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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据表明，2015 年，中国游客访问日本达
到499万人次。应该说，这是中日交流史、特别是
民间交流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中日之间的民
间交流，日本人去中国的多，中国人到日本的
少。同时，政府主导下的民间交流多，许多民间
代表团都是官方派出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国力的增强、民众收入的提高，2000 年前不曾向
中国发放过旅游签证的日本，终于陆续调整旅游
政策，向中国发出“团体旅游签证”“家族旅游签
证”“自由行旅游签证”等名目繁多的旅游签证。
这种局面来之不易，中国民众可以凭借着自己的
意志、怀揣着自己的钱包、用自己的双脚和双眼
感受邻国日本，它对中日关系会产生不可估量的
积极影响。对此，中日两国从官方到民间都应该
十分珍惜。

不过，最近到日本的中国游客却不断发出怨
言。他们有的遭遇了“黑导游”，也就是完全借带
客到免税店购物赚取回扣的人；还有的游客遭遇
了“黑免税店”，这些“免税店”的商品价格要高
出一般日本商店一倍甚至几倍。

“黑导游”与“黑免税店”或内外勾结，伪造
“爆买”景象；或利用中日对汉字的不同理解 （比
如将日本的“药局”——药店解释为“日本国家
药物局”），对中国游客进行欺骗。有些“黑导
游”和“黑免税店”甚至出现强卖强买，威胁要
把中国游客带到警察署。

“黑导游”和“黑免税店”的这种行为，已经
引起日本同行的“眼红”。他们不惜向华人主掌的
免税店派出“卧底”，将其“潜伏”获得的资讯交
给警方，给华人老板扣上“犯罪者”的帽子。然
而这种恶性竞争，最后将导致两败俱伤。

需要指出的是，如今这样做的不仅有日本
人，也有部分在日华人。这种为了商业利益的恶
行，直接损害了中日之间的民间交流、损害了中
国旅行社的名誉、损害了中国同胞的利益，也损
害了在日华侨华人的名誉，最终对日本的国家形
象也会产生损害。

现在，这种现象呈现出“几不管”的局面。
中国的一些旅行社推卸责任；日本的一些免税店
自称是商业行为；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多次向日本政府方面反映，得
到的结论却是“无能为力”。正因如此，这种局面才维持下来，且有
愈演愈烈之势。

中国游客自由旅行日本的局面来之不易。因此，不应纵容“黑
导游”和“黑免税店”的欺骗行为，以致其成为未来中日旅游的

“定时炸弹”。对此，必须进行规范和管理。
（据日本新华侨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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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闯马路陋习需改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美国
休斯敦中国城地区乱闯马路现象频
发。休斯敦警局称，虽然经过多次整
治，但效果并不明显，甚至有华人民
众不知乱闯马路是违法行为，被拦下
教育后嫌警察多管闲事。

休斯敦警局警官表示，中国城地区
乱闯马路现象非常严重，警队曾多次在
该区域对乱闯马路者开罚单，但该现象
屡禁不止。警队为此专门上街开展宣讲
活动，对乱闯马路者开展教育活动。有
的乱闯马路者没有意识到该行为违法，
转而斥责警察浪费他的时间。

一名警官表示，开展一系列整治

活动，是为了乱闯者的生命安全着想。
随着中国城地区日益发展，车流量越
来越大，此前就发生过华人被撞事件。
警方提示，请各位乱闯马路者不要为
贪图一时方便拿性命开玩笑，务必在
人行道按交通指示灯的指示过马路。

据报道，2014 年，曾有一名生
活在纽约的华裔妇女，在横穿马路时
被汽车撞倒，身体多处受伤严重，至
今仍很难正常走路。虽然肇事司机当
时属正常驾驶，没有过错，但经律师
协助维权后，日前获得近 27 万美元
的意外伤害赔偿。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李强民表
示，建议每年定期开展交通安全月活
动。中领馆和休斯敦地区各大华人侨
社共同参与，采用警察上课、媒体倡

