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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缅甸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
形势严峻。抗疫面临巨大挑战。紧缺的
医用氧气，让许多缅甸民众患病后难以
接受及时有效治疗。

募集捐款购买医用氧气，号召企业
捐赠制氧机，驱车跨境运输医用氧气
……为帮助缅甸民众抗疫，云南省侨界
与旅缅侨胞持续接力，向山水相连的缅
甸送去急需的医用氧气。一车车从云南
跨越边境驶来的医用氧气运输车，正为
艰难抗疫的缅甸民众送去希望。

“最需要医用氧气”

“医用氧气，是缅甸现在最需要的抗
疫物资！”云南省侨联主席高峰在接受采
访时说，“缅甸是云南籍侨胞最多的国
家，我们身在国内，但一直都在密切关
注缅甸疫情情况。随着第三波疫情日渐
严峻，旅缅侨胞告诉我们，当地最缺的
不是口罩，而是医用氧气。新冠肺炎危
重症患者治疗时急需氧气，但缅甸缺乏
制氧设备，大量病人因氧气不足而耽误
治疗。听到侨胞的建议，我们决定募集
捐款购买医用氧气，送到缅甸最需要的
地方。”

7 月 20 日，云南省华商公益基金
会、云南省光彩事业基金会、云南省温
暖工程慈善基金会、德宏高黎贡民族文
化教育发展基金会共同发出向缅甸捐赠
液态氧等医疗物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倡议。仅仅1天时间就收到了中国华侨公
益基金会 50万元捐款、福建省侨联捐赠
的120台制氧机、缅甸中华总商会永远名
誉会长杨钏玉捐赠的200台制氧机等善款
和物资。7 月 23 日，云南侨界捐赠的第
一车医用氧气从昆明驶出，7 月 28 日抵
达缅甸曼德勒大医院。

“祖 （籍） 国雪中送炭”

“看到制氧机送到缅甸民众身边，我
觉得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缅甸曼
德勒国民卫生与城市发展协助基金委员
会名誉主席、曼德勒云南同乡会理事长
蒋恩悌接受采访时讲述了他在缅甸的抗
疫见闻。“缅甸第三波疫情比前两波来势更加迅猛。德尔塔毒株
等新冠病毒变异毒株传染力非常强，传染速度非常快，缅甸新
冠肺炎感染人数激增。几乎所有医院和治疗中心都人满为患，
医护人员严重紧缺，医疗设备和物资供应不足，许多生活困难
的缅甸民众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治疗。”蒋恩悌说。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旅缅华侨华人贡献出一份力量。曼
德勒云南同乡会协助当地向中国企业订购了 5000 余台制氧机，
目前已全部运抵曼德勒，其中包括旅缅华侨华人捐赠的600余台
10升容量制氧机。

“我们向55个当地慈善机构捐赠了300多台制氧机。制氧机
送到慈善机构手中，他们马上就能拿去救人。”蒋恩悌说，“在
这段缅甸抗疫的艰难时期，我们旅缅侨胞和当地民众一直在一
起，尽全力捐赠当地最需要的物资。祖 （籍） 国在资金、物
资、运输等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对我们来说就是雪中送炭。”

“尽力给予支持帮助”

截至目前，云南侨界正在筹备向缅甸曼德勒地区捐赠了200
吨液化医用氧气，向仰光地区捐赠了 300 吨液化医用氧气。目
前，已有100吨液化医用氧气运达当地。每25吨的液态氧就能满
足1000名患者的需求。

据悉，云南侨界对缅甸抗疫的捐赠活动仍在继续。8 月 16
日，由云南华商公益基金会、云南省光彩事业基金会、云南省
温暖工程慈善基金会、德宏高黎贡民族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联
合向缅甸捐赠的一次性医用口罩、防护服、制氧机、药品、食
品等抗疫物资，通过“抗疫物资运输志愿团队”从云南芒市全部
送达缅甸，分发往缅甸迈扎央、八莫、勐兴地区进行捐赠。

