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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一杯咖啡，这是97岁的南侨机工
罗开瑚每日必做的一件事。他在南洋时
养成了这个习惯，回国 70多年，这件寻
常事已成为老人和南洋生活之间的唯
一联系。

1939年，罗开瑚放弃了在南洋的优
越生活，回到中国，成为 3200 余名南侨
机工中的一员。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一年中，罗开瑚老人参加了多个纪念活
动。

老人说，从不后悔当初回国参战的
决定，“南洋的生活富足宽裕，但那时战
火中的中国却是我的家。”

时至今日，罗开瑚老人依旧清晰记
得滇缅公路上的每一道“鬼门关”。“疟
疾、险路、日机轰炸，1800多个弟兄在这
条路上献出了生命，我是幸运的，看到
了新中国。”

家住云南保山的缅甸爱国华侨梁
金山之子梁有成，多年来一直过着清贫
俭朴的生活。对他而言，2015 年尤其难
忘。“哪里想得到，我这个普通老百姓也
能登上城楼看阅兵。”

梁有成是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9·
3”大阅兵的五位侨界代表之一。启程赴
北京前，恰逢中元节，梁有成摆起供桌，
将此事告诉了逝去多年的父亲梁金山。

“这是国家发的邀请，这么多年过去了，
没忘了您。”

70多年以前，曾经富甲一方的缅甸华侨梁金山为抗战倾尽
家财。“他留给子孙后代的精神财富要比钱财大得多。”梁有成
说，父亲常教导家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以把一切都献给
祖国是应该的。

“年轻时，我能用刀枪抗击日本侵略者。现在老了行动不
便，那就用拐杖帮我走这段路。”为了参加“9·3”阅兵观礼，92岁
的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华支”）老兵李康希特意带
了一根多功能拐杖。

此行，他格外激动，因为亲眼看到了“再也不怕侵略者”的
中国。

李康希笑称，现在他和战友及其后代们还在为传承“华支”
精神而努力，“我们出版书籍、巡展图片、拍摄纪录片，鼓励后代
以史为鉴、珍惜和平。”

曾经意气风发的“华侨机工”、毁家纾难的“侨界富贾”、驰
骋沙场的“华支战士”，他们都是支援和参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华侨华人杰出代表。2015年，他们感受
到荣耀，并用真实经历向世人力证和平的来之不易。

“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炎黄子孙的光荣。”国务院
侨办主任裘援平感慨，华侨英烈血沃中华已载入历史，海外
侨胞为这场战争作出的巨大贡献与日月同辉，他们的业绩为
世界各国人民所铭记！ （据中新社电）

新花样融入旧习俗

“在我住的奥克兰市，华人商家早
已张灯结彩，城市主街道皇后大街两
侧悬挂了大红灯笼，地标性建筑物天
空塔也亮起了华人喜爱的红色和金色
灯光，以表示对新年的祝贺。”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新西兰中华青年联合会
理事长孙朕邦说，虽然没能回到故
乡，但在奥克兰依然感受到浓郁的中
国年味儿。

高挂的红灯笼、热闹的烟花爆
竹、丰盛的新年大餐……元旦来临，
喜庆的氛围让身在异乡的华侨华人感
受到了家乡的气息。世界各地的唐人
街上，鞭炮、锣鼓、舞狮、舞龙等具
有中国元素的表演好不热闹。而在传
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华侨华人也入乡
随俗，玩出不少新花样。

在韩国首尔，每年12月31日的午
夜，普信阁都会敲钟33次，迎接新年
的到来。中国在韩侨民协会总会长助
理崔庆峰告诉笔者，以往的新年，他
都是和亲人聚在一起吃团圆饭，闲话
家常。今年他选择带着家人去普信阁
体验敲钟，敲完后还将手放在钟上，
感受钟声的鸣响，同时许下自己的新
年愿望。

在英国，新年夜在伦敦泰晤士河
边看焰火是不少英国民众跨年的必选
活动。虽说对在英华侨华人而言，烟
火晚会并不稀奇，但在泰晤士河旁，
与当地民众一起倒计时，却是一种全
新的体验。在大本钟指向12时的那一
刻，泰晤士河上及伦敦眼上礼花齐
鸣，天地之间一片万紫千红。而在法
国巴黎，华侨华人欢度新年的热情丝
毫没有因为此前的恐袭阴影而减退。

“不少华侨华人走上香榭丽舍大街，畅
饮香槟，纵情歌舞，辞旧岁迎新年。”
法国资深媒体人黄冠杰说。

除了热闹的庆祝活动之外，去一
个安静的城市静静感受时光的流逝，
也是一种独特的跨年体验。在新西
兰，不少华侨华人选择了边旅行边过
年的方式。“不少人选择去吉斯本市，
因为它是地球上第一个看见新年曙光
的城市。那里有着‘东方太阳城’和

‘曙光第一城’的美称，在舒适的环境
中感受新年的第一缕阳光，不失为一
种快乐而浪漫的体验。”孙朕邦说。

网络过年抚慰乡愁

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网上
过年渐成时尚。在网络上，不仅可以
欣赏到各种喜气洋洋的烟火，还能够

