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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婚姻涉外婚姻
趨趨「「門當戶對門當戶對」」

少了功利少了功利 多了感情多了感情

中國薦鼓浪嶼可可西里申遺
據教育部網站消息，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

國委員會秘書處函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
中心，前日正式推薦「青海可可西里」作為2017
年自然遺產項目、「福建鼓浪嶼」作為2017年文
化遺產項目，兩個項目有望於2017年第41屆世界
遺產委員會上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據悉，今年夏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

委員會將派專家前來廈門鼓浪嶼進行實地考察，
2017年夏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1屆世界遺產
委員會會議將對鼓浪嶼申遺項目進行審議。

六標準中至少須符合一項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申遺條例，提名列

入《世界遺產名錄》的文化遺產項目，必須符
合六項標準中的一項或幾項方可獲批。鼓浪嶼
因其擁有中外文化碰撞交融的集中體現、見證
華僑文化的特徵和包容力、多國共治現代社區
的獨特實例和誕生了大批影響中國文化的名
人，符合其中四項。
青海可可西里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位於青海省西

北部，面積4.5萬平方公里，是目前世界上原始生
態環境保存較好的自然保護區。鼓浪嶼是福建省
廈門市思明區下轄的一個街道。島上中外風格各
異的建築物被完好地保留，現成為著名的風景
區，面積不到2平方千米，人口約2萬，鋼琴擁有
密度內地居首，有「海上花園」、「萬國建築博
覽」、「鋼琴之島」、「音樂之鄉」之美稱。

■香港文匯報記者米南廈門報道

昨日，在四川成都市牛王廟地
鐵站出口，一道粉刷一新的牆壁
「友善之牆」被遮上雨棚，並釘
上掛衣架，民眾可將一些自己不
需要的衣物掛上，等待需要的人
領取。「友善之牆」起源於伊
朗。2015年冬，伊朗遭受嚴重
寒潮和經濟危機，無家可歸的人
急劇上升。當地行善者通過打造
簡單的「友善之牆」來幫助那些
流浪者。 文/圖：中新社

夫妻婚姻生活中，婆媳之間相處更難，甚至
有人誇張地將婆媳關係定位為「天敵」。但是
在涉外婚姻中，一些情商高手不僅將涉外婚姻
生活經營得有滋有味，婆媳關係或女婿與岳母
間的關係也處理得遊刃有餘。
江蘇南京農業大學的農業技術專家劉高瓊

1997年受國家教委（今教育部）委派前往肯尼
亞埃格頓大學擔任客座教授，與肯尼亞卡倫金
族姑娘莉薩墮入愛河。莉薩一家很樂意接受劉
高瓊這個中國人到當地做女婿。莉薩說，媽媽
經常殺雞宰羊，在卡倫金族老家款待劉高瓊，
「中國人做事認真，善良，時間觀念非常強，
責任心也強。」

關係融洽 鄉愁打消
2010年，劉高瓊母親也來到肯尼亞，並和薩莉生活了一段時間，婆媳關係非常

融洽。「母親沒有想到肯尼亞生活條件還不錯，徹底打消了對我遠離家鄉的擔憂，
她也支持我和莉薩的婚姻。」劉高瓊笑着說。
26歲的小原和日本老公是在大學裡認識的。當時，她在日本大學做中文選修課

的助教，老公是班上的學生。小原夫婦現在和夫家父母及三弟夫婦共同生活。小
原在料理家務、管好孩子之餘堅持學習，現正在攻讀博士學位。她和先生的感情
一直都不錯，她父母對她的異國婚姻也比較接受，最大的顧慮是擔心女兒和公婆
住在一起，能否處理好關係。但看到小原和公婆相處融洽，小原的父母也就
放心了。 ■新華社