“在去年国内疫情严重的时候，很多缅甸侨胞积极行动，克服
重重困难，捐赠大量物资和善款。他们全力以赴支援国内抗疫的
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现在，旅缅侨胞面临抗疫的艰难时期，
我们也希望尽最大努力给予他们支持和帮助，让他们重新燃起
抗疫希望。”高峰说。

“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跨不过的坎。我们还将和当地民众
一起坚守抗疫一线，继续为缅甸抗疫贡献力量。”蒋恩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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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广大海外侨胞受到极
大鼓舞，许多华侨选择回国升学和参与祖
国建设。同时，东南亚的马来亚、泰国、
缅甸等地实施排华和限制华侨政策，也使
大批难侨返回中国。如何接收和安置从海
外归国的华侨和难侨，成为中国政府尤其
是侨务部门的重要工作之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归难侨数量较少且
相对分散，中国政府主要采取分散安置为
主的方针。上世纪 50年代，广东、福建两
省建立华侨农场或华侨集体农庄，使归难
侨有了安居乐业之所，并积极投身社会主
义建设。上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印
尼、缅甸等国排华引发大批华侨归国。中
国政府转为按照集中安置为主、分散为辅
的方针，将归难侨集中安置在广东、福
建、广西、云南新设立和扩建的华侨农场。

上世纪 70年代，越南、柬埔寨和老挝
等国家的排华活动引发了新的华侨回国
潮，中国政府新设立了一批华侨农场集中
安置归难侨群体。至此，全国各地华侨农
场数量从原有的41个增加至80余个，分布
在广东、福建、广西、云南、海南、江西
和吉林7个省份，先后共接收安置了归难侨
数十万人。

创建之初，华侨农场有国营、私营以
及公私合营等多种形式，经过农业合作化运
动后，最终在上世纪 60年代确立了国营华
侨农场的体制。长期以来，华侨农场的性质
是全民所用制的农业企业，具有经济和政治
的双重属性，既是生产经营的实体，负有安
置归难侨的政治任务，也承担着学校、医院
等社会性事务。

总体来看，除了少数位于沿海省份、

临近大中城市的华侨农场外，大多数华侨
农场的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较为薄弱。作
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华侨农场虽然在
不同时期发展均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
市场经济大潮中，面临着发展困境和改革
挑战。华侨农场全民所有制的经济体制和
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
需要。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华侨农场的改革发
展问题，结合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
展以及华侨农场现实状况，先后出台《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国营华侨农场经济体制
改革的决定》《关于深化华侨农场经济体制
改革的意见》《国务院关于推进华侨农场改
革和发展的意见》 等指导华侨农场改革发
展的重要政策文件，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
也采取有力措施扶持华侨农场的发展。党

和政府始终重视华侨农场转型发展和归难侨
生产生活，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
力，通过政策、资金、社会保障和债务免除
等方面给予华侨农场大力支持，帮助华侨农
场改革发展。

在华侨农场的具体改革过程中，由于
各地区、各农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
面基础条件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改革中的
具体做法和实践也有所不同。在各级政
府、侨务部门和华侨农场干部群众的努力
下，华侨农场不断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
转型发展之路。当前，华侨农场改革稳步
推进，改革管理机制，调整完善产业结
构，基本解决了华侨农场发展过程中的诸
多问题，实现了“体制融入地方、管理融
入社会、经济融入市场”的“三融入”改
革目标。

归难侨是因特定时代背景和环境条件
而形成的国际移民群体。作为特殊的移民
社区，华侨农场的人口来自世界多个国家
和地区，具有不同的生活背景、语言文化
和生活习性，人口结构呈现多重性特征。
作为集中设置的移民聚居区，华侨农场产
生和发展也与国际背景、国家政策及侨务
工作有紧密关联。

