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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华裔呼吁放宽公民身份获取条件
杨 宁 孙 婧

“我从未惧怕埃博拉病毒，我们要
战胜它，而不应习惯死亡。”加拿大华
裔、无国界医生组织主席廖满嫦日前
在京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近日，这位“华裔埃博拉斗士”
获 得 由 凤 凰 卫 视 等 媒 体 发 起 的
2015-2016年影响世界华人大奖，并在
京颁奖，作为颁奖嘉宾的中国卫生部
原副部长黄杰夫现场对廖满嫦评价
说，他们虽然救治的是病人，布施的
是医药，传播的更是大爱，“作为医
生，我为廖满嫦感到自豪。”

廖满嫦出生在加拿大魁北克省一
个华裔移民家庭，但她本人并不会中
文。在担任无国界医生组织主席之前
也从未来过中国。埃博拉疫情的肆
虐，让世人再一次体会到病毒的无
情，也让这位来自加拿大的女性成为
引人注目的华裔面孔之一。

2013 年，廖满嫦获得加拿大皇家
内外科医学院蒂斯代尔人道奖。同年6
月，在无国界医生国际会员大会上，
她接替云勒卡亚医生当选无国界医生
组织的主席。

如果说任期第一年是艰难的，似
乎有些轻描淡写。“这份工作‘绑架’
了我全部的生活，”廖满嫦笑说。当思
考如何形容这份工作比较恰当时，她
的脑海中不停地闪现三个词：“挑战
性”、“超负荷”、“差距”。“我们就像
一直跟在火车后头跑，与我们在西非
做出反应的速度相比，埃博拉要快得
多，它无药可治，只能提供支持性治
疗。”廖满嫦不时要前往西非的埃博拉疫区，还要赴联合国
请求支援。她告诉记者，她多次重读阿尔贝·加缪所著的

《鼠疫》，书中李欧医生的自白常打动自己：他之所以能坚
持下去，是因为他始终不习惯看到人们死去。

从 2014 年 3 月，埃博拉疫情彻底爆发，即使有着多年
从医的经验，廖满嫦仍忧心忡忡，但国际社会并未引起重
视，廖满嫦说这是她觉得最艰难的时候。

“目前为止，还有很多国家并不愿意把他们掌握的病毒
药物治疗的核心技术与其他国家进行分享。”廖满嫦说，当
别的国家试图孤立非洲这个埃博拉疫区时，中国却发挥了
独到作用，派遣医疗队，医治患病的病人。

对于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生活，廖满嫦描述说，“他们
被隔离，远离家人，被一群穿着类似宇航员的医护人员包
围着独自死去。人们总希望有尊严地死去，在家人身边走
完最后一程，但这样做便使家人也都暴露在被感染的风险
中。尽管有严格的隔离规定，但作为照顾者，我们不得不
考虑，试着让这些人在面对生命的尾声时，感受到更多的
人情味。”

“中国现在正在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其影响正在上
升。”廖满嫦说，无国界医生组织希望和中国一道提供人道
主义援助。 （据中新社电）

国侨办组织侨商考察扶贫项目

国侨办副主任王晓萍近日率领来自英国、新西
兰、加拿大、日本、菲律宾等世界各地的20多位侨资
企业家来到甘肃省积石山县对接扶贫项目。经过一天
考察后，在“侨商企业家扶贫考察团”座谈会上，落
实了帮扶项目。同时，侨商现场捐资超过百万元。

当日，侨商们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从中
药材种植、小黑峰养殖、羊产业、教育扶贫、医疗扶
贫、科技扶贫等领域，竞相对接帮扶项目。

国侨办自 1998 年定点帮扶积石山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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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乡镇卫生院 7
所，改造贫困户危旧房836户，培训该县干部、技术人员
755名，并互送挂职干部，提供人才智力支持。

今年是帮助积石山县实现2017年整县脱贫的关键
之年，为此，国侨办制定了专门的定点帮扶工作规划。

江苏颁发保护华侨投资新条例

《江苏省保护和促进华侨投资条例》将于2016年5
月 1 日起施行。4 月 14 日，在南京，江苏省人大常委
会、侨办、侨联、侨商投资企业协会、侨商总会等单
位的百名负责人参加该条例贯彻实施座谈会。

江苏是沿海重点侨乡，是侨务工作重点省份之
一。江苏省侨联主席史宇介绍说，江苏现有200多万归
侨侨眷、海外侨胞，以改革开放后出国的新侨、侨商、新
归侨侨眷居多，在江苏工作、生活的科技新侨约 10 万
人。另据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民宗侨委主任邵军表示，据
不完全统计，华侨、外籍华人在江苏投资的企业有 5万
多家，投资总额占利用外资总额的60%以上。

