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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 《世界日报》 报道，特朗普政府

宣布废除奥巴马总统时期的“梦想生计划”

（DACA）后，曾受益于该计划的华人学生可能

在恐惧中各寻出路。DACA全称即“童年抵美

者暂缓遣返”计划。北加州华裔梦想生梁雨

秀曾靠DACA走出非法移民的阴影，但她坚信

即使废除DACA，“也不会再回到阴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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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雨秀：不是结局 继续斗争

在DACA政策出台前，梁雨秀经历了
阴影中的童年和青春期：父母在墨西哥生
下她后，在她五岁那年带她偷渡到美国。

“每当我必须拿出我的墨西哥护照时，我
觉得很无助，很害怕，走在路上看见警察
也心惊胆战，受欺凌也不敢吭声。”

由于不能念大学，梁雨秀看着一起长
大的同学继续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大学、
毕业、工作，而她自己“好像被卡在一个
人生暂停键上”。

2012年申请获得暂缓递解后，梁雨秀
感受到了不可思议的美妙，连考驾照这般
平常的事都令她欣喜。“人生终于开始
了。”她说。

她完成了学业，又因会讲英语、粤语
和西班牙语，成为了抢手人才。今年，她
刚搬到湾区，在一家协助移民和低收入家
庭的非盈利机构做外展协调员。

未料特朗普政府宣布终止 DACA，让
她的生活再度蒙上阴影。然而，梁雨秀说，
因为 DACA，她已经不再是 5年前的自己，
她表示不会再回到以前担惊受怕的状态。

“这个废除令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结局，
我会继续斗争。”梁雨秀说。她甚至未想过

是否会被遣返，回到那个她仅有朦胧记忆
的墨西哥，只是觉得仍有改变现状的希
望。“我没有必要把时间浪费在恐惧上”。

不过，26 岁的 DACA 华裔受益人李
婷，并不像梁雨秀那样乐观。

李婷：恐失工作 前途未卜

在DACA被宣布废除后，人在纽约的
李婷面临着即将失业的窘境，她感到前途
一片渺茫。

自 1998 年持旅游签证随家人从澳门
到美后逾期居留，7岁的李婷懵懵懂懂就
成了非法移民。纽约市公立学校不问身
份，李婷从小学一路读到纽约市立大学勃
鲁克学院直到毕业。

还记得 2012 年，当奥巴马总统宣布
DACA 项目时，李婷对申请与否颇为犹
豫，“这意味着把我的非法移民身份完全
暴露给政府”。

李婷回忆，决定申请后，她不仅要提
交所有旅行文件，还要详列过去 10 年的
每一个住址，递交所有上学记录，要打指
纹，做详尽的背景调查。

2013年DACA申请获批后，李婷先在
大公司的国际市场部工作，目前受雇一家
科技创业公司，从小到大的努力学习得以

致用。她也热衷社会服务，在多个非营利
组织任职，为移民和梦想生发声。

“我感觉已生活在‘美国梦’之中”，
李婷说，“现在只能寄望国会，我们已别
无选择，只能相信，也只能朝此努力。”

在美国安居乐业的梦想即将破灭时，
许多人都想到用同美国公民结婚的方式，
让自己留下来。

黄俊光：尽快结婚 转换身份

13岁时随家人从中美洲哥斯达黎加持
观光签证到美国，因为父母决定在美重新
开始而身份黑掉的黄俊光（化名），在 2012
年 DACA 梦想生开放申请时，就成为了第
一批梦想生，希望获得大学奖助学金。

“没有 DACA，家里实在负担不起学
费。”有三个兄弟姊妹的黄俊光在 DACA
获准后，顺利完成学业，目前在一家企业
服务。他的工作许可将于明年初到期，特
朗普政府废除DACA，黄俊光就无法继续
使用梦想生身份留美。

但黄俊光说，他会考虑尽快和恋爱多
年、有公民身份的女友结婚，但他很担心同
样也拿 DACA 资格，还在上学的弟弟、妹
妹。

他说，父母年纪大了，对于未来待在

哪里，没有太多顾虑，但在美国长大的弟
妹，如果因此沦为无证人员，就将对前途
造成很大冲击。哥斯达黎加早已无亲人，
是“回不去的家”。现在只能希望国会可
以体谅“非志愿选择滞留美国年轻学子”
的难处，尽快通过相关立法，给他们重生
机会。

包括黄俊光在内的三名华人学生，在
2012年时，通过现任伊利诺伊州州众议员
的马静仪，申请取得DACA资格。马静仪
提到，当时这几位申请DACA资格的华人
学生都很杰出，申请的主要原因都是希望
可以替家中减轻学费负担。

31岁的珍妮弗（化名）幼时和母亲持观
光签证到美，母亲为躲避台湾丈夫家暴逾
期居留至今已 25 年。获得教育硕士学位
的珍妮弗一直当保姆维持生计，直到 5 年
前受DACA计划保护，获得工作权，才开始
走出阴暗角落，找到智库的研究工作。