桂男載病女友遊神州

24歲的意大利姑娘盧娜和江蘇

省宿遷市青年小李去年聖誕節在涉

外婚姻登記中心登記結婚。當天，

那裡共有11對情侶結成夫妻，比

平時略多。如今中國人的涉外婚姻

司空見慣，過去中國流行「一等美

女嫁國外，二等美女嫁港澳台」的

說法，現已不合時宜了。中國躍居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內地市民

的生活水準隨之水漲船高，與國外

的差距逐步縮小，男女雙方無論在

年齡、文化素養、經濟實力等方面

也趨「門當戶對」，感情成為擇偶

的主要因素。澳籍華裔女高音歌唱

家俞淑琴與澳洲丈夫現在更成為朋

友圈中最令人羨慕的一對，丈夫還

開玩笑說：「現在什麼都是中國製

造，包括我老婆。」 ■新華社

情商高情商高 婆媳非婆媳非「「天敵天敵」」

■福建鼓浪嶼有望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資料圖片

■外國新人也入鄉隨俗，在廣東丹霞山舉辦盛
大國際集體婚禮。 資料圖片

■盧娜和小李特地挑聖誕節來領結婚證。
網上圖片

■丁一舟組裝航拍器，患病女友
賴敏在旁觀看。 網上圖片

■涉外婚姻中，一些情商高手處理婆

媳關係遊刃有餘。圖為德國媳婦和中國

婆婆在包湯圓。 資料圖片

盧娜和小李的戀情，源於學生時
代的一次聯誼，兩人最終喜結

連理。盧娜形容自己的中國丈夫小
李時說：「他很有責任心，是個好
男人。」她又指意國男子大多較花
心，而中國男性對愛情專一，做事
也較認真踏實。
在三四十年前，中國經濟還較落

後，一些中國公民為了改變自身命
運，將婚姻當做跳板以達到出國生
活的目的，夾帶了一定的功利性，
感情基礎相對薄弱。

收入文化差距縮小
如今，以江蘇省為例，2014年1

月至5月涉外婚姻覆蓋了全球50個
國家和地區，結婚登記678對。數
據顯示，「門當戶對」的洋婚姻越
來越多成為最大亮點，58%的洋女
婿都是本科或專科，還有22.4%是
研究生。江蘇姑娘的文化程度也不
低，58.2%的人都是本科或專科畢
業，11.1%是研究生，他們的收入
差距也不大。與此同時，年齡差距
也在不斷縮小，夫妻雙方年齡差距
在5歲以下，佔47.1%；年齡差距在
6歲到10歲，佔23.9%。
此外，過去涉外婚姻多為中國女

嫁外國男，現在中國男士也越來越
多贏得了外國女士的芳心。江蘇省
2015年上半年涉外婚姻中，洋女婿
有606名，佔結婚登記總數的近八
成，被江蘇青年娶進門的洋媳婦則
有148名。

相愛容易相守難
相愛容易相守難。涉外婚姻跨

越民族、種族、宗教、文化、習
俗、地域的藩籬，是否難上加
難？江蘇省去年上半年涉外有763
對新人結婚，118對夫妻離婚，結
離比約為6.5：1；同期普通婚戀結
離比約為4.4：1。事實上，很多涉
外婚姻的當事人都能夠經營好自
己的婚姻生活，掌握到自己的家
庭幸福。
曾就職於中國東方歌舞團的俞淑

琴於1987年從北京移民到澳洲悉
尼，並結識了自己的丈夫。俞淑琴
的丈夫凱文．高夫原先是名律師，
後來轉向投資和稅務，俞淑琴是通
過朋友介紹向他討教投資知識而結
緣的。當初他們剛結婚時，高夫身
邊很多朋友都不理解高夫這麼出色
的律師會娶一個與自己不同文化背
景的華人？高夫總是驕傲地回答：
「因為她是最好的。」

28歲廣西青年丁一舟騎着電動
三輪車，載着患病女友賴敏及愛
犬遊中國，目前已行走了一萬多
公里。
賴敏所患疾病叫做遺傳性小腦

性共濟失調，俗稱「企鵝病」，
一旦發病，很快就會走向生命的
終點。為了能讓賴敏在剩餘的生
命裡能多看看祖國的大好河山，
丁一舟於一年前騎單車拖着輪椅
上的賴敏從廣西柳州出發，環遊
中國。

