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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紧工作签证

数据显示，从2015年10月到2016年9月，有41526名
H-4签证持有者获得了工作许可。

奥巴马政府曾于 2015 年提出，已经完成绿卡申请
（I-140 获批），并处于等待期的 H-1B 签证持有者的配偶
（H-4签证），可以申请工作许可，获得社会安全号，并在
美国合法工作。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通过一系列措施，不断收紧
移民以及签证事项。从严格审核签证申请，到收紧H-1B
签证计划，从宣布支持“改革美国移民制度强化就业”草
案，到收紧合法移民数量。从扩大签证申请面谈范围到打
击逾期滞留。他提倡“积极促进和使用美国制造商品，保
证雇佣美国劳动力去工作”，力争实现美国优先的承诺。

“我最近刚拿到美国杰出人才签证，开始以导演和电
影剪辑师身份申请，但是因为签证成功率问题，我最后以
电影剪辑师身份拿到了这个签证。”在美国洛杉矶从事电
影相关工作的杨梦昉说，“准备签证过程也是一波三折，
由于签证难度变大，需要不断地按要求递交材料。”

除了杰出人才签证，特朗普政府目前还在严格审查高
技能外籍劳工的H-1B工作签证。根据美国公民及移民服
务局的调查数据显示，2017 年 1 月至 8 月期间，每 4 件申
请案超过一件被驳回，要求申请人“提供进一步证明”。

“我认为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工作者抢了我们的工

作，如果他们配偶 （H-4签证） 也能工作的话，这对我们
本地人找工作太不公平了。”在旧金山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大卫林登说。

增加本土就业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为何频频调整移民以及
签证政策，加大留美难度？

“特朗普政府主要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竞选诺言，通过
增加美国人就业率，让美国再次强大。从统计数字来看，
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增多了。在僧多粥少的状态下，牺牲的
当然是外国劳工的利益。”在纽约工作的孙澜涛律师说，

“此外，H-4签证持有者政治影响力较弱，国会中没有代
言人，抗争力量非常薄弱，不容易形成气候。”

移民门槛不断提高，签证审核流程繁琐，难度加大。
印证出“美国优先”的思想，体现出强烈的保护主义色
彩。

“如果 H-4 签证政策改变，会形成类似风向标的作
用。这也反映出特朗普政府以及移民局的一种保护就业的
倾向，未来一段时间，H-1B签证审查会更加严苛。工作
场所的核查、税收证明、补充材料证明等。”在洛杉矶工
作的华人律师张军说，“在移民局的审查过程中，会现场
询问雇佣公司，在同等学历的条件下，为什么不尽最大努
力，雇佣美国员工。”

据美国移民局发言人称，签证审查的缩紧是为了防止

诈欺及签证滥用。美国移民局专注于谨慎和公平的裁决确
保移民体系的完整性，同时保护美国工人的利益。

背后隐忧不少

特朗普政府对移民以及签证政策频频调整，虽然还没
有对工作签证项目进行全方位调整，但就目前情况来看，
外国工人进入美国工作更加困难。

“特朗普政府未来将减少合法移民数量，推动积分
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潜在的与美国员工竞争的工作签
证都会加强监管。”张军指出，“像 L1 跨国公司经理签
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制定的 TN 身份等其他工作签证，
也会严苛审查。”

孙澜涛律师认为，如果H-4配偶工作许可废除，但可
以继续申请H-4身份来美，只是不能在美工作，这是移民
法的一贯政策。

此外，与移民签证相关的政策法规，同时也牵动着在美
华人的心。

“美国中部地区失业率比较高，特朗普政府这样做虽然
可以提高就业率，但另一方面，H-1B签证难度加大，美国一
些外籍学生或学者留美工作会更加困难。此外，收紧签证以
及移民政策，对于华侨华人社团成长以及更新换代都会产
生影响。”在美国旧金山生活多年的蔡文耀说，“如果取消配
偶（H-4签证）工作许可的话，会增加很多变数，持有H-1B
工作签证的华人也需要考量更多的因素。”

侨 界 关 注

近日，据美国《侨报》报道，特朗普政府已经有了

新计划，将废除H-1B签证持有者的配偶 （H-4签证）

在美国的工作许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政府加

强对H-1B工作签证申请人的审查。

图为美国永久居民卡 （绿卡） 资料图片

两中国科学家获法国科学院大奖

法国科学院 2017 年度颁奖典礼 21 日在巴黎举
行，在法国从事科研工作的中国科学家麻小南和彭
玲凭借各自在数学和生物化学研究领域取得的突出
成果，分别获颁“索菲·热尔曼奖”和“昂里·拉贝
博士夫妇奖”。这两个奖项均是首次授予中国科学
家。

