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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裔学生过半的美国加州亚凯迪
亚高中举行毕业典礼，华裔学生侯志
达当选 2016 届代表发表毕业演讲。侯
志达已经被美国九大顶尖名校录取，
秋季将赴哈佛大学攻读应用数学或统
计学专业，成为今年南加州高中毕业
班的“学霸”。

侯志达被录取的学校包括哈佛大
学、普林斯顿、耶鲁、哥伦比亚、达
特茅斯学院和布朗大学六所常青藤盟
校以及美国排名前十位的斯坦福大
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
最近两年侯志达学术成绩优异，2015
年荣膺丘成桐中学生数学奖全球总决
赛第二名，今年入围英特尔科学奖全
美 40 人决赛圈。更难得的是侯志达应
用知识奉献社会，正如他在题为“同
情与快乐相伴随”毕业演讲中指出，
高中期间，耗费大量时间研究和改造
耳聋助听器的功能，帮助听力受损的
老人重新听到清晰的声音。

侯志达回忆，数年前去中国探望
祖父，老人家的听力很差。但他放弃
使用助听器，因为现有的助听器只能
放大声音，包括周围环境的噪音也一
起放大，使他非常不适。这次探亲期
间，他和祖父沟通的的唯一方式就是
在纸上“笔谈”。老人的听力残障严重
影响了生活品质，精神很沮丧。看到
这一切，侯志达心情很沉重。回到美
国后，他搜索最新的助听技术，在周

末和假期师从尔湾加大物理系辛教授
（Jack Xin），在他指导下应用数学研究
助听器技术。本来他很不喜欢枯燥的
数学基础知识，但此时数学成为重要
工具，帮助他将环境噪声和人物对话
的信号分离开来，使对话声音变得清
晰起来。他希望祖父能够使用改良助
听器，再次听到清晰的声音。

最近祖父过世了，但他希望这项

研究能够帮助人类 3.6亿听力受损的老
人，使他们不必遭受祖父经历的痛
苦。所以，他感谢祖父为他带来的灵
感。通过这项研究，侯志达意识到什
么是真正的幸福。美国名校招募新
生，不仅要求学习成绩、标准考分突
出，而且，十分看重个人创造潜力和
回馈社会的理想。

（摘自美国《世界日报》）

这个夏天，中国外交再次落子欧亚大陆。6
月 17 日至 24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塞尔
维亚、波兰和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
出席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的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有学者将习近平此行形容成一次对传统
友好国家的“走亲戚式”访问。的确，塞尔维亚
是中国的真诚朋友和在中东欧地区的首个战
略伙伴。波兰是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
一，2011 年中波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已经有人
关注到，这是继2016年3月对捷克进行国事访
问后，习近平在短短 3个月内第二次出访中东
欧国家。

近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外交互动频
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16+1合作”）
亦走向成熟，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
格局。如此创新性的次区域合作机制早已颇受
赞誉。至于“丝路”古国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
是真诚互信的好伙伴，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
好时期。可以想见，习近平此行将进一步增强
中国与到访国的战略合作水平。

当然，除了延续“亲戚般”的传统政治友
谊，如何在新形势下展开经贸合作同样受到关
注。从习近平此次出访的布局不难看出，3个国
家都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中东欧，
正是连接欧亚的重要枢纽和通道；乌兹别克斯
坦自古就在丝绸之路上占据重要地位，而今在

“一带一路”的新语境下更是积极合作、寻求新
的发展机遇；上合组织，则是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的独特纽带。

可以说，“一带一路”是习近平这趟“走
亲戚”的最大“见面礼”。这是一趟推动“一
带一路”建设与布局的发展之旅。自 2013年
习近平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时分别提出“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
议后，“一带一路”在世界的见证下正由蓝图
渐次变为现实。

