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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情 乡 讯

12 月 1 日 ， 上 海 市 正 式 开 始 实 施
《上海市华侨权益保护条例》。这标志
着，继广东、江苏、福建、贵州、湖北
之后，近年来各省份出台华侨权益保护
的地方性法规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护侨条例遍地开花

“我的一些华侨朋友回上海办事时，
因为没有身份证，在看病、去银行办事、坐
火车等问题上还是有很多困难的。”美籍
华人徐德清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如今，困扰徐德清多年的问题可能
要得到解决了。据上海市侨务办公室消
息，《上海市华侨权益保护条例》是该市
保护华侨权益的第一部地方性法规，本
月初开始实施。《条例》主体部分集中规
定了华侨普遍关心的选举、出入境、身
份证明、投资创业、社会保险、华侨及
其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权益。

据该市侨办介绍，上海籍海外侨胞
现有102万，另有108万归侨侨眷，他们
长期以来为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
积极贡献。针对华侨诉求反映比较集中
的问题，《条例》对华侨在多方面权益的
保护做了具体规定，还明确了政府职责。

同一天，湖北省也开始正式实施
《湖北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对华侨在
鄂创新创业作出了多项明确规定。自
此，华侨在鄂创新创业，可以享受诸多
政策支持。目前，广东、江苏等地出台
的地方性护侨条例内容均涉及政治、经
济、社会和文化权益等多方面，为侨胞
提供全方位的“护侨”服务。

华侨大学侨务法研究中心主任张国
安认为，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
福建、江浙一带，作为全国重点侨乡，
在华侨权益立法方面走在国家之前，对
于全国性法律的出台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让侨胞安心“回家”

近年来，侨胞正在成为祖国建设的
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心系故乡，通过投
资、捐赠、支援建设等多种方式支持祖

国发展。随着归国投资创业、科技创新
的新侨日益壮大，侨情出现了新特点、
新变化，产生了新的利益诉求、涉侨矛
盾，也带来了新的立法课题。受侨胞身
份的特殊性影响，如何有效地保护自身
权益便成了侨胞主要诉求之一。

上海侨办新闻发言人陈文佳表示，
华侨虽然是中国公民，但又具有不同于
国内普通公民和本市市民的特点，他们
在本市的许多权益容易受到忽视甚至被
侵犯，由此产生了对本人权益进行保护
的客观需求。因此，很多护侨条例考虑
到了这一点，为华侨面临的问题制定独
特药方，解决华侨之痛。

过去，华侨在国内面临身份证明产
生的很多问题。护侨条例实施后，侨胞

“回家”将不再是难题。据媒体报道，福
建华侨陈先生是法规的受益人之一，他
说，“从前回国办事，一提到入住酒店就
头疼。由于没有身份证，每次用护照登
记总要大费周折。后来回福建，我拿着
护照一路畅行无阻，登记住宿时没多费
一句口舌。”自《福建省华侨权益保护条
例》实施后，他的“头疼病”随之痊愈。

除了身份证明问题外，护侨条例还
体现出了其他方面的可操作性。比如在
华侨和华侨子女回国接受教育的问题，
上海市教育部门考虑其合理需求，已经
在政策上落实了其市民待遇并实施了几
年。《上海市华侨权益保护条例》第十八
条将这些政策吸收进来，详细规定了华
侨子女回国接受义务教育的待遇、手
续，华侨报考高中阶段学校的待遇、手
续以及报考普通高等学校的相关途径。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副院长陈
奕平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护侨条例
维护了侨胞在政治、文化、教育、出入
境等各方面的权益，同时，条例也强化
了他们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落地还待完善

一项政策出台后，如何实施是能否
保证政策有效落地的重点和难点。徐德
清认为，护侨条例总体上很好，但很多

内容属于原则性的规定，落实的话还是
要有一些细则出来。“如果生活中的细节
问题能得到解决，我们就更感动了”，徐
德清说。

对此，长期研究涉侨法律法规的北
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国福建议，侨
法宣传应加大力度、形式多样，进一步
深入人心。

据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介绍，12 月 4
日是国家宪法日，各级政府侨务部门开
展了侨法宣传教育活动。侨法宣传多采
用现场摆放宣传展板、侨务政策法规宣
传册以及配备工作人员解答群众咨询的
形式。以福建省莆田市为例，此次该市
侨务系统现场共接受侨务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咨询 1200 多人次，发放福建省
华侨权益保护条例1500册。

同时，陈奕平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强
调，护侨政策的落实还需要多部门协调
讨论如何去具体实施。比如今年，广东

