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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华侨学生掀起返回祖
国求学的热潮，党中央、政务院和省级以
下各人民政府为妥善安排华侨学生回国就
学，先后出台了相关招生及教育政策。在
这些政策的支持下，全国先后建立起大批
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华侨大中专学校及华
侨捐资兴办中小学校、华侨高等院校等，
涵盖了从补习班、中小学、大中专再到高
等院校的侨校教育体系，帮助侨生回国入
学及顺利接续学业，并鼓励、支持他们成
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相
关数据显示，1949年10月至1960年底，返
回国内的海外华侨学生约有8万人。

在国家政策方面，1950 年 8 月，教育部
提出要从宽录取归国侨生。1951年7月，教
育部公布的《关于照顾归国华侨学生（包括
港澳学生）入学的暂行办法》规定：适当照顾

华侨学生，并在录取后在课业上给予必要帮
助；对在全国统一或联合招生考试之后回国
的华侨学生，设法给予补考机会；对未参加
统一考试的华侨学生，在各校单独招生时予
以照顾。1953年5月，教育部、高等教育部、
中侨委联合拟定并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施行
的 《长期收容处理华侨学生工作方针与方
案》 提出，对华侨学生回国就读，要采取
大量招收的方针，且可安排分别送入国内
各地各级学校，根据华侨学生的实际程度
编入适当班次，采取编级测验的办法，以

“能跟班上课即照顾录取”为原则，以示优
待。侨生考试成绩达到所考系科、班级的
录取标准时，须优先录取；达不到录取标
准的，采取编班测验办法，准予降级录
取。同时，对华侨学生入学年龄的限制适
当放宽。1954 年 5 月，高等教育部专门制

定 《关于归国华侨学生插入高等学校的办
法》，要求在系科专业设置与学生容量许可
的条件下，高等学校均须接受华侨学生申
请参加该校插班考试。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下，海外侨
生教育机构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

在华侨学生补习学校方面，新中国成
立初期，国家在北京、广州、集美、汕头
和昆明、南宁、武汉等地先后建立华侨补
习学校，承担起侨生回国后的接待和学业
补习任务，取得良好成效。相关数据显
示，广州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于
1954 年成立，侨生在该校经补习教育后，
在1955年暑期就有2900多人考进了高等学
校和中等学校，占该校补习华侨学生总数
的85%以上，其中有150多人考进了高等学
校，2600多人考进了普通中学，150多人考

进了中等专业学校，这些学校分布在北
京、上海、广州、南京等20多个城市。

在华侨中小学方面，新中国成立后，
海外华侨在广大侨乡捐资助学，华侨中小
学建设呈现蓬勃发展的景象。据许肇琳等
学者的研究，1949到 1958年，广东省由华
侨、归侨、侨眷捐资兴办或赞助创办的中
等学校达 96 所，能容纳侨生、侨眷子弟
19700 多人入学，其中仅普宁县在 1957 年

《华侨捐资兴办学校办法》 公布后的一年
中，由华侨捐资新建的学校就有8所。另据
统计，福建省在 1965年前建立有华侨捐建
中学58所、小学400多所。

在华侨大专及中专学校方面，1951 年
广州南方大学设立华侨学院，招收 15—30
周岁高中或初中毕业的侨生，学习一年后
分配工作；同年燕京大学设立华侨先修

班，招收的侨生经过一年学习后，成绩优
秀者可直接升读燕京大学。1960 年成立的
厦门杏林归国华侨中等工业技术学校和
1963 年成立的北京外国语专科学校，分别
是招收侨生的中专和大专院校。

在华侨高等教育方面，1958年经国务院
批准，广东省在广州重建华侨高等学府暨南
大学。这所 1906年创办的华侨学校重新焕
发生机，并于初期设立矿冶系、水产系、航海
系、中国语言文学系和历史系，当年招收本
科生 450 名、预科生 500 名等。暨南大学的
重建，标志着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开始步入
新的发展阶段。1960年，华侨大学在福建泉
州成立，并逐步设置政治、中国语文、东方语
言、数学、物理、化学、化工和热带作物等系，
大量招收海外侨生。

