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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

一九五六年阳山县侨务机构成立后，在县委、县政府的须导下，’认；

真贯彻执行党的侨务政策，为安置归侨，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

做了大量工作。‘舅文化大革命一期间由于受。左”的思潮干扰，侨务工

作一度中止了活动，广大归侨，侨眷与海外华侨，港澳同胞隔断了联

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开放改革。认真贯彻落实各项侨务政

策，调动了华侨。港澳同胞，归侨，侨眷的爱国爱乡的热情．积极投入

祖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侨务工作取得显著的成绩：为了方便领导和

有关部门了解我县的基本侨情和侨务工作的情况，更加重视和支持侨务

工作。我们编写《阳山县侨务志》+

《阳山县侨务志》的编写，历时一年多，1 987年8月研究方案和编

写提纲，开展内外资割的收集，整理工作，查阅了档案历史资动、调查

访问有关知情人士．10月份经过二次的修改，写出了初稿，印发有关部

门征求意见，充实了资料，逐步完善。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县志办，县

政协文史组和有关人员的协助和支持，表示感谢。由于水平所限，不妥

和错误之处所在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二九九一年十一月



一 ：

凡 例 ．

一、本志坚持以。实事求是4为原则。

二、本志记事“详今略古一，着重记述现代和当代现状。

三，本志断限，上限成丰八年(1 858年)下迄1991年。

四．本志以横排纵写的志体通侧，编目层次按章、节．目。全志分

四章十节，共16，ooo多,字．

五、本志分剔运用记、志，传等体裁表述内容。

六、本志以_生不立传”为原则，立传人物除本县旅外华侨之有重

要业绩者外，包括归侨与外籍华人之著名人物．在世人物确有可记述的

事迹，以事系人的方法在有关编章节目中予以记述。

七，本志资料除县档案馆和知情人提供外绝大部分来自县侨务部门

档案资料· ．

、．



概 述

阳山县位于广东省西北部，属清远市管辖、全县总面积3 8 9 3平方公里、人口44．7万，

现设2 0个乡镇，阳山县人民政府驻阳城镇。

阳山县水陆交通方便，全县拥有公路千线8 5 8公里，地方公路3 8 2公里，已实现乡

乡通公路，国道1 0 7线贯穿县境，县城距广州1 9 O公里，水路从连江转北江直达广州

3 7 5公里，常年可通航5 0吨以上货轮，邮电通讯较为先进，县城已开通了自动电话，长

途直拨电话已并入全国程控网，供电、供水设备完善。

阳山县华侨出国是因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原因，人民生活逐渐

陷于困境，为了生存，出外谋生。阳山县海外华侨有六千多人，分布在十七个国家，而比较

集中的是．在东南亚。出国初期为殖民主义者开垦种植园，采锡矿、单纯从事体力劳动。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华侨社会起了很大的变亿，从事体力劳动转为经济活动，从埋头谋

生转为参与侨居国的政治活动。华侨一旦业有所成，他们念念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对祖国

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繁荣十分关心并作出一定的贡献。

建国以来，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侨务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正确对待所谓“海外关

系，，的政策；提前改变华侨地、富成份的政策，对归侨，侨眷知识分子的政策，对华侨，归

侨侨眷出入境政策；对归侨安置政策，归国华侨学生升学政策I关于华侨捐赠的政策，关于

保护和鼓励侨汇的政策，关于落实侨房政策j这些政策和法规，对做好侨务工作，落实各项

侨务政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侨务部门对本县经济建

设、改革开放以及侨务工作傲了大量工作，作出了一定贡献。

展望未来，随着开放改革的深入，国家的繁荣昌盛、广大华侨、华裔，侨眷的爱家爱乡

之心将与日俱增，侨务工作也将进一步开翻新的局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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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f 一九五六年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提前改变华侨地主，富农成份问题的有关指示，

i对土改复查时划为华侨地主，富农成份的，一律予以改正·

一九五九年一月，县政府在七拱大禾岗开办“华侨蚕场，，，安置三十多位归侨。粮食由

县供应，工资靠场收入。归侨潘杞任场长，归侨邹顺养任党支部书记。

一九六一年冬， “阳山县归国华侨联合会，，正式成立。召开阳山县归侨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委员豸彳人。主任委员潘杞，副主任委员程智昌。

