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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游客成为亮丽风景

“最近，在纽约时报广场可以看到一系列有关‘中
美旅游年’的广告牌，上面介绍了不少中国的旅游城
市，效果非常好，我们在纽约的华侨华人都感到特别骄
傲。”与本报记者谈及刚刚拉开帷幕的 2016“中美旅游
年”，美中企业家联谊会创始会长楼新跃兴奋不已。

2015年 12月 31日晚上，在纽约时报广场一年一度
的跨年夜倒计时庆典活动中，中国国家旅游局驻纽约旅
游办事处举办了2016“中美旅游年”专场宣传活动。现
场百万民众在迎接 2016 年到来的同时，也在一片“中
国红”中共同迎来首个“中美旅游年”。

“自从去年习主席在访美期间宣布，将2016年定为
‘中美旅游年’，我们在美侨胞都非常期待，这意味着将
有大批中国游客在新的一年来美国旅游观光。”美国阿
拉巴马州州长特别中国顾问赵颖告诉记者，她所生活的
这个位于美国南部的州，早已开始紧锣密鼓地做着各项
准备，以迎接远道而来的中国游客。

事实上，自 2014 年 11 月中美两国达成互惠签证协
议，将游客类和商务类签证的有效期从1年延长至10年
之后，美国就成为越来越多中国游客的旅游目的地。中
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在 2015 年底发布的报告显示，
自有效期延长以来，美国已为250万中国公民办理了旅
游签证，较前一年增长 52.6%。而如今，首个“中美旅
游年”无疑将为中美旅游热潮再添一把火。

“我们的办公场所在华尔街铜牛塑像附近，最近几
乎每天都可以看到中国游客的身影，听到熟悉的乡音，
非常亲切。”楼新跃告诉记者，在时报广场、洛克菲勒
中心等纽约热门的观光地点，中国游客都已成为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发展机遇全方位多层次

对于在美华侨华人，尤其是侨商华商来说，2016
“中美旅游年”为他们带来的不仅是络绎不绝的中国游
客，更是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中国游客来的多了，对我们的生意帮助是非常大
的。”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鹿强在洛杉矶经营着一
家旅游巴士公司。他告诉记者，如今他的公司几乎每天
都会接待很多来自中国的游客，“中美旅游年”的到
来，不仅将为他的公司带来更多商机，还有可能推动华
人旅游业整体接待能力的提升。

对此，已在美国从事几十年旅游生意的华商肖云飞
也深有感触。“近一两年来，不少地方的美国餐馆都颇
为萧条，可是唯独中餐馆一枝独秀，数量大幅增加，常
常是一家连着一家。”在肖云飞看来，这背后的主要推
动力正是来自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

“中美旅游年”带动的旅游热潮是双向的，在大批
中国游客踏足美国的同时，也有更多美国游客将目光投
向中国，这给在美华人旅游公司开拓赴中国的旅游线
路、扩大业务范畴创造更多可能。

如今，凭借旅游签证 10 年有效的便利，加上“中
美旅游年”的助力，许多中国游客不再是第一次赴美旅
游，他们的脚步也不只停留于纽约、洛杉矶等热门城
市。

“现在不少中国游客更想去一些能够真正感受美国
自然风光、文化风俗的地方，例如美国南部、中部的各
州。这意味着，生活在这些地方的华侨华人也有机会享
受‘中美旅游年’带来的利好和实惠。”赵颖告诉记
者，她所在的阿拉巴马州旅游局官员就多次表示，将在
2016年雇佣更多精通中文、熟悉中国文化的华侨华人，
针对中国游客组建旅游开发与服务团队。“这不仅将提
高当地华侨华人的地位，还将为他们创造许多过去没有
的就业岗位。”

如多位华商所言，此次“中美旅游年”带给他们的
发展机会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不仅是旅游业，房地
产、教育咨询、投资顾问等华侨华人涉
足的其他产业，都将受惠于此。

从事国际教育行业的楼新跃近来
就忙着设计推出多种国际游学项目，组
织中国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赴美考察
学习。“随着中美文化交往的深入，还有
许多中国艺术家、企业家来美推广中国
文化，我们的另一家文创公司将为这些
企业推出在纽约的接应服务，这都是

‘中美旅游年’带来的新机遇。”

既是受惠者也是助力者

“目前中美之间的旅游线路已经较
为成熟，双方民众往来也很频繁。如果
在‘中美旅游年’，双方政府能够进一步
简化签证手续，航空公司可以推出一些
特别的票务优惠政策，将使双边的旅游
往来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采访中，

鹿强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和他一样，对于刚刚开始而注定
精彩的一年，许多在美侨胞都满心期待。

