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国际新闻2012年2月25日 星期六

国际部主办 责任编辑：马晓毅、刘莘、刘军 联系电话：010—67078692 电子邮箱：gmgjb@163.com 美术编辑：袁昕

改革的试金石
———记缅甸议会补选

本报驻仰光记者 汤先营

备受瞩目的缅甸议会补选竞选活动日

前拉开帷幕。据缅甸官方早前宣布,今年 4

月 1日将举行联邦议会和省邦议会的空缺

议席补选。2010年 11月,缅甸举行了全国

多党制大选,选举出了联邦议会和省邦议

会,后来由于有些议员在政府中担任了职务

而自动失去议员资格,造成 48个席位空缺。

此后,议会补选成为缅甸政治生活中的一个

重要话题。

随着补选日期的临近,不仅缅甸国内的

造势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而且美欧等西方

国家也将目光集中在这个东南亚佛国。

2010年的缅甸大选结束了该国长达半个世

纪的军人执政历史。去年 3月,以吴登盛总

统为首的新内阁上台执政,完成了从军人政

府向文人政府的平稳过渡。新政府上台后,

对内对外推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领

域的改革措施,包括与美欧等西方国家改善

关系,与国内少数民族武装派别和解,与最

大的反对派全国民主联盟领导人昂山素季

接谈,释放政治犯和放松对媒体的审查等。

一系列开明举措在国内外广受赞誉,美欧等

国据此缓解了多年来强加给缅甸的政治和

经济制裁。

相比之下,此次缅甸议会补选与 2010

年大选相比,虽然规模不大但却颇有看点。

2010年大选因民盟的抵制和西方国家的质

疑被指为“不自由、不公正”。而随着缅甸

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民盟重新获得合法

政党资格正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此次议会

补选是在各方的殷切期待中进行的。美欧

等西方国家希望通过此次议会补选判断是

否最终解除对缅甸的制裁。而作为新政府

来讲,也迫切需要通过一次成功的选举向外

界表明“不可逆改革”的决心。

具体到选举本身,虽然有多达 17个政

党参与角逐,但竞选全部 48个席位的只有

执政的巩发党和最大的反对党民盟,因此两

党的竞争也是本次补选的最大看点。巩发

党依托执政优势,通过一系列惠及民生如修

路架桥的举措凝聚民心。民盟则依托领导

人昂山素季的影响力,深入民间造势广泛拉

票。而其他政党,如在 2010年大选中候选人

人数仅次于巩发党的民族团结党此次只竞

争 23个议席,该党联合总书记吴钦貌基表

示,考虑到没有把握赢得所有议席,民族团

结党选择了务实的竞选策略。其他小党包

括一些少数民族政党虽然实力较弱,但也为

在议会中争得一席之地而努力。

纵观缅甸新政府成立一年多来的发展

历程,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都出现了

积极变化。对比中东北非地区仍显动荡的

局势,不得不说缅甸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完成

了一次历史性的转身,虽然改革之路能走多

远到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正如此间一位资深

媒体人所说,“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或许此次议会补选可以成为一块试金石。

(本报仰光 2月 24日电)

新闻综述
俄罗斯隆重庆祝祖国保卫者日

本报莫斯科 2月 24日电 (记者

杨政)23日是俄罗斯祖国保卫者日,俄

各地隆重庆祝这一节日。俄罗斯总统

候选人、总理普京出席了在卢日尼基

体育场举行的庆祝集会,他呼吁支持

者团结起来,不要让外部势力干涉俄

罗斯内政。

普京说,“我们不允许别人干涉我

们的内政,不让他们把意愿强加给我

们,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意愿。”普京援

引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的诗词说,“继

续为俄罗斯而战,胜利属于我们。”普

京指出,“俄罗斯人是胜利的人民,在我们

的基因里是代代相传的。我们现在正在

取得胜利。”他说,“我们仅赢得总统选举

是不够的,我们应着眼未来,我们需要解

决大量问题,包括社会不公正、腐败、官员

的蛮横无理、贫困和不平等。”

