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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内发展越来越好，我们也会发挥自身作用，带动更多有识之士
参与到祖国的建设中来！”美国美东华人社区联合总会主席梁冠军在以特聘
委员的身份先后参加了广东省和江西省的政协会议后，与本报记者分享了回
国参政议政的兴奋之情。

最近，各省（区、市）两会陆续召开，邀请了不少海外侨胞列席，参与
其中。在会上，这些远道而来的代表既为家乡的建设鼓与呼，也传达了海外
侨胞的心声与诉求。更让他们高兴的是，“侨声”正成为各地两会上越来越
重要的“好声音”。

教师，他们平凡而伟大，于三尺讲台成
就桃李万千。华人教师身在海外，仍不忘初
心，他们在世界各地孜孜不倦，讲授知识与
学问，播撒幸福与希望。

日前，加拿大华人教师江亚东携弟子开
办“励志之夜”新年大型讲座，向前来聆听
的家长与孩子传授学霸养成心经。江亚东因
开设数学课堂在当地小有名气，历经十余
载，补习班的教室从自家客厅搬到市区大
楼，课程从数学延伸至物理等更为广阔的领
域，学生人数也从最初 6 人升至今天的 1200
人。他的教学讲求因材施教，不照搬国内模
式，根据经验与实际，亲自编写适合华人学
生的教材，使得教学有的放矢。多年来，他
培养的学生在国际赛场上获奖无数。除了授
课，江亚东还经常向学生传递正能量，他坚
信成功需要的就是一点点坚持。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江亚东十年
如一日地开设线下课堂，澳大利亚的华人教
师胡埃迪则借助新潮的互联网手段，在线上
讲起了数学课。年轻帅气的胡埃迪是当地公
立中学数学科目的带头人，曾凭借优秀的教
学成绩，获评澳新南威尔士州政府颁发的科
学和数学教育创新奖。要知道，他的课堂从
来都是热情十足，感染力强。据悉，他在社
交媒体上公布的教学视频收获了来自全球的
观众，点击堪称火爆。学生们通过他的教授
不仅能够学到知识，还能近距离感受他身上
洋溢的活力与青春，网友们亲切地将他比作
可照亮书山学海路的小太阳。

相比于窗明几净的教室、高效快捷的网
络，位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贫民窟，则是
肮脏与杂乱的代表。但就是在这样落后的地
方，依然可以看到华人讲课的温情画面。长
头发、络腮胡、文艺青年范儿十足的小伙儿
刘宜孟翰十几年前跟随父母来到肯尼亚，现
如今还是大学生的他，坚持每周到贫民窟上
课。据悉，内罗毕 3 平方公里的贫民窟有 70
万居民，其中 1/3 是不足 12 岁的孩子，虽然
生存环境恶劣，但是大多数孩子都保留着对
知识的渴望，为了呵护这份渴望，刘宜孟翰
不惧艰苦，在废旧铁皮搭建的屋檐下办起了
课堂，主要教授数学。如果时间允许，他还
会教孩子们写中文，唱儿歌，希望孩子们可
以靠知识走出贫民窟。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华人教师
身在课堂，心系学子，用知识与力量启发人
心，不忘育人，方得始终。

华人教师初心永不忘
邵琳琳

1月27日，国侨办主任裘援平、副主任王晓萍、甘肃省副省长夏红民一
行，赴甘肃积石山慰问贫困户，并进行定点扶贫的调研。国侨办自1998年开
始定点帮扶积石山县，通过项目扶持、资金援助和人才智力扶贫等方式，共
帮助该县落实捐资、引资及捐物折价1.174亿元人民币，帮助修建侨爱小学29
所，修建乡镇卫生院7所，改造贫困户危旧房836户。

中新社记者 杨艳敏摄

国侨办主任裘援平
慰问甘肃贫困户

“小上海”变安徽第一侨乡
张 俊

据南非《城市新闻报》报道，近日，全非洲女企业家
工商联合总会会长张晓梅与南非知名华人移民代理、律
师及华人代表共聚一堂，讨论了南非移民的艰难现状。

签证难、汇率低、治安乱，这三大问题成为南非华商
挥之不去的“梦魇”，也导致了部分华商的黯然离去。

华商萌生退意
2010 年南非世界杯期间，曾有媒体用“富贵险中

求”来形容南非华商的生活状态。5年多过去了，华商
们的南非致富路似乎更加曲折。

今年是华商杨先生来到南非的第5个年头，在约翰

内斯堡经营玩具店的他觉得生意变得越来越难做：“一
个月大约赚人民币3200元，房租要花2000多元，食品
要花 1000多元，一年剩不了多少钱，身边的同乡商人
都在苦苦支撑，很多人想回去。”

萌生退意的华商不只杨先生一个。几个月前，福
建籍华商陈凤娟就决定离开南非，转战日本寻找商
机。而在南非生活了近 10 年的毛毯批发商陈伟也表
示，“再观察一年，实在不行就走”。