于今年5月1日起施行的条例，在规范政府服务方
面，条例规定政府职责，提出应当设立华侨投资权益保
障协调委员会，并规定责任追究制度。对侵害华侨投资
者合法权益的，区别不同行为设定了不同处罚。此次，条
例还对华侨投资者参加社会保险、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
等社会保障措施，对其申领证照、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子
女教育、购置住房等生活便利措施作出了规定。

美籍华人捐赠飞虎队文物

经过湖南省、怀化市侨联牵线，美国洛杉矶侨
领、文物收藏家陈灿培博士于4月11日至13日，再次
向芷江飞虎队纪念馆捐赠二战文物25件。至此，由他
捐赠该馆的二战飞虎队文物已达2000余件。

陈灿培祖籍番禺，年轻时从澳门到美国求学，长
期担任美国洛杉矶侨社团职务。为了传承中美友谊、
维护世界和平，近年来，他通过考察文物资料，遍访
飞虎队老兵，出钱出力收集了大量美国飞虎队文物 （
其中包括参战华人官兵的物品）。

在此期间，他先后 5 次来到芷江捐赠二战飞虎队
文物。此次捐赠的 25 件文物包括：飞虎队员使用的

“中国 1945”丝巾，芷江受降原始黑白照片，二战飞
虎队相关光碟资料，侵华日军给美军传单，飞虎队相
关资料等。

怀化市侨联负责人陪同陈灿培博士夫妇参观了芷
江受降纪念坊、飞虎队纪念等地，还向陈灿培博士捐
赠了“万世侨缘”等字画。

（均据中新社电）

4 月 13 日，2016 年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七彩云南集结营在昆明正式开
营，来自泰国、缅甸、老挝、越南、斯里兰卡等5个国家的660余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开
启了为期4天的“寻根之旅”。

大图：营员参观恐龙谷博物馆。
小图：营员观看恐龙化石。

中新社记者 刘冉阳摄

侨 界 关 注

等了50多年才获得公民身份的林金兴 （左），开心地展示马来西亚公
民卡。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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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百余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六百余名海外华裔青少年

昆明开启昆明开启““寻根之旅寻根之旅””

据马来西亚当地媒体报道，马来西
亚永春联合会总会长林云南近日表示，
目前马来西亚估计有10万名华裔仍然无
法获得公民身份，他希望政府对于长期
在马来西亚居住、土生土长的非公民，
在申请成为公民的程序上给予宽容和人
道方式处理。这些华裔大部分都是早期
移民的华裔，因为各种因素没有及时获
得马来西亚公民身份，但想要申请公民
身份时已经变得十分艰难。

没有公民身份不便多多

据统计，在马来西亚华人占了大
约 24.6%，是马来人之后的第二大种

族。很难想象，在一个生活半辈子的
国家里没有公民身份将会带来怎样的
麻烦。

出生于1944年的马来西亚华裔陆佑
湖在过去 40多年 6次申请公民身份都被
拒绝，终于在2011年才成功获得马来西
亚公民身份，他表示，当年出世时，父
亲并没有为他申办报生纸，因此12岁时
无法申请到身份证，而一直沿用“红登
记”至今，因此他无法享受到政府的福
利制度，比如他不能买任何不动产，而
家里的摩托车也无法享有政府推行的路
税折扣优惠。他母亲逝世时留下的屋子
需转到妻子名下，才能保住老家居住到
现在。

据了解，像陆佑湖这样的早期移民
华裔还有很多，他们大多是移民过去以
后就一直定居在马来西亚，有的华裔一
直居住在偏远地区，从未离开过这个国
家。长期居住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冯彬霞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对于想在马来
西亚长期生活的人而言，公民身份真的
十分重要，因为这关系到教育、福利等
与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

政府放宽条件属于合理诉求

据马来西亚 《星洲日报》 报道，马
来西亚首相纳吉曾当众表示说：“国家
领导人并没有把华裔当作是外来者，你
们拥有充分的公民权。”然而事实却并
不理想，至少在目前看来，早期移民来
马的华裔想要获得公民身份仍然十分困
难。

在马华裔想要获取合法公民身份为
何这么难？究其原因，可能要追溯到马
来西亚的历史问题。曾任该国内政部副
部长特别助理的阿布瑟曼表示，华裔公
民权问题基本上是历史问题。暨南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张应龙在接受本报
采访时说：“当时马来西亚政府设定了
很多条件，有的华裔不愿意申请，有的
被条件挡在外面，或是当时对申请公民
身份一事把握不准，但当想要申请时条
件变得更严了。”一位马来西亚籍的陈
先生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也表示，老一辈
的公民身份问题因为年代久远，再加上
当时的复杂政治因素，就一直拖到现在
也没能解决。

