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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移民 提高门槛

2017 年，悉尼经历了有史以来人口最
大增幅，共有84684名海外移民涌入。紧随
其后的墨尔本，海外移民数量也有近 8 万
名。去年墨尔本的人口增加了 125400 人，
达到近 490 万，成为澳大利亚人口增长速
度最快的地区，其中海外移民占到全市人
口增长的3/4以上。

在海外移民爆发式增长的背景之下，
澳大利亚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移民新政。

澳大利亚内政事务部的最新数据显
示，如今 3/4 的澳大利亚潜在公民需等待
13个月之久，才能拿到入籍申请结果。相
较2017年10月，入籍申请平均处理时间延
长了 3 个月。另外，澳大利亚政府还计划
将永久居民入籍等待期延长至4年。

“亲属移民”也更加严苛。据澳洲网报
道，澳大利亚经济担保计划允许澳大利亚
公民为新抵达的移民提供经济支持，但这
些公民的收入门槛要求被提高。

澳联邦社会服务部近日证实，如果澳
大利亚的一对夫妇想要为其父母赴澳移民
提供经济支持，他们的合并年收入需达到
115475澳元。而此前的收入要求只有45185
澳元。同时，为移民提供经济担保的个人
年收入如今需达到86606澳元。

据英国 《卫报》 报道，澳大利亚政府
明年起也将大幅提高某些签证类别中移民
家庭为新移民提供的“安全”资金。

据悉，这些举措是澳大利亚政府 10年
内首次对经济担保计划进行改革，而改革
措施之一是将这些新收入要求与新起点津
贴的收入临界点挂钩。

再出新政 压量减负

近年来，移民对澳大利亚劳动力的增
长至关重要，但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社会
问题。

根据英国 《卫报》 最新调查数据显
示，多达 63%的澳大利亚人认为，持有短
期签证的海外工人抢占了本地人的工作，
55%的人觉得应该减缓移民引入。而且不管
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的选民，都有超过
60%的人认为目前澳大利亚移民太多。

眼下，“砍”移民一方面是为拉拢民
意，另一方面也确属必须。

澳大利亚公平工作委员会宣布，自
2017年7月1日起，澳大利亚最低工资标准
调整为每小时 18.29 美元。“大家公认澳大
利亚的社会福利十分优渥，其最低时薪标
准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在肯定移民带来
经济红利的同时，需要认识到大量移民的
涌入并不完全等同于生产力的大幅提升，
相反，移民有时会成为社会福利制度的拖
累。”澳大利亚移投项目专家、澳洲锐智集
团总经理兼首席咨询师周力在接受本报采
访时称。

根据统计，澳大利亚每年接受高达 19
万名永久性移民，其中大多数是具备熟练
技能的青年移民。由此说来，入籍申请等
候期延长，是出于减少“低技能”移民的
考虑。

周力表示，该政策主要针对低收入人
群，他们不向政府缴税，却拿着最低保障
收入的福利金。政府此举是为降低财政支
出并减少基础设施压力。

据澳洲新快网报道，“移民部门转向自

动化办公、裁减数百名入籍办理人员”也
是“入籍等待时间越来越长”的原因之一。

此外，澳联邦社会服务部一名发言人
在声明中也提出，“对担保人提高收入要
求，旨在确保他们在担保期间，拥有充足
的经济能力为被担保人提供支持。”

延长审批时间和提高担保金门槛，“很
大程度上源于澳大利亚政府希望移民到澳
大利亚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得有质量。”周力
说。

澳大利亚内政部发言人也表示，每年
都有越来越多人想要入籍，移民部门“有
责任”对每一个申请进行彻底评估。

政策落地 前景未明

目前澳有关移民的一系列举措，还是
饱受争议的。“澳大利亚党派众多，在政策
执行力方面并不十分高效。因为入籍法案
的议案一直未被正式通过，从去年 4 月 18
日的入籍申请，都被暂停审批，因此入籍
等候期被延长。如果法案通过，就会比较
快地进行决策，具体处理就有法可依了。”
周力表示。

澳大利亚绿党参议员麦金称，审批时
间的延迟是对有志成为澳大利亚公民人士
的不尊重，会影响入籍申请者在就业、住
房和教育方面做出重要的人生抉择。人们

希望能够规划自己的人生。如今，对于很
多人来说，由于入籍审批的延迟，这变得
不再可能。

“这是工党和绿党体恤申请者实际情况
的表现。澳大利亚政府仍需改善促进‘新
澳大利亚人’融入澳社会并为当地作出积
极贡献的有效转化和激励机制。”周力称。

澳大利亚联邦种族社区委员会在社交
媒体上指出，担保金翻倍所需要的额外的
支出将给澳家庭带来一定的经济影响。这
一举措冲击了一贯注重父母、家人传统观
念的华裔群体，使得贫困在澳华人更难为
亲属赴澳提供经济支持。

