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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及海外侨领研修国情

本报北京11月3日电（王晓玥） 近日，由中国侨联和
北京市侨联联合举办、北京大学承办的“2015港澳及海外
侨领国情研修班”正式开班。中国侨联副主席乔卫做开班
动员。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共56名港澳及海外侨领参加了
此次研修班。

本次研修班为期7天，课程内容涉及我国政治、经济、外
交、侨务和国防等领域，包括如何当一个好侨领、中国经济形
势、中国政治体制、“一带一路”战略解读、中国民族政策解读
——西藏、新疆问题研究、习总书记“四个全面”战略解读、当
前国际形势与中国安全环境等方面的专题课程。期间，还将
安排嘉宾到中关村创业大街进行实地参观、考察。

宁波养老基地正式挂牌

中新社宁波电 （记者林波） 11月2日，浙江省宁波地
区首家以“医、养、护”结合为特色的智慧型中、高端养
老机构——华信颐养园康复医院正式开园。同时，宁波市
侨界养老基地正式挂牌，为侨界老年朋友提供全方位的五
星级服务。

目前宁波市归侨、侨眷、港澳同胞眷属为43.6万人，海外
宁波籍华侨华人、港澳同胞留学生总数达 42.7万人，分布于
103个国家和地区，学历普遍较高，具备全球化视野。

据介绍，宁波华信颐养园总投资3.5亿元，实际使用面
积约4万平方米，养护床位800张。

海南乡团联谊大会闭幕

中新社悉尼电 （记者张茜翼） 第十四届世界海南乡团
联谊大会1日晚在澳大利亚悉尼闭幕。大会举行交接仪式，
第十五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由香港海南社团总会主
办，将于2017年在香港举行。

本次联谊大会主题是“联谊·共赢与可持续发展”，设
立了“世界海商论坛”、“青年发展论坛”和“海南省华侨
纪念馆筹建交流会”等专题论坛，吸引了来自20个国家和
地区的约2000名海南乡亲代表参会，共叙乡情，共谋发展。

华文名师巡讲团南非开讲

中新社约翰内斯堡11月1日电 （记者宋方灿） 当地时
间 11月 1日下午，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的名师巡讲团在南
非华文教育基金会总部开讲，向广大有志于投身华文教育
的华侨华人传授先进的教学经验，帮助他们提高汉语的教
学水平。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的名师巡讲团于10月30日抵达约
翰内斯堡，并随即开始了对南非华文教育的巡讲、指导和
培训工作。此次参加巡讲的都是最优秀的华文小学教师。
特级教师们的精彩讲授，得到了现场听众的高度评价，会
后双方还就教学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进行了交流。

自澳大利亚提出《反种族歧视法》以来，就备受华人
群体的关注。从它出台时华人的拥护支持，到种族主义
分子妄图修改时华人的坚决反对，围绕该法的一切争
议、行动都紧紧牵动着每一个华人的神经。近日，在《反
种族歧视法》实行 40周年之际，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
会和澳洲中华经贸文化交流促进会在澳大利亚国家海
事博物馆欢迎墙前广场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纪念活动。

剪不断的联系

华人与 《反种族歧视法》 的“恩怨情仇”延续数
十年，两者总是相伴而行。1975 年，澳大利亚国会颁
布了《反种族歧视法》，从法律上保证了全体澳大利亚
人 （包括华人） 不分种族、肤色与信仰，一律平等。
此法律一出台，便受到华人们的热烈拥护，因为这意
味着此前将华人作为打击对象的“白澳政策”的失
败，华人将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前所未有地享有和当
地居民一样的基本权利与机会。

然而，就在大多数澳洲人已经接受了多元文化这
样一个事实的时候，仍有少部分极端种族主义者对华
人持一种排斥态度。这直接导致了去年联邦当局试图
修改《反种族歧视法》18C条款这一事件的发生。该条款
规定：公开“冒犯、侮辱、羞辱及恐吓”个人或一些人的行
为属于非法。而修改此法案即是要取消这些制约。

此议案一经提出，引起华人群体的一片哗然，各
大华人协会的反对声音此起彼伏。世界华人体育联合
总会、澳洲广州总会和东方明珠艺术团甚至专门举办
了一个论坛来讨论该项法律的修改问题，并联名给当
局写了一封信，要求保留这一法律。压力之下，澳洲
当局最终放弃了对这一法律的修订。华人对其重视程
度可见一斑。

