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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进展：
传递积极信号

“这是在法律程序上向前努力的一步，对于关心案件
发展的在美华人来说，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在听说了美
国华裔警察梁彼得案的最新进展后，持续关注此案的美国
波特兰州立大学教授李斧向本报记者如是说。

3月15日，美国华裔警察梁彼得的新律师舍曼、陈盖博
和庭审辩护律师罗佰能、柯诗慈共同撰写提交了一份动
议，请求纽约布鲁克林高等法院法官撤去此前陪审团对梁
彼得做出的有罪裁决，包括鲁莽过失杀人罪和渎职罪。

在此之前，纽约布鲁克林法院大陪审团于上月做出裁
决，梁彼得二级过失杀人罪等5项罪名成立，最高将面临15
年的监禁。

这份判决将发生在近一年半前的案件顶到美国社会
舆论的风口浪尖，更是在全美华人中间激起一片沸腾。
2014 年 11 月 20 日晚，上岗仅半年的年轻华裔警察梁彼得
在执行任务时枪支走火，子弹意外击中非裔青年阿凯·格
利致其死亡。一些声音认为，大陪审团对于梁彼得的裁决
过于严苛，有失公允，甚至有让其为美国近来紧张的警民
关系做“替罪羔羊”的嫌疑。

罗佰能日前表示，提交动议是他们的第一步，希望法
官能够注意到审判过程中，助理检察官的不公正陈词，以
及法庭记录显示的“梁彼得未能证明自己无罪”违反刑法
定罪原则，从而接受动议。

“提交撤罪动议是辩护律师做出的一个保护当事人利
益的正常举动，但是否能让案件发生实质性改变，还要看
法官的全面衡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师张军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目前看来，法官接受动议的
几率不是很大，但是在对梁彼得如何量刑方面，仍然存在
努力的空间。

虽然希望渺茫，不过动议的提交依然得到在美华人的
支持。“这份动议至少表达了梁彼得方面对于此前裁决的
严重不满和反对，也为未来法院宣判之后的进一步上诉埋
下伏笔。”耶鲁大学访问研究员徐德清说。

全美同胞：
空前团结力挺

自上月大陪审团做出梁彼得有罪裁决以来，全美华人
群情激愤，团结一心力挺同胞的声音空前高涨。2月20日，
美国亚裔维权联合会组织的百万“挺梁”大集会在美国 40
多个城市同时举行，其中华人占据绝大多数。

“全美几十个城市的华人共同上街发声，表达对于判
决的不满，这样大的规模是近20年来都很少见的。”旧金山
湾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第一副会长蔡文耀向记者感慨。

对此，“挺梁”大集会休斯顿地区召集人卿梅深有感
触。她告诉记者，当天2000多名休斯顿华人在当地主要街
道喊口号，发传单，引起不少美国主流媒体的关注。

“在整个游行中，大家的观点其实不完全一样，有些人
认为梁警官是无罪的，有些人则认为无法挑战司法公平。”
在卿梅看来，虽然对于案件本身的看法有所不同，但是在
美华人希望传达的根本立场是一致的，“我们强调的是任
何裁决对于所有族裔都应该是公正的，不应有双重标准”。

如今，随着案件的不断推进，在美华人的关注热度没
有减弱，支持活动持续不断。日前，亚裔维权大联盟纽约
布鲁克林召集人陈善庄将募集的 15万美元善款转交给梁
彼得母亲。

喧嚣过后沉淀的是更为理性的思考。“我们在致力于
为梁彼得呼吁公平法律裁决的同时，也逐渐关注到种族和
谐的问题。在这次案件中，非裔青年的遇难同样是无辜
的，我们在表达自身诉求的时候，也应该考虑非裔民众的
感受。”蔡文耀说。

李斧介绍，在2月底的大集会之后，许多华人还通过为
梁彼得和遇难黑人青年募捐、与非裔社团沟通、组织各类
相关讲座等多种方式，锲而不舍地付诸努力。

本月初，纽约华人社区原
本计划在当地唐人街再次举
行大规模“挺梁”游行。“但与
梁彼得的律师沟通之后，我们
将其取消，改为收集10万封签
名请愿信。”身在纽约的美国
福建同乡会主席李华向记者
表示，关注支持梁彼得案的方
式策略也很重要，“我们希望
通过正当的司法途径，对案件
进展起到正面作用”。

不做“哑裔”：
反思如何发声

根据安排，纽约布鲁克林
高等法院法官将于 4 月 14 日
宣布量刑当天，决定是否接受
梁彼得辩护团队提交的撤诉
动议。如果动议被接受，则有
可能重新组建陪审团再审此
案。“如果不成功，我们会为梁

彼得上诉。”罗佰能说。
虽然分析普遍认为，法院接受动议的可能性不大，梁

彼得案如何发展，依然充满不确定性。然而，这并没有打
消在美华人对于案件的关注以及关于自身如何向主流社
会有效发声的深层反思。

在蔡文耀看来，接下来，对于面临漫长上诉过程的梁
彼得，在美华人能做的事还有很多。“目前最重要的，就是
按照司法机关的上诉程序，寻找法律界的精英人士为梁彼
得辩护，在法律范畴内争取公平正义。另外，我们也可以
通过积极筹款，帮助其继续上诉。”