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同，我县侨务工作取得一定成绩，受到韶关地区的好评。《文

汇报》记者前来采访，并摄影了将军山，七拱桥外景，编写成海外版，向海外发行。

一九七九年三月阳山县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成立阳山县侨务办公室，主任林平。

一九八。年六月十五日，阳山县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同意恢复“阳山县归国华侨联会

会，，的活动，由县归侨、侨眷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届侨联会。主席罗玉池、副主席范启泉

．，梁练兴。

一九A,-年秋，马来西亚华人，沙巴州人民行动党副主席江万里先生回到广州参加秋交

会和回乡探亲·

一九八三年春节，美籍华人，香港连阳同乡会永远董事长梁惠倩女士。回乡观光并赠送

一辆兰凌牌面包车给侨联。

一九八三年五月，县侨联赠订了五千份《羊城晚报》海外版(其中一版登载阳山消息)

寄发旅居马来西亚沙巴州阳山华侨和香港同胞。

一九八三年九月，县委决定派出县侨办主任林平，农机局局长梁象山赴港开展侨务工
作。

一九八三年十月九日’，县委，县政府乘深阳副食品加工厂开业之机，以侨联名誉邀清香

港同胞八十七人回深圳参加豆腐宴。他们当中有孙科的卫士邹玉元及其夫人李慧京，刘铭

然、刘景然两兄弟，杨钊源夫妇，黄氏家族代表黄秋玉夫妇等。阳山县委书记杨雄，县长罗

水钦，副县长李如荣，常委曾丽娴等主持和出席了这次宴会．

一九八三年九月，侨办主任林平，农机局局长梁象山赴港开展侨务工作时，由陈瑞应先

生倡议，发动阳山县旅港同胞赠送一辆小丰田面包车给县侨联。 ，

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五年县侨办，侨联会同政协，统战部先后六次邀请香港同胞回深圳

召并座谈会．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一日，召开阳山县第三次归侨，侨眷、港澳同胞家属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第四届湃联会，主席罗玉池，剐主席范启泉、玉彪、何芬兰．梁虑兴，丘瑞全、刘卓廉t

莉时成立“阳山县港澳台同胞联谊会一。 ．．



一九八五年九月，组织侨务出港考察组，由政协副主席莫坤，县委常委黄碧云、县政协

办公室主任林平，县侨联主席罗玉池等到香港考察。会见阳山在港的乡亲七十多人。

一九八五年九月，马来西亚籍华人，国际中华武术会会员，马来西亚毗叻州华入武术会

会长朱汉湘先生回乡接收祖遗侨房。目睹祖国和家乡的变化，自愿将一座四层楼房总面积为

5659平方米献给阳山县人民政府。他还在九月二十五日晚，在县人民礼堂作了褙湛的武术袭

演。

一九八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囊香港连陬同乡会”回乡观光圉一行二十六人，由永久会长

杨杰先生，董事会主席吴槐荫先生，监事长刘德志先生，董事梁绍棠先生等带领，路经韶

关，连县到达阳山，受到县四套班子领导，侨办、侨联以及有关部门的领导热烈的欢迎。观

光团赠送锦旗一面上书“爱我家乡，，以志留念。 ’

。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八日县委办、县府办联合发文，成立阳山县人民政府落实侨房政策领

导小组，组长胡斯训，副组长范启泉、刘英杰、冯记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

作。并由范启泉兼办公室主任，邹北林为副主任。

一九八六年十月四趴马来西亚籍华人黄开锋先生回乡观光，受到县领导及有关部门的
热情接待，黄先生以黄祯基后裔的名义购买了一千元的图书分别赠送给通圩中学、七拱小

学、阳城镇中学、背岭中学、迸修学校，以表心意。

一九八六年八月，我县侨联被评为韶关市先进侨联，并赠送一面锦旗“热心为侨胞服

务"以资鼓励。

一九八七年九月，广东省副省长黄清渠到达阳山县检查侨务工作，侨办主任范启泉作了

汇报，并弱新圩乡参观，慰问归侨唐胄镜，了解生产，生活情况。

一九八八年六月省侨办安置处处长李绪国率领四位同志到我县检查扶持归侨困难户工

作，并作了指示。 一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第一任侨办主任林平同志从县政协办调回侨办任主任。