经过一路的风风雨雨，《反种族歧视法》 保留到
今，对华人来说，在澳洲的生活起居早已离不开该项
法律的“保驾护航”。久居澳洲的张女士如此形容这项
法律：“它对每一个移民都至关重要，对华人而言，更
是意义非凡。”

数不尽的好处

该项法律的实施对华人和澳大利亚自身来说都好

处多多。
来自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的叶宝忠曾指出，

“白澳政策”让很多居澳亚裔等少数族裔饱受困扰与歧
视，在某些公共场合甚至出现了“白就是对”这样偏
激的种族歧视论点。然而，自从 《反种族歧视法》 确
立以来，华人地位的提高带动了自信心的提升，越来
越多的华人愿意投身于政治、经济等领域，并乐于向
别人展示自我。当华人权益受到侵害时，该项法律为
他们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对此，张女士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悉尼，一位
澳洲妇女在公交车内公然辱骂一位华人女士，被当地
警察带走。类似华人被歧视受到法律保护的例子不在
少数。对违法者的处分也是依据事件的严重程度来定
夺的，因为法律明文规定，当局对类似事件的判决往
往也比较公平。由此可见，该项法律在保护华人不受
歧视时功不可没。

同样，该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对澳洲当局有积极影
响。世界华人体育联合总会主席关忠勇先生曾表示，

《反种族歧视法》的存在保证了华人和其他族群的和谐
相处，成就了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宽容的国家之一的
美名，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更多的移民。除此之外，
法律保障下的华人对澳洲经济的健康增长也做了不少

贡献。可以说，二者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

忽视不了的问题

尽管该项法律保护华人免遭歧视，但是我们也应
看到，法律的保障作用毕竟是有局限的，还需要从观
念上改变当地公民对华人的看法。

张女士以自己女儿为例，讲述了她刚进当地学校
就受到其他孩子辱骂的事情，碍于对方是小孩子，学
校也只能对其进行批评教育，但没过几天这种事情又
发生了。这恰恰反映了法律也存在无法触及的区域。

因此，她建议：一方面，华人在权利受到侵害的
时候要团结一致，勇于反抗，寻求法律的支持。另一
方面，华人也应注意自己形象的维护，不做违法的事
情。她提到有些歧视问题是由于某些华人自身素质不
高造成的。只有通过每一个华人的努力，不断提升我
们的民族形象，华人才会受到当地居民真正的认可，
被歧视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当然，加入别的文化圈并不意味着放弃自身文
化，张女士在业余时间也会积极策划一些介绍中国文
化的活动，为当地居民了解华人提供了一个有效途
径。

据最新数据显示，在过去10多年，马来西亚华裔人
口比重呈现下降趋势，华裔人口只小幅增长，给大马华
人权益带来了一定影响。

华裔比重持续下降

据马来西亚当地媒体报道，截至2013年，马来西亚
人口总数从 10 年前的 2535 万人增至 3021 万人。华裔人
口占比从 2003年占总人口的 25.7% （599万人），进一步
滑落至2013年的24% （655万人）。10年间大马华裔人口
只小幅增加56万人。

事实上，大马华裔人口占比多年来一直呈下降趋
势。数据显示，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时，华裔人口比例
高达 40%，此后鲜有上升。马来西亚首相署部长马袖强
指出，2015年华裔人口只占国家总人口的约 23%，预计
将在未来10年跌破20%。

这一情况从华人集中的槟城州乔治市可见一斑。传
统华裔家庭是乔治市中元街区的“主力”。然而，如今该
地区的华裔人口却出现了下滑。

据马来西亚当地媒体报道，马来西亚妇女、家庭及
社会发展部副部长周美芬表示，马华裔不结婚及生育率
减少的现象，是导致马来西亚华裔人口比率下降的因素
之一。

马来西亚沙巴马中联谊协会会长胡逸山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大马华人普遍经济状况比较好，进入中产阶级
后，少子化成为一种趋势。加上马来西亚是对移民不太
开放的国家，所以大马华人人口很难有所增加，增幅比
较低。

此外，华人离开马来西亚移居他国也是大马华人人
口比率下降的原因。过去 18 个月，这一数量就超过 30
万。许多华人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不过，政策不公平
也是大马华人决定移民他国的原因。

权益或受影响

大马华裔人口比率逐年下降，引发了当地华人对自
身权益和未来社会地位的担忧。马来西亚实行“一人一
票”的表决制度，这意味着更大的人口比重拥有更多维
护自身权益的话语权。华裔人口比例下降会引发此消彼
长的问题，导致华裔在各领域的影响力随之下降。