而中国“一带一路”的主张，与三国经济社
会发展现实，也有着更多契合性。比如塞尔维
亚正积极推行“再工业化”战略，热盼与“一带
一路”对接以吸引外资。又如波兰，作为中东欧
经济总量最大国家、该地区唯一亚投行成员，
亦希望成为中国进入欧洲的门户。再如乌兹别
克斯坦经济以能源、农业为主，工业基础较为
薄弱，互联互通、产能合作潜力巨大。正因如
此，三国也是最早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一批
国家。

事实上，近年来，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
中国与塞、波、乌三国的经贸合作早已颇有成
果：从匈塞铁路到贝尔格莱德跨多瑙河大桥，
从科斯托拉茨电站到中欧陆海快线、中欧班
列、安格连-帕普铁路隧道，乃至中国-中亚天
然气管线……这些或已完成、或稳步推进、或
正深入探讨的项目，无不见证着“一带一路”给
沿线国家带来的诸多好处。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指出，上述三国在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也遇到现实困难。作
为欧盟成员国的波兰，与中国进行“一带一路”
合作可能会在欧盟法律、标准的对接上有难
度。而乌兹别克斯坦则面临着中亚安全等方面
的问题。因而，下一步该如何走，问题与困难如
何解决，角色与使命如何承载，这些都亟待“中
国见解”。

曾几何时，欧洲和亚洲曾经依靠“丝绸之
路”联结在一起，而今，“一带一路”建设将使中
国与欧洲之间的经贸和投资迸发出更大能量。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近日在中欧企业家峰
会就曾谈到，“一带一路”是当今世界影响范围
最广泛的一项合作倡议，法国有强烈的意愿参
与并积极推动这一战略构想。“一带一路”建设
会使世界经济发展更加平衡，更具有包容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积极参与这项计划，因
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获得成
功，必须打破国内的保护主义和闭关思想，破
除贸易壁垒，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潮流。

诚然，“一带一路”建设并非封闭的，而是
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独奏，而是沿线国
家的合唱。习近平此行带去的务实合作大礼
包，正是中方对“一带一路”惠及世界宗旨
最佳的表达方式。 （摘自《欧洲时报》）

“走亲戚式”
的访问

欧 评

在悉尼，年轻的一代或许推崇西式教育，但在
养老方面，许多华裔老人还是渴望回归“中式养
老”。

许多年长体弱的华人移民并不精通英文，在悉
尼寻找适合他们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的高龄服务机
构并不容易。记者走访多日发现，基于华人养老院
数量少、床位紧张、轮候名单长以及等候期不确定
等因素，提供中式护老服务并由华人运营的养老院
存在“一床难求”的情况。

造成这样的原因何在以及如何破解这一困局？就
此，记者也采访了澳大利亚非牟利机构华人服务社创
社主席、义务执行董事潘南弘。潘南弘在护老领域方
面有着数十年的丰富经验。华人服务社已有 35 年历
史，目前已成为新州发展规模最大、服务种类最齐全
的华人服务机构。该社经过多年筹备，去年在垦思开
始营运一个拥有63个床位的高龄颐养院。对不少华人
长者来说，入住养老院首先要过心理关，对那些为了
三代同堂而漂洋过海移民到澳大利亚的长者来说更
是如此。如果进入主流养老院，饮食、语言和文化是他
们难以逾越的三大障碍。因此，中西式的养老院在这
些方面的优势尤为明显。

记者走访了悉尼数家本地养老院，其中几家表
示，他们没有专门提供中餐，因为养老院各个族裔
老人均有，而且三餐并非在院内烹饪，所有食物都
是提前做好，然后再从配餐中心统一送到养老院。
一家养老院晚餐是如下选择：鸡块、馅饼、薯角和
热狗。另一家养老院介绍，基本每天会有中式饭菜
供应，也有会说中文的护工，但不能保证每个班次
都有。像这样的有中国长者聚居的本地养老院，悉
尼还有十多二十家，但有的养老院可能一个星期都
吃不上一次中餐。