周力认为，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不
同，我们注重孝道，注重父母家人团聚，
而澳大利亚社会的凝聚力主要来自政府对
于老人、妇女、儿童的人文关怀。正是因
为政府对其社会凝聚力有很强的自信，才
会推出此项决策。澳大利亚政府肯定多元
文化的重要性，所以提高担保金导致的

“家庭团聚”困难，对澳大利亚社会凝聚力
并不会有本质的影响。

据澳洲广播公司日前透露出的政府报
告描述，移民在过去五年创造的新职位中
占 65％。如果削减了移民，很难想象澳洲
未来的经济能否持续高速发展。

周力说，“澳洲目前的移民政策，和当
前执政党的利益有关，时松时紧是常态，
具体还要看以后澳洲同中国的关系走向。”

33年前，一档名为《谭荣辉的中国烹饪》的电视节目
在BBC2台播出，瞬间风靡全英伦。谭荣辉借此从一位唐
人街华二代成为当时很多英国人心中中餐的代名词。

用食物维系华人社区

谭荣辉1949年5月出生在美国芝加哥，他的父母在
前一年刚刚从广东来到这里。他的整个童年都在唐人
街度过，直到6岁都只会说广东话，直到上小学，谭荣辉
才开始正式学习英文。

在 2012 年 BBC 美食纪录片《发现中国：美食之旅》
当中，他将广东称为自己的“精神故乡”。谭荣辉用“艰
难”形容上世纪 50年代华裔在美国的生活，生活中会面
临各种各样的歧视。但唐人街是所有孩子们的“避风
港”，而维系华人社区的纽带之一，就是食物。他直言，
和中国一样，如今世界各地的唐人街相比60多年前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也反映在
华人移民的成分当中，也反映在唐人街的改变里。

用食物打动外国观众

11 岁时，为了不让他到处去玩，谭荣辉的妈妈把

他送到叔叔的餐馆帮忙。
“那是芝加哥唐人街最成功的餐厅，我叔叔是一个

很成功的商人，他的菜谱超越了那个时代。他曾经去
台湾学习中餐，然后把经验带回美国。他对食品质量
要求很高，因此他的餐厅无论是对华人还是外国人都
有很强的吸引力。”

之后5年的后厨工作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富的中餐经
验，也让他开始对餐厅工作感到厌倦。16岁时，谭荣
辉远走加州求学，“因为我只想离厨房远一点”。

大学期间，他曾经前往法国学习一年。回到加州
之后，由于缺钱，他利用一个周末在一个朋友的餐厅
里教意大利菜。“活动很成功，一个周末的工作赚回了
两个月的房租。朋友问我是否可以教一教中餐，我
说：‘当然，闭着眼睛都会。’”

教人做中餐的经历让谭荣辉意识到，自己厌倦的
只是餐厅后厨的生活，而他真正喜欢的，“是为小范围
的朋友做饭。”后来，他开始在加州烹饪学院授课，并
出版了一本中餐书籍。

1984年，他受邀到英国为 BBC拍摄了那部为英国
人打开中餐之门的《谭荣辉的中国烹饪》。说起在BBC
的拍摄经历，他认为成功原因在于“真实”。“当时的
饮食节目演示完过程后，会拿出之前做好的样品。但
我呈现的菜品全部是当场做出来的，拍摄的时候摄影
师甚至会要求我做得慢一点以填满节目时间。但我会

说：‘没办法，这就是中餐’。”
谭荣辉说，BBC 节目播映的时机非常合适，满足

了很多人对于中餐的好奇和想要自己尝试的想法。同
时，他也毫不讳言拍摄的困难：“那是我第一次做电视
节目。事实上过程非常痛苦，带给我很大创伤，以至
于我在之后10年都没有拍摄新的节目。”

用食物沟通中西文化

作为 30多年来在全世界推广中餐的领路人，很多
人希望了解在他看来是否存在“西式中餐”和“中式
中餐”两个截然不同的品种。

谭荣辉认为，首先需要理解中西文化差异，以及
因此而带来的烹饪方式的区别。他举例说，中餐不使
用烤箱，但在西方，慢慢烤是一种传统。这是由于中
国自古以来缺少燃料，因此中餐需要快速将食物煮
熟，这就造成了中国人和西方人煮饭方式的根本不同。

“最好的了解方式就是交流。”谭荣辉说，自己即
将出版一本新书，并希望利用这本书的版税为中英两
国学生设立奖学金，鼓励他们到对方国家访学。而对
于中餐海外推广的讨论，他认为“标准化”不符合中
餐的规律，也并不是向西方人推广中餐的必要条件。

（来源：欧洲时报）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5月1日
在北京与多米尼加外长巴尔加斯签署 《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关于建立
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自公报签署之日起
相互承认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这一消
息让当地华侨华人倍感欣喜和振奋。

