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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空军一架F-15型战斗机 28日在日
本冲绳岛以东海域坠毁，飞行员获救。

驻日美军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架
战机当天清晨从冲绳嘉手纳空军基地起飞，
在冲绳岛以东115公里的太平洋海域坠毁。

声明说，美军飞行员在坠落前启动弹射
装置逃离战机，并与搜救人员保持联系，在美
军和日本搜救团队的帮助下获救。

失事战机隶属美军嘉手纳空军基地第
18联队。美方正在调查战机坠毁原因，没有
公开飞行员姓名。

现阶段，驻日美军大约5万人，其中半数
部署在冲绳。冲绳嘉手纳空军基地是美军在
亚太地区最大的空军基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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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F-15战机冲绳坠毁
飞行员在坠落前逃离战机 已获救

小孩需要照顾，老人也忽视不得 尤其是人到老年又到异国他乡的

美国现在流行这个:移民托老所
开设活动中心，可以用母语交流、交朋友

随着赴美移民人数
上涨，65岁以上老年移民
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加。
与年轻人不同，老年移民
群体通常不懂英语，难以
融入社区生活，白天只能
独 自 在 家 打 发 寂 寞 时
光。为了照顾他们的社
交需求，一些以异国文化
为特色的老人日托中心
在美国应运而生。

在这些活动中心里，
来自同一国家或地区的
老人能用熟悉的母语交
谈、阅读和娱乐，品尝家
乡菜，与新朋老友相会。

91岁的穆罕默德·拉霍洛没想到，时隔多
年，竟然会在美国马里兰州的一个老年人日
托中心巧遇同样来自伊朗的老同学。

拉霍洛与子女住在马里兰州的盖瑟斯
堡。白天家人忙于工作，他选择到当地一
家名为“关爱成人医疗日托中心”的老年活
动中心打发时间。到那里的第一天，他就
遇见老同学、96 岁的伊朗移民阿里·阿梅
里。

两人上世纪30年代就读于德黑兰同一所
学校。阿梅里说，尽管数十年时光已经让拉
霍洛变成头发稀疏、步履蹒跚的老头儿，自己

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他和童年时一样。不哭，不笑，一言不

发。”阿梅里调侃拉霍洛，而后者咧嘴笑道：
“噢，哪有！”回忆起学生时代共同经历的种种
趣事，两位耄耋之龄的老人开心不已。

这家老年活动中心去年6月开业，已接纳
78名老人，多数来自伊朗。他们在这里用波
斯语交谈，阅读波斯诗人奥马尔·海亚姆的作
品，午餐吃伊朗风味炖菜，定期接受身体检查
和护理。中心还会派车接送他们去看医生，
组织集体购物、看电影，举办讲座和课程，提
供人均5美元的理发服务。

72 岁的退休裁缝帕里·萨杜吉说，在
加入这个日托中心前，她常常感到十分孤
独。“我在美国一个伊朗人都不认识。和
我同住一栋公寓的不是美国人就是意大利
人。”她说，“而在这里，我们彼此感觉毫不
陌生。”

“关爱成人医疗日托中心”是美国近年来
新设立的多家“移民托老所”之一。不同于美
国一般老年人活动中心，“移民托老所”更多
关注来自异国他乡的老年人，功能类似“同乡
会”，让老年移民得以走出家门，找到社会认
同和归属感。

美国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5岁之后
移民到美国的人数达到 520 万，比 1990 年的
270 万人多出将近一倍。其中，来自亚洲国家
和太平洋岛国的老年移民比例最大。面对这一
趋势，越来越多老年活动中心开始注重体现文
化差异的服务需求。

“美籍华人老年服务联合会”已运作 8年，
仅在蒙哥马利县就开设10家分支机构，为大约
2700 位华裔移民老人提供服务。他们在这里
讲普通话或广东话，读中文报纸，打麻将，织毛
衣，跳广场舞。

卢宜兰（音译）现年64岁，在美国帮儿子照
顾孙女，去年发现这家面向华人的老年活动中
心。她说，她在这里结交了许多朋友，几天不去
就会想念大家。

在韩国移民聚居的森特维尔地区，“森特维
尔中央老年人中心”每周专为韩国老人开放两
天，接待大约 470名来自韩国的老年移民。他
们付费参加英语或计算机课程，吃韩餐，练书
法，唱卡拉OK。

华盛顿州埃弗里特的“多文化老年中心”面
向更多样化的移民群体，每周按日期轮流接待
说越南语、菲律宾语、韩语、汉语或西班牙语的
老人团体。经营这家中心的鲍勃·夸克说，2008
年前，这一地区还没有专门服务老年移民的活
动中心，大多数外国老人只在去教堂时才能有
机会遇到文化背景相同的人。中心开业后，慕
名而来的老年移民群体从最初的一个迅速扩展
到如今的5个。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渐成趋势
一家“华人联合会”

仅在一个县就开设10家分会

相关链接

F-15
美国空军现役主力战机

F-15鹰式战斗机，是全天候、高机动性的
战术战斗机，针对获得与维持空优而设计的它，
是美国空军现役的主力战机之一，F-15 是由
1962年展开的F-X计划发展出来，1969年由麦
道(McDonnell Douglas)公司得标，1972 年 7 月
首次试飞，1974年首架量产机交付美国空军使
用，直到现在。

异国“同乡” 两个90多岁的伊朗同学在美国碰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