（摘自澳大利亚新快网）
上图：华裔老人在悉尼的社区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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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到西班牙旅游的中国游客持
续增加。这些游客的消费能力，令西班牙各
大商场和购物村的经营者赞叹。为了更好
地服务中国游客，西班牙宾馆和零售机构
都开始大规模招聘华人员工。在这种情况
下，以旅西华人为主的售货员开始日渐走
俏，并成为一些人才中介机构招募和考察
的重点。

据西班牙国家旅游局的统计，2015 年
来西中国游客的数量超过了 50万人，比上
一年增加60%。同时，中国游客在西班牙的
购物数量和价值较 2014 年也增长了 50%。
据介绍，中国游客在西班牙的人均消费额

达到了 1966欧元，已经超过德国和日本等
发达国家的游客，成为花钱最大方的群体。
此外，与普通欧洲游客相比 ，中国游客购
物时的平均消费额也相当于他们一个星期
的花费。

在中国游客给西班牙带来滚滚财源的
同时，如何更好地服务这一新兴群体，让他
们能够更加慷慨的购物，也就成了西班牙
商家所急需解决问题。据调查，中国游客对
西班牙传统的旅游资源：海滩、博物馆、阳
光、美食等并不是十分感兴趣。他们最热衷
的是到大型商场和购物村里去购买名牌产
品。

在接待中国游客时，对于西班牙众零售
商来说，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语言问题。由
于西班牙语和中文在中国和西班牙这两个
国家之间并不普及，同时，西班牙能说好英
语的人也不是很多，所以如何与中国游客保
持良好的沟通，取得他们的信任，同时解释
清楚复杂的退税等问题，就成了重中之重。
在这种情况下，从三四年前开始，一些西班
牙大型零售机构就逐步开始招聘华人售货
员，并且其招聘的数量连年增加。

除了零售超市以外，西班牙的一些酒
店、旅行社、专卖店等，在近年来，也都开始
招收华人员工了。

在来西中国游客以60%的速度增加的
同时，西班牙一些商场和购物村的华人员
工也开始显得捉襟见肘。为此，在一年中某
些中国游客集中的时期，如春节期间等，这
些零售商不得不寻找和招聘一些临时性的
华人售货员，以补充中国员工的不足。例
如，马德里市郊的购物村，在中国游客增加

了70%的情况下，近年来，就几乎是一直在
招华人售货员的钟点工。在这种情况下，那
些专为公司和企业寻找雇员的人力中介机
构往往会感到措手不及，同时也认识到了
华人售货员日益走俏的趋势。

根据西班牙人力资源咨询机构介绍，
现在奢侈品销售行业对中国售货员的需要
正在成倍地增加。最近，他们参与了西班牙
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两个知名购物村的新员
工选拔工作。这两个知名购物村一共要招
聘 200名员工。对这些新员工，经营者的要
求是要有两三年的工作经验，懂得销售知
识，同时要会多门语言。这其中，会说中文
或是华人的应聘者都会被优先考虑录取。

根据现有的情况来看，目前在西班牙
奢侈品零售商场和购物村工作的华人员
工，大多是华二代和拿到工作居留的年轻
留学生。这些华人售货员对自己的工作条
件和福利待遇，通常还是比较满意的。

（摘自西班牙欧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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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侨社：
促进互帮互助

由于南非此前相继发生针对华人的暴
力治安事件，目前南非一些侨团及华人警
民中心相继建立了工作和生活等微信群，
极大方便侨胞交流，在特殊情况下也能得
到迅速的回应和帮助。

前段时间，一家华人仓库夜晚突发火
灾，一个侨胞在纳尔逊·曼德拉湾华人警民
中心微信群里首先发出了求救信息，警民中
心主任庄斌武、执行长杨磊以及中心骨干人
员迅速回应，呼吁临近的华侨华人先行前
往，帮忙救火。没过一会儿，许多华侨华人和
工作人员迅速赶到，很快将火扑灭。

