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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梁警官，不做替罪羊”、“要求司法公正，
还华人公道”……华人警察梁彼得案审判以来，在
美华人的质疑声此起彼伏。20日，包括纽约、华盛顿
在内的 30多个美国城市计划举行声援梁彼得的示
威大游行。18 日，美国全国华人委员会也发布告华
人同胞书，呼吁在美华人勇于对现状说“不”。

华人群情激奋

2014年11月20日夜，在纽约布鲁克林区一栋
“最糟糕、最危险”的政府楼里发生了一起枪支走
火案。随后，两个人的人生被彻底改写。其一是
无辜去世的黑人青年格雷，而另一个就是被判 C
级重罪的梁彼得。

上岗才180天就背上了过失杀人的罪名，梁彼
得的警察梦彻底变成了一场噩梦，而此判决一
出，也引起了美国华人的一片哗然。

判决公布后的第三天，数千位华人就高举
“支持梁彼得”的标牌走上了布鲁克林大桥。17

日，华人们则在纽约皇后区发起了“寄信挺梁运
动”，一位华人学生甚至表示愿意捐款 10万美元，
聘请曾经担任纽约警察局副局长的资深华裔律师
莫虎为梁彼得打官司。

网络也成为了华人们的“挺梁”阵地，支持梁彼
得的人们纷纷在白宫网站上为其请愿，而华人通过
社交网络组织的多场示威游行也陆续付诸实施。

“这次抗议规模之广，在美国华人历史上实属
罕见。”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教师李斧博士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说。针对发声的动机，挺梁游行的发
起人之一王湉表示：“发起游行并不代表梁彼得没
有做错。梁彼得应该负责，但绝不应该是如此大
的刑事罪责。这件事的本质是一场悲剧，我们只
是不希望让它变成两场悲剧。”

公正频遭质疑

梁彼得案为何会引发华人如此之大的反应
呢？主要原因在于该案触及了一个陈旧却又常新

的问题——“公正”。
梁彼得案不是近期美国唯一的警民案件，此

前，轰动全美的“布朗枪击案”和“加纳锁喉
案”也同样因“误杀”黑人而诉诸法律，涉案警
察却无一例外的全身而退。也正因此，美国陷入
了族裔冲突和警民矛盾的漩涡之中。而在美国政
府急于缓解黑人反警情绪时，黄皮肤的梁彼得似
乎成了一个很好捏的“软柿子”。

“在历次警察枪杀非裔事件中，梁彼得是唯一
不故意开枪，却唯一被定罪的，这显然不公平”，
李斧说。

美国《赫芬顿邮报》也刊登评论文章称：“一
个黄皮肤的亚洲面孔，被拿来替美国白人警察还
债，这着实是一件离谱又错误的事情。”

此外，曾做过 20 多年飞行教练并且熟悉枪支
使用的美国洛杉矶中华总商会会长庄佩源还对梁
彼得的处境进行了仔细推演，“案发时，梁彼得处
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但他的已有经验又不足以自
控。”在这一点上，警察局对新警官培训不足和不
当安排也是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但事实却是，
法庭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一个惊慌、经验不足
和被“赶鸭子上架”的新人警察。

主人意识觉醒

华人们的声援会改写梁彼得的命运吗？对
此，李斧认为，美国的司法一般不会受到舆论、
民情等方面的影响，所以期望以街头抗议和白宫
联署的方式改变判决的想法并不实际。

但李斧也指出，此次华人团结发声的最大意
义在于对未来的影响。梁彼得事件后，华人们不
再“自扫门前雪”，而是主动“抱团”发声，“这
是华人的觉醒”，李斧说。

美国全国华人委员会在告华人同胞书中也直
言，这已经不是“排华法案”欺辱华人的年代
了，“我们是美国社会的一部分，我们有责任看到
正义得到维持、公正得到伸张，这是宪法赋予我
们的权利。在这片土地上，我们要珍惜这个权
利，任何时候不要忘记和被剥夺这个权利。”

此次的发声无疑是华人主人意识的觉醒，从这
一点来看，此次事件不仅在改变着华人，也在改变
着当下的美国。民主国家外表下对少数族裔的轻视
仍旧是美国的痼疾，此次遭到华人“群起而攻之”，
能否倒逼其转变，也是值得每一个华人期待的。