一九八九年五月侨办，侨联宿舍大楼竣工六月份交付使用。

美籍华人梅清仪女士两次来阳山探访侨办侨联，捐赠日立牌1 8时方角彩电和1 6 8登

冰箱各一台供本招待房使用，并捐款三千港元购置招待房用品。 。，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一日县人民政府决定，将原属接待科管理的中旅社划归侨办领导和管

理。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八日，由省侨办壬康宁副处长、市侨办陈耀兴副主任等七位同志组成

的省市落实侨房政策检查验收工作组到我县对农村侨房落实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合格。

一九九。年三月八日，原诉办主任范启泉从清远市华侨实业发展公司调园县侨办任支部

书记。 r

五月九日至十一日罗玉池，林平随清远市外事办纽团到澳门考察。

六月四日至七日，范启泉，李雪，杨力平、余土石、曾洁卿、陈新莲等六人组团赴澳f1

考察。
’

一九九。年六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县政府招待所会议室召开第四次归侨，侨眷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陬山县第四届侨联会、罗玉池当选为主席、甘俊逵、唐天才当选为副主席，推

举范启泉为本届侨联名誉主席。聘请梁文法，温进德、曹锡梅为本届侨联顾问。



十月十一日澳门清远市简乡会旅游观光团一行1 8人应市政府IIg邀请到船山县参观游

览．

十月三十日清远市侨办组织六县=区扶贫工作检查小组到嘏山检查．

十一月十五日杨力平被任命为侨办副主任．

十二月二十三接待香港浸会学院学生一行1 6人。虫副县长谭伟瑞陪同到江英乡龙家管

理区参观反季节蔬菜。二十四日游览北山寺。

一九九一年三月中旅社司机钟超波调入县侨办任司机．

五月份范戈平从县物资局调入侨办工作。

五月份开办阳侨汽车修配厂，厂长孙进林。

六月份文子仁从小江镇政府调入侨办任正辩级触主任，主任。

七月份开办阳侨服装厂，厂长黄贵祥。

尤月份开办阳侨汽车配件部，法人代表坍秋．

十—毋县外事办瓤侨办分开办公。

十—月份孙避韩诲中旅社任醋经理'并任命王小龙为昭侨汽倍厂厂长．



第一章华侨

第一节华侨的形成与分布

一、华侨的形成

阳山华侨出国谋生，有其深刻的国际根源和社会根源。一是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

列强为开发本国资源和掠夺殖民地财富，需要大批劳动力，尤其是被瀹为英，荷殖民地的东

南亚诸国，殖民者在那里经营锡矿及开发种植园，需要大批劳动力。=是鸦片战争后，中国

大门被打开，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于公元1 8 6 0年与英国，法国政府签订有规定准许华民出

口条文的《北京条约》为西方列强大量诱骗掠夺华工敝开了门户，到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

年)沾政府还宣布废止海禁，进一步为华工出国提供了条件。三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瓜

分和掠夺，使中国论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政治腐败，战乱频繁，经济凋敝，城市失

业，农村破产，为了生存只好离乡别井，漂泊海外谋生。

我县的华侨，绝大多数是因经济困难以及各种天灾人祸破了产的农民，小商和小手工业

者。他们出国中有随亲戚明友或由亲友资助出国的，有矿主出费用，派人回来招工出国后，为

矿主敞二年苦工赎身的，也有极少数是携家产到海外经商的，此外，还有些是县属华侨出国

后、在侨居地经营商业，工厂、矿山，需要劳动力而回乡招收的。阳山出外谋生较早的有黎

埠崇里人杨伯仲。咸丰八年(1 8 5 8年)其父怀正遇害，母李氏因家资荡然，家计愈艰，

乃遣子伯仲经商南洋。另几位出国较早的是黄元钩之子黄开汉等人于1 8 8 1年先后出国谋

生，初期在种植园，锡矿当苦工，经过勤奋刨业，后兴家致富。目前其家族分布在马来西

亚，新加坡，欧美，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达3 0 0多人。

阳山华侨出国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公元l 8 6 0一l 9 0 0年，这个时期