如今，在为梁彼得案的公允结果持续奔走的同时，相
比一个多月前的愤慨激昂，在美华人更加清楚此案投射的
自身诉求以及努力方向。“梁彼得案带给在美华人的影响
是深远的。通过这一案件，我们认识到公平和权利需要依
靠自己来争取，不能再做‘哑裔’，同时我们也进一步团结
起来，增强了参政议政、积极发声的政治意识。”徐德清说。

事实上，在美国这个多族裔共存的国家，团结的力量
不仅来自同胞之间，更来自不同族裔的朋友。在此前的

“挺梁”大集会中，费城非裔牧师谢恩就在当地慷慨陈词，
表示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对梁彼得的起诉存在不公。在
其他地区的集会现场，同样出现了非裔民众支持的身影。

“我们既要为自己的族裔发声，同时也应该为其他族
裔生命的无辜逝去而悲痛。其实美国还有很多不公的现
象，可能是针对其他的族裔，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到对于美
国社会任何歧视和不公的抗争中。”张军认为，作为美国社
会的少数族裔，华人自身的力量是薄弱的，但是如果可以
和其他少数族裔相互帮助，那么就能更好地壮大力量，
争取权益。

梁彼得案梁彼得案持续获得进展持续获得进展

在美华人以理性呼唤公正在美华人以理性呼唤公正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严严 瑜瑜

牵动在美华人的梁彼得案有了最新进
展。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15日梁彼得通过
律师向纽约州布鲁克林高等法院递交审后撤
诉动议，希望法官撤销此前陪审团对其做出
的有罪裁决。距离法官决定如何量刑以及是
否接受动议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案件走
向是否可能出现扭转？在美华人给予案件高
度关注的背后期许又是什么？记者连线多位
在美华人，其中既有从业多年的专业律师，
也有持续关心此案的热心民众，不同视角的
观点交汇，折射的是在美华人对于同胞的关
切，对于公正的理性呼唤。

在全域 5A 级景区建设
中，海南侨乡琼海市以风情
小镇建设为抓手，将13个镇
区打造成为有历史记忆、地
域特征、民族特色的美丽小
镇，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现如今这 13 个镇区就像 13
朵金花在琼海全域 5A 级景
区中争相绽放。

在 特 色 小 镇 建 设 中 ，
会山镇以苗绣产业园为基
地，发展苗族特色产业。

2014 年，镇政府帮陈
绣兰办起工作室后，陈秀
兰再也不用走街串巷、挨
家挨户地卖苗绣手工艺品
了。她还带动周边妇女姐
妹一起做苗绣伴手礼，让
这古老的民族技艺重新焕
发光彩。

在大力开发会山特色
乡村旅游项目的同时，竹
园小景、弩场、文化室、
旅游服务中心、苗家乐、
客栈、露营基地等一系列
新概念，开启了会山村民
的致富道路。

沿着万泉河顺流而下
约 30 公里，就从会山镇来
到万泉镇。这个以木雕、
美食等产业为主的水乡小
镇古朴自然，恍若仙景。
去年9月，还在嘉积城区帮

别人卖茶叶的王春喜，毅然回到家乡，租用邻居家
80平方米的房屋开起了一家茶店，而自家住房的一
楼就成了茶店的后厨。

得益于水乡特色小镇的建设，截至去年底，万
泉镇新增商铺 90 余家，其中近 80%从事现代服务行
业；商铺平均月租金由原来的 500 元涨至 2000 元。
风光旖旎的水乡小镇吸引了很多国内外游客前来旅
游度假，2015年游客人数高达30万人。

随着琼海全域 5A 级景区的建设，大路镇街道变
宽、房子变漂亮，镇上陆陆续续来了游客。村民们开
心的同时焦虑起来，致富带头人的王德日开始琢磨着
怎么依靠自己的特色把游客留下来。如今他带领着

村里20位村民成立了圣女果种植合作社，种
植290多亩圣女果，年产量达15万斤。

包括圣女果在内，大路镇借助旅游产
业的拉动力，集中打造特色大米、大路莲
雾等特色农产品，利用“互联网+”，促使

“五朵金花”农产品通过淘宝、微商等互联
网模式销往全国各地，线上销售累计达到
1500 多万元。大路镇的这些农产品搭上了
乡村游的快车，销售渠道越来越宽广。

13 个风格各异的风情镇区，每条街道
都突出鲜明的当地建筑特色，交融体现农
耕文化、渔业文化、红色文化、黎苗文
化、华侨文化等，打造成一房一景观，一
户一风情。 （据中国侨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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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面对“中国机遇”，归国创业已经成为海外
华侨华人的一个潮流。一些在国外“镀金”之后回国的
华侨华人，凭借在海外学到的知识和技术，正在多个领
域玩转创业的新花样。海外华人回国创业的故事，是一
幕未落一幕又起，让国内观众看花了眼。