据俄内务部统计,在卢日尼基体育

场举行的支持普京的集会规模最大,约

为 13万人。为纪念祖国保卫者日,俄罗

斯各个城市还燃放了焰火庆祝。2月 23

日曾为前苏联建军节,从 1992年开始改

称为祖国保卫者日。

奥巴马向卡尔扎伊道歉
本报华盛顿 2月 23日电 (记者徐

启生)美国总统奥巴马 23日致信阿富汗

总统卡尔扎伊,就驻阿美军基地发生的

焚烧古兰经事件正式道歉,并承诺展开

全面调查,惩处相关人员。

美媒体报道称,这封信是由美国驻

阿富汗大使克罗克于 23日转交给卡

尔扎伊的。奥巴马在信中说：“我为此

次曝光的事件深感遗憾,并向您和阿富汗

人民表达我真诚的歉意。”奥巴马在信中

还表示,这次的错误不是故意造成的,他

保证美方将采取恰当的措施防止类似事

件再次发生。此前,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

和国务卿希拉里以及北约驻阿国际安全

部队司令艾伦也先后对该事件表示道

歉。

两名记者在叙遭炮袭遇难
本报特拉维夫 2月 24日电 (记者

陈克勤)叙利亚新闻部长马哈茂德日前

发表声明称,两名西方记者在中部霍姆

斯遭炮袭身亡。

声明称,这两名记者未获新闻部许

可进入叙采访,非法入境的外国记者须

尽快向当局登记。据媒体报道,外国记者

所在的大楼 22日被 10多枚火箭弹击

中,美国女记者科尔文和法国摄影师奥

克利克不幸丧生,一名英国摄影师和两名

美国、法国记者受伤。科尔文为英国《星期

日泰晤士报》 工作,2001年在斯里兰卡采

访时被手榴弹炸伤一只眼睛。奥克利克供

职于法国《巴黎竞赛》画报,曾获世界新闻

摄影展新闻类大奖。去年全球 39个国家

至少 106名记者遇害,其中拉美 35人,亚

洲 30人。阿拉伯之春冲突造成 20名记者

死亡。4名记者已在叙冲突中丧生。

美军两架直升机相撞 7人身亡
本报华盛顿 2月 23日电 (记者徐

启生)美国国防部官员 23日称,两架美

军直升机 22日晚在亚利桑那州一处飞

行训练基地训练时相撞,造成 7名海军

陆战队士兵身亡。

海军陆战队在一份声明中称,出事

飞机一架为 AH-1W“眼镜蛇”直升机,

另一架为 UH-1Y“休伊”直升机,隶属

海军陆战队第三飞行联队。出事地点位于

亚利桑那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交界处的山

谷附近。事发时天气晴好,并无任何异常。

机上的 7名海军陆战队士兵无一生还。

声明没有证实遇难士兵的身份,也未

提及直升机相撞原因,只称事发时飞机正

在执行常规训练任务。美国军方正在调查

此次事故的原因。

非洲朋友
你在广州还好吗

———来自基层的调研报道( 之 一 )
本报记者 马晓毅 刘 军 吴春燕

近年来,随着媒体不断报道,非洲黑

人成规模出现在广州的现象成为社会

关注的热点,仅通过“百度”搜索网站

搜索一下关键词 “非洲黑人在广州”,

竟出现 455万个搜索结果,而且每天还

在快速增加。浏览一下页面,大多数网

页对这一现象论述还是比较客观,不乏

包容、热诚的态度。但是,坦率地讲,也

有相当一部分论述是肤浅的、不宽容

的,有些根本就是负面或者比较负面

的,甚至有些网文还冠以侮辱性字眼。

为了深入了解外国人、特别是非洲国

家人员在广州的真实情况,记者一行专

程赴广州深入采访。

“中国比我们想象的好多了”

一个工作日的早晨,记者随着上班

的车流,乘车来到位于广州越秀区小北

路附近的天秀商厦,据说这里是非洲人

最集中的地方。记者来到天秀大厦门口

却发现商厦内外冷冷清清,用“门可罗

雀”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进入商厦,上

下四层经营场所均以小商铺形式对外

出租,经营商品以服装、家电、通讯器材

为主。时间已是上午 10点多,大多数商

铺却没有开始营业,“难道真的像一些

网文所说,自从 2009年 7月以后,黑人

都被请走了?”狐疑之中,记者看到二层

有一家卖穆斯林大袍的商铺开门了,商

铺主人是一位中年男子,记者走过去以

生意人的口吻与他搭话：“都 10点多了,

这里怎么没有多少客人?”