出国的以外县籍移居本县的为多，如李谨初(康信)出生于同治十三年(公元1 8 7 3年)

原籍梅县松口，自幼随父母迁到本县黎埠淇潭村，十三岁(1 8 8 6年)就跟随原籍亲人到

马来亚做苦工，开锡矿致富。黄开汉原籍也是台山县人，为什么这个时期出国的多数是原籍

外县人呢?原因之一是这些外县来阳山定居的人，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等原因，生活逐渐陷于

困境。原因之二是这些外来人家近沿海，清政府未取销海禁时，已有许多居民利用海上交通

之便，侨迁国外或到外国贩运货物经商，因此为出外藻生提供了有利条件。除上述原因外，

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个时期民国政权动荡，战乱频繁，军阀混战，滇(云南)、桂(广西)粤

(广东)构兵．而且波及到阳山。据《阳山县志》记载，民国七年滇军张开儒部队驻防营长

李福骚扰阳山，民国九年滇军朱培德部与桂军苏世安部战于沙帽岭，民国十年桂军沈鸿英部

与粤军第七独立旅战于黎埠，杜步及三峡头，以挂军败退告终。直至民国十三年湘军谭延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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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第二军吴学剑一个营自英德窜驻阳山县城。加上地方治安混乱，人民生活更加困苦，遂决

计出外谋生者众。第二时期是公元1 9 o 1—1 9 8 0年，这一时期出国的，多数是早期出

国的华侨致富后，回乡招收工人或亲戚关系带出去的。七拱朱屋排村朱海均，1 9 1 5年到

马来亚谋生，因经营锡矿致富，矿场需要大批劳动力。朱海均便派邹明，陈朋，陈金等人回

家乡带人出去，一九二几年先后从七拱的草陂、朱屋排，圹坪，三家村，联坑、潭村，圹梨

坑，佳礼洞，太平的三元，杜步的丘屋、石阶，新圩的石角、隔坑等乡村招去工人及其家属三

百多人，现在单其故乡朱屋排村8 8户，就有3 o户是侨属。黎埠围龙村i 9 2 4一i928年

就有12户有人出国谋生。这一时期，也是阳山华侨出国最多的时期。第三个时期是1931年一

1949年，这个时期到海外谋生的较第二时期少，主要是通过国外亲戚朋友的介绍出国的。建

国以后，除极少数出国继承家产外，主要从港澳，台移居国外．

二．华侨的分布

阳山华侨有7 0 0户，5 4 2 5人，分布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越南，泰国、印

尼，文菜，日本、柬埔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洲、丹麦、缅甸，毛里求斯、新

西兰等十七个国家，阳山华侨侨居马来西亚较多为4 1 2 2人，占7 6％，他们多数住在吡

功和丰、金保，地摩埠，吉隆坡和沙巴州等地、其次是新加坡有6 7 7人．

第二节华侨的发展和变化

一、艰苦创业
‘’

j毒o”

阳山早期出国的华侨，他们多数在破产的情况下，被迫离乡别并，远渡重洋，踏进了完

全陌生的地域国度，进入一个不同语言，不同风俗，不同法律的社会，为殖民主义者开垦种

植园，采锡矿，过着非人的生活，不少人在那里流干了血汗，把白骨埋予异国《阳山县志))。‘

民国廿七年版记载：杨玑贤，杨晋熏及圹梨坑梁×等殁子外洋，有些一去音信全无，。致令妻

子年青守寡含辛侍老携几。清未黄遵宪曾写道：“华人渡海初，无异凿空凿；’周防渐虎落，蓝

缕启山林，邱圩变城郭，，，刻划出华人的刻苦耐劳，及对所在国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一些

国家为无名华人立碑，写着： “华人素叛坚忍耐劳著称，薪加坡，摈榔蜂，马六甲暨马来全

属，今日之繁荣，得之华人能力者颇非浅鲜，，， “华人先驱，功彰绩伟，开矿筑路，青史名

著"。可见华侨的刻苦耐劳精神，颇为后人和侨居国所称颂。县属华侨朱海均，李谨初先生

就是经过艰苦奋斗才致富的，他俩不仅回乡带出大量乡亲到国外，还分别寄钱回乡兴建了规

模较大的“学发公祠"及“信善楼，，。“朱海均所建先德学发公祠及新辟大禾岗村庄，见其

宏壮之规模，为北江数府州所未有甜。(朱汝珍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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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文化的发展