在华侨函授教育方面，1956 年厦门大
学成立华侨函授部，设数学、物理学和化
学 3 个专修科，修业年限暂定为 2 年。自
1956 年秋季开始，函授部招收东南亚华侨
中等学校在职教师和具有高中毕业水平的
社会青年进行函授学习。

可以说，多种类型的华侨教育机构的
建立，为新中国成立后华侨学生回国就学
并成长成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者为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
华人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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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鼓励侨生回国学习政策
张小欣

吴大琨出生于一个爱
国商人家庭，曾留学日本，
青少年时期就接触马克思
主义思想。

抗日战争爆发后，宋
庆龄组织发起保卫中国同
盟，为八路军、新四军募
集 捐 款 和 医 药 物 资 等 。
1939 年初，上海各界组织
了一个代表团，吴大琨担
任团长，前往安徽泾县云
岭慰问新四军。慰问结束
返程途中，吴大琨被特务
抓捕，受尽酷刑折磨。

在上饶集中营里，尚未
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冯雪
峰与吴大琨、郭敬唐、王闻
识、计惜音、叶亦辛、杨良瓒
等 7 名文化人关押在一起，
被狱友们称为“集中营七君
子”。为尽快逃离反动派的
魔爪，冯雪峰与大家策划了
越狱行动。

最初，大家计划 7 人集
体越狱，但考虑到冯雪峰、
郭敬唐、吴大琨等有被保释
的可能，而且身体条件差，
如果越狱可能会因体力不
支而失败；其他几人相对年
轻，体格较好，也缺少保释
可能，可以在其他人的配合
下越狱成功。于是，7 个人
分工制造假象，每天吵架不
停，互不让步。敌人果然被
迷惑，只好将他们分开，在

早晚外出放风时，他们会走不同的方向。当看守已经
“适应”这种戏码后，一天傍晚，冯雪峰、吴大琨等4人让
看守的班长带人与他们去了半里路远的一个小饭馆喝
酒聊天。他们一边与看守说说笑笑，一边计算着其他狱
友逃跑的行程，尽量拖延时间。当看守带着他们返回
时，3名狱友已经成功逃脱了。后来，在组织的帮助下，
冯雪峰、吴大琨等也先后被保释出狱。

1944 年，由于吴大琨的英语、日语都比较好，当
时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决定聘他为军事顾问。在征得
党组织的同意后，吴大琨开始为正义的反法西斯事业
做情报工作。

当时，日军飞机在东南地区活动猖獗，美军多次轰
炸日军在广东的机场，但日本飞机却没有减少。原来，
日军在机场上摆了很多木头、纸板制作的假飞机迷惑美
军，而把真飞机隐藏在周围的山洞里。为了得到详细情
报，美军找吴大琨帮忙。吴大琨通过党组织联系上了东
江游击队。游击队冒险派人化装成苦力，在附近游荡，
故意让日军抓到机场做工。机智的游击队员详细绘制
了机场地图。最终，几经辗转，这份宝贵的情报由吴大
琨交给美军。美军立即派出侦察机拍照核实后，派出大
批轰炸机，以重磅炸弹将日军飞机库全部炸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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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是典型的山区
县，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散落在该县的
山村之间。近年来，南靖县加大投入，改
善村一级基础设施，提升村容村貌，发展
特色民宿等乡村产业，在守好土楼乡愁、
护好青山绿水的同时实现乡村振兴。

图为近日，游客在南靖县书洋镇官
洋村附近的云水谣景区游览。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守好土楼 护好山水

侨乡新貌

项进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现场。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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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困难，勇闯海外

2000年，我与亲友一起赴意大利发展。在此之
前，我已在老家瑞安开办鞋厂多年，积累了一定的
经商经验。当时，在意大利打拼的朋友告诉我，罗
马的鞋履批发市场销路不错，有发展潜力。我听了
很动心，决定去试试。

还记得，到罗马的第一天晚上，我顾不上找租
住的房子，迫不及待跑去当地批发市场一看究竟。
逛了一圈之后，我的信心更足了，次日便联系国内
厂家订购了 6 个货柜的皮鞋，并在当地找到铺位，
开启了鞋业贸易业务。