华人回国当农民？提起农民，多数人都会想到的是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民形象。眼下正有许多华人
回国做起了农民，海外生活的背景与农民身份的碰撞正
颠覆着许多人对传统农民和农业的认识。

“洋博士”罗炜豪回国以后，就在湖南长沙打造了一
家千亩蔬菜基地，做起了职业农民。这位青年华人做起
农民独有过人之处。他回国后首先瞄准了健康农产品市
场，从农产品的种植到公司的管理，再到农产品的最终

销售，这位现代化农民都游刃有
余。如今，罗炜豪已经将他们公司
的健康农产品销往了千家万户。罗
炜豪称，目前公司已经着手布局云
商平台，拥抱“互联网+”，努力创
新健康农产品的销售渠道。这位

“海归”农民的故事让人们看到原来
农民也可以是“脸朝屏幕背靠科
技”的高级人才。

华人回国创业不仅颠覆已有的
行为和认知，也在优化着人们现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
惯。拿人们的出行来说，曾在美国和加拿大生活、学习
了数十年的邱志军就将他潜心研究的车联网技术带回了
家乡。“当车联入网络后，我们获取数据，判断哪里交通
拥堵，并把信息传送给道路的所有使用者。交通管理者
也可以根据这些数据作出预判，提前疏散车流，缓解交
通压力。这是目前所使用的行车导航无法做到的。”由
此，他创建了一个信息科技公司。目前公司正与相关交

通部门商讨，欲将城市的普通公交车辆、新能源公交车
辆以及校园通勤车辆联网，他的这一治堵之术将为现有
智慧城市建设出一份力。

此外，在美国工作了 20 多年、5 年前回国创业的梁
坚，也将一款帮助停车的智能诱导管理系统带到了国内
公众面前。他的团队开发的这款系统会利用“移动互联
网+传感技术”来抓取泊位数据，将更加充分利用已有的
停车资源，为公共场所解决停车难的问题。

与此同时，以海外华侨华人为代表的海归创客群体
引入先进的创业理念，也正引领中国社会生活未来的发
展。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学家，海外华人王孟秋放弃
了多家美国名企的工作以及推特的股权激励，回国创立
了一家从事计算机视觉艺术的科技公司。他的公司“做

的是人与机器的自由交互，极大地释放生产力”，让机器
人能够像人一样“看”，并能根据所看到的场景采取进一
步的行动。根据王孟秋的判断，“下一个10年是真正智能
的时代”，这为人们预示了未来生活的前景。

华侨华人归国创业的大幕已经拉开。海外华人群策
群力，正用新思想和新技术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注入新鲜
的力量。相信未来将会有更多“刷新”人们认识的创业
故事精彩上演。

华人归国

上 演 精 彩 创 业 故 事
焦夏飞

华人剪影华人剪影

日前，由中国海
外交流协会主办，中
国华侨大学、泰国华
文教师公会承办的

“2016 中华文化大乐
园—泰国曼谷营”在
泰国东方文化书院开
营。

图为中国驻泰王
国大使馆侨务参赞张
东浩（前排右二）与泰
国华文教师公会主
席、华侨大学校董罗
宗正（前排右一）等一
起为开营仪式剪彩。
（李 莎 霍芊宇）

来源：中国侨网

“中华文化大乐园”曼谷开营““中华文化大乐园中华文化大乐园””曼谷开营曼谷开营

侨情乡讯

中新社北京电 （陶煌蟒） 中国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谭
天星17日在京会见了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合访问
团一行。谭天星表示，坚持“九二共识”，打造两岸“命
运共同体”，需要海外和统会高举“爱我中华、反独促
统”旗帜，团结协作，发挥各自优势。

谭天星表示，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国侨办将不断完善侨务法制体系，构建为侨服务的公共
平台，切实维护海外侨胞及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会同
其他有关部门，深化为侨服务。

中新社福州电（记者闫旭） 福建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主席王亚君17日在福州表示，福建“百侨帮百村——共
建美丽乡村”侨力扶贫活动，截至目前已促成帮扶项目
300多项，联系帮扶贫困侨5070户，落实资金3.86亿元人
民币。

福建省侨联从 2013 年 1 月启动“百侨帮百村——共
建美丽乡村”活动，致力于整合海内与海外、沿海与山
区的侨联资源，引导广大归侨侨眷、海外侨胞、港澳同
胞从送项目、科技、文化、医疗等方面，参与家乡建设。

据了解，经过 3 年多的时间，已有 257 个侨联组织
（侨团、华侨） 与212个村居 （乡、县） 结对。

国侨办副主任
会见巴西侨团

福建“百侨帮百村”
落实3.86亿元

侨界关注

图为当地时间 2月 20日，美国 40多个城市举
行“挺梁”大集会。 来源：腾讯网

图为当地时间 2月 20日，美国 40多个城市举
行“挺梁”大集会。 来源：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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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琼海景区特色风情酒吧。
来源：琼海在线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