“你们是北方人吧,一看就知道。黑

人一般中午 12点以后才过来,商铺一般

11点以后才有人,我今天是有货要发,来

得早点。”

“这里什么时候非洲人最多?”

“下午开始上人,晚上一直到 11点

是人最多的时候。为了做生意,连商厦也

跟着黑人习惯改了营业时间。”

“这两年生意怎么样?”

“还可以,也不是太好,利是越来越

薄了。最好的日子是 2007年、2008年的

时候,那时候挣钱太容易。好多人那时候

都发了,包括黑人。那批人现在都不做商

铺了,都开公司了。”

天秀大厦一层有两家咖啡馆,一家

叫魔卡,另一家叫蓝爵。中午 12点以后,

咖啡馆里开始有人,一水儿的非洲朋友,

一杯咖啡、一块面包,这是他们的早点,

由此开始一天的生活。有的人端上一杯

咖啡坐到靠窗的电脑旁,开始与远在万

里之外的祖国亲友视频对话,在这里上

网一小时 5块钱包括视频。

咖啡馆门外有一个地道的土耳其

烤肉摊,烤炉上的牛肉卷羊肉卷此时已

发出吱吱的声音,烤得正好。由于寒流侵

袭,广州气温降到 10摄氏度以下,应该

是一年里最冷的了。烤肉的是两个小伙子,

衣着单薄,一边等着客人一边剁着脚。看肤

色及长相像北非人,记者过去与他们打招

呼。为了得到他们的接纳,我们顺便买了一

份牛肉薄面卷,25块钱,包括番茄、洋葱及

辣椒酱。

通过交谈,记者得知两位小伙子来自

埃及,一个叫阿里,另一个叫纳比。记者问

他们：“怎么来广州干这活?” 阿里用口音

很重的英语说：“我们国家人口太多,好多

人找不到工作。两年前来到广州找到了这

份烤肉工作,虽然身在异国他乡无依无靠,

但也比在国内无事可做强。”

纳比则不同,在广州留学 3年,能说

比较流畅的汉语和一些广东话。纳比说,

埃及政局动荡造成社会很混乱,青年人最

重要的是找到一份工作,但从目前的局势

来看,回到埃及也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工

作。他喜欢广州这个城市,打算先干点活

生活下来,然后再找一份相对固定的工

作。

在天秀大厦底层一家快餐店,记者遇

到 5天前才到广州的马里女商人拉玛,她

正在和一位同乡摆弄刚刚买来的新款手

机,爱不释手。拉玛身材不高,戴着在非洲

非常时髦的深棕色假直发。除法语外,拉玛

还会说英语,言谈话语中透着商人的干练。

她当晚就要返回马里了,但似乎还沉浸在

“第一次发现中国”的亢奋状态中,边说边

笑,与周围那些“非洲老广”形成鲜明对

比。

拉玛告诉记者,此前一直从美国和中

东迪拜进货,后来通过在广州经商的同乡

介绍决定来广州试试。来广州的时间虽然

不到一周,除了天气比她的国家冷一些,广

州的一切都令她满意。她喜欢这里的环

境、这里的人、这里的货物,她说：“中国比

我想象的好多了。”首次中国之行可谓满

载而归,她买了沙发、电器,还有一些布料,

加上此前在美国和迪拜进的货物,能卖上

一年了。她对从中国进的货物感到满意,尤

其喜欢中国的家电和服装布料。“一回生

两回熟。”拉玛说下次来要进一些中国的

手机,“智能手机”,“太棒了”。拉玛表示,

她不用在广州常驻,这里有同乡,他们可以

成为自己在广州的合作伙伴,但明年还要

来广州,好好看看中国。

“中国让我过上富足生活”