“我 6 岁就来美国，美国就是我的国
家，我的家也在这里。”特朗普当选总统
后，原本不相信婚姻的珍妮弗在考虑最近
和爱情长跑多年的男友修成正果。“我早
预料特朗普会中止 DACA 计划。”珍妮弗
说。尽管珍妮弗的身份问题解决了，但她
的母亲到现在都没有合法身份。

（据美国《世界日报》）

阿素是柬埔寨大象山区甘再水电站附近一所华文
学校的女教师。今年 24岁的她，是村子里最有学问的
人，不仅人长得漂亮，书也教得好，说话办事有板有
眼，村子里男女老少没有不佩服的。阿素的祖籍是中
国潮州。据说清朝时，为了生计，祖上带领全家逃荒
到了柬埔寨，在甘再河畔以打渔为生。甘再河是湄公
河的一条支流，阿素就出生在甘再河畔。

毅然辞职，参与电站建设

2005 年，中国政府与柬埔寨政府签订了建设甘再
水电站的协议，中国帮助建设柬埔寨最大的水电站。
不久后，柬埔寨政府军在坝址周围和水库库区开始了
大规模的排雷，接着中国水电建设队伍开进了甘再，
阿素得知中国水电甘再项目正在招聘柬语翻译的消
息，毅然辞去原来的工作，回到大象山区，应聘参加
了甘再水电站建设。

到木工车间，给一位中国师傅当翻译，是阿素到
甘再水电工地的第一份工作。这份工作看似简单，可
阿素看得很重，为了干好这份工作她费尽了周折，还
哭过鼻子。开始，一些柬埔寨的工人上班，总是穿着
拖鞋。中国师傅十分生气，怪这些工人不听指挥，怪
阿素没有尽到翻译职责。

开始阿素觉得委屈，后来她想通了，在中国公司
打工，就应该遵守中国公司的制度，况且，是为自己
国家、自己家乡修电站，更应该严格遵守规章制度，

她暗暗下决心帮助乡亲们改掉不好的习惯。

业务提升，多次当上先进

阿素在木工车间干得十分用心。后来她又主动要
求到条件更艰苦的开挖工区、浇筑工区、砂石工区、
安装工区工作，都干得十分出色，成了整个工地争抢
的“香馍馍”。阿素心里有个天大的秘密，她想，甘再
水电站是中国公司帮助柬埔寨建设的全国最大的水电
站，干的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跟着中国师傅可以
学到许多新技术、新知识。只要学好了本领，将来就
不会为生活担忧。

一晃 4 年过去了，甘再工程克服了雨季、交通闭
塞、物资匮乏等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快速推进。
阿素的业务能力快速提升，多次当上先进。

正当首台机组发电前夕，阿素突然向项目部递交
了一份辞职信。开始大家十分诧异，议论纷纷，种种
猜测油然而生。原来阿素的辞职另有原因：工地附近
的华文学校校长阿根叔是阿素爷爷的生前好友。爷爷
去世后，阿素家境困难，没钱供阿素读书，是阿根叔
资助阿素读完小学、中学和大学的，阿根叔是阿素家
的有恩之人。随着甘再水电站的建设，中国公司在柬
埔寨修建水电工程越来越多，许多柬埔寨人都希望自
己的孩子能到中国公司工作，于是都把孩子送到华文
学校学习。可是学校缺少懂中文的老师。阿根叔想到
了阿素，便带着家乡的族长来到工地找到了阿素，请

她到华文学校教书。

不舍离开，心系甘再工地

阿素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工地，在华文中学当教
师，她觉得像阿根叔那样，能帮助更多的柬埔寨穷苦
孩子争取美好的未来更有价值。阿素当了一名教师，
可她的心却一直牵挂着甘再工地，时时刻刻关心水电
站的建设。每逢节假日，只要是天晴，阿素总会带着
她的学生到工地参观，给学生们讲工程建设的故事，
把自己对大象山区、甘再河畔变迁的感慨，对中国公
司的感受与感激，传递给她的学生，让他们分享她的
情感。

2010 年 2 月 26 日，甘再水电站发电了。这天阿素
又带着她的学生来到了甘再工地，在巍峨的大坝边，
她和中国员工、柬埔寨员工围着熊熊燃烧的篝火跳了
一夜的舞。这是阿素最开心的日子，那一夜她兴奋得
哭了。

2016 年初，甘再水电站已累计安全运行 1500 天，
累计发电16.76亿度，强大的电流输送到贡布省、茶胶
省，乃至首都金边。工地附近已经成为各国游客旅游
的胜地，各种商店、酒店、客栈、度假村如雨后春
笋，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不久，阿素又动员
父母迁回了甘再，在电站附近办起了农家乐。农家乐
开张那天，阿素带着家人把爷爷留下的那盏旧油灯悄
悄地埋在了江边的河滩上。 （据红网）

悉尼华星艺术节中秋演出季将举行

第三届“华星艺术节”中秋演出季将于 9 月 22 日
在悉尼情人港湾大剧院拉开序幕。

7日，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50多位新闻媒体、
艺术界代表、华星主创相聚在亚洲艺术空间，畅谈海
外文化发展和华星艺术节的未来。此次演出季由悉尼
华星艺术团主办、澳大利亚南海文化传媒集团协办。

