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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2日 星期三 华侨华人

这几天，1779名海外华侨华人正从全球各地飞向北京，前来观看纪念
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记者从国侨办获悉，他们中既有抗日战争的亲历
者，也有抗战老兵的后代，还有海外各行各业的佼佼者。9月3日，他们将
代表千千万万的海外华侨华人，在天安门广场见证祖 （籍） 国的荣光。

爱国是共同的特质

全世界生活着6000多万华侨华人，如何从千万海外游子中选择合适的
代表，亲眼见证祖 （籍） 国的这场盛典？

“国内确定了‘确保重点、兼顾代表性，优先安排与抗战有关的侨界
特殊代表；兼顾各国各地区主要侨团代表和重点人士，注意国别、界别和
老中青的代表性’等原则，根据这些原则，我们进行了认真遴选。”中国
驻墨尔本总领馆总领事宋昱旻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介绍。

今年 5月，国侨办正式启动了海外侨胞代表的遴选工作。此后的 4个
月，中国驻130多个国家的近200个使领馆团处结合当地侨情，向国内提出

了建议人选。
那些为抗战做出贡献的侨界特殊群体代表，为中国发展建设、和平统

一大业以及中外各领域合作交流做出突出贡献的爱国侨胞，在海外政治、
社会、经济、专业各领域有影响、有成就的侨界精英，成为了重点邀请的
对象。

宋昱旻介绍，这次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一共推荐了10位侨胞，其中新
四军老兵张志琪就是一位典型的代表。“张老先生1941年参军，亲身经历
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来到澳大利亚之后，他老骥伏枥，仍然致力于
抗战历史在海外的宣传与介绍，对帮助广大华侨华人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
抗战历史，起到重要作用。”

8月初，法国华侨华人会执行主席王加清也收到了中国驻法国大使馆
的邀请电话。他告诉本报记者，和他一起前来参加观礼活动的，几乎都是
法国当地热爱中华民族、为祖 （籍） 国奉献自我的侨界领袖。

此外，还有一些抗战将领的后裔，通过写信的方式，讲述先辈抗战的
故事，自荐参加此次阅兵观礼活动。

他们从五湖四海而来

美国、法国、冰岛、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古巴……记者在从国侨办获
得的部分侨胞代表名单中看到，受邀回国参加此次阅兵观礼活动的侨胞来
自五湖四海，年长者已过耄耋之年，年轻者也多是50、60后生人。

其中，有抗日战争的亲历者，如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新四军老兵张
志琪、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飞虎队”华裔队员陈科志；也有抗战将士的亲
属后人，如来自俄罗斯的刘少奇之孙刘维宁、来自美国旧金山的黄埔将军
詹道良之妻李翠英；有当年鼎力支持抗战的爱国侨领的后人，如来自新加
坡的爱国侨领陈嘉庚孙女陈佩仪、来自斐济的爱国侨胞方作标之孙方志
伟；也有如今活跃在各国政治、经济、科研等各领域，积极促进中外交流
合作的侨界精英，如在英国致力于推动华人参政议政的李贞驹、在法国为
华人安全权益奔走呼号的王加清。

虽然来自不同的地区，拥有不同的身份，但他们与中华民族同仇敌
忾、英勇抗争的抗战历史，与中国快速发展、屹立世界之林的奋斗历程，
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维系。

据国务院侨办国外司副司长林旭介绍，此次共有来自120余个国家和
地区的1700多名侨胞受邀参加阅兵观礼活动，其中大约15%的代表与抗战
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此外，还有5位德高望重、声誉卓著的侨胞代表将应邀登上天安门城
楼观礼。”林旭介绍。他们分别是泰国正大国际集团董事长谢国民、菲律
宾华人企业家陈永栽、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朱经武、缅甸爱国侨领梁金山之
子梁有成以及日本侨团领袖惠金仔。

见证历史时刻倒计时

随着阅兵仪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激动、期待、兴奋成为这些海外侨
胞代表此刻共同的心情。

距离活动还有一周，王加清就早早赶到了北京。从8月初接到邀请电
话，他就盼着9月3日这一天的到来。“这次我们是从万里之外的巴黎飞回
北京。对于我们这些海外侨胞来说，能够亲眼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以
及前途光明的未来，非常高兴，也非常珍惜这次极其难得的机会。”即使
隔着电话，记者依然能够深切感受到王加清的激动之情。

