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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侨服务更上心

近年来，海外华侨华人掀起一股来华投资创业的
新热潮。随着他们与中国的联系愈发密切，如何更好
地为侨服务，一直是社会关注的话题。在今年两会
上，许多侨界代表就此建言献策，呼吁在国内为侨营
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侨联副主席李昭玲针对各省
加速华侨权益立法的相关事宜提交了一份议案。她指
出，由于目前国内涉侨法律体系尚不完善，大到投资
政策、财产归属，小到办银行卡、买火车票，华侨都
面临标准不一、手续繁琐等问题，重视并设法解决这
些问题是当务之急。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侨商会常务副会长陈乃科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关注到，近年来，在
国内侨务部门的引导下，不少海外侨胞选择将下一代
送回中国接受教育。然而，这些孩子大多都是外国国
籍，常常在办理签证时面临种种麻烦。对此，陈乃科
的建议是，政府应进一步简化华侨及其下一代回国的
签证手续，并为“侨二代”、“华二代”回国接受华文
教育创造更好的条件。

对于如何让已在国内生活多年的归侨侨眷更有幸
福感，侨界代表也带来不少来自基层的呼声。

作为几十年的“老侨务”，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
归国华侨联合会原副主席陈世春深知华侨农场曾经的
历史贡献和如今的经营困境。为此，在今年两会上，
他的一份建议就是继续加大侨界“脱贫攻坚”的力
度，实现华侨农场的“供给侧改革”。

此外，如何更好搭建海外高层次人才服务平台、
推进“惠侨计划”深入开展和“侨梦苑”建设等话题
也是今年两会讨论桌上的热点。“这些平台的搭建将为
海外侨胞同圆‘中国梦’创造更多机会。”暨南大学华
侨华人研究院教授张应龙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这

也正是“为侨服务”成为今年两会中侨界热门议题的
重要原因。

引侨报国呼声高

今年两会上，有一种趋势引人注目，那就是侨界
代表委员不仅对“国家能为侨胞做什么”很上心，而
且还非常关注“侨胞能为祖国做什么”。事实上，代表
们的这一关注，传递的正是海内外华侨华人希望参与
中国建设的迫切愿望。

“华侨华人来华投资与外国投资不同，他们不是单
纯地追求经济效益，更多的是回归祖国、回报家乡。”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侨联副主席成甦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他本身就是一位从海外回国投资的侨
商，对此感触尤深。

新时期下，如何更好地组织、引导海外华侨华人
助力中国的发展？成甦在今年两会上提出三个与此相
关的建议：一是国家尤其是涉外领事机构、商务机构
应重视海外侨界力量，多向他们介绍宣传国内的大政
方针；二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注重发挥沿线华
侨华人在民间外交方面的天然优势，让他们更好配合
这一重大战略的推进；三是加强对海外“侨二代”、

“侨三代”的培养，延续传承爱国心、中华情。
与海外侨界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的陈乃科也认为，

华侨华人是“一带一路”沿线一个非常重要而独特的
资源，国家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时应该重视发挥
沿线华侨华人的智库力量。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侨联副主席冯燕非常关
注中蒙俄经济走廊——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

（简称“龙江丝路带”） 的建设。在她看来，“龙江丝
路带”建设将令黑龙江走向开放型经济前沿，也可以
使包括华侨华人在内的各方更广泛地合作参与俄罗斯
远东地区开发、合作发展商贸物流业、合作开发通道
沿线产业、合作共建金融平台，从而实现共赢目标。

信号积极迎机遇

令人欣喜的是，在今年两会上，侨界呼声不仅活
跃响亮，而且得到了更多重视与回应。

在 3 月 11 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第四
次全体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
员会副主任赵阳在发言中提出，海外侨胞在实施“一
带一路”战略中具有熟悉当地国情、人脉资源丰富、
资金力量雄厚等“八大独特优势”，这被视为是对海外
华侨华人希望参与祖 （籍） 国建设心声的呼应与号召。

而这份应和的背后，是中国对 6000多万名海外华
侨华人的良苦用心。据悉，为了这个议题，全国政协
在过去一年专门派出调研组，赴北京、上海、深圳多
地进行为期数月的考察，还汇集了全国政协和国家经
济、外交、侨务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和知名企业家等各
方面意见。

“在今年两会上，国家一方面继续肯定了华侨华人
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更加关注如何务实有效地为
侨服务。”在张应龙看来，无论是政府工作报告，还是
相关部门发言，都释放出一个积极而务实的信号，那
就是国家将在海外人才引进、发挥侨胞作用等方面创
造更好的环境和更便利的条件。

作为一名侨商，陈乃科对此深有体会。他注意
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于放开养老服务市场、发
展全域旅游以及重视互联网跨境支付等内容都有一定
篇幅的提及。“这对回国经商发展，尤其是从事实体投
资和贸易生意的华侨华人都是非常有利的信息。此
外，报告中提到要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这也
让我们回国发展的侨商更加放心。”