华星艺术团团长余俊武在发布会上说，华星艺术
团本土化的发展凝聚起优质的文化资源，进一步丰富
了多元文化，推动了中澳文化的交流。

（据中国新闻网）

中美华人慈善捐款近年增长数倍

日前，“全球华人慈善行动”大会在洛杉矶邦纳万
彻大酒店举行，加州财务长江俊辉等嘉宾与慈善团体
的代表200多人参加。

江俊辉在会上表示，随着中美两国成为带动全球
经济的两大强国，美国的华裔人口也出现了快速的增
长，越来越多的华裔企业家加入了慈善事业。中美两
国慈善机构的跨洋合作，让两国的教育、医疗、救灾
和环保项目得以顺利发展。

研究发现，2014 年美籍华人大额捐赠达到了 4.92
亿美元，比 2008 年增加了 5 倍。中国慈善家大多将他
们的爱心奉献在高等教育、医疗健康、扶贫救灾和环
保领域；美国华裔慈善家捐款除上述领域外，还有跨
国捐赠和文化艺术等方面，其中教育领域的捐款高达
66%，排名第一。

（据中国侨网）

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将举行周年庆

近日，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在该中心举行新闻发
布会，宣布将在 9月 16日举办庆祝中心成立 52周年的

“梦想之夜”晚宴。
文化中心行政总监邓式美、加州前参议员雷诺、

艺术基金董事及该中心职员、嘉宾等出席发布会。
邓式美说，中华文化中心将借此庆典，展现一个

包容兼并、平等自由的未来，并向李联唱和陈翠凤等
颁发终身成就奖，表彰他们植根服务社区团体，为平
等自由发声。

李联唱和陈翠凤均表示，很开心过去 10年与中心
一起兴办“寻根之旅”，让不同族裔年轻人和民众走进
中国城，了解和认识这个社区的历史和文化，力求创
造一个充满友爱和包容的城市。

（据金山在线）

华裔女教师情系甘再水电站
庞 卡

华裔女教师情系甘再水电站
庞 卡

美华裔“梦想生”积极寻出路
李 雪 洪群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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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晚，旧金山歌剧院英文原版歌剧《红楼梦》在北京保利
剧院进行带妆彩排，这是一部用西方观众能够欣赏的艺术形式讲述
中国故事的歌剧。歌剧 《红楼梦》 由一批海外华人倡议创作，由盛
宗亮、黄哲伦、赖声川和叶锦添 4 位有海外不同背景的华人联手打
造，将于9月8日正式开启中国内地巡演。

中新社记者 杜 洋摄

华 人 社 区华 人 社 区

据美国 《侨报》 报道，一直怀着创业
梦的“90 后”华人女孩王乐之最大的兴趣
就是将困难事变简单，她将自己艰难痛苦
的经历转化为创新的构想，并为把这构想
分享给更多人而不断努力。

三年级时从中国移民到美国的王乐
之，从小有着解决困难的热忱和一颗创业
的心。她在班里看到同学们因为家庭经济
条件差而缺乏玩具，于是想到为什么不自
己动手制作。她将日本卡通人物画在纸
上，再剪下来贴在吃完后的雪条棒上，然
后5毛钱出售。王乐之的创意产品在同学间
大受欢迎，而她也因为能帮助同学们不用
花太多钱就能拥有新奇玩具而感到高兴。

大学毕业后的王乐之充分发挥兴趣。
在加州圣地亚哥长大的她，从小受到美国
滑板和冲浪文化的熏陶，但学习滑板“屡
试屡败”让她非常沮丧。然而从小就有创
业思维的她，由此却萌生了研发一款易学
易用的滑板车的想法。

王乐之将自己学习滑板的“痛苦”经
历转化为创新的构想，她说：“我试了很多
次想学会玩滑板，但是一再摔倒之后我知
道自己永远都学不会，虽然不甘心，也只
好忍痛放弃了。”对滑板仍存有梦想的王乐
之在毕业之后接触到国际上同样兴趣的
人，大家组成团队开始开发一款易学易用
的滑板车。最终，她的团队开发出的创意
滑 板 车 ， 巧 妙 性 地 融 合 两 轮 滑 板 车

（Scooter） 和 滑 板 （Skateboard） 的 优 点 ，
让就算没有任何滑板经验的人，也可以在
数分钟内轻松驾驭。

现在作为团队 CEO及创始人，王乐之
表示创业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产品开发出来后更加困难
的是如何让人们认识自己的创意。为此，王乐之除了在网上
发起众筹项目，还会亲自去到全美各地推广自己的创意。

王乐之说：“Scooterboard 是我梦想的实现，它帮我克服
了学习滑板这个不可能逾越的障碍，我相信它可以给世界
上像我一样想玩滑板却学不会的人带来全新的快乐！”

（据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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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王乐之图为王乐之 （（左左）） 和她的朋友们的合影和她的朋友们的合影。。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为热衷社会服务的李婷 （发言者） 为移民和梦想生发声。
洪群超摄 （美国《世界日报》）

旧金山歌剧院彩排《红楼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