据统计，仅去年 12月份，就有近百位华商离开了
南非。在约翰内斯堡的街道上，经常可以见到挂着当
地语言“转出”字样的华商店铺。

“目前，确实有部分华商因为生存空间的缩小而选
择离开，南非乃至非洲华商都面临着一场‘转型的战

役’。”非洲环球广域传媒集团总裁南庚戌在接受本报
采访时说。如今，南非这个曾有着“非洲的美国”之
称的国家，已经很难留住移民者的脚步。

面临多重阻力
签证困难、兰特贬值、治安恶化……对华商来说，经

营环境的变化使得“彩虹之国”的魅力大不如前。
合法的身份是华商在南非经营的首要条件。但如

今，华商们获取这一资格却越来越难。“目前，包括南非
在内的很多非洲国家都在收紧对外来移民和工作证的限
制。”南庚戌介绍说，部分非洲国家的经济水平提高后，

应民众的要求，政府开始限制零售、服务等行业对外国
人的开放。

除签证难之外，汇率的低迷也加速了华商的离开。
自 2011年起，兰特持续贬值，华商的经营利润也

随之不断缩水。批发商叶先生表示：“做批发生意经常
会被欠款，回款期至少一个月，本来我的利润只有15%
到20%，这两年赚的钱几乎都被汇率吃掉了。”

此外，治安的混乱也使当地华商人人自危。“在南
非做生意可以说是‘拿命来拼’。”杨先生说。

本月 24日，新堡市一家华人店铺遭到抢劫，一名
山东籍侨胞中弹身亡，这是今年第一位在抢劫中遇害
的南非华人。而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中，有17位华商
命丧歹徒的枪口。

“安全感”如何谋求
在如此困境下，依然坚守的华商能否在南非获得

发展的“安全感”？对此，南庚戌还是持乐观态度，他
指出：“乐观态度是基于当地华商要放开眼光，要有融
入当地社会的‘候鸟’心态。”

在“候鸟”心态的践行上，华人应提高自身的技能以
适应当地社会更高层次的需求。“目前南非华商多聚集
于技术水平较低、易受冲击的零售和服
务行业，华商们应看准形势，积极转向

受政府支持的高科技和生产行业。”南庚戌说。
此外，华人团体对自身权益的维护也是解决签证

难等问题的有效途径。据悉，在日前举行的南非华人
交流会中，与会者一致决定，就华人工作证申请难的
问题向南非内政部长提交书面建议和解决方案，希望
能够引起南非政府的重视。

在南庚戌看来，信心还来自华人子弟，他们是南
非华人的未来。“他们在这里出生、学习、工作，充分
了解当地社会。我相信，未来经过一段时间，南非华
人的面貌将会有所改善。”南庚戌说。

题图：2015 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华人参加反暴
力大游行。 图片来源：齐鲁晚报

签证难、汇率低、治安乱

南非华商遭遇南非华商遭遇““三座大山三座大山””
丛雅清

在各省两会上，这些常年旅居海外的游
子，最先想到的是为家乡以及祖国的发展建
言献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广东都是以制造
业为主，未来也一定要以此为基础。转型创新不
能360度大转弯，应把传统产业发展好。”广东省
政协海外列席代表梁豪创告诉本报记者，他的第
一个建议就与家乡的产业发展有关。

而各地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同样引起海外侨
胞的关注。每年都从西班牙回国的梁豪创感慨，
尽管广东的发展早已今非昔比，但速度太快也带
来了不少弊端，比如环境污染。他将二者结合起
来谈，认为把产品质量提上去，增加其使用寿命，
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也是在为环境保护做贡献。

同样列席广东省政协会议的斐济侨胞方
志伟，去年见证了广州市与斐济首都苏瓦市结

为友好合作交流城市。在他看来，这样的形式
有利于促进“一带一路”的建设。“我在会上建
议，广东有这么多城市，可以多和其他国家城
市缔结友好关系，这无论对于我们家乡‘引进
来’还是‘走出去’，都会提供更多便利机会。”

浙江省政协海外列席代表陈建南也关注
到了“一带一路”的建设。他对记者分析说，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浙商分布广泛，在中央
顶层设计出炉之后，浙江省也可以利用这样的
资源，搭建好“一带一路”上的合作平台，实现
本省与侨商所在国共同发展的双赢目的。

而在福建省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上，美国华
人社团联合总会主席陈清泉则感慨，福建自贸试
验区和福州新区建设是福建千载难逢的机遇，对
海外侨胞来说是很好的回乡投资发展机遇，也为
年轻人回国创业提供了很好的商机。

为家乡建设献计策

对于这些列席各省两会的海外侨胞来
说，他们代表着所在国上万甚至数十万的华
侨华人。而列席国内各省两会的机会，也使
他们能够更好地向祖国表达这个时代海外同
胞的心声。

“最起码该让我们持有跟港澳同胞差不多
的那种通行证。作为海外同胞，回国还要去
办签证，实在太麻烦了。”几年来，梁豪创都
很关注华侨华人的身份问题，他直言，这个
问题在海外侨胞中有着强烈共鸣。

