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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人稠山谷婿，虽欲就耕无地辟。 州南有海浩元穷，每岁造舟通异域" 。

宋代谢履的 《泉南歌~ ，是泉州先民造船越洋谋生的真实写照。 泉州人耕海牧洋，

闯荡天下，造就了泉州人胸怀四海 、 爱拼敢赢、急、公尚义的精神特质，也让泉州

成为全国著名侨乡，使"侨"成为泉州一大优势、 一大文化、 一大力量。

为凝聚侨心、守望相助、振兴家邦，泉州很早就成立了归侨团体。 以 1912

年创立泉州华侨公会为肇端，民国时期泉属各县先后自发成立了 10 个具有互助

性质的归侨团体，在联络乡情，引导侨资兴业、捐赠等方面颇有建树。

新中国成立伊始，永春即成立全省第一个县级侨联组织。 之后，鲤城、晋

江、石狮等基层侨联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诞生。 1962 年，作为泉州市侨联的

前身一一晋江专区侨联成立，在带领广大基层侨联组织、团结归侨侨眷和海外乡

亲，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侨务工作列入党和国家重要议事日程，逐渐走上制度化、法

制化轨道。 侨联组织作为一级人民团体、政协组成界别、侨界群众利益代表及开

展侨务工作的重要载体 工作对象、组织数量及地位作用上发生了根本变化。 围

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全市各级侨联认真履行群众工作、参政议政、维护侨

益、海外联谊基本职能，积极发挥与海内外侨亲联系紧密的天然优势，凝聚侨心

侨力，奉献公益事业，服务经济建设，成为泉州繁荣崛起的见证者、参与者、推

动者。

盛世修志，古今皆然。 在侨联志编委会和市、县两级侨联及相关单位、 人员

的共同努力下， ~泉州市侨联志》终于成书付梓，为泉州的建设和发展留下了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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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珍贵的历史记忆。 该书资料翔实，体例完备，时间跨度长 (1912-2007 年) , 

充分展示了归侨侨眷的爱国奉献风采，详细记录了侨联组织的开拓奋进历程，有

效填补了泉州地方志的一项空白 在存史、资政、育人上具有重要的作用。

我们衷心希望广大侨联工作者，以《泉州市侨联志》 的出版发行为契机，发

扬传统，发挥优势，不断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侨联工作，进一步凝聚侨心、汇

集侨智、发挥侨力、维护侨益，更加广泛地组织引导归侨侨眷、港澳同胞和海外

乡亲投身海西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热潮，为在更高起点上推进现代化泉州建设作

出更大的贡献。

谨此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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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泉州市侨联志》的编篡，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

事求是地反映本市现辖区侨联组织的历史和现状，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

料性的统一O

二、本志根据新方志详近略远及横分门类、纵述历史、纵横结合原则，记述

本地侨联组织的发展过程、工作特色及经验教训 。 以志为主，设 11 章口 开篇有

概述、大事记。 采用规范的白话文记述，以文为主，辅以图、表。

三、本志上限清代末年，下限 2007 年 12 月 D

四、侨联长期以来系归侨、侨眷的组织，本志记述泉州市现辖行政区域的侨

联组织及泉籍归侨的活动。 收录的人物系对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大影响和较大

贡献的归侨，以及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泉籍归侨。 港澳同胞与侨联组织关系密

切，多系归侨侨眷，限于篇幅，侨眷未予列入人物传(表)中 。 人物传循"生

不入传"原则，以生年为序。 生年相同者，以卒年先后为序。

五、本志历史纪年采用朝代年号 年份括注公元纪年。 公元纪年、月份、日

期和统计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 计量单位名称、符号按法定的标准使用。

六、本志全称过长的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注明后使用规范的简称，如

"泉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简称为"泉州市侨联"称谓采用第三人称，如我市

称泉州市;人物直书姓名且不冠褒抑之词。

七、本志涉及华侨华人的相关内容，有些人难以述其国籍、姓名，概称之为

"海外乡亲"不再具体加以说明 D

八、本志资料来源较广，文中不一一加注，仅在志书之未附载主要参考资料

书目，以省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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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述

泉州是全国著名侨乡，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有 750 多万人，港澳同胞约 75

万人，归侨侨眷和出国人员眷属 253 万人。 国内归侨侨眷历来热心组织独具特色

的社会团体，为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贡献力量，泉州亦然。

(一)

民国元年 (1912 年)泉州华侨公会应运而生，在调处侨乡械斗，排解侨眷

纠纷，动员华侨创办实业、兴建学校及捐建公益事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民国

12 年 (1923 年)粤军许崇智人闽，公会会所被占，活动被迫停止。 民国 16 年

(1927 年)初北伐军人闽，公会恢复活动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被取缔。 民国 21