如张应龙所说：“中国的发展与海外华侨华人的发
展是一致的。”可以预见，未来，随着国内相关政策的
不断落实完善，海外华侨华人将搭乘中国发展的快
车，收获更多惠利，分享更大机遇。

刚刚度过 58 岁生日
的美籍华人医生姜茗，几
天前从美国纽约来到中国
内蒙古自治区，打理他和
其他几位海外华侨华人病
理医生在国内设立的“病
理诊断”新事业。

尽管舟车劳顿，但姜
茗一旦穿上白大褂，瞬间
表现出超级职业化。拍照
时领子立起来，他即提醒
这样不行，形象不好。

在内蒙古医科大学附
属医院南侧，便是姜茗和
其他几位海外华侨华人病
理医生的办公地。超大的
办公区内，显微镜及各种
医疗设备整洁摆放。外墙上一块牌匾上
写有“医学检验所”字样，这是他们的
机构名称。

“2016 年 11 月开张以来的 100 天
中，共接待了250多名患者，几乎一天
一到二个。”姜医生较为满意这样的节
奏，他告诉记者，这个“医学检验所”
目前在国内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对一些疑
难病例进行会诊，出具病理诊断报告，
随时可与美国医学专家进行远程会诊。
对疑难疾病如肿瘤或癌症的性质、种类
及程度等做出正确的判定，临床医生则
依此制定下一步的正确的治疗方案，工
作性质可称为“医生的医生”。

姜茗介绍，“病理诊断”是在美国医
学界以提供专业病理诊断为核心业务的
服务机构，成立于 2009 年，由一批在美
执业的资深美籍病理学专家发起，每年
为十余万位患者提供病理诊断服务。

在美国学习生活了 27 年的姜茗，
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临床医
学系。毕业后在卫生部北京医院工作，
后赴美国学习进修。先后在美国克里夫
兰临床医学基金会等地学习，完成了病
理专科医师培训，考取美国国外医学毕
业生医师执照考试委员会资格证书和病
理专科 （解剖/外科病理和临床病理/检
验） 特考文凭 （下称，资格证书） 并拥
有美国多个州的行医执照。

“几乎是在美国重新上了一次医学
院。”姜茗医生在谈到准备美国医师执
照考试时不无感慨地说。拥有资格证书
后，他相继在俄亥俄、纽约、密苏里等
地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华人他还
获得美国华人医师会 （ACAP） 终身会

员等殊荣。
说 起 来 回 国 行 医 ，

姜 茗 用 了 “ 巧 合 ” 二
字。“几个朋友在医学病
理专业聚会中聊天，谈
的不错，就决定来了。

“来内蒙古是因为团队主
要成员人之一闫占清医
生早年毕业于内蒙古医
学院。”

来内蒙古行医的这
段日子，姜医生和他的
团队事实上还开了一个
先河：即海外华侨华人
病理医生在中国开设的
第一个医学病理诊断服
务机构。

此番在内蒙古设立医学病理诊断机
构，姜医生和他的海外病理医生团队并
非心血来潮突然的“拍脑门”。在没来内
蒙古之前，他曾与400多位华侨华人携高
端项目参加了“中关村侨创大会”。那次
大会上，他们团队的远程诊断和移动互
联医疗项目得到认可。

姜茗表示，海外华侨华人病理医生
团队来内蒙古“行医”是水到渠成的事
情，目前病理诊断这一项目也在上海落
地，未来陆续会在中国多个城市开展，
目的只有一个——“想做点事”。

在内蒙古行医的这段时间，姜医生
有时也很纠结。“对于一些疾病/肿瘤，
我们必须和患者讲到位并告诉他可能需
要加作一些检查项目，有了准确的结果
才开始出报告，但每到这时，这些患者
就犹豫了，尤其是涉及费用时。”姜茗医
生说，这是观念问题，对患者必须说实
质的东西，不能糊弄。

“宁愿业务少，也不能砸了牌子。”
姜医生和他的团队认为，目前的“水土
不服”是短期的，经过口耳相传，会建
立起真正意义的“口碑”。

姜茗医生团队里的另一位主要成员
谭建友医生表示，与中国诸多医疗机构
所不同的是，海外华侨华人病理医生团
队创办的“病理诊断”这一项目最大的
意义是，能把美国医学病理服务机构的
质量管理经验与中国病理临床实践结合
起来，将中国病理诊断的质量管理水平
提高到新层次，为目前中国政府大力推
动的医疗体制改革贡献一点力量。

（来源：中新网）
上图：生活中的姜茗。（姜 茗提供）

今年 1 月中旬，谢雨龙等人
组成的平均年龄11岁的团队，在
面向中小学生召开的机器人国
际赛事——FLL工程挑战赛的加
拿大安大略省东区比赛中，一举
拿下机器人设计、竞技和对决赛
三项金奖。首次参赛的他们，以
324 分（满分 379 分）成为加拿大
最高分，并遥遥领先于第二名。