梁冠军则呼吁，尽快出台保护侨胞在国
内合法权益的法规条例。而让他高兴的是，
他的家乡广东省已经在推动华侨保护法和一
系列针对侨胞的保护措施。

广西政协海外特邀委员、加拿大广西总商
会副会长黄晔华则对正在筹划建立的侨商银
行充满期待，她希望国家能对银行的筹备工作
加大重视和支持力度，力争早日开业，并在放

款政策上对侨商企业、华侨农场有所倾斜，重
点支持“侨梦苑”、华侨企业园区等的发展。

“我建议省政府更加关心海外华侨华人子
女的教育问题，到当地办一些中文学校，这既
能填补我们对华人子女的教育空白，也能在海
外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陈建南认为，应该采
取政府推动、民间办学的形式，将中国的软实
力在海外展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海外华文教育问题同样引起了福建省政
协委员、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闽籍侨领蔡国伟
的重视。他呼吁说，海外侨胞应当传承方言，强
化海外华文教育，“把根留住”。

列席浙江省政协会议的西班牙侨胞戴华
东则提议，通过多交流来缩短文化上的距离。
他认为，针对当前的新形势、新变化，涉侨部门
应该积极走出去，加强与境外侨社、侨团的交
流联系。“我们要通过倡导宗亲文化，加强人员
交流互动和华文教育的融合交流。”

代海外同胞发心声

“政府很重视我们的意见。”在谈及今年
回国参政议政的感受时，多位海外列席侨胞
向本报记者表达了共同的心声。

梁冠军对此深有感触。他发现，海外列
席代表在广东、江西两省两会上提出的许多
建议，都被直接反映给了省里的最高层领
导。与此同时，不少省份也开始聘请越来越
多的海外列席代表前来参会，倾听他们的意
见。

“自2000年全国政协首开邀请华侨华人代
表列席的先河以来，各地政协都在跟进，这
使得海外侨胞有机会为中国的发展献计献
策。”作为今年江苏省苏州市政协的海外列席
代表，徐德清感慨，海外侨胞都非常珍惜这
样宝贵的机会，每年都会为了回国参加两会
提前进行各种精心准备。

更让侨胞们高兴的是，这种邀请机制正
在不断创新。从去年开始，除了省政协继续
邀请海外侨胞列席之外，广东省人大还在全
国率先聘请了海外侨胞作为列席代表，并将
这一做法延续到了今年。此外，不少省份还
邀请侨胞作为政协的特聘委员，打破了海外

代表只能列席一次的限制。
梁冠军就是广东省政协和江西省政协的

特聘委员。据他介绍，特聘委员五年一届，
今年已是他第四次以这个特殊的身份参加这
两个省的两会。

“对我们来说，回国参政议政不仅是一种
荣誉，更是一种责任和担当。”作为今年浙江
省政协的特邀委员，戴华东认为，海外侨胞
可以发挥特有的优势与作用，为推动家乡的
建设发展献策献力。

对此，陈建南也深有同感。“因为我们地
处不同的国家，在给家乡和祖国的建言献策
方面，可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提供一些具
有启发性的建议。”陈建南坦言，尽管曾在多
个国家生活，但他在祖国才获得了参政议
政、行使民主权力的机会。

而在梁豪创看来，与国内两会代表委员
相比，海外侨胞的建议虽然可能没有很强的
针对性，但是大多视野开阔，能够站在较为
宏观的角度审视家乡与祖国的发展。“我们的
主要建议都是跟国家、家乡的利益相关联，
都是源自对故土的大爱。”

珍惜参政议政好机会

澳大利亚华人教师胡埃迪。 来源：ABC澳大利亚华人教师胡埃迪。 来源：ABC

一个具有浓厚历史底蕴的古镇，坐落在碧波荡漾的巢湖
岸边，这里有米行、布庄、酒馆和五洋百货。曾经的“小上海”
长临河镇在经历了百年变迁后，变身成为安徽第一侨乡。

“长临河镇人非常重视教育，许多人都是通过读书走出
国门的。”今年78岁的罗守华说。罗守华是一名退休教师，
他的表兄弟罗守平是中华海事检定社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
长。小时候，家里特别重视教育，因此两人都有机会上了
中学。罗守平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在美国从事海运工
作，经过半个多世纪拼搏，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据长临河镇党委委员罗巧慧介绍，在科举时期长临河便
有义学、私塾数所，闻名海外的养正小学创办于1898年，其后
又创办了沙二岗补习社、私立松森小学和私立湖滨中学。

目前，从长临河镇走出了800多名教授、专家、将军、军政
要员，遍布世界各地，这其中包括美籍华人、美国《妇女心声》
杂志社主编吴世珊，美籍华人、美国总统奖获得者刘军等。

据罗巧慧介绍，目前长临河镇在外侨胞分布在美国、
新加坡、加拿大等 17 个国家。“三胞”共 4500 人，其中台
胞就有1253人。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积极
参与到家乡长临河镇的建设。吴世珊、吴世玮女士先后向
养正小学捐款人民币82万元，捐赠故居房屋33间，使有着
百年历史的养正小学焕发生机。

长临河镇是安徽第一个侨乡，曾经的“小上海”在海外华
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的共同建设下，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据中新社电）

图为长临河镇风景。 资料图片图为图为长临河镇风景长临河镇风景。。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