华侨农场的集中安置模式，使归难侨
更快地适应社会环境，既有利于社会主义
建设，也有利于发挥归侨的优势和特长，
产生了较好的实践效果。同时，归难侨在
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享有一定的优惠
和照顾政策，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
心帮助。不同于绝大多数国家设置难民营
的安置模式，中国政府因地制宜，实践探
索形成以华侨农场方式集中安置归难侨的

“中国模式”，也为国际难民安置提供了
“中国经验”。

经过几十年发展，归难侨和农场职工
用勤劳的双手艰苦创业、勇于开拓，使华
侨农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取得了较
大发展。从成立到发展，再到融入市场
与社会，随着农场体制改革转型的基本
完成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华侨农
场旧貌换新颜，必将在新时代谱写华彩
篇章！

（作者系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会员）

归难侨的安置与华侨农场的设立及改革
农 华

回望中共百年侨务工作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百年航程 赤
子侨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主题展”上，一张1937年由曼谷炮台县开具
的侨民返乡许可证，默默讲述着泰国归侨
回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的历史故事。这份
返乡证的主人是泰国归侨、抗战老兵苏
青，他的子女于2014年将返乡证捐赠给华
侨历史博物馆，与返乡证一同捐赠的还有34

件苏青保存的历史文物。
新四军职务胸章，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

业证书，抗日战争中缴获的日军军官的望远
镜、皮手套……这些苏青子女捐赠的文物在
博物馆引人注目。苏青长子苏穗生告诉本报
记者，让更多人了解华侨华人在中国革命发
展中的贡献，是他和兄弟姐妹6人的共同愿
望。以下是苏穗生对父亲的回忆。

归国——

回国抗日是共同愿望

1938年2月，抗日烽火遍燃中华大地，我父亲苏
青从泰国回国。那时，他刚满 20 周岁。出发前，在
即将开离曼谷的轮船上，他和同行旅泰华侨青年留下
一张合影。合照里的青年身着衬衣，面带微笑，意气
风发。回国抗日，是他们的共同愿望。

回国之前，我的父亲已在泰国深入参与共产党领
导的系列活动。1918年出生于广东揭阳的他，1926年随
父母到泰国谋生。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部分
中共党员流亡东南亚。1929 年，父亲在曼谷罗斗圈小
学当工读生时，通过当地的共产党组织成员接触到共
产主义思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父亲积极参与
当地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参加共产党在泰国领导的

“反帝大同盟”“暹罗华侨抗日救国联会”下属的“工
人抗日救国会”“学生抗日救国会”等组织。1937 年
10 月，父亲在泰国加入共产党。1938 年 2 月，父亲受
共产党泰国分支组织的派遣回中国学习。

在广东汕头登陆后，父亲一行辗转到福建龙岩
加入新四军二支队，之后受组织安排前往延安学
习，被分 配 到 抗 日 军 政 大学 （简称“抗大”） 四
期 一 大 队 军 事 第 九队学习。在泰国艰苦求学的经
历，让父亲对回国后的学习机会分外珍惜。在抗大，
父亲受到大队嘉奖，奖品笔记本保留至今。在父亲的
抗大毕业证书上，有毛泽东的题词：“勇敢坚定沉
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
己的一切。”这正是父亲的信念。

投笔从戎是父亲学成后的理想。1940年，父亲在
延安抗日军政学院继续深造。1942年毕业后，被分配
到晋西北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晋绥军区三分区司令部任
作战参谋，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作战——

总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个

在所有捐赠品中，父亲缴获日本军官的望远镜，
是我们兄弟姐妹最喜欢的一件。这是父亲在抗日战争
中参加甄家庄战役歼灭日寇春川大队时缴获的战利
品。父亲曾讲起这场战役的惊险过程，给我们留下了
深刻印象。