我县早期出国的华侨，主要到马来西亚为殖民主义者开垦种植园，开采锡矿当苦力，工+

资收入很微薄，由于身在异国，寄人篱下，饱受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压榨和岐视，在艰难困

苦的环境中挣扎，素以坚忍耐劳著称的华人，并不甘心于给殖民主义者当牛马，他们以坚强

的毅力，艰苦创业，经济发展很快，有的成了当地的巨贾。如朱海均先生，初到马来亚时，

在锡矿当苦力，后来在地摩埠与人合般开锡矿，经过塞l!折和失败，重整旗鼓，继续开发锡

矿，成为矿业巨贾，办起东福，东生两阃规模颇大锡矿公讯工人发展到一千多人。他还经
营商业，金保埠一条街的商店约半数是他的，并拥有。百多吉(一吉约等一亩y橡胶园。李

谨初先生，初到马来亚在吻郎(矿场)给人挖锡砂，洗锡米，工作十分艰苦，但他个性刚

强，坚持不懈，经过两年的刻苦耐劳-’不仅掌握了一套开矿的生产技术，还学会了一些管理

方法，赢得了矿主的信任和支持，开始自营矿业，开采出两条蕴藏量较大的锡矿坑。从此资

财日益雄厚，成为华侨在马来亚经营矿业的佼发者。

阳山华侨一旦业有成就，念念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李谨初在

侨居屠和当地侨胞一起创办了渡赣培学老毛怡保育才申学■明德、、尚德女子中学等，积极培

育人才，随着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华侨子弟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有些华侨还把

子女送到较发达的国家读书深鲁誉，不少灭联得硕士，博．士学位，成了专家，当了编辑和爵

译·

三、社会地位的提高

由于阳山华侨在侨居国刻苦耐劳，艰勤造业，并与侨居地人民和睦相处，为侨居地的攻

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繁荣作出一定的贡献。逐步改变当地人民和政府对华人的岐视态度。

他们当中有蝗参于政界、有的经商、有的热心教育和体育事业，不少华侨还积极参加当地反

侵略、反压迫盼斗争等。李谨初先生曾任波赖埠埠长，嘉应会馆总珲，以及和当地侨胞创办

的各校董事，主席及马来亚毗叻中华商会会董等职。又如江万里先生曾任写来西亚沙巴州人

民行动党酣主席。黄耀宗任马来西亚吃市设会议员，亚庇市中华总商会秘书长．朱海均的儿

子朱汉湘先生曾在马来两亚华人武术总会叻呲卅华人武术会任会长。国际武术委员会会员，

为继承和发扬中华武术作盛一定白顷赦。

第三节华侨的贡献

一◆砖侨居匿的翦跌

由于华侨在居住国长期定居，同当地人民友好相吣，血乳交溶，币呼益槽关，生死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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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对居住国的经挤、文化发展，在配合当地人民共同反对外国侵略，争取当地国家民族独

立的斗争等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十九世纪初期，马来亚是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治·经

挤，文化都很落后，丰富自然资源得不到开发和利用。我县华侨为马来亚在开发锡矿业，橡

胶园，交通工程和城市建设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在反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和压迫，在

抗日，抗英战争中与当地人民一起并肩作战，抗击侵略者。很多华侨加入马来亚的先进组

织，捐款捐物支援抗战，为侨居国人民争取独立而不惜牺性自己的一切。现我县的归侨中就

有九人在侨居国参加先进织组。

二、对祖国的贡献

爱国爱乡是华侨的光荣传统，阳山华侨与各地华侨一样，有着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强

烈感情，不管他们在侨居国的政治，经济地位如何，他们都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都希

望祖国的强大和繁荣昌盛，希望祖籍故乡建设得更美好，国内亲人生活得更幸福。他们都有

一颗“赤子之心，，，不少人十分关心祖国的革命和建设。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时期，海外广大

华侨给予大力的支持翻赞助。如黄开汉先生早年曾在侨居地参加同盟会，支持孙中山先生民

主革命。还有李谨初先生，也曾支持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运动。当时，每逢国内派人出洋