“墨尔本领区的侨界对此次阅兵观礼活动反响也非常热烈，大家都为
祖 （籍） 国的强大而自豪。不少受邀代表得知消息后，甚至激动得夜不能
寐。”宋昱旻说，对于这些受邀侨胞代表来说，这是祖 （籍） 国给予他们
的一次见证历史时刻、感受祖 （籍） 国日新月异发展面貌的宝贵机会。

林旭还讲述了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来自菲律宾的李康希先生已89岁
高龄，听说自己能够亲临阅兵仪式现场，非常高兴。“当时，我们担心老
先生的身体状况，不知他能否完成长时间的步行，但老先生说没问题，他
现在就提前开始步行锻炼，希望不要落下队伍。”林旭说。

当年，海外华侨华人或是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或是捐款捐物支持抗
战，或是直接回国参军，或是积极参与住在国的反法西斯斗争，众志成城，
筑起一条坚不可摧的血脉长城。如今，他们从世界各地飞来，共飨盛宴，又将
共同见证祖（籍）国新的辉煌时刻。

受邀观礼祖国抗战受邀观礼祖国抗战胜利日纪念活动胜利日纪念活动

千余侨胞兴奋赶千余侨胞兴奋赶回见证荣光回见证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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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黑洞，UFO，等等，一提到科幻小
说，人们脑海里就纷纷出现这些词汇。自科幻小
说诞生于 19世纪以来，一直都是欧美人的天下。
如今越来越多华人科幻小说家活跃在世界科幻
舞台，为世界科幻小说注入了新元素。据法国当
地媒体报道，美籍华人朱恒昱的作品《道的双面
人生》摘得了今年约翰·W·坎贝尔新人作家奖。

另一位华裔作家刘宇昆今年 8 月因把 《三
体》 翻译成英文而为更多读者熟知。他本身还
是一名优秀的科幻小说家。凭借 《手中纸，心
中爱》 刘宇昆获得了 2012 年雨果奖最佳短篇
奖。这篇小说同时获得了科幻界另一大奖星云
奖。刘宇昆也因此成为第一位在华出生的华裔
世界科幻小说双料奖的得主。《手中纸，心中
爱》 充满中国色彩，讲述了在美中国移民一代
与移民二代的文化冲突。刘宇昆在 2013年再度
凭借 《物哀》 获得雨果奖最佳短篇故事奖。今

年 4 月，刘宇昆的长篇科幻处女作 《The Grace
of Kings》正式出版，故事的背景是中国，重述
了中国古代楚汉相争那段历史，刘宇昆笑称这
是他“丝绸朋克”三部曲的第一部。

不得不提的还有美籍华裔作家特德·姜，自
1990年发表处女作《巴比伦塔》至今，特德·姜
已经捧回了包括雨果奖、星云奖、斯特金奖、
坎贝尔奖在内的所有科幻大奖的奖杯，是美国
当代最优秀科幻作家。他一共写了 14篇中短篇
科幻小说，其中的星云奖获奖短篇 《你一生的
故事》（The Story of Your Life） 已由加拿大法
语系导演丹尼斯·维伦纽瓦指导，将在不久后在
大银幕上与观众见面。

不仅华裔作家热衷写科幻小说，华裔学生
也对科幻小说写作充满兴趣。据美国当地媒体
报道，哥伦比亚大学华裔学生鲍嘉璐于 17岁时
就用英文写成了悬疑科幻小说 《Dove Arising》

（意为“鸽子飞升”） 并出版。该书是鲍嘉璐创
作的“月球殖民地”三部曲之一，目前她已经
完成了此系列的另外两部作品。

华人跻身世界科幻舞台
蔡柳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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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业是海外华侨华人所从事的最主要行业之一。据
统计，在英国就约有 6000 间中餐馆，1.4 万间中餐外卖
店，中餐业雇工占华人劳动人口的近一半，每年为英国政
府带来15亿英镑的税收。风云变幻。如今，一向顺风顺水
的中餐业却面临着 “厨工荒”等难题。