近日，该中心又通过微信群，号召华
侨华人为当地黑人区困难家庭捐献过冬衣
物与被褥，帮助他们度过寒冷的冬季。纳
尔逊·曼德拉湾市市长在慈善捐赠活动上演
讲时表示，感谢华人社区为南非民众所提
供的帮助。

互联网+华商：
升级生意方式

互联网的发展，让一些精明的南非华
商看到了发展的商机，他们通过报纸、网
站、微信等社交工具和媒体，通过线上和
线下结合，促进了生意方式的升级。

目前，南非有许多华商，特别是从事批
发生意的商家，通过建立微信群，做起了特
别接地气的生意。由于客户多数是熟人和老
客户，商家通过发布产品照片和信息，客户
直接下订单，节省了现场订货进货的时间，
也提高了商家的工作效率和经营效益。

更有一些华商通过在华文报纸和网络
等媒体投放广告，进行全媒体覆盖，为企
业形象和产品服务，提高了知名度和竞争
力，业务得到迅速发展。还有一些侨胞做
起了跨境电商。李晓燕是一位来自福建的

“90后”女生，2014年随丈夫来到南非，后
辗转到南非的国中之国莱索托创业。一次
逛街时，她偶然试用了南非生产的芦荟胶

产品，发现效果很好，便萌生了和在南非
的朋友一起考察货源的想法。利用南非货
币兰特汇率下跌的价格优势，他们开始进
口南非红酒和芦荟胶等特色商品回国销
售。经过半年多的发展，他们决定回国，
打造了一家销售南非产品的私人订制会
所。通过线上销售和线下的体验方式，他
们的生意如今很红火。

互联网+政务：
服务南非侨胞

去年，由中国侨联设计推出的“侨联
通”App正式在全球开通上线。在这个基于
移动互联网通信技术的平台上，包括南非
华侨华人在内的世界各地侨胞，不仅可以
了解侨务信息，实现应急救助，还可以获
取侨商资讯，与同胞建立广泛联系。

实际上，在此之前，中国各级侨办、
侨联就已纷纷尝试使用多种新媒体方式，
搭建起与侨沟通、为侨服务的新平台。南
非的很多华侨华人表示，他们就是通过微

信搜索到这些微信号的。记者在微信搜索
栏输入关键词“侨务”，查找到近80个相关
公众账号，如浙江温州、江苏南京、浙江
宁波、福建南平等城市的侨务部门，都纷
纷开通了微信公众号。

此外，中国政府和南非政府间基于互
联网的合作也已展开。5 月 13 日至 14 日，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与南非通信与
邮政服务部共同主办的中国—南非互联网
圆桌会议在南非德班市举行。中南两国互
联网界企业高管、学术机构专家等围绕电
子政务与智慧城市、网络基础设施与电子
制造、数字经济、网络安全等议题进行了
深入交流。

来自中国电信、华为、中兴、腾讯、
长飞、中国通信服务、合一集团、滴滴出
行、鹏博士、四达时代等中国企业代表出
席了这次圆桌会议。可以预料的是，随着
这些从事互联网基础设施、互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物联网、智能终端等业务的
企业在南非扎下根，南非华侨华人将迎来
更加活跃的互联网经济时代。

正在改变南非侨胞生活
本报记者 彭训文

正在改变南非侨胞生活
本报记者 彭训文

“互联
网+”

，

据南非华人网报道，近年来，互联网正在改变许多

旅居南非的华侨华人的生活。他们工作之余，都会通过

电脑或手机浏览国内外的各种信息。特别是微信的兴

起，让他们能和远在祖（籍）国的亲友发个照片、说句

话，或者视频聊天。事实上，中国的“互联网+”战

略，不仅促进南非华侨华人的互帮互助，而且正在为南

非华侨华人创业经商起到重要的“引航”作用。
南非华商开的红酒实体店南非华商开的红酒实体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