据马来西亚当地媒体报道，马来西亚华人公会会长
廖中莱认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目前面临着人口下降问
题，将导致大马华人的政治力量继续减少，在政经文教
各领域会流失很多的权力。

胡逸山也赞同这一观点。他认为，大马华裔人口比
率下降带来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政治上的影响。随着大
马华人人口比率下降，大马华人在马政坛的国会议席会
不会越来越少成为了大马华人担忧的问题。

重质不重量

华人作为马来西亚三大族群之一，长期在其国内经
济生活中扮演着主导角色，但未能进入决策层并在马来
西亚政治生活中发挥突出的作用。胡逸山表示，针对马
华人口比率下降问题，传统式呼吁多生已经不是最佳办
法，而应该注重大马华人的培养，“贵精不贵多”。

如今大马华裔人口比率持续下降，新一代华人的栽
培工作成为重中之重。让新一代华人接受到优质的教育
从而变得更加出类拔萃，让大马华人在马来西亚政坛上
拥有更多话语权，成为了大马华人追求的目标。

华文教育是大马华人立根之本。华文小学是中华文
化的根，也是独中学生的来源。而华文教师短缺问题让
大马华人比较头疼。不过，如今这一状况有了改变。据
马来西亚当地媒体报道，马来西亚教育部副部长张盛闻
近期宣布，2016年及2017年将有2634名老师被派往华小
执教，华小在未来3年都不会出现师资短缺问题。

随着大马华人人口比率持续下降，在大马多元种族
的社会如何捍卫华文教育权益，亦是大马华人必须考虑
的问题。

近日，澳大利亚悉尼市政厅
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歌唱比赛。参
加比赛的歌手都是来自悉尼的华
侨华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已经
60 多岁了，可是他们并没有退休
在家，而是经常聚集在一起，组
织兴趣小组，举办太极课程、参
加养生讲座，强身健体，陶冶情
操。其实和他们一样，退而不休
的华侨华人还有不少呢。

瑞典籍华人曹望恺老先生，
已经年过七旬。从事媒体工作 30
多年，在瑞典创办了第一份华文
刊物《欧华天下》。这是份综合性
刊物，主要服务对象是旅居瑞典
的华侨华人，为广大侨胞了解中
国和欧洲贡献一份力量。去年，
70 岁高龄的曹望恺老先生还作为
南京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注册记
者报道了这次盛会。那时他每天
都要跑赛场看比赛，参加各种青
奥文化活动等。“我注重青奥会以
及青年人的发展和文化交流方面
的内容，好让瑞典的华人了解中

国的发展。”虽然曹望恺老先生已70岁了，可精神头绝
不输给在场的媒体新兵。

马来西亚华人潘六弟，在 70岁高龄的时候，开了
一家健身房，自己当起了老板。他将住家隔壁的农场
货仓改成了健身房。这间位于淳朴乡镇的质朴健身
房，既没有大门也没有看守员，上门来玩的人只需自
行把2令吉放在入口处的桌子上即可。

其实潘六弟老人这么做也是因为年轻时的经历，
他曾于1965年及1969年到新加坡和吉隆坡参赛，两次
夺得马来西亚先生全场总冠军，并于 1970年远赴斯里
兰卡参赛，夺得亚洲先生小组冠军及全场总季军。时
隔逾40年，潘六弟老先生至今仍每天健身。老人也没
有高血压或糖尿病等老年人常患的慢性疾病。他将这
一切归功于长久以来保持着健身的习惯。

在美国时尚界，有个家喻户晓的名字，王薇薇。
当红的好莱坞女星中，十有八九穿过她的衣服出席晚
宴或颁奖典礼。这位已经65岁的华裔服装设计师，这
几年依然有令人惊艳的作品问世。2010年王薇薇为美
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女儿切尔西·克林顿的婚礼设
计婚纱。并且，在 2013年的美国时装设计师协会的颁
奖典礼上，王薇薇获得“终身成就奖”，成为典礼上最
大赢家。

澳洲《反种族歧视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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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槟城州乔治市唐人街 来源：骑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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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侨批在美展出福建侨批在美展出
由中国福建省档案馆、

福建省海外交流协会、美国
福建同乡联合会和马里兰大
学孔子学院等机构联合举办
的“百年跨国两地书——福
建侨批档案展”当地时间
10 月 30 日在美国马里兰大
学揭幕。“侨批”是海外华
侨华人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
汇款和书信的合称，是中国
国际移民及其眷属共同形成
的历史记忆，是具有世界意
义的珍贵文献遗产。

图为美国华侨华人观看
展览。

中新社记者
张蔚然摄

王薇薇获奖 来源：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