导的方式为华人民众普及交通法规，
让乱闯马路者明白后果的严重性。

夜闯公园后果严重

据美国《侨报》报道，纽约华裔
郑先生夜晚下班回家时为走近路而横
穿公园，谁知却被警察拦下并开出罚
单。郑先生担忧罚单影响其办理身
份，因此前往美国福建同乡会进行法
律咨询。律师表示夜闯公园非刑事犯
罪，不会影响身份办理。

郑先生赴美 18 年，在布鲁克林
从事餐馆业。某晚打烊后踏上了回家
的路，归心似箭的郑先生选择了穿过
街道附近的公园，走近路回家。然而
却被警察拦住开出罚单，并要求其于

6月22日上庭。
“我经过公园的时候看到里面还

有很多人在纳凉，因此为了早点回家
就选择走近路穿过公园。但是在出口
处警察把我拦住，要我出示身份证件
并给我开了一张罚单。我拿着罚单离
开的时候，发现另外有两个华人被警
察拦住要身份证，这样的事情我以前
从没有遇到过。”郑先生表示。

针对晚间进入公园的违规行为，律
师表示，公园局在每个公园入口等的明
显位置都设有“公园在晚间关门”的告
示牌。因此提醒民众，即使夜间公园大
门敞开仍不得进入。同时律师表示，如
民众出现在公园内饮酒或者便溺等违
法行为，将被分别处以25美元与50美
元的罚款，并需要聘请律师上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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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穿马路、夜闯公园……这样的行为看似便利无害，却极有可能

威胁到自己的生命安全。近期，多家美国华媒刊登相关案例，呼吁在

美华人入乡守规，不要因贪图方便而后悔终生。
美国纽约美国纽约，，一名老者等待机会穿越马路一名老者等待机会穿越马路。。 王伊琳王伊琳摄摄

近日，法国人像摄影师奥利维埃·罗勒作品展《大地的眼泪——中国和
欧洲的古老面孔》在北京开幕。奥利维埃·罗勒通过拍摄西安兵马俑与罗马
皇帝雕像照片，使两者相互交错，将代表了不同文化渊源的两个古老世界
遗产放在一起展示，呈现出古代中国与欧洲大陆的交锋。

图为奥利维埃·罗勒 （左） 向观众介绍他的摄影作品。
卞正锋摄 （据法国欧洲时报）

法国摄影师
纪录中欧古老面孔

到纽约、旧金山和费城旅游的人都会去一
趟华埠，吃上一块点心或者喝上一杯珍珠奶
茶。作为这些城市著名的民族聚集地，华埠除
了吸引游客外，也是工薪阶层华裔移民适应新
环境的好地方。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在美国的
华裔移民也有了变化，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
也更为富有。这种变化让城区的华埠渐渐呈现
萎缩的状态。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现在很多新
的华裔移民不再将华埠视为定居的首选之地，
他们更多会选择将家安在郊区。很多人表示，
这样能让他们跟主流美国人一样，不仅生活更
为便利，孩子也能就读更好的学校。

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副教授安德鲁·梁表
示，越来越多的华裔前往郊区也在改变这些地
方的结构。费城郊外的一个名为埃克斯顿的富
裕社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在大型零
售商之间，夹杂着很多中餐馆以及华裔开设的
杂货店。很多居住在这里的印度和华裔移民不
是在大型金融公司工作，就是服务于制药企业。

现在美国的华裔移民更多地来自普通话更
为普遍的地区，他们也更为富有，而且受教育
程度更高。2014 年，美国的华裔移民人均年薪
达到3.8万美元，比起1990年要翻了一倍多。

随着越来越多更为富有的华裔移民来到美
国，一些行业为了迎合他们也在发生着变化。
费城中文报纸 《海华都市报》 的老板丹·陶表
示，该报最大的一些广告商现在已经变成汽车
经销商和高档商店。而在前些年，大部分的广
告还都是来自华埠的小零售商和餐馆。

