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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全国侨联系统维权工作
会议在湖南长沙召开。来自中国侨联
和全国32个省级侨联200名侨胞维权
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对全国侨联系
统评选出了 49 个维权工作先进单位
和148名维权工作先进人士进行了表
彰。8个省区市的侨联与大家分享了
侨胞维权的工作经验。

“老侨”“新侨”并重

中国侨联在侨胞权益保护工作中
坚持“老侨”、“新侨”并重。华侨华
人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由于一些归国侨胞及归侨侨眷年龄
增长和缺乏专业技能，生活困苦，老
一代归国华侨归国侨胞及归侨侨眷权
益保障工作尤为迫切。”黑龙江省侨
联主席迟国强表示。

扶贫、走基层、“送温暖、献爱
心”等活动体现了侨联对老一代归国
华 侨 及 归 侨 侨 眷 的 一 贯 帮 助 。 从
2010 年到 2015 年，全国各级侨联累
计发放帮扶款项 7312 万元，发放各
类应急物资折合款项 2161 万元，帮
助困难侨胞家庭 114783 户，惠及侨
界群众 318121 人。就在会议期间，
中国侨联权益保障部部长张岩一行人
到湖南长沙慰问了新加坡归国侨胞遗
孀李艳群及其家人，给他们送上慰问
金。

在新一代归国华侨归国侨胞及归
侨侨眷 （“新侨”） 权益保护方面，
侨联积极进行组织普法工作，在发展
空间、创业资金、涉侨经济纠纷、劳
资纠纷、子女就学等方面提供支持。
各省级侨联成立了法律顾问委员会和
服务中心，聘用司法专家等为归国侨
胞提供法律帮助。中国侨联常委、湖
南侨联副主席朱建山表示：“湖南侨

联建设了一支专业的侨胞法顾委，积
极为侨服务，挽回了直接经济损失
10亿多元。”

数据显示，全国已有 30 个省级
侨联成立了法律顾问组织。据不完全
统计，目前全国侨联系统已成立 200
余个法律顾问组织，拥有法律顾问委
员3000余人。

方式与时俱进

随着社会发展，侨联侨胞权益保
障工作不断创新，方式与时俱进。

普法工作方面，侨联积极营造
“知侨、爱侨、护侨、助侨”氛围，
打造“法治中国·你我同行”普法工
作品牌，开展涉侨法律知识竞赛、侨
法大讲堂以及侨法论坛、沙龙、“一
带一路”侨界群众法治学习活动等。

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
等地侨联，着力“互联互通”，通过
在乡刊乡讯、新闻媒体上发布信息，
开通维权热线、博客，建立 QQ 群、
微信群等方式密切与侨胞联系。河南
洛阳华侨俱乐部的退休归侨侨眷将法
律条款写成快板书、相声、小品等文
艺节目走向街头进行宣传。重庆 38
个区县均建立了义工法律援助服务
队，开辟了社区“侨法宣传角”，定
期推出侨法宣传专栏。

北京、吉林、天津、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等地侨联制作维权服务联系
卡，将 《侨界文明公约》 和侨法条
款、普法宣传口号印在日常用品上向
群众发放。

四川省侨联建成了全国侨联系统
首个侨务信息报送平台，浙江省侨联
借助网络视频手段创新案件庭审和纠

纷调解工作，福建省泉州市侨联依托
大数据搭建起海内外寻根寻亲互动平
台。

张岩认为，“这些沟通协作机制
和现代科技方式，保障了侨联权益保
障工作水平和效率的不断提高。”

工作任重道远

“虽然侨联在侨胞权益保障工作
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仍然存在不
少问题。例如，地区侨胞权益保障工
作开展不平衡；侨联干部综合素质和
业务能力参差不齐；一些基层侨联工
作出现‘上面热、下面冷’的现象；
涉侨法律法规和政策存在‘圈内热、
圈外冷’现象；法治宣传时代性、针
对性和实效性有待加强；新归侨侨眷
对侨联组织了解不多、认识不足，依
法维权意识和法治观念淡薄等。”张
岩表示。

侨胞权益保障工作需要进行改
革。如何进行改革这是一个亟须回答
的问题。黑龙江省侨联主席迟国强
称，“侨联未来侨胞权益保障工作应
该把重点放在利用好互联网+、大数
据理念，建立智慧侨联，沟通好海内
外华侨华人，积极教导‘新侨’知
法、守法。”

侨胞权益保障工作任重道远。资
料显示，中国有 6000 多万海外侨胞
和 3000 余万归侨侨眷。中国侨联侨
胞权益保障工作从早期的侨务政策落
实 ， 演 变 至 帮 助 海 内 外 侨 胞 在 祖

