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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极为出人意料、混乱无序的一年。”《纽约
时报》对于2016年国际形势的这一判断或许稍显极
端，但也道出今年全球并不太平的事实。这一年，身
处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同样常被“不安全”所困扰。

这是一份让人心痛的长名单：5月，25岁留德女
生李洋洁夜间外出跑步时遭遇强暴被害；6月，意大
利佛罗伦萨发生华人与警方激烈冲突事件，导致多
名华人受伤；8月，旅法华侨张朝林在巴黎北郊遭3名
歹徒殴打抢劫，头部受重伤后不治身亡；9月，刚果首
都发生骚乱，20多家华人商铺被“趁火打劫”，洗劫一
空；12月，意大利女生张瑶遇害身亡；同月，委内瑞拉
华商受到当地骚乱波及，许多店铺遭遇哄抢……

盗窃，抢劫，甚至危
及生命的暴力事件，这
些多年来威胁海外华侨
华人的不安全因素，如
今有增无减。

不仅如此，非议、诟
病、对于华人的种种歧
视和偏见仍是根深蒂固
的“毒瘤”。仅在美国，

“华裔间谍案”、饶舌歌手辱华歌曲、福克斯电视台
记者辱华节目等闹剧就在这一年层出不穷。

悲剧背后有令人无奈的现实。中东局势的动
荡，难民危机的发酵，蔓延欧洲乃至更多地区，让身
处其中的华侨华人难逃牵连。各国普遍不景气的
经济状况滋生一系列社会不安定因素，也让被刻板
认为“有钱人”的华人更易成为受袭对象。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华人不再做“沉默的羔
羊”。这一年，面对暴力与偏见，越来越多的华侨华
人选择为自身的安全与权利大声呐喊。

2 月 20 日，在美国，40 多个城市和地区的华侨
华人同时举行大规模游行，声援被定罪过重的华裔

警察梁彼得，为同胞力争公平公正的待遇。从纽约
到华盛顿，从芝加哥到休斯敦，从洛杉矶到西雅图，
这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华人游行，第一次发出如
此振聋发聩的呼声：“我们要公平！”

9月4日，在法国，上万名华侨华人在巴黎“共和
广场”到“巴士底广场”之间的“游行圣地”，举行声
势浩大的抗议游行，为张朝林及更多屡遭劫难的同
胞振臂疾呼。这是自2012年奥朗德上任以来，旅法
华人为呼吁改善治安而开展的最大规模示威游
行。“反暴力要安全”的醒目横幅和响亮口号让法国
乃至世界看到，华人力量不容忽视。

这一年，各国华侨华人用团结而理性的声音，
告诉世界我们拒当“哑裔”的决心和行动力。英国
广播公司说，年初华人团体为纽约警官梁彼得声
援、法国华人大游行以及《纽约时报》编辑在社交媒
体上发起的反华人歧视运动等事件，让“华人新移
民话题得到媒体的更多关注”。

这正是 2016 年全球华侨华人为之努力的目
标。如梁冠军所说，“我们一定要像一股绳，紧紧拧
在一起，这样才能发出更强的声音，才能在所在国
更好地立足与发展。”

华侨华人走过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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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以恒常的节奏流
动，却在每一年见证着不
同的脉动。2016 年行将
结束，对于中国，对于身处
海外的华侨华人，这都是
不寻常的一年。

这一年，任何与中国
联系密切的华侨华人都会
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被
需要”，也越来越忙碌；与
此同时，他们在世界各地
不断创造历史，刷新纪
录。回首2016年，我们惊
喜的发现，背靠崛起中的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6500
万海外侨胞呈现出更为自
信多彩的面貌。

在本报记者今年采访过的上百位海外华侨华人中，
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个共鸣，那就是 2016年回到中国，感
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重视和温暖。

在形形色色的政治活动和庆典活动中，海外华侨华
人都是座上宾。

从年初的两会，到年中的第八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
谊大会、中国侨联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国庆招待会，再到
年末的纪念孙中山诞辰 150周年纪念大会、纪念西安事变
80周年座谈会，一份份邀请函漂洋过海，如期送到华侨华
人的手中。

相比往年，他们不仅回来得更频繁，还参与得更深
入。今年，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共同主席梁冠军就以
海外代表的身份，列席了广东、江西两省的政协会议，
同时还作为首次被邀请的 10 名海外华侨之一，列席 2 月
初的广州市人代会。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梁冠军感慨万分。这一
始于国内最大侨乡的新尝试，对千千万万海外侨胞而
言，是备受祖国关注的振奋。

