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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人 维 权华 人 维 权
美国《侨报》记者 苏夏竹

海外华媒海外华媒
热点聚焦热点聚焦

回顾 2015 年自己亲身经历的
华社新闻，有三件事令人印象深
刻。

首先，华社非常关注的“辱
华事件”维权，取得了积极的进
展，令人欢欣鼓舞。

2014 年西班牙五台的跨年晚
会上，一个小品节目以中餐馆为
背景，一名穿着唐装、梳大辫、
带西瓜皮帽的角色扮演华人跑
堂，极尽丑化华人，并暗讽华人
餐馆里都是猫肉和狗肉；几个月
后，在西班牙五台的一档轻喜剧
中，公然出现“华人与狗不能入
内”的招牌，引起了旅西侨胞的
极大愤慨。

西班牙华人志愿者之家在西
班牙五台三番五次的挑衅下，一
纸诉状将其告上法庭。由于此次
华人态度、行动坚决，西班牙五
台对华人的态度有了一定程度上
的改善。

2015年7月9日，西班牙五台
播出了一则名为“西班牙的中国
力量”的视频新闻，拍摄了马德
里各地的华人店铺，并且采访了
路人对华人商业发展的看法。视
频中展示了服装店、书店、美甲
店、理发店等各式各样的华人店
铺。

新闻中称，“华人服装店的服
装时尚且价位低廉，成为西班牙
市民的首选，很多华人的服装店
已经开到了马德里的商业中心。
与其它大品牌相比，这些华人商
店的一大优势就是其日程安排，
华人店铺都是周末不休并且每天
开到很晚。华人在西班牙的社会

地位越来越高，影响力也越来越
大。在西班牙经济不景气的背景
下，西班牙的华人是唯一一个没
有受到影响并且茁壮发展的少数
移民族群。”纵览整个视频，内容
都是积极向上报道华人的“正能
量”。

2015 年的另一大事件就是西
班牙 4 年一次的大选活动。投票
结果显示，过去 30多年来，人民
党与工社党轮流执政的“两党
制”或许就此终结，新兴的极左
政党“我们可以”成为议会第三
大党，西班牙可能就此进入“政
治碎片化”时期。

在整个大选期间，西班牙华
文媒体都积极报道选情，推出

《西班牙大选常识》、《华人关注选
举 期待对外来移民利好》等各类
文章。以西班牙华文传媒集团为

例，其旗下的 《华新报》、《中国
报》 以及欧浪网对大选进行了跟
踪报道，并有专门评论员对大选
进行解读，便于旅西华人第一时
间了解西班牙新的政治走向和政
策变动。

2015 年，在新媒体转型的浪
潮中，西班牙华文传媒集团试水

“视听新媒体”，也是一件值得欢
喜的事情。在初步尝试中，欧浪
网开通了播报新闻的视频平台，
记者赶往新闻现场拍摄，寻找当
事人进行采访。平台开通后，视
频新闻涵盖了华社运动会、马德
里“太极热”等话题，点击率和
阅读量一路攀升，成为颇受华人
欢迎的新闻播报方式。2016 年春
节过后，正在筹备的新闻直播间
也将开启，以新闻直播的方式为
华社播报新闻。

自 2009 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
爆发以来，至今可谓“七年之
痒”，这个命运多舛、几经浮沉的
国家和它的人民也经历了一次又
一次的起落。

近年来，政治和经济形势一
直是希腊人民及旅希侨胞最关注
的新闻，而希腊的 2015 年更可谓

“惊心动魄”，在这短短的 300多天
中，希腊人民便经历了两次大选、
一次公投，还有穿插其中的资本管
制以及剪不断理还乱的难民危
机。无论是对希腊老百姓来说，还
是对驻点新闻工作者而言，相信大
家都会不约而同地形容 2015 年为

“身心俱疲”的一年。
无论如何错综复杂，始终有

一个名字一直贯穿其中，那就是
齐普拉斯。或许连他自己也没有
料到，自 2015 年 1 月 25 日大选胜
利之日起，便开启了希腊更加危
机深重的“困难模式”。

由于年仅 41 岁的齐普拉斯所
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党声言要推
翻希腊政府与国际债权人签署的
救助协议，并主张取消希腊债务、