这个团队的总教头、也是这
间机器人工作室的创始人，是加
拿大华裔机器人专家谢海鹏。谢
海鹏介绍说，这个工作室创建仅
一年。此番参赛的孩子大多是从
去年3月才开始在自己的工作室
学习机器人设计和编程。

这支团队之所以能取得突
飞猛进的成绩，在机器人研究
领域有逾 20 年经验的谢海鹏认
为，缘于自己推行的“创客风
暴”教学法奏效了。

传统的机器人教学或工科
教 育 是 自 下 而 上 的 “ 塔 式 教
学”，强调从基础学起，点滴积
累、循序渐进。“但现在科技发
展这么快，尤其机器人技术日
新月异。传统方式学习的知识
很容易过时，”谢海鹏说。

所谓“创客风暴”，则是一
种自上而下、强调任务导向的

“伞状教学”。谢海鹏介绍说，
团队为实现项目目标，围绕所

涉及的各类问题寻找解决之道，从而快速接触到所涉
及到的各个知识点。

在完成机器人挑战赛的任务过程中，孩子们解决
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团队精神和不怕失败的个
性都得到打磨。“创客”的核心目标就是把想法变为现
实，就是创造。谢海鹏说，这样，面对将来的知识迭
代，孩子们仍然有能力自己解决问题。

谢海鹏早年曾参与加拿大宇航局的国际太空站太
空臂项目研发。他打造的机器人曾“参演”电影 《美
国派 4》。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孩子们跳出学
习只为应付考试的窠臼，在应用中对科学、技术、工
程、数学真正感兴趣。

“这些机器人算不上是社会的资产，”来到工作室
参观的安大略省研究与创新厅厅长莫伟力对孩子们
说，“你们才是，因为是你们创造了它们。”

上图：谢海鹏 （左四） 向到访工作室的嘉宾介绍
团队参赛情况。 中新社记者 余瑞冬摄

在刚刚落幕的全国两会中，有一群声音

不可忽略，那就是来自侨界代表委员的呼声。

因为，他们代表的不仅是国内的归侨侨眷，还

有海外6000多万名心系故土的华侨华人。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两会上，侨

界的声音更响亮，华侨华人的地位则受到更

多的重视。助推海内外侨胞搭上中国经济发

展的快车，这成为会场内外大家不约而同的

共识。

侨界代表委员两会响亮发声侨界代表委员两会响亮发声

助推侨胞助推侨胞搭上中国发展快车搭上中国发展快车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严严 瑜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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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台北历史博物馆“相思巴黎——常玉展”开展，展出常玉创作的绘画作品共52件。展览将持续至7月2日。
旅法华裔画家常玉1901年在四川南充出生，1921年前往法国学画，1966年终老巴黎。他以东方水墨写意流畅的书法线条，融合

西方“野兽派”的简洁强烈特色，独创颇具辨识度的绘画风格，一度与徐悲鸿、林风眠等齐名。
图为参观者在观赏常玉画作《荷花》。 吴景腾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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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华人汽车工程师协会成立

近日，中法未来汽车论坛暨法
国华人汽车工程师协会成立大会在
中国驻法国使馆教育处成功举办。
使馆教育公参马燕生、各主要留法
社团负责人和100多位来自不同企
业和科研单位的留法汽车技术专业
人士应邀出席。马燕生在致辞中代
表使馆教育处对法国华人汽车工程
师协会的正式成立表示衷心祝贺。
他希望协会把握时代契机，团结凝
聚广大会员，不断创新活动内容和
形式，努力成为中法交流与合作的
桥梁和纽带，为促进中法交流合作
做贡献。 （来源：中国侨网）

柬华人社团欢迎海协会到访

近日，柬埔寨中国和平统一促
进会、柬中华文化发展基金会、柬
华助中心、柬华理事总会、柬中国
商会、柬中国港澳侨商总会联合设
宴，欢迎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副会长
江岩一行到访柬埔寨王国。江岩介
绍了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正在施
行的三项重点侨务工作，包括“一
带一路”政策、华文教育和华助中
心的相关工作。柬华理事总会会长
方侨生代表社团，对江岩一行的到
访表示欢迎，并感谢中国国务院侨
务办公室对在柬华侨华人的关心和
支持。 （来源：中新社）

巴西华人文化交流协会就职

近日，巴西华人文化交流协会
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第九届理监事会
就职典礼，中国驻里约总领事李杨、
当地华侨华人代表以及巴西对华友
好人士等近两百人出席。国务院侨
办、外交部和中国驻巴西大使馆发
来贺信。贺信中称，巴西华人文化交
流协会自成立以来，为丰富侨胞文
化生活、增进中巴文化交流和民间
友好往来以及推动中巴多领域务实
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巴西
华人文化交流协会创建于2000年，
已成为巴西最具凝聚力和影响力的
社团之一。 （来源：国际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