“尝”到电子水饺、电子烤鸭等美味佳
肴，参加网上“包饺子”等活动。今
年，不少无法回祖 （籍） 国过年的华
侨华人也在网上过了一把新年瘾。

澳大利亚华人文学艺术联合会主
席余俊武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介绍，今
年他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新
年网站。这家网站推出了网上“放鞭
炮”项目，只要轻点鼠标，不仅可以
在电脑屏幕上看到燃放鞭炮的情景，
而且还可以听到各种鞭炮的响声。此
外，网站还设计了别具一格的网上

“点灯笼”活动，用户每点亮一个灯笼
就会收到一句“吉祥话”。

对于这种新潮的过年方式，不少
华侨华人表示欢迎。一位华人就在网
上留言说，网络过年让他难忘，恍惚
中，自己好像回到了单纯而快乐的少
年时代，在雪地里和小朋友们一起放
鞭炮、看焰火。

在对网上过年乐此不疲的同时，
海外华侨华人也不忘通过互联网给祖

（籍） 国的亲朋好友送上新年祝福。辞
旧迎新之际，为亲友寄上一份精心制
作的电子贺卡成为许多海外华侨华人
共同的选择。

“选一张近期的生活照、全家福甚
至是宠物的照片都可以，再写上祝福
的话语，便是一张独一无二的新年贺
卡。”崔庆峰说，虽然远在他乡，但是
和祖 （籍） 国亲戚朋友的感情不能生

疏。新年期间，他就精心制作了许多
电子贺卡，传送到亲友的邮箱，给他
们拜年。

除了寄送电子贺卡，在线视频通
话也成为华侨华人新年期间和亲友沟
通情感的“法宝”。“新年期间，通过
网络和国内亲友进行视频联系，听他
们说说跨年夜的饺子馅、走亲访友的
计划，即使没有回国，也能感受到国
内浓浓的新年氛围。”身在美国的华人
庄佩源说。

聚会聚餐共度佳节

辞旧迎新的日子里，各种聚会自
然是不可或缺。每年此时，世界各地
的华侨华人社团都异常忙碌。大家聚
到一起畅叙乡情、重见老朋友、结交
新朋友，在独具家乡风味的佳肴陪伴
下，度过一个温馨的新年。

不久之前，在日华人圈公益平台
的组织者就举办了“欢度 2015，共迎
2016”在日华人迎新晚会。同在日本
的华侨华人欢聚一堂，一起倒计时，
迎接2016年新年钟声的敲响。

意大利的华人社团也举办了一次
别出心裁的聚会。聚会上，每个人带
来了几道家乡风味的菜肴、点心，几

张大长桌上摆在一起，一下子便汇拼
成“满汉全席”。聚在一起的华侨华人
还自己包起了水饺。一通狼吞虎咽，
就着一番南腔北调的高谈阔论，还有
相声、猜谜、歌舞、朗诵、戏曲等活
动助兴，年味浓郁。

此外，和家人一起准备一顿丰盛
的晚餐，或是约上三五好友，选一家
别具特色的中餐厅，美美地饱餐一
顿，也是很多海外华侨华人的选择。

新年期间，位于加拿大万锦市新
旺角广场的华人餐馆个个生意火爆，
大型酒楼或小型餐馆家家都几近满
座，不少酒楼更是门前大排长队。不
少华侨华人携亲带友，或全家出动，
或知己相约，以美食共度佳节。

随着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融入
当地社会，跨年夜的聚餐也不免带了
几分“洋味”。余俊武表示，在悠悠摇
曳的烛光和古典音乐的唱片声中，和
家人一起吃一顿充满了浪漫情调的西
餐，辞旧迎新，也是别有一番情调。

海外华侨华人的新年既有“民族
风”，也有“国际范儿”。而无论用何
种方式庆祝，他们都将自己的美好愿
景寄托其中。在浓浓的年味中，他们
与祖 （籍） 国、与世界一起祈福，共
迎美好的明天。

2015年 12月 28日，日本内阁府公布的 《日本经济 2015-2016》
指出，访日外国游客，尤其是中国游客激增带动的国内消费正在日
本社会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在2015年日本流行语大奖的获奖
榜单上，“爆买”一词获得“年度大奖”奖项，中国游客拥入带来
的市场井喷可见一斑。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日华商应该如何抓住机
遇，搭上这趟顺风车？

尴尬的遇冷

从2015年年初起，由于签证宽松和免税商品名目增加，日本的
旅游吸引力持续提升。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
旬，全年访日外国游客数已超过1900万人次，其中中国游客预计达
到创纪录的500万人次。

“爆买”中，电饭煲成为中国游客最爱买的日本单品之一。日

本知名的消费类家用电器生产厂商象印发布的年度财报显示，其在
2015年的销售额和净利润均创下历史新高。

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在日本市场的一片火热中，在日华商却
遇“冷”。中国留日同学总会会长汪先恩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目前看来，从“爆买”中获益的主要还是日本企业。日本天津经济
发展促进会会长杜有红也认为，此次中国游客热并没有给在日华商
带来太大的帮助。