不过，陶也表示，不希望自己在美国出生的
孩子忘掉自己的中国根。他的想法并不少见，过
去 20 年间，费城郊区已经涌现出 6 所中文学校，
让这些华裔移民的后代能够学习中文和中华传
统文化。

一家中文学校的校长表示，大部分在美国
出生的华裔小孩起初都不理解，为什么到了周
末，自己还要去学中国文化和中文。“我必须向
他们说明，如果能够吸收中美两边的优势，他
们的未来将更有价值。”

（据美国《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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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邓迪一家中餐外卖店曾设
想用无人机来送外卖。近日，这家外
卖店宣布已经试验成功，他们首次用
无人机将外卖饭盒带到了天空，然后
平安返回。

据目击，5 月 7 日，一家远程操
纵的无人机带着一个餐盒飞到天空
之后，又带着丝毫未损的食物飞回
了基地。这家外卖店的店主斯蒂文·
周表示，尽管还有很多官方障碍，
但他相信这项技术最终可以应用。
他表示，在未来十年内，这项技术
将遍地都是。他还说：“有人觉得我

疯了，但是未来几年，邓迪就会出
现星球大战里的场景。”

英国民航监督局此前曾确认，
他们“不可能”批准这个计划。不
过，这个决定并没有阻止周先生的
行动。据说，周先生曾是国泰太平
洋航空的一名工程师。

试飞当天天气良好，不过有围观
者冲着周先生喊道：“你疯了！”而周
先生则不为所动，边将航空器送向天
空，边竖起大拇指。据报道，无人机飞
行一分多钟后，机师将其收回，令其
落地，而飞机上绑缚的餐盒内，食物

没有丝毫破坏。
帮助此次飞行的机师表示，用

无人机送食物对他们来说还是第一
次，此前媒体对无人机的应用有很

多负面报道，但从此次飞行可以看
出，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所有的
操作都是在受控的条件下进行的。

（据英国《英中时报》）

“工科男”异想天开

英国中餐馆用上无人机
“工科男”异想天开

英国中餐馆用上无人机

大凡在南非工作生活的华人都知
道，安全是第一要务。不过，最近一
段时间，出现在网络上的“安全提
示”数量大增，足以令人有草木皆兵
之感。

近日，在网上又出现了新的“安
全”提示。发布者表示，劫匪在加油
站向人们免费发放钥匙链。但是这其
实是个追踪器，用来定位司机行踪，
劫匪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追踪抢劫。

但是很快就有网友质疑这一消息
的真实性。因为歹徒抢劫主要是在进
出家门的时候，跟踪才是最有效的手
段，仅仅靠定位作用并不大。而且钥
匙链很容易遭到抛弃，明显得不偿失。

类似的安全提示网上还有很多，

令人真假难辨。至于发布这些提示的
人究竟出于什么目的，更是让人摸不
着头脑。

除了这些让人真伪难辨的传言之
外，还有一些彻头彻尾的谣言，也披
着“安全提示”的外衣。由于南非华
人对于安全问题提心吊胆，助推了谣
言在网络上流传。

比 如 ， 网 络 上 几 个 月 前 曾 流 行
“艾滋香蕉”传言。人们随后发现，这

是明显的网络谣言。因为即使食物中
带有少量的艾滋病毒，也很容易遭到
破坏。随后人们发现，这则谣言实际
上是数年前网络谣言的翻版，只不过
造谣者将“利比亚橘子”改为“南非
香蕉”。

因此，在非华人既要注意提高安
全防范意识，也不要疑神疑鬼。对于
南非网络上泛滥的“安全常识”，特别
是非南非警方、非知名保安公司发布

的安全常识，必须认真辨别，以免增
加不必要的精神负担。

（据南非《华侨新闻报》）
利比亚橘子变身南非香蕉

南非频现“安全提示”网络谣言

图为中餐馆工作人员展示无人机。 （资料照片）

图为谣言短信。（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