肖云飞认为，中国私人团组赴美旅游正在成为一种
常态，在“中美旅游年”的背景下，如何保量又保质，是在
美华人旅游业即将面临的新挑战，更是发展的新契机。

事实上，在这场如火如荼的旅游盛宴中，华侨华人不
仅是受惠者，更是极为有力的推动者。

在赵颖看来，在“中美旅游年”期间，华侨华人可以做
的事有很多。“我们可以主动扮演民间大使的角色，一方
面向中国游客介绍美国各州的风土人情，为他们制定更
具特色的旅行方案，另一方面帮助美国旅游业的从业人
员更好地了解中国游客的文化习惯，提供更加到位的旅
游服务。此外，我们还可以作为桥梁，以旅游促交流，
推动我们的祖 （籍） 国、家乡城市与住在地的友好往
来。”

2016年春节期间，赵颖就将和一些朋友在纽约举行
云南大理梦石展览，借助“中美旅游年”的东风，向美
国朋友推介中国民俗风情。

如今，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在美国落地生根，分布
各州和各行各业。据统计，在美华侨华人已近500万。

“可以说，有我们华侨华人在，就几乎没有解决不
了的问题，我们将为中国游客提供各方面的帮助和服
务。相信有这样一个强大的同胞群体，中国游客来到美
国，一点都不会感到陌生。”楼新跃说。

对于近500万在美华侨华人来说，2016年最值得期待的
事，莫过于首个“中美旅游年”。

在2015年9月的访美之行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
中美将在2016年举办“中美旅游年”，为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创
造更多便利条件。如今，序幕已经开启，随着源源不断的中国
游客、美国游客来往两地、观光旅游，在美华侨华人尤其是侨
商华商，即将迎来前所未有的红利和机遇。日前，多位在美侨
胞与本报记者分享了他们的期待。

图为在纽约时报广场举行的2016“中美旅游年”宣介活动。 来源：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官网

在美侨胞将迎哪些在美侨胞将迎哪些新红利新红利？？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严严 瑜瑜

乘着“中美旅游年”东风乘着“中美旅游年”东风
近年来，随着中非医疗

合作的开展，华人医生不远
万里来到非洲提供医疗援
助，有人与非洲人民结下了
家人般的情谊，有人甚至把
家安在了非洲。

今年 50 岁的秦喜胜担
任中赞友谊医院院长已经
超过10年，在此期间主刀各
类手术4000多台。在他和其
他医生的共同努力下，这里
从他刚来时只有10张病床、
日接待量仅 20 人的小型医
院逐步发展为目前 9 个科
室、年服务近 4 万人的综合
型医院。由于当地的医疗水
平落后，原本是骨科专家的
他，不得不兼顾其他科室的
病患，充当起“一专多能”的

“顶梁柱”。
由于医护人员较少，很

多时候秦喜胜一天要做六
七台手术，站立时间超过10
小时。

2005年，在主动放弃了
回国机会后，秦喜胜还说服
了同为医生的妻子李海莲
到赞比亚工作，把“家”搬到

了赞比亚。10年来，夫妇俩精湛的医术得到了当地人
民的交口称赞，秦喜胜更是被称为“中国白求恩”。

成为白求恩那样的医生也是63岁的徐长珍大夫儿
时的梦想，作为一名优秀的妇产科医生，她前后共参加
过4次援非医疗队，累积8年时间里，她和同事一起接生
的胎儿达4万多名，抢救了近800名危重病人。

徐长珍第一次回国后，非洲人民念念不忘，阿尔
及利亚大使馆两次发邀请函点名邀请她再去。为了感
谢她的帮助，由她接生的许多阿尔及利亚孩子都被家
长取名“西诺瓦”，意为“中国人”。许多人亲切地称她
为“徐妈妈”，把她视为自己的家人。

在埃博拉疫情被广泛报道前，华人医生曹广正在
几内亚参与援非医疗。在一个普通的下午，他接诊了
一位高烧不退的病人，没想到几天后这位病人被确诊
为埃博拉病毒感染者。与病人有过密切接触的另外两
位当地医护人员相继殉职，死亡阴影也笼罩在了曹广
的身上。安全度过隔离期后，他婉拒了领导让他提前
回国休养的建议，决定继续留在几内亚救死扶伤。他
的妻子也是医生，对于他的决定给予全力支持，鼓励
他继续努力工作。

时至今日，还有许多华人医生活跃在非洲医疗工
作第一线。正是有了他们跨越国界的无私付出，将非洲
视为自己的“家”，非洲的医疗情况才有了不断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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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徐长珍 （右三） 与阿尔及利亚医生在一起。
资料图片

图为徐长珍 （右三） 与阿尔及利亚医生在一起。
资料图片

据西班牙当地媒体报道，近段时间以来，许多要办扎
根居留的旅西华人发现，办“扎根”已经变得越发困难。
原因在于符合政策要求的合同越来越难找，甚至已达到了
一纸难求的局面。

据了解，扎根居留是由西班牙社工党政府上台之后制
定的新《移民法》中授予居留的政策。在西班牙居住满3年
并符合相关要求的移民，只要有一份合格的合同，就可以
拥有获得居留证的机会。