年(1932 年) 5 月，十九路军入闽，泉州归侨又酝酿恢复公会。 此后因战事和政

治斗争频繁，导致组织分裂、会员锐减、会务间或停顿，至民国 36 年 (1947

年)被晋江县华侨协会所取代。

民国时期，随着泉州归侨数量的不断增多，为加强团结互助，维护自身权

益，永春县华侨联合会、华侨协会福建支会德化分会、南安县海外华侨公会、惠

安县华侨公会、安溪县海外华侨公会等相继成立，泉属各县归侨团体数量位居全

省前列。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批泉州海外爱国人士、青年学生，怀着赤诚报国

之心，毅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他们冀望成立自己的组织，从而揭开了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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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联组织的序幕。 各级侨联紧密团结和联系归侨侨眷和海外华侨这两大群体，发

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履行参政议政、维护侨益、海外联谊、群众工作的职能，致

力于为侨服务和为经济建设服务，促进泉州经济社会发展。

泉州市侨联组织一般是从县一级侨联先行组建，也有少数乡镇率先成立组

织。 1949 年 10 月，永春归国华侨民主联合会成立。 随后，时属晋江专区的泉州

市、晋江县、德化县、南安县、安溪县、惠安县、同安县、青田县、仙游县均成

立归国华侨联谊会。 1953 年 6 月 全专区有 40 个侨联组织， 1 万多名会员 。

1956 年 10 月，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成立，专区各县 (市)的归国华侨联谊

会遂改称归国华侨联合会口 根据侨务工作发展需要 ， 1961 年 10 月成立晋江专区

侨联筹委会，翌年 1 月晋江专区归国华侨联合会正式成立。 造至 1965 年，全区

有 57 个县及县以下侨联组织，会员遍及城乡各地，初步形成三级侨联组织网络。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侨联组织围绕中心工作，发挥独特优势，起到

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加各项政治运动，不断提高思想觉悟。 晋江县侨联发动归侨

侨眷订立爱国公约，捐献一架"华侨号"战斗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组织生产

自救，为侨排忧解难。 泉州市侨联动员殷实归侨技资创办生产企业，开办华侨补

习学校，参与筹建泉州华侨新村，帮助解决归侨侨眷就业、学习及生活困难问

题;协助安置归国难侨，宣传侨务方针政策。 各级侨联组织协助政府筹建华侨农

场、建造住房，参与发放生活救济、安置归国贫难侨;引导华侨投资捐赠，促进

侨乡繁荣发展。 各级侨联争取侨汇创办工厂企业，引导侨胞捐赠社会公益事业，

促进侨乡经济发展、 文教昌盛和社会进步。

"文化大革命"期间，侨务工作遭受严重摧残，侨联组织被迫停止活动，陷

入瘫痪状态。 1978 年召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着手拨乱反正，实行

改革开放政策，侨务工作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1979 年 5 月召开晋江地区第二次侨代会，随后各级侨联组织相继恢复，老侨

联工作者重返工作岗位，同时充实一批新生力量 ， 经费和编制逐步得到落实。

1985 年，泉州升格为地级市，翌年 1 月，晋江地区侨联改称泉州市侨联，原泉州

市侨联易名鲤城区侨联。 此后，由于行政区域调整，新成立了一批县、镇两级侨

联，并在归侨侨眷较为集中的华侨农场及企事业单位成立侨联组织。 200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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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中国侨联部署开展"组织建设" 、 "维护侨益"、"海外联谊"、"群众工

作"、"文化交流"、"能力建设"、"聚侨心、促和谐"等系列活动，侨联组织

"五有" (有组织 、 有队伍、 有经费、有阵地、 有活动)建设取得新进展。 2007

年，泉州市有 1551 个侨联组织，有 5864 名侨联工作者，形成较为完善的市、

县 、 乡镇、村居(社区)四级侨联组织网络。

改革开放以后，各级侨联秉承宗旨，履行职能，服务大局，为构建和谐侨

乡，作出积极贡献。 协助各级政府落实侨务政策。 开展信访和调查工作，协助平

反冤假错案、退还华侨私房、回收下放归侨侨眷职工及落实归侨侨眷知识分子政

策等。 发挥优势服务经济建设。 1979 年底国务院侨办、全国侨联在泉州召开全

国侨乡工作座谈会后，侨联组织配合有关部门，利用优惠政策，扶持侨属企业、

自办经济实体，协助有关部门引进资金、设备、技术、人才，促进外向型经济的

发展。 开展侨史研究和爱国主义教育。 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出版侨史专辑，促

进海内外学术交流;推出"出国史馆"和"泉州人在南洋"专题馆，举办临时

展览，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编印乡讯传递桑梓信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