一年多來，丁一舟和賴敏兩人
途經昆明、西寧、拉薩等地，跋
山涉水，風餐露宿。兩人的愛情
故事，感動了無數網友，在好心
人幫助下，他們的交通工具也從
最初的單車加輪騎換成了更輕便
的電動三輪車。
農曆新年將至，丁一舟有一個

願望：想要一個航拍器，記錄兩
人的愛情之路。丁一舟說，目前
賴敏病情並不穩定，還在不斷惡
化，有了這個航拍器，可以更好

地記錄他們的旅途，拍攝出來的
紀錄片，對她來說都將是一個美
好的回憶。 ■《京華時報》

■■法國新郎朱利法國新郎朱利．．安安··勒勒
貝爾按照土家族習俗給岳貝爾按照土家族習俗給岳
母叩頭敬禮母叩頭敬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據了解，21年來，園區始終堅持中新合作，艱苦
創業、砥礪奮進，將原先的一塊低窪地建設成

為一座國際化、現代化的新城區，綜合發展指數、集
約發展水平、質量效益位居全國開發區前列；21年
來，園區始終堅持改革創新，積極開展先行先試，爭
創「第一」、「唯一」，以生動的創新實踐和一流的
發展業績，成為新時期對外開放開發區建設領域的成
功典範。園區在開發開放中，形成了新的理念、新的
體制機制和改革創新的意識，為我國全面深化改革開
放、推進現代化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
原商務部副部長馬秀紅表示，當前，中國正處在

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重要時期。國務院批覆
同意在蘇州工業園區開展開放創新綜合試驗，明確
要求園區發揮中國與新加坡國際合作優勢，主動對
接自由貿易試驗區並積極複製成功經驗，探索建立
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構建創新驅動發展新模式，推
動產業結構邁向中高端水平，為國家級經濟技術開
發區轉型創新發展提供經驗。這標誌着蘇州工業園
區發展站到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同時，我們也應
該深刻認識到，園區開展開放創新綜合試驗，對於
國家探索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構建創新驅動發展新
模式，進一步推動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轉型升級
創新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國內外專家權威探討
蘇州工業園區管委會主任楊知評表示，邀請國內
外相關領域的領導和知名專家，解讀國家宏觀改革

政策導向，對開放創新綜合試驗進行全方位、綜合
性研究，同時結合國內外前沿性政策動向以及國際
國內相關領域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性文件，研究探
討開放創新綜合試驗的制度框架，為先行先試改革
探索提供決策參考。
近年來，園區始終堅持高端引領，率先改革突

破，加快轉型升級，去年區域GDP、稅收貢獻、進
出口總額分別躍上2,000億元、600億元、800億美
元新台階，高新技術產業產值佔規上工業產值比重
達68%，R&D經費支出佔GDP比重達3.35%，人均
GDP達4萬美元，園區正在加快成為開放程度高、
創新活力強、質量效益好、協調發展優的國際化現
代化新城區。

邁向創新發展新征程
2015年9月30日，國務院批覆同意園區開展開放

創新綜合試驗，要求園區提升國際化開放合作水平，
成為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排頭兵，更好地踐行國
家重大發展戰略，園區由此成為全國首個開展開放創
新綜合試驗的區域。江蘇省委、省政府也專門出台了
《支持園區開展開放創新綜合試驗的若干意見》。
這些都標誌着園區在經濟發展新常態背景下，邁

向了轉型升級創新發展新的征程。開展開放創新綜
合試驗，是國家賦予園區新時期改革發展的重大使
命，是國家探索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構建多層次開
放體系的重要組成，是構建創新驅動發展新模式、
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大決策，是園區加快轉型升
級、率先引領示範的重大機遇。

江蘇報道

全球專家聚蘇州 探討園區開放創新綜合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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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蘇州工業園區開放創新綜合試驗專家諮詢聯席會議在工業園區
開幕。聯席會議針對蘇州工業園區實際發展情況，根據國家宏觀改革政策導
向，對開放創新綜合試驗進行全方位、綜合性研究，前瞻性地發現問題，為
推動開放創新綜合試驗提供工作意見和建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斌 蘇州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