（籍） 国创业、子女入学、知识产
权、参政议政等领域获得权益保障。

中国侨联副主席李卓彬在会议
上表示，中国侨联维权工作需围绕
经济建设中心展开，服务国家发展
战略。

黄馨祥身家129亿美元，是美国华人中的首富，
在新出炉的 2015 年福布斯富豪榜上列美国第 35
位、世界第96位。

他低调到很多人搞不清他的名字。他出生在
南非，因为南非人误把他的名“Soon-Shiong”当
作 了 姓 ， 于 是 他 的 英 文 名 成 了 “Patrick
Soon-Shiong”。又有人根据他和妻子米歇尔·陈建
立的“陈馨祥家庭基金会”，误认为他姓陈。再加
上他的低调，所以这个美国华裔大富翁的名字简
直成了“一笔糊涂账”。

黄馨祥本人可一点都不糊涂。他是生物医学界
“奇人”，开创了治疗糖尿病的新方法，目前在试图
攻克癌症。他本人拥有近百项专利，他发明研制的
一种抗癌药物非常热销，由于多国批准使用，2016
年预计销售额达10亿美元。他在过去十几年里创办
的两家制药公司也分别以数十亿美元售出。如今他
又创办了一家新公司，研究以高科技为手段的“精
准治疗”。

他攻的是西医，但对于一个出生在华人家
庭、对中医针灸和草药并不陌生的华裔西医来
说，将中国传统医学理念与西方先进医学科学相
结合并非难事。

“中医所讲的阴阳平衡对人类治疗癌症、维护
健康非常重要，”63岁的黄馨祥日前接受新华国际
记者专访时说，“人体的免疫系统处于平衡状态，
这是千真万确的。免疫系统失去平衡意味着人失去了保护系统，就可能患
癌症。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恢复平衡，使免疫系统能消灭癌细胞。

黄馨祥不会讲中文，自称为“3A俱乐部的”，因为他是“非洲来的美国
亚裔”（African American Asian）。但像追求生活平衡这种中华传统文化的
精髄却被他很好地继承了。

直到2011年他从“魔术师”约翰逊手里买来NBA湖人队4.5%的股份，
美国当地英文媒体和华文媒体才开始注意到他。“对我来说，篮球是一种放
松，让生活保持平衡很重要，”从上世纪80年代来到美国开始，他就迷上篮
球，不仅爱看，也爱打。

据统计，每年有 820 万人死于癌症，到 2030 年该数字有可能上升到
1300万。黄馨祥目前想做的是利用人体自身免疫功能治疗癌症，而不是依
靠高毒性的治疗方法。他认为，如果能利用现代技术发现、培养人体自身
免疫细胞并重新植入人体，就可在治愈癌症的同时避免毒性药物对人体的
伤害。 （据新华社电）

爱之花开放的地方，生命便能欣
欣向荣。同样，有华人的地方，爱之
花便会永远盛开。

最近，一名新西兰华裔青年塞缪
尔和他的5名室友一起参与了一场“解
救被贩卖人口”的慈善挑战活动。这
项活动是由新西兰的一家基金会发起
的，要求挑战者每天只花 2.25 新西兰
元 （约 9.5 元人民币），要在新西兰生
活一周的时间。

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基金组织
表示，目前世界上大约有 2100 万人正
饱受贫穷之苦，并且其中很多都是被
贩卖的妇女和儿童。有些人每天的生
活支出甚至还不到 2.25 新西兰元。组
织者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慈善活动筹集
25 万新西兰元来帮助这些人，让他们
早日脱离困境，回到自己家人的身边。

目前塞缪尔是怀卡托大学的一名
学生，在得知这一消息时，塞缪尔和
小伙伴们跃跃欲试，决定挑战一把，
他们购买了很多面包和麦片，希望凭
借这些准备顺利完成这次挑战活动。

这名年轻的华裔青年一直心怀慈
爱。据了解，塞缪尔早在去年就参加
救助孤儿的活动，接受采访时他表
示，他觉得这项活动很有意义，希望
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尽可能地帮助世
界上需要帮助的人。

华人仁善，有参与者，也有发起
活动的慈善组织。不久前，海外爱国
华侨华人发起了以“天下华人，同心

筑梦”为主题的慈善晚会。此次慈善晚会旨在救助孤残儿
童，为中国孤残儿童康复筹集善款。

据资料显示，0-14 岁的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期，同
样，也是身患残疾的儿童恢复的最佳康复期。如果残疾儿
童能在这一时期得到正规且持续有效的救助，那么他们康
复的几率将会大大增加，但这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最大的障
碍就是治疗费用的高昂。

然而，社会力量的加入为残疾儿童带来了曙光。希望
通过展示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慈善事业的投入，呼吁更多
组织、企业，特别是年轻人，参与到孤残儿童事业当中。
香港UBG基金会创办人兼主席许健忠表示。

而这次晚会就是搭建一个爱心平台，本次晚会的慈善
募款将由该基金会负责接收和管理。根据捐款者意图，善
款将分别用于为肢残儿童进行手术，以及为盲童和视力障
碍儿童提供生活支持和矫正。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
奎介绍。