重新谈判救助协议条款，令早已经
厌倦了紧缩措施的希腊人民以为
这就是希望和出路，从而把左翼政
党历史性地送上了政权宝座。

踌躇满志的左翼联盟“新官
上任三把火”，上台即叫停包括比
雷埃夫斯港务局在内的私有化项
目，令外界为之震惊。接下来的
几个月里，时任财政部长瓦鲁法
基斯以特立独行的风格与国际债
权人进行各不相让的谈判，无功
而返的结果就是，齐普拉斯在 6
月底突然宣布对援助协议举行全
民公投。这一招被国际社会解读
为是对“留欧”还是“退欧”的
抉择，市场因此反应剧烈，银根
短缺的希腊银行承受了巨大的挤
兑压力，不得已之下，齐普拉斯
政府宣布实行资本管制。希腊再
一次站在离开欧元区的边缘。

虽然希腊在7月5日的公投中
选择了对援助协议说“不”，但为了

“留欧”，齐普拉斯和他的激进左翼
联盟在最后关头态度 180 度大转
弯，承诺用更多的紧缩措施来换取
价值860亿欧元的经济援助。

但“善于折腾”的齐普拉斯
仍未消停，在 9 月 20 日再度举行
了提前大选。已经疲惫不堪、没
有更多选择的希腊人以百般无奈
的心情延续了激进左翼联盟的执
政之路。

时至年末，希腊政府虽然继
续承受来自民众的巨大压力，但为
了取得援助资金，紧缩和私有化不
得不按照计划一步步地推进。希
腊的风波似乎已告一段落，但危机
仍未远离。2016年，随着紧缩措施
的深入，希腊政府能否保持稳定，
在议会中的席位能否有大多数优
势，还是未知之数。

在过去的一年中，除了继续
在债务危机的漩涡中心打转外，
希腊还因作为欧洲的门户而与难
民危机扯上了关系。数以十万计
的难民通过爱琴海，从希腊进入
欧洲大陆，不仅令希腊承受了巨
大的压力，更使整个欧洲以及国
际社会疲于应对。

由齐普拉斯胜选开启的 2015
年，并不是希腊人愿意回首的一
年 ， 因 为 这 365 天 中 的 风 雨 太
多。时光已跨入 2016 年，这个文
明古国能够否极泰来、重新走上
复苏之路，值得所有人期待。

◀2015 年 6 月 30 日，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 （IMF） 宣布希腊未
能于当天偿还约 15 亿欧元的 IMF
贷款，希腊成为 IMF 历史上第一
个债务违约的发达经济体。图为
希腊议会外，支持债权人协议草
案的人士手举“是”字样的横幅
和希腊国旗参加游行。

新华社发

2015年，形容中国游客在日购
物出手豪爽的“爆买”，在日本已经
从一个新奇话题变成了全民话
题。12月1日，“爆买”一词脱颖而
出，获得 2015 年度日本“新语——
流行语大奖”。12月15日，日本京
都清水寺公布反映 2015 年世态民
情的“年度汉字”，排在第二位的又
是“爆买”的“爆”字。

“中国游客太厉害了，不但催
生了日本年度流行词，还催生了日
本年度汉字。”很多日本民众感叹
道。

日本观光厅发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2015年前 10个月，中国大陆
赴日游客达428.37万人次，占到了
全部外国游客人数的 26%。在消
费额方面，1月至9月，中国大陆游
客消费总额约为 575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165%，人均在日消费额
超过1.2万元人民币。

马桶盖、电饭煲、保温杯、纸尿
裤……日本各大百货商店里，这些
产品非常受中国游客的欢迎。据
了解，日本相关厂家并未在中国传
统媒体上进行“狂轰乱炸”式的推
广。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游客究竟
从哪些途径获知各种日本产品？
作为在日华文媒体，《日本新华侨
报》产生了强烈兴趣，派出各路记
者展开调查，意在为不断加快国际
化步伐的中国企业提供些许借鉴。

在东京池袋地区一家大型百
货商场，来自重庆的张女士表示，
自己一年要前往日本旅游好几
次。每次回国时，几个旅行箱里都
装满了各种日本货品。

“我是从微信朋友圈里知道各
种日本产品的。很多朋友又是发
照片，又是写亲身感受，还制作了
购买攻略。”张女士说，“当时我就
对日本产品产生了兴趣，到日本买
了几次后，用起来感觉不错，就喜
欢上了。”