作为首位荣获“索菲·热尔曼奖”的中国数学
家，麻小南表示，未来他将继续保持严谨治学的态
度，并争取为促进中法两国在数学领域的科学交流
以及培养青年科研人才做出应有的贡献。彭玲近年
来致力于研究多功能智能纳米材料在药物传递和基
因治疗方面的应用，成功开发出用于基因治疗的仿
生树枝状分子纳米载体，为生物医学材料领域的应
用开辟了新方向。

法国科学院以鼓励和保护科研精神为使命，每年
定期颁发数十个年度科学大奖，以表彰在法国从事数
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医学等学科基础性研究或应
用研究的杰出科学家。 （据新华网）

美旧金山市政府同意慰安妇雕像市有化

11月22日，美国旧金山市长李孟贤正式签署文
件，同意议会的决定，将民间团体赠予的象征慰安
妇问题的少女雕像市有化。

报道称，该雕像是美国华裔团体在 2017 年 9 月
设立的。11月14日，旧金山市议会通过决议，接受
民间团体将雕像捐赠给市政府，同时决定接受 20.8
万美元的捐款，作为雕像的维护费用。

（据环球网）

伦敦华埠商会新一届执行委员会就职

当地时间11月20日，伦敦华埠商会第十九届执
行委员会举行就职典礼。商会主席邓柱廷将与新任
会长林奕权携手合作，继续拓展华埠事务，提升英
国华人地位，维护华人权益，促进中英两国交流合
作。

中国大使馆公使祝勤担任主礼嘉宾。中国大使
馆总领事费明星、西敏市议会内阁财政事务官米彻
尔等与英国众多华人领导均到场恭贺。

伦敦华埠商会主席邓柱廷与新任会长林奕权表
示，将携手合作，继续拓展华埠事务，提升英国华
人地位，维护华人权益，促进中英两国交流合作。

伦敦华埠商会作为非盈利机构，每年与国内外
机构合作，举办大型春节及中秋庆典，向英国民众
推广中国文化。其中，新春庆典每年吸引七十多万
的观众，不但为伦敦华埠带来更多生意，更提高了
华人在英国主流社会的声望。

（据中国侨网）

当地时间 11 月 19 日晚，由多伦多华人艺术团体联谊
会、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共同主办的大型文艺演出在
加拿大安大略省密西沙加市上演，多族裔艺术家和艺术团
体同台献艺。这台演出也是多伦多华人社团主办的庆祝加
拿大联邦成立150周年系列活动的压轴大戏。 图为华人艺

术团体献演的中国风舞蹈。 中新社记者 余瑞冬摄

“我在蕉岭还有亲戚，每年我都会回来一两次。感受到中
国越来越强大，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们创业也更有动
力，我会继续不遗余力推进梅州印尼交流合作，为家乡发展
贡献力量。”印尼梅州会馆会长陈志明说。

看准时机做大做强家族企业

上世纪初，许多客家人为谋生背井离乡，从松口火船码
头坐船辗转汕头，下南洋、闯世界。陈志明的爷爷就是闯世
界的勇者之一。

陈志明的父亲陈国荣继承家业后，逐渐做大，1956年，
陈志明在万隆出生。1976年，刚刚高中毕业的他便开始跟随
父亲学做生意。

这一时期，印尼实施经济发展计划，大力鼓励企业发展
工业，许多公司开始大规模地办厂，需要大量化工原料做支
撑。陈志明与父亲看到了这一商机，开始做大化工原料这一
贸易。

“随着印尼国内的化工原料需求量不断增加，1982 年，
我看准时机，和新加坡的一个朋友与日本一家大公司合作，
建设了自己的码头、购买了油罐车，将散装原料装桶再转卖
给工厂，成本降低了，能实现更多的利润。”陈志明说，“建
设码头、进口散装原料让家族的生意逐渐兴旺。”

至目前，陈志明已先后跟中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
亚、菲律宾开展出口贸易。

客家文化教会他勤劳不放弃

陈志明从小就接受中华文化及客家优良传统，“我的客家
话和我对家乡的认识，都是奶奶小时候教我的。”

因为父亲工作繁忙，陈志明小时候都跟随奶奶生活。奶
奶一点点地教他讲客家话，告诉他无论身在何方，一定不能忘
记家乡文化，忘记家乡人。“阿婆告诉我一定要尽自己的能力
为家乡建设出力。”陈志明深情回忆。

