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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华人在海外频遭当地人诟病。外国人
认为，是这些人抢了自己的饭碗，他们只知道一味索
取，拼命赚钱。

然而，瑕不掩瑜，华人长期在外漂泊，享受海外
资源的同时，不忘初心。他们献爱心，行善举。据委
内瑞拉 《委华报》 报道，近日，委内瑞拉 Apure 省
Guaduarito市发生严重水灾，当地居民流离失所，出
现用水困难。中华会馆商会主席以及侨领等人赶往灾
区，挨家挨户向受灾居民发放救援物资。灾区居民感
动地称，“你是我们的好朋友。”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人们往往显得束手无策，
等待救援看似成为唯一办法。不久前，尼泊尔加德满
都发生强烈地震，受灾地区华人并未袖手旁观。他们

募捐善款，运送物资。其中，5 名华人自发组织赈
灾，不顾恶劣的自然条件，将十多吨粮食从加德满都
运到130公里外的阿金乔克村。除此之外，通过微信
朋友圈筹集资金，他们为灾民买粮食，发粮食。村民
雷努卡·巴斯内特在获得了半月的口粮后，向华人表
示了强烈的感谢。

海外的华人，面对大灾大难，展现出淡定与人文
关怀。救人于水火，他们像一缕和煦的阳光，温暖着
万千外国友人的心。

平日里，海外华人也未停下“救人”的脚步，四
处奔走，传递善良和美好。在南非，有一个名叫台湾
佛教慈济基金会的组织正在做着同样的事。这是一个
由华人组成的佛教团体，宗旨是追求人员“本土

化”。于是，队伍中的黑人志愿者越来越多，同华人
一起关爱艾滋病人，为穷人发放生活必需品等。他们
将每一位被救助者称为“感恩户”，感激他们给自己
机会帮助他人。同时，组织者们还鼓励“感恩户”向
尼泊尔灾区献爱心，通过尽绵薄之力，学会与人行
善。

由此看来，华人团体在慈善界发挥着不可小觑的
作用。他们怀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
大爱，回馈社会。不久前，巴西华人协会和圣保罗华
助中心，作为非政府组织，当了一回慈善事业的领头
羊。这两个组织在圣保罗市议会举行慈善捐赠活动，
将价值15万雷亚尔 （约合5万美元） 的生活物资捐赠
给巴西 27 家慈善机构，其中包括毛毯，食品和轮椅
等。

无论是自发组织募捐，还是华人团体身体力行，
爱心接力，他们向世界传递着一个共同的声音：把华
人最真实，最深沉的爱播种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与
当地人手牵手，用一颗心温暖另一个颗心，与人行
善，传递善良和大爱。

15日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侨办举行归侨侨
眷代表和在乌鲁木齐的华侨华人以及土耳其在疆经商
人员代表座谈会。与会40余人畅谈看到、感受到的斋
月，纷纷表示，在新疆生活、工作、经商很安心，不
会受外国媒体歪曲事实报道的影响，将积极做好国外
亲人的工作。

达仁汗·叶尔哈力是自治区侨联原副主席，他的女
儿在哈萨克斯坦生活，他说：“作为归侨侨眷代表，我
们有责任向国外亲人传递家乡真实的情况，告诉他
们，斋月期间，这里的穆斯林都自由封斋做礼拜，各
民族和睦相处，亲如一家。”

土耳其维吾尔工商业者协会副主席、乌鲁木齐土
耳其名品贸易中心总经理乌里坎·奥孜吐鲁克，在乌鲁
木齐出生、成长，1990年到土耳其经商。他的妻子是
土耳其人。他说：“虽然我离开故乡已有很长一段时
间，但我看到了新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越
来越好；信教群众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尊重和保
护，清真寺内的宗教活动有序进行，没人阻拦封斋。
作为商人，我希望中土两国世代友好，更希望我的故
乡中国新疆和谐、安定。”

家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长山子镇长山子村的马学
良是一位企业家，他说：“我的叔叔在吉尔吉斯斯坦生
活，爷爷在哈萨克斯坦生活，还有很多亲戚朋友在其
他国家经商、生活，亲戚朋友们常打电话询问新疆的
发展情况，我会告诉他们，我和家人都正常封斋，我

哥哥和弟弟都是清真寺的伊玛目，我家附近的清真寺
做礼拜最多时有 500 人，回族、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
群众都在一起做礼拜，在社区工作的汉族朋友很关心
我们斋月的生活，送来食品、关注开斋时的食品安
全，这些都让我很感动。”

“我来新疆做生意 10 年了，我娶了拜城县的姑娘
做妻子，我们已经有了孩子。我在这儿做生意，在这
儿生活，我就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就是新疆多民族
大家庭的一分子。我看到斋月里乌鲁木齐市人民的生
活都很正常，最近在土耳其出现的一些不和谐声音和
事情，不代表土耳其国家和大多数人，也不会影响我
们的生活。”土耳其华商塔菲克·阿力肯说。

跨界研究的学术“达人”