华人声援梁彼得

举行全美大规模游行
主人意识已被唤醒

孙少锋 丛雅清

华人示威支持梁彼得。 来源：美联社

在政府扶持力度加大的背景下，华侨
农场在积极探索中谋得发展，农场面貌日
新月异，归侨侨眷的生活越过越甜。

近日，本报随中国侨联“亲情中华·
走进侨乡”慰问代表团走进位于广西柳州
柳城县的柳城华侨农场，来到茶厂职工归
侨侨眷陈仙梅家中，她热情地请大家品尝
柳城蜜橘、绿茶和她亲手制作的印尼年
糕，她说：“在这里，家家户户都喜欢用
印尼糕点、越南年糕这些东南亚美食招待
客人”，他们的生活仍保有“南洋味”。

归侨生活展新颜

陈仙梅于上世纪 70 年代在越南吉婆
岛出生，改革开放初随父母和家人回到祖
国。作为近年来柳城农场变迁的亲历者和
见证者，陈仙梅一家生活的变化很大。

走进她家，120多平方米的房子宽敞明
亮，家居摆设错落有序，简单中透着温馨。
当被问及以前的居住状况，陈仙梅说：“当
然没有现在好，那时候住平房，屋子很小，
不透光却透风”。如今，走出低矮平房住上
楼房的陈仙梅觉得很满足、很幸福。

华侨农场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
是国家专为一批因政治原因被迫回国的归
难侨们设立的集中安置点。柳城华侨农场
书记潘雪鹏介绍说，柳城华侨农场成立于
1960年，是广西六个老华侨农场之一，安
置了大批印尼、越南归难侨。当时的经济
条件有限，居住条件及配套设施很难齐

全，归侨的生活也很艰苦。
“现在真的富裕起来了，我在农场茶

厂做收青工采摘成熟的茶叶，丈夫在农场
的水利部门工作，有稳定的家庭收入”，
陈仙梅还高兴地补充道，“家里还承包了
农场的7亩土地种蜜橘，收成好的时候一
年能赚不少，生活不愁。”

据潘雪鹏介绍，在农场 4000 多归侨
侨眷中，像陈仙梅家这样日子越过越好的
不是少数。

柳侨发展有保障

由于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华侨农场的
发展一度受限，如今归侨侨眷能够安居、
乐业，与不断加大力度的改革分不开。

陈仙梅说：“我们能住上大房子，就
是受益于农场的集资建房。”据悉，近年
来广西柳州市柳城华侨经济管理区正在推
进归侨安居工程，以解决归侨侨眷的住房
难问题。农场按照国家政策要求，采用划地
新建、集资建房和危房改建三种方式为不
同经济实力的家庭解决住房问题。对于有
一定经济实力的归侨家庭，农场把土地划
给他们，由他们自己建房；对于经济实力稍
差的家庭，则由农场组织集资共同建房；而
对于经济困难的家庭，农场则通过危房改
造让他们能够安心居住。陈仙梅一家就是
住在农场职工集资建造的住房小区内。

此外，进行改制的农场，实现了社会
化和企业化运作，为归侨创收拓展了空

间。潘雪鹏介绍，农场现设 5 个作业区，
2 个并场村和 1 家茶厂，柳城蜜橘、茶叶
和甘蔗是农场的三大主要产业，在为归侨
提供工作岗位的同时，更鼓励大家承包土
地种植作物，获得更多经济收入。

未来还需共助力

曾经荒丘起伏、荆棘纵横的农场，已经
焕发新的活力。随着农场转型发展步伐加
快，越来越多的归侨侨眷将和陈仙梅一样，
陆续实现“安居梦”、“幸福梦”。

但是，当谈及对未来的期待，陈仙梅
说希望孩子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目前，
她的孩子正在农场中学读书。

据了解，农场有中小学各 1 所和 2 所
幼儿园，由于地区偏远，农场的师资力量
很有限，归侨子女获得的教育无法与城市
中的教育相比。然而，人才培养是推动农
场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因素。

华侨农场未来的发展充满希望，发挥
侨的特色、凝聚侨的力量，建设华侨新城
还需要政府、农场归侨侨眷与海内外侨胞
共同努力。

华侨农场：归侨侨眷甜起来
李 然

图为柳城华侨农场。 资料图片

本报旧金山2月19日电（记者严瑜） 2016年“文化中国·四海同
春”赴北美洲艺术团日前抵达美国西部城市旧金山，于当地时间2月
19日晚在知名的艺术宫剧院为华侨华人及当地民众献上一场中西合
璧的文艺演出，共庆新春佳节。

18日，艺术团团长、国侨办政策法规司司长董传杰一行还走访
拜会了美国华商总会、旧金山湾区中国统一促进会等当地侨团，与华
侨华人代表举行亲切座谈。

座谈会上，董传杰对两个侨团在支持当地华侨华人事业发展、维
护侨胞合法权益、促进侨胞更好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等方面发挥的作用
给予高度肯定，并且鼓励两个侨团继续利用优势，开展帮扶关爱当地
侨胞的工作。