究其原因，日本许多品牌有悠久历史，积累了良好的口碑和人
气，想要与这些本土品牌竞争，华商目前还缺乏足够的竞争力。此
外，许多日本店铺聘请中文导购以应对中国游客潮，将语言障碍带
来的不利影响最小化，与华商站到了同一起跑线。

发展的可能

虽然没有在2015年的“爆买”中分得一杯羹，华商在未来仍然
有后发制人的发展潜力。

对于大部分在日华商来说，由于沟通便利和同胞情谊的天然优

势，中国游客是他们能够争取的潜在消费人群。以餐饮业为例，由
于中日饮食习惯的差距，许多中老年游客并不能接受日料中的生
鲜，反而更愿意前往中餐馆吃饭。熟悉的菜肴对华人的吸引力很
大。在日华人叶勋表示，在华人开的餐厅吃饭能够感受到家乡的味
道，老板时常还会给同胞提供额外的服务，因此他和其他华人朋友
都很愿意去中餐馆。

与此同时，代购微商产业也给在日华商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与
前往日本扫货相比，许多顾客更愿意选择代购这种更加方便、快捷的
购物方式。为了消除顾客的疑虑，一些华人微商除了提供购买凭证，
还会将购买过程拍摄下来提供给顾客，因此也逐步打开了海淘市场。

近年来，在日华商积极“抱团”谋求共同发展，例如日本中华总商会
从2014年起以集团化组织模式发展，吸收了一些华商组织及社团组织。
汪先恩认为，在日本从事商业的华人很多，日本中华总商会及各省市商
会等团体在其中发挥着统筹协调的作用，能够帮助华商更好发展。

可期的未来

《日本经济 2015-2016》 中指出，鉴于 2020 年将迎来东京奥运
会及残奥会，“访日游客数今后也会有很大增长余地”。虽然“爆
买”现象不一定会始终持续，但长期稳定的旅游业发展将给华商提
供更大的持续发展的空间。

据日媒报道，日本观光厅等相关部门将从2016年起开始收集免
税商品的购买记录等数据，并分析畅销商品的类别和需求量，以便
提供给商店作进货参考。汪先恩表示，许多在日华商已经开始筹划
根据消费倾向进行适当的生产调整。

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在日华人企业正在完
成从专注日本市场、单打独斗的模式向放眼国际、谋求共赢的模式
转型。从长远来看，随着跨境电子商务的普及以及自贸区的助推，
华人企业将面临新的机遇，其中微商的发展前景最被看好。杜有红
指出，虽然目前跨境电商业务仍然面临一些限制和阻碍，但未来通
过投资合作能够实现自身优势的最大化。

天涯共此时

海外华人喜迎新年
严 瑜 李 莎

告别2015，迎接2016，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整个华夏大地都被节

日的喜庆气氛紧紧包裹。而身处海外的华侨华人也刮起了一股“新年

风”，纷纷参与或举办异彩纷呈的欢庆活动。

图为由华人装扮的醒狮在美国纽约唐人街参加新年游行活动。
图片来源：新华网

图为由华人装扮的醒狮在美国纽约唐人街参加新年游行活动。
图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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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买”浪潮中

在日华商
如何把握商机？

吴佳荃

2016三国移民新政点评

● EB-5投资移民

美国 EB-5 投资移民在 2015 年逃
过一劫，无改革延期至2016年9月30
日，但这并不代表一劳永逸。在2016
年 9 月 30 日前，只要达成意见统一，
美国政府随时有可能颁布新政，“投
资款上涨为 80万美元”、“要求提供 7
年税单”、“目标就业区重新定义”等
不利条款或许也将随之出台。

点评：过了2015年末假期之后，美国国会就有了充分的时间来讨论并通过EB-5
新法。2016年9月30日并不是一个安全日期，如果确有申请打算，还是抓紧为好。

● 团聚移民计划

2016 年的加拿大父母团聚移民
名额有望增长一倍达到10000个，同
时，此类申请的审批速度也将大大
加快。

申请条件：担保人须为加拿大
公民或移民，年满 18 周岁，满足最
低收入要求，并签署经济担保文件。

点评：加拿大团聚移民名额历来供不应求，2015年更是不到一周就宣告爆满，
有意者还需早做准备。

点评：加拿大团聚移民名额历来供不应求，2015年更是不到一周就宣告爆满，
有意者还需早做准备。

● 新南威尔士州188A
& 132类商业移民

2016年1月1日起，澳大利亚新州
商业移民取消了所担保生意行业的限
制，重新为小生意经营者敞开大门，
188A和132类投资移民都将受益。

申请条件：申请人年龄不超过55周
岁；个人及家庭净资产不低于130万澳
币；公司年营业额不低于100万澳币。

点评：澳大利亚投资移民的门槛普遍较高，188A已属于其中较为宽松的类别；
加之新南威尔士州是澳大利亚的经济重心，其投资移民项目最受欢迎。此次取消了
行业限制无疑将为项目再添一把火。

来源：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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