化。 参加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侨联组织及侨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呈递议

案提案，反映侨情民意，履行参政议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职能，维护海内外

侨界正当合法权益。 开展海内外联谊活动。 立足民间性、群众性、统战性、涉外

性特点，参与举办华裔青少年夏(冬)令营，创建侨情信息网站，创新侨联工作

机制，增进侨联事业的生机活力 。

侨联组织是开展侨务工作的重要机构，是党和政府联系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

的桥梁和纽带，被誉为"归侨侨眷之家"和"侨胞之家" 。 据不完全统计，

1983-2007 年，全市各级侨联组织 189 次被国家、省人事、侨务部门及中共泉州

市委、市政府评为"侨联(侨务)系统先进集体"侨联工作者、归侨侨眷 531

人次被各级政府 、 部门评为"侨联(侨务)系统先进工作者" 、 "归侨侨眷先进

个人"展示了侨联组织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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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民国

民国元年 (1912 年)

泉州华侨公会成立，印尼归侨蒋报策任第一届理事会会长。

民国 5 年 (1916 年)

南洋归侨许冀公任福建护国军总司令，领导福建讨袁作战。

民国 8 年 (1919 年)

4 月，日本归侨陈清机、王敬祥在安海创办闽南泉安民办汽车路股份有限

公司 。

民国 14 年 (1925 年)

新加坡归侨庄希泉联络反帝爱国人士组织"厦门外交后援会"开展废除不

平等条约斗争。

民国 15 年 (1926 年)

8 月，永春县华侨联合会成立，郑成勋任会长。

11 月，马来亚归侨颜步青在永春建立第一个赤色农会并任主席。

民国 16 年 (1927 年)

年初，华侨协会福建支会在厦门成立，同年 3 月 3 日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

会，选举戴金华为主席。

4 

4 月，华侨协会福建支会德化分会成立，罗信尔任会长。

民国 17 年 (1928 年)

12 月，新加坡归侨庄汉民邀集泉州地方人士创办 《民众报~ (半周刊) 。

、



、

民国 19 年 (1930 年)

9 月，马来亚归侨蓝飞鹤、吴敦仁领导惠安武装暴动。

民国 21 年 (1932 年)

大事记

4 月，归侨蔡子钦、陈清机等在华侨、归侨、侨眷中集资承顶泉州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改组为泉州电灯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民国 24 年 (1935 年)

3 月，南安县海外华侨公会成立，吴膜麟任理事长D

10 月，永春县海外华侨协会成立，林传织任会长。

民国 26 年 (1937 年)

2 月，德化县海外华侨公会成立，陈继、郑时烘、曾金玲、苏腾、王训任常

务理事。

民国 27 年 (1938 年)

1 月 20 日，沈尔七率"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 28 人(其中泉籍 21 人)离

菲回国至厦门，经龙岩北上至皖南参加新四军。

民国 28 年 (1939 年)

9 月初，王西雄率"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慰劳团" 23 人(其中泉

籍 19 人)抵达皖南新四军军部慰劳，后全部加入新四军。

同年"南侨总会"动员 3192 名华侨机工和司机参加滇缅公路运输工作，其

中 800 多名闽籍华侨多系泉籍人。

民国 29 年 (1940 年)

9 月 5 日，泉籍菲律宾归侨卡一(庄焰)参与组建的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成

立，这是中国侨联的前身。 1946 年 3 月 12 日易名为"中国延安华侨联合会"

1948 年下半年更名为"中国解放区归国华侨联合会" 。

民国 30 年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及南洋各埠相继沦陷，侨汇断绝达 3

年之久。

民国 31 年 (1942 年)

2 月 20 日，惠安县华侨公会召开成立大会，辛宗鑫任常务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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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安溪县海外华侨公会成立，王瑞璧任理事长。

民国 32 年 (1943 年)

秋，李光前委托归侨李硕果创办南安国光中学，扩建国专第一至四小学。

民国 37 年 (1948 年)

年初，菲律宾"劳联会"被迫停止活动，其领导层成员许立、高剑峰、王汉

杰等陆续回国参加解放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 月 22 日，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成立，何香凝任主任，泉籍归侨