合同难求 洛阳纸贵

“我已经满足了所有的政策要求，包括来西班牙时间、
融入证明等等，无奈目前却无法提出‘扎根’申请，原因
是没有一份符合要求的合同。”一位旅西华人小林表示。

与小林一样，许多在西班牙的华人都遇到了相同的情

况。由于无法得到合格的合同，他们不得不选择继续等
待。据了解，西班牙政府对扎根合同的条件有着严格的要
求，要想从华人企业获得一份符合要求的合同，难度很
大。因此，西班牙公司一直以来都是旅西华人获得扎根合
同的主要渠道。但是，最近很多旅西华人都表示，愿意出
具合同的西班牙公司不断减少。

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 年，西班牙共有
196242名移民通过扎根居留的方式获得了合法身份，而这其
中共有12414名华人，位居第二。这一数据显示出扎根居留对
于旅西华人获得合法身份的重要性。而合同又是申请扎根居
留的必备条件之一。因此，目前合同难求的状况，使得很多想
要办理扎根居留的旅西华人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

扎根居留 紧上加紧

由于国内经济不景气，西班牙政府逐渐收紧了移民政
策。一些旅西华人获取合法身份的途径扎根居留，同样成

为西班牙移民政策紧缩的重点。“西班牙政府在不断增加扎
根居留的限制因素，合同内容所需的条件也越来越苛刻，
如企业营业额要与雇工人数成比例等。”中国华侨华人研究
学会副会长庄国土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此外，许多已办理“扎根”的侨胞都是通过律师事务
所等中介，才联系到合同。而如今，相关的律师事务所都
表示，他们已不再提供此项服务。中介这一环节的断裂，
也使获得合同的难度陡然上升。

物以稀为贵，在很多旅西华人为合格的扎根合同而一
筹莫展之际，扎根合同的价格也节节高攀。尽管如此，那
些急于得到居留证的旅西华人依旧是趋之若鹜。但近年
来，西班牙警察局对于买卖扎根合同的做法进行了严厉打
击。“在强势的打击之下，无论是急于获得合法身份的旅西
华人，还是负责办理扎根居留的律师中介，都不敢铤而走
险。”移民律师杨东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道阻且长 路在何方

对于想要通过扎根居留“独木桥”的旅西华人而言，
一纸合同难求的状况让他们能否在这个国度安稳地生存成
为未知数。“由于扎根居留合同难找，势必增加了华人办理
扎根居留的经济成本以及相应的法律风险，比如买卖成
本、中介纠纷等，想要通过扎根居留方式获取合法身份难
上加难。”杨东说。

但是，对于旅西华人而言，获得西班牙的合法身份并
非是他们的唯一选择。庄国土表示，西班牙是欧盟国家，
而很多旅西华人都是在全欧盟流动，前往有可能获得长期
合法居留的国家以得到合法身份，同时继续在西班牙谋生
和发展，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同时，仍想获得西班牙合法身份的旅西华人，应该理
性对待扎根合同难求的问题，尽量通过合法途径获取，或
者寻求其他途径转换合法身份。

“扎根居留”合同难求

旅西华人旅西华人““转正转正””梦难圆梦难圆
李 莎

澳 侨 胞 欢 送 中 国 海 军 编 队澳 侨 胞 欢 送 中 国 海 军 编 队

当地时间 1 月 6 日下午 2 时，正在执行
环球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152舰艇编队完成
了在澳大利亚的补给休整，离开布里斯班
港。澳海军南昆士兰州司令部司令塔德曼
和中国驻澳使领馆工作人员、华侨华人代
表到码头送行。

大图：编队政治委员叶建林 （右二）
与码头上送行的华侨华人握手道别。

小图：到码头为编队送行的华侨华人
争相与水兵合影。中新社记者 代宗锋摄

中新社名古屋1月6日电（陶煌蟒）元旦刚过，
2016年“文化中国·四海同春”首支艺术团——亚洲
艺术二团便启程赶赴日本与韩国，进行为期16天的
慰侨访演活动。6 日晚，艺术团抵达首站日本名古
屋，首场演出将于1月8日举行。

“四海同春”赴亚洲艺术二团将在日本名古屋、
东京以及韩国釜山、首尔和济州共演出7场。艺术团
以中国铁路文工团及北京京剧院为艺术班底，期间
还将参加名古屋“春节祭”十周年纪念活动。

“春节祭”是日本华人每年
庆祝春节的一种文化方式。中国
驻日本名古屋总领馆副总领事

赵大为表示，“四海同春”艺术团的到来将助推名古
屋“春节祭”活动走向高潮，也让在日华侨华人有一
个抒发思乡情的平台，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日交
流，加强侨界团结。

“本次访演的节目极具中华文化特色，将让侨
胞寻找到民族的根，家乡的味道。”艺术团团长、中
国国务院侨办秘行司副司长张建民表示，希望文
艺演出的形式能让日本主流社会对中华文化有一
个更全面的了解和认知。

“四海同春”首秀亮相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