募捐，他除自己首先尽力捐献外，还为之奔走劝捐，不遗余力。朱海均先生捐白银三万两给

宋庆龄组织田出洋募捐队(朱海均先生的老管家丘绍先生在一九八五钷陪朱汉湘先生回国时

讲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各地华侨旅起丁轰轰烈烈的捐钱捐物的支援祖国的热潮。张文秋

先生自捐和募捐共款四十二万马币给募捐队(盖中华民国的印，收款人黄重。占)、在国内解

放战争时期，广大的海外华侨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在物力、财力支持外，还

送子圆国，参加抗日徊民族解放运动。黄开强先生，抗战时回国，在广卅开设福宁医院，抗

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响应祖国号召，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带领医疗队奔赴朝鲜前

线。在战场上抢救中朝伤病员战士立了功。

在建设家乡方面，不少华侨表现出爱国爱乡的热心行动。如李谨初、朱海均先生在侨居

目里艰苦创业，致富后不忘家乡建设，寄钱回故里分别兴建当时县内首届一指的“信营楼"

(曾为虎岗中学创办初期校址)和“学发公祠刀(曾为黄埔中正中学校址)。李谨初先生及

其儿子李鑫林先生还在故乡兴办学校。黄开汉先生抗战前夕回乡里省亲治疾，一九三九年春

与同乡梁家光先生创办光汉小学。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与国外的交往

及经济上往来日益扩大，侨务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不少世居海外的华侨陆续回来观光、省

亲。一九八五年九月，朱海均之子朱汉湘先生回国观光及省亲．目睹了祖国及家乡的巨大变

化。在观光期间，得到县领导及乡亲的热情接待，心情激动，感慨万千，在接受落实侨房

时，自愿把座落在七拱大禾岗的房屋主楼(5 6 5 9平方米)无条件地赠给阳山县人民政

府。

7



．第二章侨 乡

第一节 侨乡分布

暇山的侨乡是随着早期出国的华侨，在事业上有所进展而回乡招收工人和宗族亲戚朋友

关系带出海外而逐渐形成的。早期出国而又较有成就的主要有黎埠的李谨初，黄火胜，七拱

的均源黄氏兄弟，继面是邹荣明，朱海均、陈朋，新圩的丘北生、丘楼、张文秋、潘杞，桂步

的唐正、唐运利、唐枢等。因此，我县侨乡主要分布在七拱、黎埠、新圩、太平等乡镇。其

中在七拱有华侨1351人，新圩有华侨1 4 4 2人，黎埠有华侨8 9 0人，太平有华侨2 7 7

人。仅在民国二十五年至三十八年间，朱海均三次派人回乡带去乡亲三百多人，这些人到了

马来西亚后，逐渐发展和扩大自己的家族。七拱三家村由陈朋带去乡亲七户人，现在发展到

一百多人，七拱均源人数已达三百多人。水口镇鱼水村马来西亚华侨陈灶的一家就有1 5 0

多人。从原来的侨居地马来西亚、新加坡发展到欧美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第二节 归侨、侨眷

我县有归侨2 1 0人(解放后回国的9 8人)这些归侨中，有带着妻儿回国定居的，有

“叶落归根黟回乡安度晚年的，也有回国读书，毕业后留在国内工作的，还有因参加当地先

进组织和革命活动而被驱逐出境的。他们都怀着一颗赤子爱国之心回到祖国，回到家乡，积

极参加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各行各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

当中有在党攻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有从事教育事业的人民教师，有摘科学研究的科技