省侨办在全省支持建设了一批“为侨法
律服务工作站”，为侨界群众提供法律咨
询服务，为侨界群众中的困难人员提供
法律援助服务。

截至目前，中国尚无较为完整的全
国性的保护华侨权益法律。第五部华侨
华人蓝皮书也指出，地方制定的一系列
政策法规仍显零散，法律层次低。地方
性的立法尝试虽然提供了实践经验，但
只有全国性的综合立法才能使华侨权益
保护更加公平和平稳。据悉，目前，国
侨办正在推动有关华侨权益保护政策迈
入立法计划。

另外，护侨法规多关注的是侨胞在
国内的具体权益，保护华人的政策法规
还比较缺乏。对此，陈奕平表示，华人
身份的特殊性导致对华人的保护涉及到
一些很复杂的环节。总之，除了制定法
规政策，如何有效地保护侨胞利益，也
是一项值得讨论的问题。

新媒体平台“华人头条”揭牌
据中新社电 日前，新媒体平台“华人头条”在福建

“侨梦苑”揭牌，同时与香港商报福建频道、福建侨报网等
多家新闻网站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海外华侨华人进驻福建

“侨梦苑”创业创新，是福建“侨商回归”的一个缩影。自 2015
年 7月挂牌以来，福建“侨梦苑”已落地侨资企业 60多家，投
资总额约 53.89亿元人民币。在“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的
活力动力”的新部署中，福建官方围绕今后5年的“建设新福
建”中心任务，明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要充分发
挥侨的优势，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排头兵。

黑龙江侨联扶贫慰问
本报电 据中国侨网消息，日前，黑龙江省侨联领导

组织看望慰问了佳木斯市部分贫困归侨及侨眷，为他们送
去了关怀与问候。每到一处，侨联的同志们都详细询问贫
困归侨侨眷的生活状况和身体状况，鼓励他们坚定信心、
战胜困难、乐观生活，告知他们遇到问题及时向侨联反
映，并为他们送去慰问金和特制的保暖棉衣。在慰问走访
过程中，省侨联的领导同志要求该市侨联能够继续重视贫
困归侨侨眷帮扶工作，解决好他们的生活困难，调动社会
各界参与到扶贫帮困的行动中，帮助他们走出生活的困境。

重庆永川侨联开展侨法宣传
本报电 据重庆市侨联消息，为提高 《中华人民共和

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和 《重庆市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
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办法》 等涉侨法律法规政策的知
晓率，近日，重庆永川区侨联组织开展了侨法宣传咨询活
动。区侨联主席蒋英、副主席兼秘书长张玉娇出席活动。

咨询现场，有子女和亲戚在国外的群众咨询了探亲定
居、社会保障、回国创业、子女入学、捐赠、侨眷身份认定、侨
眷证办理等问题，蒋英、张玉娇都热情、耐心地解答。

海内外才俊聚东莞促合作
本报电 据中国侨网消息，由东莞市外事侨务局主办，

东莞市工商业联合会、世界莞商联合会协办的2016海外青年
才俊聚东莞活动在该市举行。本次活动共邀请了来自15个国
家和东莞本地的青年才俊约 130 人参加，为海内外专家、学
者、企业家、专业人士等提供了交流合作的平台。7日晚，2016
海外青年才俊聚东莞欢迎晚宴暨项目签约仪式举行，东莞市
副市长杨晓棠在晚宴上致欢迎词，表示东莞经济社会发展所
取得的成就，离不开海外华侨华人的关心与支持。

如 今 ， 华 人 青 年 越 来 越 会
“玩”了。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
相比于老一辈，年轻一代的华人
更能充分体会到在美国学习、生
活的特色以及潇洒之处，尤其是
一些在中国很难玩到或者几乎玩
不到的刺激“游戏”，比如高空游戏
——跳伞。随着这项运动的发展和
保护措施的不断提高，它的“门
槛”也在不断降低。如今，无须
经过任何训练，也不必具备任何
经验，就可以直接玩跳伞。

“洛杉矶附近有很多可以玩跳
伞的地方，我们有时会和朋友们
一起去。只要天气好就能玩。”一
位参与过几次跳伞运动的华人学
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刚出舱门
时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会有教练
陪着，并不害怕。”

“玩跳伞的以学生居多，也有
不少上班族。”这位学生继续说
到，“玩法也不同，有的人寻求刺
激、有的人是喜欢美丽的景色。”
据悉，很多参加跳伞活动的都是
中国留学生，对于该运动充满新
鲜感。

在新加坡，华人青年同样热
衷跳伞，他们专门为此建设室内跳
伞场馆。无独有偶，西班牙媒体也
报道了当地华人近来掀起的“跳伞
热”。近年来，跳伞运动开始走进西
班牙华人的生活，并逐渐热门起
来。当地华人们甚至为此成立了专
门组织华人参与跳伞活动的“西游
帮”。“西游帮”客服叶小姐称，以往