“永远保持学习的心态，就容易克服各种干扰和困
难，专心前行。”对卢春玲来说，人生就是一个学习的过
程。

复旦大学比较政治学专业硕士毕业后，28岁的卢春
玲留学来到了美国，开启了自己的留学与学术道路。

留美之初，卢春玲攻读的是社会学博士，读了两
年，发现整个方向与自己的理想有距离，决定转读经济
系。

经济系主任说，来我们经济系要有一定的线性代数
和微积分基础。“我就跟他讲，我暂时还没有，但这个寒
假，我可以把它们补上。”卢春玲回忆当时那个极其冒险
的决定时说：“15岁时我上了文科班，就不学数学了。当
时已经 30岁了，要重新开始学数学，面临的挑战可想而
知。”

系主任说，那你试试看吧。结果寒假结束之后，卢
春玲自学完了线性代数和微积分，成功转入了经济系。
她跟着后来成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的著名教授攻
读公共财政学，以优秀的成绩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政治学硕士、社会学硕士、应用统计硕士，经济学
博士，全球健康政策博士后……如此丰富的学术履历，
让人惊讶于一个人怎么能有如此精力游走这么多研究领
域。

至于为什么走上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卢春玲说源自
于美国有名的病毒学家写的 《第四级病毒》。“该书主要
讲他们在上世纪 70年代追踪埃博拉病毒在非洲爆发的经
历，对当时贫困、战争和疾病带来的非洲卫生体系的落
后有生动的记录。”

这本书把她的视角带到了非洲大陆，投身全球公共
卫生事业的想法开始在心中萌发。

2000 年，联合国提出新千年发展计划，八项发展计
划中有三项直接和全球健康相关。2004年，卢春玲加入
了刚刚成立的哈佛全球健康研究所。2008年，现任世界
银行行长、时任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全球健康与社会医药
系主任金墉教授为她提供了该系的讲师职位。现在，卢
春玲已是终身教职轨道上的助理教授，哈佛医学院全球
健康经济及社会变革项目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人口与发
展中心附属教授。

作为专家，她曾任世界银行投资环境部专家组的成
员，先后为墨西哥、卢旺达等政府卫生部提供政策咨询。

她和她的研究团队在医学卫生领域内的著名杂志上

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受一些国家卫生部和世卫组织的
委托，发布卫生改革评估报告，参与世卫组织疾病防治
指导方案的撰写，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奶奶去世让她找到专业方向

“人的一生可能总会在某个时刻停下来，静心问自己
这辈子到底想要干什么。”经历过多学科学术训练的卢春
玲也有这样的疑问。

在攻读经济学博士时，导师和她讨论论文选题，问
她对什么感兴趣。

“那时候，我只知道埋头学习每门课，没有想过自己的
学术兴趣。后来导师启发我，你有没有觉得你的生活中间
有什么遗憾，你希望改变它，从而让其他人没有遗憾。”

也就是这句话，成为卢春玲以后学术方向选择的导
引。

“我从小和奶奶在一起，感情很深。奶奶住在农村看
病困难，她老人家去世后，我常想，如果她能及时得到
医药服务，也许我还能来得及报答她。我希望这种‘子
欲养而亲不待’的深深遗憾不要在别人身上发生。”就是

这个想法，让她找到了专业方向。
加入哈佛全球健康研究所后，卢春玲在全球卫生领

域著名教授的带领下做“墨西哥医改评估项目”。在这个
过程中，她主持了对卫生公平，质量和效率领域的评
估，学术视野得到了很大的拓展。

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学生不同，卢春玲是在中西两种
不同的教育体系成长起来的。“在学术分析时，我接受的
中国教育注重宏观把握，而西方的学术训练则更侧重分
析技术的科学性。”

在学术“大牛”团队的历练让卢春玲对这两种训练
有了更深的体会。“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不仅仅只是卫生
部门的问题，它还与很多其他因素相关，如生活方式、
经济发展、环境、教育、干净的水和厕所，等等。”

这种认识让她萌生出更大的抱负。“我希望能够全方
位地考虑健康问题，像我的那些导师那样，从人类可持
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分析全球健康领域的前进方向。”

课题聚焦中国公共卫生

目前，卢春玲博士的研究领域横跨全球卫生资源分
布、全球卫生体制改革和全球人口健康状况评估三个方
面。

虽然是做全球卫生研究，作为一名中国人，她对中
国的关注从来没有停止，希望用自己所学服务于中国这
片养育她多年的土地。2009年，卢春玲发表了评估心理
健康问题对中国社会的经济负担的学术论文，加拿大医
学会刊对该文进行了点评介绍。2011年，她发表论文研
究新农合在早期试点地区对“看病难、看病贵”的作用。

作为研究西方对外卫生援助的领军人物，她在非洲
国家工作时，亲眼目睹中国在非洲国家帮助当地建立医
院，听到当地人民对中国医疗队的赞叹。她希望有机会
对中国对外卫生援助进行全面科学的评估，以填补国际
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空白。

在她的一份有关中国的研究报告中，卢春玲提出根
据各国已有的经验和中国国情，帮助决策者们设计、试
验并评估改善弱势群体健康的一些创新手段，争取以较
小的成本获得较大的受益，以应对转型中面临的公共卫
生挑战，如心理健康、农村留守老人和孩童的照料等。