然而，和许多侨商一样，我的海外创业第一步
没有预期的那么顺利。由于国内制造的鞋品尺码、
样式并不完全符合当地顾客的需求，店铺租金又很
昂贵，起初的生意惨淡而艰难。没过多久，我就被
迫关停店铺，将其低价转让。

但我的梦想之火并未就此熄灭。在总结失败教
训之后，我决定不再着急行动，而是踏踏实实地做
好市场调研。我到罗马、米兰、那不勒斯、威尼斯
等多个城市，走遍大大小小的鞋店，了解意大利人
的穿鞋习惯以及喜欢的款式、布料等。每当看到新
款，我都会拍下照片，发给国内厂家，给他们做参
考。不仅如此，我还买了许多样品，寄回国内，并
且多次飞回中国，到生产车间亲自把控品质。

如此一来，我们卖的鞋品在款式、风格上逐渐
满足了意大利顾客的喜好，而且有品质保证和价格
优势，生意随之好了起来。

经营品牌，提质升级

在我出国发展的第一个10年里，与意大利这样
的世界传统制鞋大国相比，国内制鞋行业在技术、
品牌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距。那时，当地顾客更多

的是喜欢“中国制造”价格低廉，对“中国制造”的品
牌却知之甚少。

如今，情况已大不一样。经过10多年的快速发
展，中国鞋业品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不断提升的
时尚品位和鞋品质量也让意大利人更加青睐“中国
鞋”。我记得，2011 年，在米兰举行的一场国际鞋
类展览会上，我第一次看到中国鞋企受邀参展。此
后，在类似的国际展览会上，中国鞋企日渐成为

“常客”。
这一变化与“中国制造”的提质升级密切相

关。在此期间，我也将原先在老家开设的鞋厂进行
转型改造，由内销转为出口，以便更好地在下料、
制作等全过程中把关每一双出口鞋子的质量。

“金字招牌”同样必不可少。在外经商的过程
中，我逐渐意识到品牌的重要性。为此，我主动学
习经营品牌的策略，在从源头抓产品质量和服务质
量的同时，也通过广告等形式，塑造品牌形象，提
升影响力。

此外，我和同一行业的其他侨商都不再局限于
鞋品款式的模仿。我们将意大利的设计师请到国
内，帮忙设计新潮样式。

就这样，我的经商之路越走越宽，“中国鞋”在
意大利也越来越具吸引力。

牵线搭桥，增添助力

2019年，意大利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
谅解备忘录，成为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
G7国家。听到这个好消息，我们在意侨胞都特别激
动，这意味着中意之间的经贸合作将迎来新机遇。

其实，在此之前，我作为意大利（中国）鞋业商会
终身名誉会长，已经投身于为中意两国制鞋行业牵线
搭桥的工作中，多次陪同意大利以及欧盟的相关商会
来华寻找合作机会。当地许多同行都向我表达过想
将自家品牌引进中国的意愿。对他们而言，中国 14
亿多人口的庞大市场蕴藏着无限的消费潜力。

如今，搭乘“一带一路”的快车，我希望尽己所能
为中意制鞋行业的交流合作再添一把推力，将意大利
先进的制鞋技术引进国内，也打通更多渠道，让“优质
制造”的中国鞋业品牌更好地走向世界。

近几年，我在中意之间穿梭往来的频率更高
了，也更深切地体会到祖国飞速发展带给我们海外
侨胞的巨大机遇和强烈自豪感。

今年7月1日，我受邀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有幸亲耳聆听习近平总书记振奋人
心的讲话。身处天安门广场，眼前的盛大场景让我
感慨万千。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有了祖国的繁荣富强，我们侨胞才能在海外挺直脊
梁，底气十足，也拥有了更加广阔的平台施展才
能，实现自身价值。生逢盛世，我们何其幸运！

20多年前，项进光与身边许多亲
友一样，离开老家浙江瑞安，远赴欧洲
打拼。做皮鞋生意起家的他，选择落
脚在传统制鞋大国意大利，而谋生的
方式也很传统——做鞋业贸易，将中

国制造的鞋子销到意大利市场。
20多年间，他凭借鞋子，在异乡

站稳脚跟，并见证了“中国制造”从
以价取胜到以质取胜的转变。

以下是他的自述。

意大利侨胞项进光：

让“中国鞋”走得更远
本报记者 严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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