记者在小北路一家咖啡馆,用法语打

开了奥斯马·内萨雷的话匣子。奥斯马 6

年前从马里来到中国做生意。

今年 37岁的他告诉记者,因为家里孩

子多,生活困难,中学毕业后就到美国闯

荡,在美国做了 3年多的生意,主要是从

美国进货到马里卖,积累了第一桶金。那

个时候,他偶尔从在广州经商的马里同乡

那里听说在中国做买卖比在美国有赚

头。于是没有过多久,广州成为他冒险生

涯的另一个天地。与大多数非洲人一样,

奥斯马主要在中国购买服装,大约占他全

部进货的 70%左右,另外 30%是小家电和

其他日常生活用品。几年下来,奥斯马靠

自己吃苦耐劳,不仅生意越做越大,还结

交了一批中国朋友,“用耳朵” 学会了一

些中国话,现在已经能够与广州人简单交

流了。

奥斯马告诉记者,在马里有一种说法：

马里人是非洲的犹太人,意思是说马里人

像犹太人那样精明,善于经商,但他觉得马

里人更像中国人。选择在中国经商,而且一

住就是 6年多,主要是因为这里好赚钱。他

觉得,尽管现在全球经济,尤其是欧洲的经

济不景气,但对他的经营影响并不太大,无

论如何,人总要穿衣,而中国的商品物美价

廉,价格只有非洲的三分之一,非洲人可以

接受。

奥斯马说他已经有 6个孩子,第 6个

孩子是去年年底妻子来广州探亲时生的,

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暂时在广州和他一

起生活,其他 5个孩子在马里老家巴马科

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说到非洲人在广州的生活状态,奥斯

马说,在广州的非洲人来自不同国家,来的

人也越来越多,人一多事就多。有事就会找

自己同胞中的“能人”提供帮助,为了帮助

自己的同胞,也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

益,就像中国人到了外国一样,非洲人建立

起自己的社团组织,并且推选出德高望重

和来华时间比较长、会说中文的人组成了

“管理委员会”,不论是非洲人之间发生矛

盾还是非洲人与中国人产生纠纷,一般由

“管理委员会”负责出面调停或交涉。平

时,非洲人之间都能够和睦相处,大家相互

走动,尤其是结婚、生孩子或老家来人,大

家都要聚会庆祝一下。

谈到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奥斯马说,按

照马里的宗教和风俗,男人可以娶四个老

婆,但他至今仍只有一个老婆。奥斯马笑着

说,早先是家里太穷,娶不起更多的老婆,后

来则是中国朋友“帮助的结果”,中国的一

夫一妻制很好,加之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和

在中国的耳濡目染,他已经自觉自愿地决

定“从一而终”。他笑着说,在国外生活就

是要“入乡随俗”,尊重当地的法律、文化

和风俗习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也可以

算是在广州经商赚钱之外的另一个收获

吧。

奥斯马说,在广州经商的非洲人虽然

各自有他们的中国合作伙伴,但总的来说,

与中国人的交往主要是商业上的关系,与

中国人交知心朋友不容易。非洲人生活在

自己的圈子里,文化、种族、语言的巨大差

异,迫使他们将自己封闭起来,人们往往看

到非洲人经常聚在一起,泡在酒吧和咖啡

馆里,实际上他们很孤独,很喜欢与中国人

交朋友。

奥斯马认为,非洲人与中国人一样注

重家庭生活和孩子教育,但遗憾的是,广州

没有非洲人学校,而非洲人又无力开设自

己的学校,孩子上学成了问题。因此,在广

州经商的大部分非洲人只好把到了学龄

的孩子送回非洲接受教育,这又造成了孩

子和家长分离,给家庭生活带来不便。还

有,由于广州没有非洲人公墓,非洲人一旦