对于艺术团此次来访慰问演出，当地侨界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
谢。美国华商总会会长黄洪炎表示，此次艺术团来访必将进一步促进
中美文化交流，密切当地华侨华人与祖 （籍） 国的联系和友谊。

据悉，这是国侨办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第 5次组派“文化中国·
四海同春”艺术团到旧金山进行慰侨演出，旧金山是北美艺术团此次
巡演的第 3 站。之后，艺术团还将赴美国的洛杉矶和加拿大的温哥
华、多伦多等城市演出。

“四海同春”艺术团抵旧金山

图为“四海同春”北美洲艺术团与当地侨团代表座谈。
本报记者 严 瑜摄

图为“四海同春”北美洲艺术团与当地侨团代表座谈。
本报记者 严 瑜摄

中新网青岛2月18日电（胡耀杰） 为了精准实施中国国务院侨
办重点工作项目——“侨爱工程”，2月18日，青岛市侨办联合澳中
经济科技文化促进会等澳大利亚侨界人士发起了“圆愿”救助扶贫计
划青岛项目，该项目首批向青岛市3个家庭的4名贫困儿童捐赠现金
和物品共计2万余元。

青岛市侨办副主任李作瑞表示，本次爱心捐赠活动是落实国
务院侨办重点工作项目——“侨爱工程”的一项重要举措，来自
澳大利亚的侨界爱心人士将自己的爱心奉献给祖籍国。经过严格
细致的筛选，3 个贫困家庭的 4 名孩子获得首批救助的名额，2016
年，该系列活动还将继续进行。未来，青岛市侨办将继续发挥与
海外侨界的桥梁纽带作用，让更多有爱心的侨界人士对有需要的
中国儿童青少年进行救助。

澳华人救助祖籍国贫困儿童澳华人救助祖籍国贫困儿童

日前，2016“文化中国·四海同春”非洲艺术团在南非约
翰内斯堡为广大侨胞奉上一场精彩的演出。今年国务院侨办
共组派10个艺术团，分赴六大洲42个国家及港澳地区进行54
场慰侨访演，旨在通过这个活动进一步搭建中国与世界的沟
通桥梁，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图为开场歌舞 《红
红火火大拜年》。 中新社记者 宋方灿摄

“文化中国·四海同春”

南非首演
“文化中国·四海同春”

南非首演

日前，一组“生活在美国的
华人”家庭写真照颇受网友关
注。该系列照片出自一对中国摄
影师夫妇，他们以摄影换住宿的
独特方式，用镜头记录下 10 个华
人家庭的生活故事。其中，最特
别的当属一对玩音乐的小夫妻，
他们组建的乐队以创作中西结合
的音乐为主，还曾在中国演出，
而音乐放在网上点播所得收入还
能补贴家用。最闲适的则是来自
小镇的跨国婚姻家庭，华人主妇
李女士有一对乖巧可爱的混血女
儿，逢家庭欢乐日，夫妻俩会带
着孩子们玩耍，以增进与女儿们
的感情。不管是创作音乐，还是
组建家庭，中西结合的取向反映
出海外华人努力融入的心态。

除了关注当下，越来越多的
海外华人、华团开始回顾过去历
史，传承中华文化。此前，年逾
八旬的新西兰华人作家冯先生写
书描述新西兰华人社会 80 年的变
迁和奋斗史，其中有淘金工人生活
的艰难，也有华人二、三代的发展。

谈及对新生代华人的寄望，他的夫人指出，对目前新西
兰的华裔来说，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继承祖先留下的
遗产。面对大部分年轻新西兰华人不会说汉语的情况，
她表示，“他们越来越像典型的新西兰人，所以我们要做
的就是帮助他们继承祖先的语言和文化。”如何在海外
弘扬中国文化，使中国元素融入西方多元文化之中，逐
渐成为海外华人日常生活中关注的话题。

无独有偶，此前加拿大华人导演关女士曾以华埠
为题材拍摄纪录片，并亮相温哥华国际电影节。该片
讲述温哥华华埠30年的变迁，反映期间当地华人社区
所面临的挑战。关女士由构思、搜集资料以至完成拍
摄，共花了 3 年时间，片中访问了 13 个不同人物，他
们从各自角度讲述对华埠的感受。30年间，她目睹华
埠不少店铺人去楼空，年轻华二代不愿再返回那里，
继承父母的生意和店铺，不过，也有加拿大人陆续迁
入做生意，地产发展商推翻旧楼，重建新的公寓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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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华人李女士与一对混血女儿玩耍。
图片来源：千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