前来报名跳伞的主要以年轻人为主，其中有一部分是学
生，该群体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另一个部分是在西班牙
做生意的华人或者是普通上班族，这个群体平时工作压力
相对较大，他们需要一种方式来完全释放压力。

近年来，跳伞运动逐渐趋于平民化，受到许多华人
青年的热捧，但是想要去尝试的人还是受到一些实际因
素的影响。首先就是价格，跳伞不同于其他的极限运
动，其成本和安全技术含量相比较其他户外运动高。除
此之外，跳伞还受到心理因素、自身健康条件以及年龄
的限制。因此，华人青年朋友们在参与体验过程中应当
量力而行、注意做好安全防范措施。

以“法”护侨，各地在行动
杨 宁 王世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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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侨务，创新为侨服务
冉文娟

12 月 8 日，“一带一路
飞彩流韵——葛新民墨彩画
展”在安徽合肥市亚明艺术
馆开幕。画展展出日籍华人
画家葛新民的墨彩画近百
幅，并邀请来自俄罗斯、印
度、印尼等“一带一路”沿
线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20位知名艺术家参加。

中新社记者 张娅子摄

日籍华人画家日籍华人画家
敦煌墨彩画开展敦煌墨彩画开展

图为江苏省举办的《江苏省保护和促进华侨投资条例》宣传活动现场
来源：江苏省侨联

图为华人青年参与跳伞运动。 来源：网络图片

“侨胞办理这些业务再也不
用‘跨国跑’了！”日前，北京
市侨办宣布“全球通办”为侨行
政服务系统正式开通，包括华侨
身份认定、回国定居等在内的 5
项业务办理可实现网上初审。

“全球通办”系统是“互联
网+侨务”的一项举措。近年
来，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
展，各级侨务部门纷纷借助网络
平台，通过打造微信、微博账
号、移动客户端等多种方式，延
伸为侨服务触角，创建“指尖上
的政务大厅”。

“这对我而言真是个好消
息”，得知“全球通办”系统开通
后，美国侨胞梁先生表示，自己早
就关注回国定居政策，现在可以
在网上提交资料申请，不必一次
次跑办事大厅，省去了很多麻烦。

据统计，海外华侨华人总量
已逾6000万，分布在世界198个
国家和地区。随着侨胞的脚步越
走越远，如何运用现代化技术更
好地团结、凝聚侨胞，为其提供
精准服务，成为侨务部门的一项
重要工作。

今年4月，国务院侨办制定
《国内为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指
导意见》。意见中指出，要通过
推行网上涉侨行政服务，推广应
用新媒体、新技术等方式建立为
侨服务互联网络，为归侨侨眷、
华侨华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网
上服务。

厦门大学特聘教授庄国土
说，“当下海外侨胞越来越多，与
中国的联系愈加紧密，侨务部门
借助新的平台搭建沟通桥梁，提
供了更为便捷的解决问题方式。”

侨务部门通过信息化技术创新为
侨服务，其效果值得期待。

“互联网+侨务”并非将传统
行政事务照搬到互联网上，而是
通过方式创新，力图为侨胞们提
供更为个性化、更高效的服务。

记者在国务院侨办打造的移
动客户端“侨宝”上看到，“活
动”栏目中悉数展示着“华侨华
人社团负责人研习班”“华助中
心工作交流会”等国务院侨办重
要活动，侨胞们按照提示步骤提
交相关资料，即可实现“掌上”
报名，操作十分便捷。

“侨宝”还开辟了“侨友”
界面。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只需

“扫一扫”“摇一摇”，就能互相
添加好友，在线即时交流，拥有
一个专属的线上“侨友圈”。

日本侨胞杨尊东对“侨宝”

十分赞许，“这种新媒体手段，
使我们海外侨社能更加全面地了
解全球华侨华人的信息。”

在互联网平台上，涉侨部门
的形象也由“高冷”变得“暖
萌”。他们用拟人化的手法解读

枯燥的政策，在与侨胞的互动
中，“撒娇”“卖萌”随处可见。
低姿态的背后是侨务部门转变服
务理念、优化服务方式的决心，
这样的变化，无疑减少了距离
感，凝聚了侨胞心。

“新的平台增添了为侨服务
的途径，而关键之处还在于侨务
部门竭诚为侨服务的诚意。”庄
国土说，侨务部门应在细节上下
功夫，用好“互联网+”，为海
外侨胞带来切切实实的便利。

（据中新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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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界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