所作行慈善，见者生钦羡。无论身处何地，华人们以
大爱阐释着一种精神，让爱成为一股春风，滋养心间，温
暖世界。

浙江青田是著名的侨乡。近日，法院受理了一起离
婚纠纷案。原告居住在青田，被告则居住在法属圭亚那
卡宴市，双方婚后感情破裂，诉求离婚，但被告拒绝出
庭。考虑到该案件的特殊情况，法院选择侨领杨小爱作
为该案人民陪审员，在庭前多次与被告沟通交流，劝导
被告以理性的态度对待诉讼。最终，被告通过远程视频
参与庭审，案件得以圆满解决。

近年来，随着华侨人数增加，涉侨案件也呈逐渐递
增趋势。华侨当事人对司法高效的诉求与程序冗长繁琐
之间的矛盾显得尤为突出。

直面困境 寻找契机

意大利侨领邱慧华先生曾表示，华侨遇到的最大困
难首先是对参与诉讼的程序不了解，其次是参与诉讼的
经济成本太大，单单往返回国的机票就是一笔大开支，
而且在国内停留的时间太长，可能又会影响其在国外的
事业。当事人的消极应诉现象不仅大大降低了办案效
率，同时也增加了直接送达和化解纠纷的难度。

发现了上诉问题，青田法院开始结合自身特点，积
极寻找契机。青田华侨大多集中在西班牙、意大利等欧
洲国家经商、务工。因而涉侨民事案件的当事人也以旅
欧华侨为主。这些国家的侨团发展较为成熟。许多青田
华侨成为当地侨团的侨领，对侨团事物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侨领们也都积极关注家乡的发展建设，对法院的司
法审判制度也极为支持。因此利用华侨资源，构建司法
便民网络就成为推进涉侨诉讼服务一个突破口。

创新服务 切实便侨

自 2011 年起，青田法院开始构建以海外司法联络
员为支撑的涉侨司法便民网络。在华侨最为集中的5个
国家 （意大利、西班牙、巴西、乌克兰、奥地利） 的7
个城市 （罗马、威尼斯、巴塞罗那、瓜达拉哈拉省、里
约热内卢、敖德萨、维也纳），聘请了 7 名具有一定法
律素养且在华侨中具有较高威望的侨领为海外司法联络
员，并提请人大任命了6名侨领为人民陪审员，参与调
处涉侨民商事纠纷、送达有关法律文书、协助执行等工
作。

另外，为了方便境外的华侨当事人参与诉讼，青田
法院早在2007年就率先采用QQ语音视频网络跨国庭审
模式，在通过双方当事人、国内亲属、诉讼代理人、海
外联络员等多方确认及本院综合审查的基础上，让远在
国外的当事人通过网络视频参与案件审理，并截取相关
的视频附卷。这种新型审判模式让远在国外的案件当事
人快速、便捷地参与诉讼，当庭表达真实意思，充分提
高了审判效率，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以侨为桥 已见成效

青田法院聘请的首位海外联络员——青田藉侨领、
意大利威尼斯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会长邱慧华先生，在威
尼斯当地设立海外联络员调解办公室，配备专用电脑方
便视频审理，印制华侨诉讼答疑手册供海外侨胞阅读，

不仅为涉侨案件当事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对法院审判
工作来说也是一种推动。

邱慧华先生认为，“涉侨案件的审理，不仅事关司法公
正，而且关系到华侨、侨眷归国创业的信心，有的在一定程
度上成为华侨了解和评价国内投资法律环节的主要依据。”

另外，青田法院还不定期地通过视频网络与各海外
联络员进行交流，总结涉侨案件的调解经验，掌握海外
侨胞的诉讼需求，为广大涉侨案件当事人提供更加优质
的诉讼环境。

目前，海外侨领已协助调解案件303件，调解撤诉
率为 93.2%，协助送达文书 520 件，涉侨民商事案件审
理周期由2009年的最少90天，减少到2014年的20.5天。

组织日益健全 方式不断创新

侨胞权益保护迈上新台阶
孙少峰 蔡柳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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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市侨联主办的“第七届首都
新侨乡文化节”10 月 10 日在北京闭幕。
本届文化节以“亲情中华、侨韵北京”
为主题，共举办文艺表演、体育智力竞
技比赛等专项活动9场，积极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唱响时代主旋律。 文化
节自启动以来，掀起一场覆盖全市范围
的大型群众活动的热潮。在北京市华侨
服务中心和各城区侨联等单位的精心组
织下，广大归侨侨眷带动身边亲友、社
区居民积极参加，充分展示了侨界风
采、社区风尚、北京的精神风貌，形成
了以侨界活动带动基层文化发展的良好
局面。 王晓玥摄

中国侨联权益保障部部长张岩慰问新加坡归国侨胞遗孀李艳群。
蔡柳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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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便民网络 推行跨国庭审

青田法院优化涉侨诉讼环境
龚 玮

青田法院召开涉侨诉讼服务中心揭牌仪式暨特邀陪
审员聘任仪式新闻发布会。 资料图片

青田法院召开涉侨诉讼服务中心揭牌仪式暨特邀陪
审员聘任仪式新闻发布会。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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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华人，同心筑梦”公益晚会新闻发布会现场。
来源：中国扶贫基金会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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