“目前，我正在尝试与一些地方政府、大学和研究机
构进行合作，希望通过学术参与的方式，为中国卫生体
制改革尽绵薄之力。”

这是她在做了 10年全球健康研究后，报效祖国的一
份拳拳之心。

卢春玲教授在哈佛大学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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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献爱心与当地人心手相牵
芈韫婧

如果你身边有朋友在希腊经商，那么他的朋友
圈里一定少不了希腊议会于 16日通过援助协议所
需的紧缩方案这条新闻。方案通过后，希腊暂时摆
脱了退出欧元区的命运，但必须面对增税、提高退
休年龄等苛刻条款。对于希腊华商而言，新的问题
已经出现。

等待太漫长

债务危机这片乌云已经在希腊上空徘徊了6年
之久，希腊经济因此一蹶不振，并拖累欧洲整体经
济发展。市场不景气，华商的生意自然受到影响。6
月29日开始的资金管制更是让华商雪上加霜，现金
需求量大的零售业越来越难做，银行关门后华商的
资金也无法汇回中国。

“目前华商基本上是处于比较焦虑的状态”，
希腊华侨华人总商会会长徐伟春在接受本报采访
时表示。

谈判失败、陷入僵局、开启新一轮谈判……
希腊与债权方展开拉锯战，“退欧”风声不时传
出，并在希腊公投后达到顶峰。

徐伟春认为，华商当然希望希腊能留在欧元
区，如果退欧，经济以及社会上一定会出现动
荡。但是，比起对“退欧”的担忧，希腊华商的
焦虑更多来自于漫长的等待，即使议会通过了紧
缩方案，援助协议的“另一只靴子”还不知何时
能落地，目前华商最需要的是稳定的政局和一个
好的市场。

“如果真的要退出欧元区，也不要老是拖着，
该怎样就怎样，只有尘埃落定，我们才能安排今
后自己的商业行为”，徐伟春快人快语，“我们最
怕纠结和等待”。

税率成关键

“我们非常关心 16 日希腊议会投票这件事”，
希腊华侨华人总商会执行会长李昂在接受本报采
访时表示，“其实这个协议通过总的来说对我们海
外华侨华人是一件好事”。协议达成后，就有希望
逐步解除资金管制，帮助银行重新开门，华商因
缺少现金造成的经营困境也会慢慢好转。

但李昂不认为有了援助协议就万事大吉。“长
远来看对希腊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它的
条件太苛刻，各种税都要增加，这对希腊经济发
展没什么好处，对我们华商整个生意的影响也是
长久的”。

债务危机并没有给希腊旅游业带来太大的影
响，2014 年赴希腊中国游客人数增加 40%以上，
希腊旅游部还预计 2015 年这个数字将超过 50%，
形势大好，包括李昂在内，不少华商加入希腊旅
游业，但现在援助协议所需的紧缩政策有可能改
变这个局面。

“如果税率向上浮动，酒店、餐饮的消费都会
增加，那么游客在希腊的平均费用就要相应提
高，希腊的价位本来就比欧洲其他国家高，这样
下去会对旅游业产生影响”，李昂有着自己的担
忧。

徐伟春也认为，协议实施对华人来讲影响不
小，“如果税高了，希腊人民的购买力就会下降，
对我们的商业行为是一种伤害”。

主动调方向

面对可能到来的紧缩政策，希腊华商必须提
前做出应对。李昂表示，“税率提高，旅游报价也
会相应提高，这样会慢慢影响游客数量，但我们
也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能在价格上做相应调
整，或者压缩部分利润，为了同时兼顾多方利
益、诉求，各方都要做出适当的让步”。

而对于从事贸易行业的华商来说，“双向贸
易”成了一个新选择。徐伟春指出，一直以来华
商多将中国商品进口到希腊市场，当希腊市场可
能因紧缩政策萎缩时，可以试着把希腊产品卖到
中国市场。

“希腊现在需要现金，其他的东西也会便宜，
中国加入WTO的保护期也已经过了，对希腊产品
的关税降低，在低价格的情况下，希腊的产品在
中国市场是有竞争力的”。希腊华侨华人总商会也
会寻求机会，让华商能从双向贸易着手，发展自
己的事业。

同时，徐伟春认为，希腊最大的出路是支持创
业、引导创业，而不是一味紧缩，“应该通过地理位
置优势、历史文化优势、岛屿优势，大力发展旅游
业、航海和文化产业”，“以希腊的优势来换取更多
的资金和就业机会，创造更多商机”。希腊华商也要
全力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互惠共赢，共同走出一
条光明大道。

协议落地，

华商准备好了吗？
林思含

7 月 16 日，2015 年闽台 （泉州） 食品交易会在侨乡福
建晋江开幕。图为食品模特在“中国食品经销商发展论
坛”上走秀。 赖进财摄 （中新社发） 载歌载舞的新疆民众

哈佛教授卢春玲：

要从战略上思考全球健康要从战略上思考全球健康
本报记者 杨子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