全国各地的华侨权益保护条例，也在这一年不断落
地，并以其细微的关怀和强大的执行力，为华侨华人撑
起“保护伞”。

9月1日，《福建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和《贵州省华侨
捐赠公益事业条例》正式施行。12月1日，《上海市华侨权
益保护条例》和《湖北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正式实施。

参政议政、社会保险、子女教育、投资捐赠……过去侨

胞最为关心的权益维护，如今都有法可依。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研究

员张应龙直言，这些保护条例的出台，不仅进一步保护
华侨华人的合法权益，更体现出中国对海外华侨华人呼
声的高度重视与及时回应。

有了这些法规的“保驾护航”，侨胞回国之后的工作生
活将更加便利，海外侨心对于祖国的向心力将更加牢固。

对华侨华人真正的尊重，是对其价值的认可与拓
展。2016 年，无论成名已久的华商，还是新锐的海归创
业者，都会发现，祖国打开了更多的机遇之门。

这一年，专为华侨华人回国投资兴业打造的“侨梦
苑”，在湖北、湖南、广东增城、广东江门、四川等多个
新点相继揭牌；这一年，拥有近 20 年历史的“留交会”
创新升级为“海交会”，并且恢复每年举办一次的办会频
率；这一年，中国“绿卡”扩大签发对象范围，人才申
请永久居留的条件进一步放宽。

无论中央还是地方，筑巢，搭台，引凤，惠及华侨
华人回国创新创业的政策“大礼包”纷纷落地，展示的
是祖国对海外游子的满满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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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美国大选最为胶着的 10 月，英国广播
公司将镜头对准一名从中国移民美国仅仅3年的女
孩 Coco。当时，15岁的她正忙着为美国共和党议
员大卫·哈德利的竞选扫街拜票。

“类似 Coco 这样从中国大陆刚来美国不久就
积极投身政治活动中的人数正日益增多。”英国广
播公司将这种新趋势视为“华人政治意识的觉醒”。

纵观这一年世界各地华侨华人在参政议政路
上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用“华人参政年”
标注2016年，毫不为过。

“史无前例”，美国亚裔新闻这样形容 2016 年
美国华人在政坛的大丰收：赵美心、刘云平、孟
昭文3名华人联邦众议员以超过60%的高票成功连
任；无腿女英雄谭美站上国会山，成为首位华裔
女性参议员；美国历史上首位进入内阁的华裔赵
小兰被候任总统特朗普提名为交通部长；在伊利
诺伊州、犹他州等非传统华人聚居地，当选议员
名单中也都首次出现华裔名字。

不只在美国，在 2016 年世界各国的政坛上，
华人都已成为难以被忽略的面孔。

在日本，莲舫以绝对优势当选最大在野党民
进党第一位女党首；在南非，赵建玲被非洲人国
民大会党提名，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参加南非直选
的华人；在德国，杨明以黑森州外国人参事会参
议员身份，成为首位进入德国联邦州一级参政议

政机构的华人。
步子或大或小，各国华人积极参政的目标是

一致的。“我们要让人们看到，一股强大的华人参
政力量正在涌动，我们应该被认识、被尊重、被
信任。”梁冠军说。

“除了老一代华裔之外，越来越多的新一代华
侨华人开始关注并且积极参与政治。”在张应龙看
来，这是 2016 年出现的一个更为令人鼓舞的新变
化。与父辈相比，这群年轻人拥有更高的起点，
具备与当地民众沟通交流的更强能力，因而能够
登上更加广阔的舞台，发出更加响亮的声音。

这一年，让世界关注的，不仅是登上政坛的
华人官员，还有普通华人手中的选票。

在美国大选中，希拉里和特朗普使出浑身解
数，只为争取华人选民的青睐；在澳大利亚大选
中，为了拉拢华人选票，澳工党在华文媒体打广
告，甚至专门建立中文微信平台；在法国，2017
总统大选还未到来，各党派政要已经纷纷到访华
埠，倾听华人诉求。甚至有外媒认为：“只要掌握
华人选票，稳赢！”

这些骄人成绩和喜人变化，离不开海外华侨
华人日益高涨的政治热情和持之以恒的参政努
力，更与来自祖籍国的强大支撑密不可分。如梁
冠军所说，“中国是我们华侨华人最有力的后盾。”

“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不仅增

强了海外华侨华人的自信，还改善了所在国主流
社会和民众对华人面孔的印象和态度，让他们更
易接纳、支持华人候选人。”张应龙说。正是有了
这份来自祖籍国的力挺，海外华人走上政治舞台
的步伐更有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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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华侨华人大事记