据英国当地媒体报道，受伦敦华埠商会邀请，8月 26
日晚伦敦市副市长史蒂芬·格林哈尔希来到位于伦敦中国城
的中国文化中心，听取并回答华人关心的诸如华埠餐饮厨
师劳工短缺、华埠卫生等问题，并承诺将协助游说政府，
解决华人厨师签证难问题。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

签证要求高 门店经营难

近几年，为保护本土劳工就业，英国开始削减大约27
万非欧盟技术移民。

虽然厨师这一工种还保留在“劳工短缺”的名单中，
但是未来厨师要持合法签证赴英工作却面临更苛刻的要
求：至少 5 年的工作经验，英方雇主最低年薪必须达到
28260英镑，英文能力要达到雅思4.0-5.0分左右的水平。

此举对目前经营状况已经举步维艰的中餐业来说，无
疑雪上加霜，中餐馆因此雇不到人或因雇人代价高昂而无
法承受。

“我们有一家餐馆在就业中心登记了，半年都没找到厨
师。虽然英国有一些黑工，但我们也不能雇佣。”伦敦华埠
商会会长这样说道。

“目前中餐是英国最受欢迎的外卖食物，中餐业并不是
没有市场前景，没有顾客需求，而是政策干预令中餐业无
法维持。用提高薪资、英文门槛等措施给海外雇厨“设
卡”，让那些做了大半辈子餐饮业的华人，还能做什么？”
英国“华人参政计划”主席李贞驹表达着这样的顾虑。

据了解，一些中餐馆因实在雇不到华人厨师，店主不
得不亲自下厨，甚至连家中退休的老人也被召回餐馆应
急。也有中餐馆因请不到人，或请人代价过于高昂无法承
受，纷纷转让、关门。

“英国制造”难补缺

引进门槛提高，中餐厨师在“英国制造”可能有多大
呢？

面对中餐行业的严峻现状，早在几年前，华人移民关
注委员会和全英中餐同业会就提出了引入国家职业资格课
程，培训本土劳工来应对移民政策变动造成的中餐业劳工
短缺问题。

然而，中餐行业作为一个拥有深厚文化历史底蕴的行
业，能否通过技术培训课程，特别是对那些没有华裔背景
的本地劳工的培训，培养出真正“懂得”中餐精髓和具有
中餐特有技能的厨师？全英中餐同业会主管黄世雄表示担
忧，“尽管专业培训课程有可能让本土劳工拥有中餐行业应
有的技能，但这却需要很长的时间。”

“另外，英国本地学院难以大规模开设此类培训课程，
即使通过了课程培训的厨师，也似乎难以达到中餐馆雇主
需要的技能和经验。另外，雇佣的本地员工，没有华人那
样吃苦耐劳，即便为本地人提供工作机会，最后也多是闹
得不欢而散。”黄世雄补充道。

各方多努力缓解用工荒

“我个人认为，英文水平不应该成为给厨师发放签证的
门槛，这需要我们去游说”。伦敦市副市长格林哈尔希在会
见伦敦华埠商会时说道，“移民是全国性问题，不仅限于伦

敦，解决中餐厨师签证难的关键是要游说英国内政部，使
其认识到中餐厨师是英国社会紧缺的技术劳工，从而在控
制移民数量和吸引技术人才之间寻求平衡。”

这一消息无疑让华人厨师看到了曙光。事实上，面对
苛刻的移民政策，适应力极强的中国人也在不断探寻自己
的生存之道。例如几年前中国就开始对一些中餐厨师培养
英文能力，以适应海外雇厨英文门槛提高的需要。部分中
餐业者也在适时提升薪资水平，以达到内政部的最低额要
求。

华人厨师自身努力，加上英国政府移民政策的放宽，
解决中餐业“厨师荒”难题指日可待。

华人厨师华人厨师短缺短缺 中餐食肆告急中餐食肆告急

解决用解决用工荒初现曙光工荒初现曙光
何晓源

8 月 29 日，华侨华人代表在苏丹港码头欢
送海军152舰艇编队。

当日，执行环球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152舰
艇编队济南舰、益阳舰和千岛湖舰结束对苏丹
为期 5 天的访问。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对苏丹进
行正式友好访问。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华侨华人欢送中国海军华侨华人欢送中国海军

图为纽约华人厨师现场制作拉面 。来源：凤凰网

天安门广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花卉布置完毕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