“我深受中国文化影响，行为处事都是中国式的。”陈志明
说，为了让父亲不忘记家乡文化，爷爷曾将父亲送回蕉岭生
活，让他初中毕业后再回到印尼万隆。

在陈志明一家人的心里，家乡与自身血脉相连，不可分
割。他说，在万隆会议期间，为了保证代表团团员的安全，万
隆的华侨客属社团发动华侨借出住房给中国代表团居住，他
们一家人毫不犹豫地借出去。

1987年，中印还未正常邦交之时，父亲为了回到梅州，想
了许多办法，最后辗转到澳门进入，“阿爸一次又一次地捐资
家乡文化、教育、医疗等事业，祖辈们这些爱国的行为，我们子
女都是耳濡目染，深受启发。”

继承父亲遗愿支持家乡事业

1992年，36岁的陈志明回到家乡，觉得家乡各项事业都
还需大力发展。当时，他的父亲以奶奶的名义，在母校新铺
中学捐建了教学大楼，还捐资家乡修建公路、水圳、道路、
凉亭等。

此后，他父亲为家乡各项公益事业的捐资不断增多。父
亲 2005 年去世后，他开始继承父亲的志向，继续捐助家乡
各项事业。陈志明说，“人一辈子也不长，想尽自己的能力
为家乡做好事，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每次回来都发现家乡有新变化，现在的梅州越来越现
代化，越来越美丽，越来越有活力了。”陈志明说，“我很愿
意回来多住住，也希望有机会回来投资。”

陈志明同时也是印尼梅州会馆的会长，自 2001 年担任
会长以来，他不断加大会馆与梅州市政府在文化、经济领域
的往来，不断拓宽印尼客商与家乡的沟通渠道。他说，接下
来他将在加强双方年轻一代沟通、交流和合作方面努力，让
年轻的印尼客侨能继承祖辈们的事业，继续扩大与家乡在各
个领域、各个方面的交流和合作，“使年轻一代的印尼客侨
关心关注家乡建设，积极寻找商机，繁荣两国的经贸发展，
达到双赢。” （来源：《南方日报》）

客家文化融血脉 解囊公益报家乡
张柳青 邓 锐

客家文化融血脉 解囊公益报家乡
张柳青 邓 锐

“华人群体无论在
哪里，都应该积极参
与当地社会的公共事
务。因为有参与，才
有 交 流 ， 才 有 发 言
权，才能成为社区真
正的一分子，让当地
社会听到我们华人的
声音，知道我们的需
求。”英国首位华人市
长陈德梁近日在伦敦
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时说。

前后任英国地方
议员 12 年、2009 年成
为 英 国 首 位 华 人 市
长、现任英女王大伦
敦代表副官、眼下正
为一战华工立碑计划
奔走……出生于澳门
的陈德梁以自己在英
国 40 年的努力和经历
证 明 ： 海 外 华 人 不
是、也不应该是当地
社会“隐形”和“沉
默”的族群。

陈德梁表示，尽
管已有越来越多的华
人凭借实力进入英国
主流社会，但西方社
会对少数族裔的偏见
依然存在。他多年来
一直身体力行鼓励华
人 积 极 参 与 公 共 事
务 、 融 入 英 国 社 会 ，
就是想要扭转这种偏
见。

“要打破和扭转西方对华人的偏见，华人
要比别人更勤奋，更积极地参与当地事务，融
入当地社会。你不一定要从政、当议员。就你所
住社区的事务提出意见，参与子女所在学校的
事务，这些都是融入的方式。”他说。

据他介绍，他自己从政期间付出很多精
力，竞选时挨家挨户上门争取支持，最忙的
时候一年参加600场活动。

在英国这个多族裔、多元化的社会，华
人总数早已突破 60万，但参政的华人屈指可
数。陈德梁坚信，随着英国华人社区的成
长，越来越多华人后代和新移民进入英国主
流工作领域、热心公共事务，英国社会对华
人的整体印象会逐渐改变，而华人在英国参
政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多年来，陈德梁数次代表英国华人向英国
内阁大臣和政府部门主管反映华人关注的事
项，争取华人应得的利益。3年前，他参与发起
的“确保我们铭记”计划在英国全国展开，目的
是呼吁英国为那些一百年前受英国招募、远赴
欧洲战场作出贡献却被英国遗忘至今的中国
劳工立一块碑。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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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人 社 区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 华人担忧
杨 宁 郝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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