1943年9月，八路军晋绥军区部队在山西省兴县
甄家庄地区反击日伪军“扫荡”，日寇春川大队在甄
家庄连续三次陷入八路军的包围中。10月8日晚，日
寇百余人企图偷袭我父亲所在的八路军指挥所，以突
破八路军包围。当时作为军分区作战参谋的父亲，立
即策马奔赴军区前线指挥所报告情况，请求前线派兵
增援。父亲只身在山涧中策马狂奔，山涧两边的日寇
不断对父亲开枪。父亲成功抵达前线指挥所汇报情
况，领来增援部队，将偷袭的敌军击退。最终，八路
军在10月11日将敌军歼灭，歼灭日寇700余人，缴获
重机枪 2 挺、轻机枪 15 挺、长短枪 203 支。战斗中，
父亲缴获了日本军官的望远镜和皮手套，斑驳的皮镜
壳里还有一块白绢，上面残留着暗红的血迹。

小时候，我们兄弟姐妹都很喜欢这个望远镜。
父亲闲时会坐在家里房顶的天台，用这个望远镜教

我们看星象，哪个是北斗星，哪个是天秤座，哪个是
猎户座……这些父亲行军作战时为辨别方位积累的实
用知识，成为和我们休闲娱乐时的有趣谈资。后来，
我们才知道，这个纪念品是父亲和战友们用鲜血换来
的，父亲口中刺激的战争“故事”，是他亲身经历的九
死一生。

抗日战争期间，父亲多次参加反扫荡、反蚕食战
斗，因作战有功，两次获得军分区的通令嘉奖。行军
打仗时，父亲总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个。父亲的战友曾
经跟我说，当时，他常常帮别的战士背枪，一人肩上
扛着几杆枪，像铁打的似的。

传承——

让更多人了解华侨华人贡献

从 20 岁义无反顾回国抗日，到参加解放战争，再
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广州市政府部门任职，父亲的一生都
在为他眷恋热爱的祖国尽自己的一份力。20世纪30年
代，像父亲一样从泰国回国参加抗战的旅泰华侨非常
多，其中许多华侨青年都在战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70年，受父亲的影响，17岁的我参军入伍。临
走的前一夜，父亲把我叫去，嘱咐我在部队“一要相

信党，二要相信人民群众，三要相信社会主义道
路”。当时还在叛逆期的我并不太理解，但在部队和
之后的人生道路中屡次遇到困难和抉择时，父亲的这
三点叮咛让我一直走在正确的成长道路上。爱国爱党
是他的坚定信念，也是他对我们兄弟姐妹的终身教
育，尽管从事的行业不同，我们兄弟姐妹6人都是早
早入党的“老党员”。

从部队退役后，我在工厂从事微型计算机相关的技
术工作，之后出国留学，归国创业，无论是学习技术，还
是开办企业，父亲从小教育我们的“勇敢、节俭、助人为
乐、脚踏实地”，都在时刻提醒督促着我。1995年起，我
经营的公司设立新力苏青助学基金，用于资助国内在
学但家庭经济困难且品学兼优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至今已捐助了500余人。父亲的教诲，不仅在家族内传
承，也通过我们的努力，影响着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

1997年，父亲因心脏病发作不幸辞世。在整理父
亲遗物的过程中，我们兄弟姐妹日渐萌生把父亲的

“收藏”捐赠出去的想法。2014 年，经过慎重思考，
我们决定，将父亲留下来的有价值的遗物全部捐赠给
新筹建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我们希望让更多人了
解，在中国抗日救亡、革命建设的过程中，广大华侨
华人贡献了许多力量。中国的崛起和发展，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全体华夏儿女共同努力的结果。

泰国归侨、抗战老兵苏青之子苏穗生回忆父亲——

“爱国爱党是他的坚定信念”
本报记者 高 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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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苏青在山西省兴县甄家庄地区反击日伪
军“扫荡”时缴获的望远镜和皮手套。

苏青全家合影。一排左侧为苏青，二排左起第
三人为苏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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