除了一些历史遗留原因，也有很多
非常现实的原因。根据马来西亚法律，
想要成为该国公民的外国人必须在该国
定居超过10年，行为良好且没有犯罪记
录，同时必须掌握马来语。据香港 《亚
洲周刊》 报道，马来语不过关是他们无

法获得公民身份的主要原因。在马来西
亚生活的华裔想要获得公民身份面临着
诸多困难，而如果申请条件不放宽，也
许有一大批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华裔到
老都无法获得公民身份。

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总会长林云
南表示，虽然这些土生土长的华裔马
来语水平达不到当局的要求，但他们
确实是马来西亚的一份子，对国家非
常忠诚，希望政府能在这方面多加考
虑。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人权委员会
主席廖国华也表示，希望马来西亚政
府应该基于人道立场，批准这些人的
公民身份申请。

争权益还需共同努力

近年来，一些马来西亚华裔政党和
当地的华侨社团也在积极帮助当地华
裔。比如前些时间，马华公会就帮助当
地多名华裔成功申请获得了公民身份。
不过，即便是一些华裔团体愿意帮助他
们，但终究影响有限。

张应龙说：“申请公民身份也需要
当地华裔自己努力争取，不能坐等，同
时，（马来西亚） 政府应当放开条文印
章的限制，而应为这些华裔集中办理，
最好一次性全部解决。”马来西亚中华
大会堂也表示，种种繁文缛节导致申请
者感到厌倦，甚至放弃申请，这对申请
者来说有欠公平。

据报道，申请马来西亚公民身份的
面试者发现，如今面试官似乎不像从前
那样严苛了，只是用简单的马来语询问
几个问题而已。可以看出，随着马来西
亚华裔对自身公民权的争取以及各方的
积极帮助，马来西亚内政部在申请公民
权时条件上有所放宽。但未来想要让这
10万华裔全部获得应有的公民权还需要
各方的共同努力。

在西方，律师在社会生活
中拥有相当高的地位，备受尊
重，其中优异杰出者还可出任
法官。但在加拿大，华人选择
律师从业的比例要远低于工
程师、医生和教授。能在顶尖
律师事务所出任合伙人的华
人更是凤毛麟角。

不过，据加拿大当地媒
体近日报道，在多伦多，有
一群精通中英双语的华人女
律师，她们勇于突破法律界
的“天花板”，积极在税法、
商业法、投资、移民乃至罕
见的刑事辩护方向，打拼出
一片天地。

今年 37 岁的龙莹生于武
汉，她5岁时随父母移民温哥
华。龙莹表示，“当时我父母
以临时居民身份来加，我亲
眼目睹了父母为获得永久居
民所付出的艰辛和困难。”继
承了第一代华人移民身上具
有的坚毅勇敢、果断机敏品
质的龙莹，从多伦多大学法
学 院 毕 业 后 ， 靠 自 己 的 拼
搏，在商业法领域开辟出一
条路，并反过来帮助那些遭
遇移民困难的人。龙莹曾受
聘 于 加 拿 大 最 大 的 律 所 之
一，帮助全球500强的公司管
理企业移民档案。

“加拿大法律界有很多不
成文的规矩和文化，很多客户
认为，白人男律师更为可靠，华
人想要融入律师圈本来就很

难，更可况华裔女人。”龙莹表示，在加拿大很多人都认为男律
师的晋升机会比女律师要大很多。但面对隐形的性别歧视，龙
莹并未轻言放弃，她目前已拥有一间专业受理移民法务的律
师事务所。此前据《星岛日报》称，龙莹还宣布争取新民主党党
内提名，角逐爱静阁国会议员席位，希望代表新移民为加国移
民体系的改善发出属于华人的声音。

无独有偶，毕业于约克大学法学院的吴瑶瑶，也同
样在律师界披荆斩棘，摘获很多成果。吴瑶瑶表示，尽
管她曾听闻很多针对华人的种族歧视言论，但并不足以
影响到她的工作。如今她已是多伦多华人及东南亚法律
援助中心行政主任，曾因在人权援助上做出了突出贡
献，而在 2014 年被授予安大略省最高荣誉：安大略勋
章。目前她专注于少数族裔问题、家暴问题和新移民及
难民权益问题。

这群巾帼在加拿大律师界拼得风生水起的同时，也为
当地华人带来了相当积极的影响。吴瑶瑶此前表示，自己
愿意为弱势社群勇敢发声，为华人移民争取更为包容公平
的法律条文，消除隐形歧视。而龙莹更是愿意为华裔请愿，
积极推动加拿大调整越来越不公平的移民政策，并督促政
府出台更为完善的移民儿童护理项目。

当然，像龙莹、吴瑶瑶这样的华裔女律师在加拿大
还有很多。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些巾帼不让须眉
的律师，将更好地服务华人社区，为新移民家庭争取更
好的生存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