庄希泉、庄明理、李铁民任副主任，许立、王雨亭、叶飞等任委员 O 同月，永春

县归国华侨民主联合会成立，徐志荣任主席。

1950 年

1 月 25 日，省人民政府公布 《侨汇暂行处理办法》 及 《管理侨汇业务暂行

办法》 。

12 月 1 日，晋江县归国华侨联谊会城关区分会(泉州市归国华侨联谊会前

身)成立。

1951 年

1 月 30 日，泉州市归国华侨联谊会成立，赵祖培任主席。 会议号召归侨侨眷

捐款支援抗美援朝。

4 月 25-27 日，晋江县归国华侨联谊会成立，蔡世的任主席。

7 月 10 日，晋江县侨联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号召，决定捐献"晋江华侨

号"飞机 1 架;同月，德化县归国华侨联谊会成立，罗信尔任主席。

11 月 27 日，全省侨务工作扩大会议闭幕，确定今后工作方针:加强爱国主

义宣传教育，开展增产节约活动，变消费的侨乡为生产的侨乡;做好归侨、难侨

安置救济，协助侨生升学;建立华侨服务机构，对侨乡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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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52 年

7 月 20 日，公私合营福建华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惠安籍归侨黄长水任

董事长。

1953 年

3 月 26 日， 晋江专区专员公署召开侨务工作会议，传达福建省委侨务工作会

议关于侨务工作以组织推动侨眷、归侨参加生产为中心任务的精神。

11 月，印尼归侨尤扬祖在永春租用猛虎山创建垦殖场。

12 月 20 日， 专区侨务局召开晋江专区归侨侨眷代表座谈会，发动归侨、侨

眷参加农业互助合作社。

1954 年

1 月，永春县侨联配合省侨委、县政府创办北腔华侨茶果场。

4 月 9-11 日，南安县归国华侨联谊会成立，李五香任主席。

11 月 23 日， 泉州市归国华侨联谊会创办泉州华侨补习学校。

1955 年

3 月，福建华侨投资募股委员会晋江分会成立，印尼归侨陈启紫任主任。

4 月，地委召开侨务工作扩大会议， 要求各县(市)认真贯彻国务院 《关于

贯彻保护侨汇政策的命令~ ，提前改变华侨地主成份与处理华侨土改中遗留问题。

5 月，印尼归侨陈启紫当选晋江县副县长。

秋季，泉州市党委 、 政府、侨联、国营建筑单位及社会人士组成"泉州市华

侨新村筹建委员会"筹建华侨新村。

12 月，马来亚归侨李坞陵当选南安县副县长。

1956 年

3 月 17 日，福建省华侨投资辅导委员会成立，副省长尤扬祖兼任主任委员 。

9 月，安溪县归国华侨联谊会成立，柯文琪任主任。

10 月 5 日，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成立，陈嘉庚任主席，泉籍归侨庄希

泉、尤扬祖、黄长水、李铁民、庄明理、高明轩、颜子俊当选副主席。 泉籍归侨

吕敦村、陈启紫、李五香、傅维丹、陈觉万等 22 人当选委员 D 全国各地"归国

华侨联谊会"改为"归国华侨联合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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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惠安籍归侨张文裕博士从美国回国，到中国原子能研究所、中国科

技大学任职D

国务院内政部[民 (56) 字第 1205 号文]明确规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

联合会(简称全国侨联)为我国一级人民团体" 。

1957 年

1 月，惠安县归国华侨联合会成立，贺福来任主席。

4 月 12 日，泉籍归侨尤扬祖、郭瑞人、高明轩、洪丝丝、张楚王昆、 颜子俊等

被国务院任命为中侨委委员 D

同年，晋江专区归侨侨眷占人口 30% 以上乡镇，均成立侨属工作委员会。

1958 年

4 月，永春县侨联创办 《桃源乡讯~ o

5 月，南安县侨联创办 《南安侨讯》 。

6 月 15 日，晋江专区召开归侨侨眷代表会议，发出号召:要插红旗、拔白

旗，力争上游，跃进居先。

7 月 13 日，为期 25 天的晋江专区华侨界整风交心会结束， 11 个县、市侨联

常委执委 139 人参加 。

夏季，晋江县侨务局、侨联、工商联联合创办双阳华侨工商农场，安置 70

多名侨属子女就业。 翌年 12 月，扩建为双阳华侨农场，安置印尼难侨。

11 月，安溪县侨联创办 《安溪乡讯》 。

是年至 1966 年，在外贸部门的支持下，专区创办 100 多家侨属企业，成为

外贸产品生产基地和乡镇企业的前驱。

1959 年

1 月，晋江县侨务部门创办 《晋江乡讯》 。 惠安县侨联创办 《螺阳乡讯~ o

2 月 5 日，全国侨联副主席颜子俊逝世。

6 月 23 日，中侨委副主任方方在专区归侨、侨眷代表座谈会上指出:国内侨

务工作的原则是"一视同仁，适当照顾" 。

8 月 3 日，全国侨联发出 《学习归侨学生陈万里同志高尚的共产主义品质》

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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