日本观光局 2015 年 8 月开展
的随机统计显示，中国社交媒体上
当月关于日本旅行、购物的内容同
比增长了2.3倍。仅8月12日至18

日之间，微博上的相关内容就接近
26 万条，微信上超过 14 万条。社
交媒体已经成为日本产品走向中
国千家万户的一个重要渠道。

让人惊讶的是，很多在社交媒
体上发表日本产品内容的人都是

“自来粉”，他们甚至成立了“粉丝
团”做推广志愿者，活跃在微博、微
信等各种社交媒体上，其中以年轻
人居多。

这不禁让人产生了另一个疑
问，日本产品为何在中国社交媒体
上广受关注，不仅让日本厂家节约
了大量广告费，还硬生生将其产品
销量推向一个又一个新高？

“对于某种货品，日本可能会
有好几种样式和设计，可以根据自
己的需要和喜好选择想要的，这点
很方便。”

“有些新型产品，其功能细化
到想都想不到的程度，其服务带给
人感动。”

或许，一些中国游客的回答，
已经给出了部分答案。2016 年，

《日本新华侨报》还将更深入地走
到“爆买”背后，揭开其中更多的

“门道”。
图为“爆买”后的中国游客。

跨入 2016 年，展望美国一年
中的“新闻热点”，总统大选无疑将
占据头条的位置。在此背景下，华
人社区争取公平权益仍是一条任
重道远的路，需要坚定地走下去。

说起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
民主党和共和党可谓各有优势。
在过去的 2015 年党内初选拉票
中，一场接一场的辩论日趋白热
化。在这其中处于风口浪尖的，
莫过于“异类”共和党候选人特
朗普，身为亿万富翁的他以一己
之力成功吸睛，让“职业政客”
们尴尬不已。

2015 初选中的特朗普现象，
可以说是反映了美国民意的变
化。出于对现状的不满，大众不
再相信政治精英包装完美的演
说，反而对特朗普浅显高调的强
势论调产生共鸣，期待其能带领
美国走出困境。而在民主党阵营
中，经验丰富并且资金雄厚的希
拉里也不容小觑。最终无论谁当
选，都将对全球形势产生影响。

在这种社会大形势下，华裔
社区也受到影响。2015 年，反对
警察暴力等维权事件让在美华人

心情颇为复杂，而这些议题也将
在2016年继续发酵。

2014 年 8 月，密苏里州弗格
森小镇 18岁非裔青年布朗被警方
击毙。事件发生后，全美爆发抗
议行动。

2014年 11月，华裔警员梁彼
得在布鲁克林政府楼中巡逻，枪
支走火误杀非裔青年葛利。当
时，正值全美警民关系紧绷的

“非常时刻”。2015 年 2 月，梁彼
得被指控二级过失杀人罪，引起
了巨大争议。很多华人认为，在
此前的几起警察杀死非裔案件
中，涉案警员都未被起诉，梁彼
得却在此刻被控刑事罪名。华人
认为，这对华裔警员来说是不公
平的，梁彼得成了替罪羊。

为了表达不满，华人积极行
动，记者也亲眼见证了数千人在
纽约市府台阶前的抗议以及横跨
布鲁克林大桥的游行。目前，华
裔社区众志成城，积极为梁彼得
筹款。2016 年，这起具有象征意
义的官司也将被持续关注。

维 权 道 路 从 来 就 不 平 坦 。
2015 年，受《纽约时报》“美甲店起

底”风暴影响，加上纽约州州长7月
正式签署通过美甲行业综合法案，
使得纽约众多美甲业者备感心酸。

美甲店为初来乍到的亚裔女
性新移民提供了诸多就业机会，
但在过去一年，他们一方面连吃
高额罚单，一方面被客人抵制，
生意一落千丈。对此，众多美甲
业主自发组织行动起来，从 8 月
25 日关店抗议到 9 月 21 日市政府
前集会，再到 10月两次前往 《纽
约时报》 大楼前示威，要求其道
歉并要求政府修改对美甲业的苛
刻新规。最终，《纽约时报》公众
编辑莎莉文在 11 月 6 日承认报道
有失偏颇，并表示将来的报道会
讨论美甲业主在新规之下所面临
的困难。对于美甲业来说，如何
向政府要求平等权益，生意如何
重见起色，仍待未来努力。

图为华人大游行支持梁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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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浪网视频小组外出采访西班牙中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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