在广州去世,只好将遗体运回本国安葬,手

续繁琐,还要花很大一笔钱。奥斯马认为,

非常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在广州给非洲人

开辟一块公墓。

奥斯马说起自己最大的理想：“早些

把钱赚够,把中国的业务交给信任的人打

点,我回到马里享受生活。但赚多少钱是

够?我也不知道。”奥斯马还自豪地告诉记

者,他已在马里首都巴马科郊外建起了自

己的新住宅楼,就在中国援建的“第三大

桥”旁边。他说,“是在中国的事业让我过

上了富足生活”。

福兰克夫妇的幸福生活

在天秀大厦二层,记者看到一位非洲

人坐在经理室里正忙碌,待他有空闲时,我

们与他攀谈起来。他来自加纳,名叫福兰

克,在天秀大厦二层与他太太一起开了一

家物流公司,在一层大厅还开了一家国际

电讯服务公司,雇有好几名中国人。

健谈的福兰克自豪地说他太太是一

名广州姑娘。平时,都是他太太在这里管理

日常业务,他大部分时间则是在非洲、欧

洲、中国之间飞来飞去,在伦敦有自己的办

公室。他的主要业务就是利用伦敦的物流

条件,将非洲客商在中国、主要是在广州珠

三角地区采购的货物运往非洲,也就是他

所说的：“我们非洲兄弟在广州买好了货,

找人托运回国,又怕运费太贵或者时间不

确定。好吧,就交给我吧,我的工作就是帮

助他们联系空运、快递、或者海运,只要把

货交给我,告诉我正确的地址和收货人,一

切就OK了。”

说着,福兰克就带我们到一楼,把他太

太介绍给我们,看着福兰克热情开朗的表

情,与记者来广州之前所听到的,关于非洲

人对外人有防备心的说法完全不同。

福兰克的太太叫罗捷婷,是一位开朗

漂亮的广州姑娘。罗捷婷说,她 2006年刚

来天秀大厦打工的时候,一句英语不会,

“但我不怕,也不信那些对非洲人的传言。

热情接待每一位来这里的非洲人,学习他

们的语言。后来碰到了福兰克,我觉得我跟

他就是有缘,我们俩人接触没有什么文化

隔阂,我好像就是他们那里的人。很快我们

就结婚了。我们现在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

五岁,一个女孩三岁,我们很幸福。和天下

所有幸福的家庭一样,我们也有拌嘴的时

候,都是福兰克让着我,我想是因为他比我

大几岁吧。”说到这里,罗捷婷脸上充满了

自足真诚。

罗捷婷说,她与福兰克结婚有孩子后,

这两年都带着孩子到加纳看望他的父母、

两个姑姑及姐姐妹妹。“我觉得加纳虽然

是个非洲小国,但是他们那里民风很好,很

尊重女性,老夫老妻还拉着手上街。他们那

种感情是发自内心的,不是装的。每年,他

们这个大家庭都要找一个地方聚会,大家

很注重亲情,他们还准备来中国与我们聚

会。我真盼着那一天。”

福兰克满足的生活中也有苦恼。他很

郑重地用英语强调,企业的诚信太重要

了。他举例子说,非洲客商在广州看好了

一款睡床,款式很好,在非洲一定受欢迎,

于是就使劲砍价,中国客商为了拿下这单

生意也将价格压得很低。谁知当货物远

涉重洋到了非洲,打开货柜一看,睡床只

有床框没有床垫。这里面有非洲客商的

因素,便宜、便宜、再便宜,也有中国客商

的因素,很低的价格怎么赚钱?最终受损

的是中国货的信誉,中非双方都没有受

益。这是因为有好的价格,才有好的产品,

没有好的价格,就不会有好的产品。也就

没有诚信。

压题图为天秀大厦。 刘军摄

图为加纳商人福兰克和他的中国妻子罗捷婷,在他们新开的店铺里。 刘军摄

旅捷华人妇女新春畅怀 旅捷华人华侨妇女联合会日前举行茶话会。旅捷

各界杰出优秀女性代表、各侨团侨领代表等欢聚一堂,畅叙友情,共谋发展。中国

驻捷使馆大使夫人孙丽萍(中)勉励大家自尊自爱,自强自立,在不同的岗位上展

示华人华侨女性的新风采,为共创华人华侨美好未来携手共进。

本报驻布拉格记者站 吕淑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