2016 年 6 月 2 日，第八届世界
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在北京开
幕，来自136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
华人社团及华人社区服务机构负责
人650余人与会。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与会代
表，并对华侨华人提出三点希望，鼓
励华侨华人成为中外友好合作的

“金丝带”、中国创新发展的“参与
者”、祖国和平统一的“连心桥”。

第八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召开第八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召开

为填补在华侨权益保护领域
的立法空白，2016 年，中国各
地开始不断尝试推动各类法规的
出台。

江苏、福建、贵州、上海、湖

北陆续推出了华侨权益保护条
例。这些条例聚焦华侨诉求，通
过一系列实打实的规定，加强华
侨权益保护，提升侨务工作法治
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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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由菲律宾单方面挑起
的“南海仲裁案”成为国际舆论注目
的焦点，全球华侨华人坚决维护中
国南海主权权益。

有超过 2000 个海外华侨华人
社团通过发表声明、召开座谈会等

形式，力挺中国南海主权。
包括菲律宾主要华文报纸在内

的海外华文媒体刊发转载各类专
题文章多角度报道中国立场介
绍南海主权史实揭露非法仲裁图
谋

全球华侨华人发声支持中国南海主权全球华侨华人发声支持中国南海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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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世界多地华人屡
遭暴力伤害和不公正待遇，一
向以“沉默的羔羊”形象示人
的华人，愤而发声。

9月4日，上万华人在巴黎
市中心举行集会游行悼念侨胞
张朝林，维权行动引起了法国
政府的重视。

美国、南非等国华人也不
甘示弱。美国华人举行声援华
裔警官梁彼得大游行，费城华
人举行首次持枪游行，南非约
堡首位华裔公安局长承诺提升
华社治安……华人勇敢站起
来，向主流社会发出自己的声
音。 （来源：中国侨网）

2016海外华媒声音

作为美国社会有机组成部分的华裔，也愈加重视捍卫自身利益，选
举参与度前所未有的提升，正成为美国政治中增长最快的选举群体之
一。华裔手中的选票，不仅成为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青睐的“香
饽饽”，而且包括华裔在内的亚裔，至少在31个国会选区能够发挥“左右
选举结果”的重要作用。

分析认为，包括华裔在内的亚裔是美国政治中增长最快的选举群
体，未来将发挥重要作用。

——《欧洲时报》

近年来，海内外侨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越来越多的侨胞回国工作、
学习和生活。由于华侨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华侨维权意识相应提高，
以往以分散的、单项的政策来保护华侨权益的法制建设，已难以适应新
形势变化。

出台华侨权益保护条例，不仅要为华侨提供更好的服务，保护他们
的权益不受侵害，还要激励华侨华人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支持参与当
地的经济文化建设。

——南非华人网

梁彼得案件的判决一出，华社群情激奋，因为梁彼得悲剧背后，也映射
了自己处境的窘迫，华人纳税、勤劳、遵纪守法，也安静、缄默、忍气吞声、漠
视政治。《纽约时报》、NBC等多家主流媒体都关注梁彼得案判决后的华裔
社区反应。

华人通过微信等中文社交网络，声援梁彼得。我们期待这一次维权活
动能够成功，不仅是为了梁彼得一个人，更是为了整个华裔，也是为了美国。

此次，亚裔不愿再做“哑裔”，选择发声表达不满，除了能声援梁警官之
外，将为整个亚裔的地位，为美国这些问题的解决，发出自己应有的声音。

——美国《侨报》

侨 界 关 注

图为美国华人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竞
选活动上为特朗普造势。 来源：法新社

图为图为11万多名法国华人万多名法国华人99月月44日在巴黎示威日在巴黎示威，，要求维护社区安全要求维护社区安全。。
来源来源：：铁血网铁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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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图为 77 月月 1616 日日，，近千名英国华侨华人在伦敦举近千名英国华侨华人在伦敦举
行游行行游行，，抗议所谓的抗议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南海仲裁案””非法无效裁非法无效裁
决决。。 来源来源：：《《欧洲时报欧洲时报》》

图为美国华人举行图为美国华人举行““挺梁挺梁””大游行大游行，，拒做拒做““替罪羊替罪羊”。”。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华助中心”等国侨办惠侨政策逐步深化
9月，随着第三批共13家华助

中心揭牌，全球华助中心已增至
45家，覆盖五大洲。

从编写指南、举办讲座、语言

辅导、温馨提醒、捐款捐物，再到
经营养老院、推动参政、团结抗
暴，华助中心的担当从未停息，且
分量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