多米尼加中华总商会会长冯武彬是当
地政府任命的华人事务联络官，他长期关注
多中两国关系发展，也参与了两国建交相关
工作。他说：“两国建交是大势所趋，人心所
向，非常高兴能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已在多米尼加生活 12 年的侨胞小梅第
一时间将消息转发到微信朋友圈，并配文

“厉害了，我的祖国！”她表示，自己从事
的物流工作与中国商业往来非常密切，“早
就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资料显示，多米尼加共和国人口约1100
万，其中华侨华人约2万。150多年前即有中
国人移居这里，一代代华侨华人对多米尼加
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生活在多米尼加的华侨华人勤劳守
法、团结互助。”多米尼加华侨总会秘书长
卢永峰介绍，旅多侨胞以广东籍居多，他
们努力融入当地社会，受到主流社会尊重。

冯武彬告诉笔者，近年来，多米尼加
侨胞从事的职业越来越广。除了传统的贸
易、餐饮业，很多侨胞步入政界、成为学
者、教师等等，在当地打开了一片天地，
也为中多建交做出了贡献。

“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
大，当地人对中国的兴趣也日益浓厚。”小
梅介绍，自己身边有很多本地朋友都想学
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他们期待有机会
去中国看看。

“相信两国建交后，旅多侨胞的正当权
益能够得到更全面、更有力的维护。”在多
米尼加从事餐饮服务业的侨胞吴正伟期

待，领事服务能够更加高效便捷，他也希望两国经贸合作开
启新的篇章。

冯武彬认为，中多建交后侨胞们将得到祖国更多的关
爱。相信建交后，各方面的利好将越来越多。

小梅最期盼的是两国能早日开通直航。她介绍，目前由
广东飞往多米尼加需要经美国纽约或者欧洲转机，飞行时间
长达20多个小时，旅途劳顿。“若开通直航，将大大便利两国
人员之间的往来。”

到5月5日，从事零售生意的吴键斌在多米尼加的生活便
满 4 年了。在他眼中，多米尼加已不仅仅是挣钱打拼的“异
乡”，也是自己热爱的“第二故乡”。“这里的人们热情奔放，
风景优美动人”，他告诉笔者，自己已打算成立一家旅游公
司，乘着两国建交的“东风”，让更多的中国游客来领略多米
尼加的美。 （据中新社电）

闽侨联组织参观海防教育基地

近日，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康乐社区侨联组
织辖区归侨侨眷参观漳州南炮台海防文化国防教
育基地。

漳州南炮台雄踞于九龙江入海口南侧的临海
悬崖上。炮台濒临东海，紧靠大陆，居高临下，
雄视万里海疆。它与厦门岛上的胡里山炮台南北
对峙，互为犄角，共同扼守着厦门海口，素有

“天南锁钥”之称，既是海防文化的重要见证，又
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福建侨办访福清黄檗文化

近日，福建省侨办侨政处处长林建华和侨界
及文化界人士来到福清黄檗文化促进会参观考察。

当天，侨界及文化界人士在福清黄檗文化促
进会会长林文清陪同下，参观了黄檗文化走廊、
黄檗文化展示馆、黄檗对外交流陈列馆等场馆。

林文清表示，黄檗文化首先是“侨文化”，希
望今后海外侨胞们能进一步推进中国文化在海外
的推广，讲好福建故事，加强与当地民众的文化
交流，促进民心相通。

第三届华侨华人摄影展开幕

近日，“亲情中华·走进傅山——第三届世界
华侨华人摄影展巡展”在山东淄博傅山村文化宫
开幕。中国侨联顾问、中国华侨摄影学会会长王
宏，淄博市政府副秘书长刘新胜，淄博市高新
区、保税物流园区相关领导以及侨界、摄影界嘉
宾共200余人出席开幕式。

王宏在致辞中说，世界华侨华人摄影展及后
续巡展是中国侨联“亲情中华”文化交流系列活
动之一，也是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举办摄
影展的目的，是通过摄影这一最普及的艺术形
式，展示华侨华人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的风采，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广泛团结联系归侨
侨眷和海外侨胞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均据中国侨网）

近日，第二届巴塞罗那中华太极文化交流活动
在圣家堂街道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巴塞罗那中华
太极文化学校主办，得到了巴塞罗那政府的大力支
持。

中华太极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中国古
代流传至今的文化瑰宝。如今，中国太极已在西班
牙普及广泛，深受西班牙人的喜爱。

图为巴塞罗那中华太极学校表演《功夫太极》。
来源：欧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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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除珀斯和
达尔文以外，海外移民成为去年所有澳大利亚首府城
市人口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近日，澳大利亚入籍申请等候期延长、家庭移民
担保金翻倍等系列政策一出，激起了千层浪，许多奔
着优渥生活条件而来的华人开始有点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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