人力上支持祖国。有些人捐资
捐物，从经济上援助祖 （籍） 国抗战，并促进国际反
日、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形成。

现如今，虽然身处千里之外，华人的心也一直牵挂
祖 （籍）国。国外举办的抗战纪念活动与国内活动相得益
彰，无论是用艺术表达爱国热情，还是观史料缅怀烽火岁
月，都体现了华人对抗战历史的尊重和对和平的期盼。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如加拿大华裔欧阳元森所
说的：“没有一个民族喜欢战争，但面对挑衅、面对侵
略，每个民族都是坚强的。举办抗战纪念活动不仅仅是
为了追忆，更是为了让和平常驻、正义永存。”

图①③： 加拿大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和平颂》中演
员在重现抗战历史场景。 晏忠华摄 新华社发

图②： 阿根廷 《和平之声》 主题歌会开场武术表
演。 马丁·萨巴拉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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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加拿大最想的就是牛肉面，出了兰州城，
吃不出地道来。”年过六旬的侨商俞维佳是澳大利亚
澳佳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是土生土长的兰州
人，29年前远赴异国他乡创业。

7月6日，首届世界陇商大会在兰州举行，俞维
佳和来自亚洲、非洲、北美洲、欧洲、大洋洲的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陇商们一起回到家乡，回到黄河
边，共话家乡变化，感慨万千。

“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都在兰州，现在过
了60岁，我想我该回来为家乡作点贡献了。”俞维佳
说，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甘肃带来了千载难逢的
历史机遇作为内地通往中西亚国家的要道，甘肃大
地蕴含着无限商机。

此行，俞维佳计划投资甘肃农产品深加工出口
及畜牧业发展。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鸿运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焦鸿说，中国没有改革开放
前，当地的老华侨连本护照都没有，手持没有照片
的路条不允许离开方圆60公里，没有请假离开就要
进监狱。“现在祖国强大了，我们都领到了护照式的
绿卡。”

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在会见陇商、侨商时介绍
说，甘肃发展势头强劲，机遇叠加。“过去东南沿海
地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如今，历史发生了变化，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实施，甘肃成为向西开
放的前沿阵地。”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
源。”广东省甘肃商会会长李震宵在“2015世界陇商
大会”上提出，在经济新常态下，联合是大势所
趋，陇商们需同心协力，配合家乡事业建设，清醒
认识到新型产业给甘肃带来的机遇，比如互联网。

离开家乡甘肃靖远县有60年之久的段永基是北
京四通集团董事长。他说，甘肃省政府召唤散落在
世界各地的陇商群英共聚家乡，分享“一带一路”
建设带给侨商、陇商的机遇，“使我们更有自信，对
甘肃发展更有信心，更愿意为家乡建设添砖加瓦。”

据甘肃省副省长李荣灿介绍，甘肃招商引资环
境明显改善。他透露，武威保税物流中心封关运
营，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也即将封关运营，兰新铁
路第二双线投入运营，中川机场、敦煌机场口岸获
批开放，中欧、中亚国际班列“天马号”、“兰州
号”顺利开行。甘肃对“两头在外”企业的吸引力
更强，并将为投资企业提供“保姆式”服务。

（据中新社电）

世界陇商群英
共聚家乡话发展

南如卓玛

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日
本参议院会议8日通过了 《国家战略特区
法修订方案》，有意在指定城市面向外国劳
动者提供更多家政家务和现场医疗的工作
岗位。占外国劳动者多数的华人群体将可
能得到更多利好。

稳步走，大门渐打开

“以前我们一直想雇华人家政阿姨，
但是由于政策限制一直找不到。这几年政
策放开了，相信很快就能找到满足要求的
人。”长期居住在东京、正在家中待产的
华人王丽蓉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她还表
示，近年，来日定居的华人逐渐增多，由
于工作原因，她所在街区的华人居民对华

人家政服务人员的需求很大。
作为安倍经济学中新成长战略的一

环，国家战略特区于 2014 年 3 月正式划
定。日本政府在“东京圈”、“关西圈”、
冲绳县、新潟市、兵库县养父市以及福冈
市等 6 地为地方制度“松绑”，当地的外
国雇工也因此获益颇多。

据日本法务省统计，截至 2014 年 12
月末，将近 100万在日外国雇工中，华人
人口占到了64%，已成为日本第一大外国
人族群。数量庞大、职业素养又良莠不
齐，使得在日华人群体的工作问题成为焦
点。

在名古屋居住了近 20 年、现从事医
疗器械产品贸易的华人尉丽玲接受本报采
访时表示，在日华人中有一半是在工厂打
工，一些因年龄问题不适应工厂工作的华
人，尤其是女性常常求职无门。这次新法
案的出台，无疑给了她们一片更广阔的择
业天地。

新调整，就业新机会

其实，自国家战略特区划定以来，日
本政府先后通过了引进外国雇工进入家政
领域、扩大引进外国家政人员以及创业者
的修订法案，但力度不够大、范围不够明
晰。在大阪当地一家医院当医师助手的华

人陈刚表示，特区设立前，华人从医人员
极少；特区设立后，华人医师数量明显增
多，但还是集中在学校的附属医院里，自
己想要经营小诊所几乎不可能。

而根据这次新法，如果能够具备配备
日本医师指导这一条件，外国医师的就业
范围就可以扩展至较小的诊所。

“因为现在中国观光客增多，而当地
的华人医师少之又少，很不方便。”在冲
绳从事建材贸易的赵云茜接受本报采访时
表示。陌生的环境、迥异的文化、不同的
语言……在异国他乡生了病可不是一件小
事。“如果可以开设华人诊所，不仅为有
志于悬壶济世的华人提供了从业渠道，也
为来日观光的华人带来不少方便。”

此外，新法中对于家政业的准入也有
了新调整：可以将炊事、卫生打扫、洗衣
等作为独立的业务，并雇佣负责该业务的
外国职工。据统计，在日华人女性为
37.71万人，比男性多出 10.52万人。家政
服务业的准入限制放开正好给了她们发挥
优势、施展才干的机会。

“并且，日本在医疗、家政服务领域
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地方，这次新
法出台也给了我们机会去了解学习日本先
进的技术和管理制度，真是一举两得的好
事。”在采访快结束时，赵云茜还不忘表
达自己对新法案的赞赏。

抓机会，不盲目乐观

国家战略特区的建设是安倍经济学的
重头之一，主要目的在于解决日本人口老
龄化和少子化下的劳动力不足现状。“近
几年，日本政府规定了最低工资水平，华
人如果工作上手快，拿到与本地人一样的
薪资也不是什么难题。”不过，尉玲丽表
示，新法对务工条件待遇并未有明确规
定，华人受益程度还待进一步考量，不能
盲目乐观。

“从日本往年情况分析，从政策制定
到具体落地还需要两至三个月的周期，我
不会干等着。”陈刚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要抓住机会努力提升自己的职业水准，增
强竞争力。

此外，在正确理解政策的同时，在日
华人还应积极与各中国驻日领事馆、各民
间团体沟通联系，用集体的力量为自己、
为当地的华人同胞争取利益。

在日华人群体庞大、华人历史由来已
久，秉承着中华民族勤劳坚忍、诚实勇敢
的优良传统，他们一定能抓住机遇、闯出
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在日华工将获更多利好
张思雅

7月8日，来自美国大华府地区华
人社团的近 200 名华人齐聚巴尔的
摩，为北京携手张家口联合申办2022
年冬奥会加油助威。

新华社记者 鲍丹丹摄

美国大华府地区华人助力北京申冬奥美国大华府地区华人助力北京申冬奥

特区法修订方案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