人员，有商人，有工人，以及在农业第一线的农民。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工

作积极，思想进步，积极参政议政I因而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有的还被评为县，

市，省，中央各级的劳功模范，先进工作者，有的还被0选为县．市的人大代表和政协Q委

员。如新圩乡隔坑村马来西亚归侨唐胄镜，初中毕业后，便专心致志地从事农业科研工作，

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受到省、市、县有关部门的表扬和奖励。

我县有侨誊8 2 6 9人，主要分布在七拱，新圩，黎埠，太平、杜步等七个乡镇。七拱

镇朱屋排村全村8 8户，就有3 0户侨眷。新圩乡石角村全村人口8 2 1 7人，其中侨眷

5 9 8人占1 8．4％。我县缛眷主要分布在七拱镇约塘坪、火岗、芙蓉、三家村，谭村、联

坑，冷阪坑，佳礼洞，新圩乡的石角，三所、新圩，隔坑、洞尾，黎埠镇的淇潭，大陂、联

坝、均安，太平乡的三元，围龙，杜步乡的旱坑、石阶，阳城镇的黄竹、石坳，东山的下坪

村。

十一届兰中全会以后，落实侨务各项政策，矫眷陆续与海外亲人加强了联络，不少海外

华侨也来信寻根问祖，了解家乡的变化，关心家乡的建设，汇钱瞻家。1 9 7 8年至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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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汇达8 7 1，0 0 0元。‘不包括寄回国内转达部毋)农树的经济发展，侨眷生活逐步富

裕起来。近年来，(1 9 8 7年调查)侨眷新建平房1 8 2间4 7 8 5平方米，新建楼房12

闯1 8 6 8平方米。黎埠镇大龙乡侨眷黄万芳新建二层钢筋水泥混合结构，外墙批石米的楼

房2 4 0平方米。

附： 各乡镇华侨情况

合计 其中

乡
’毛

户 人 马 新{越 泰 印 文 日 柬 美 法 英 加 澳 丹 缅 里 新
镇 来 加l 埔 拿

求
西

西
坡i南 国 尼 莱 本 寨 国 国 国 大 洲 麦 甸 兰数 数 亚 斯

新圩 206 1442 1037 122 8 5

七拱 207 1351 1035 270 28 5 6 5 2

黎埠 84 890 744 80 10 l 33 16 6

犁头 12 95 8 18 9 4 23 13 4 16

太平 47 277 88 142 22 17 8

岭背 7 54 54

黄坌 l 10 10

杨梅 4 36 18 10 8

桂步 33 165 王25 40

大 良 4 41 22 9 10

才< 口 2 160 150 L；IO

阳城镇 4 26 26
·

机关 89 878 543 15 7 80 88 29 10 9 63 24 10

合计 700 5425 4122 677 15 95 i147 5 l 133 19 42 86 2I 4 32 1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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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侨务工作

第一节侨务机构

阳山县的侨务机构，是在1 9 5 5年初根据龆关地委民政处的文件精神成立了侨务小

组，隶属于县民政科，并由民政科副科长伍彩月具体负责侨务工作。l 9 5 6年8月4日，

经阳山县人民委员会批准，正式成立华侨科，伍彩月任华侨科副科长，主管华侨科全面工

作。直到l 9 5 8年底并县，连阳四县合并为连阳各族自治县。分县后于l 9 6 0年10月1

日正式成立阳山县工商联，由程智昌任工商联秘书长兼负责侨务工作，具体工作由工商联秘

书股副股长吴天赐兼管，文化大革命期间，侨务工作一度中断。‘‘文革，，后期，县委机关分

为四大组，侨务属政工组管直到l 9 7 9年。l 9 7 9年3月8日，阳山县人民政府侨务办

公室正式成立，作为县政府侨务工作的专门机构。侨务办公室主任林平(任职时间是1 9 7

9年3月至1 9 8 4年5月，和1 9 8 9年1月25日至1 9 9 2年5月。副主任罗玉池，

(从i 9 8 1年8月起任职)。从l 9 8 4年6月至1 9 8 8年2月起范启泉同志任侨务办

公室主任。文子仁同志任侨务办副主任、主任，从(1 9 9 1年6月起任职)杨力平同志任

侨务办副主任(1 9 9 0年11月15日起)l 9 8 5年增设阳山县外事办公室。侨办，外事办

两套班子，一套人员。编制五人。

阳山县蛆国华侨联合会于I 9 6 1年冬，召开归侨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阳山县第一

届归国华侨联合会，，，主任委员潘杞、’剐主任委员程志昌。文化革命期间中断活动。

根据中共中央C1979]7号文件精神，阳山县革命委员会于l 9 8 0年6月15口发出通

知，同意恢复“阳山县归国华侨联合，t活动。由归侨、侨眷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届侨联会

主席罗玉池，副主席范启泉、梁练兴，委员有陈荣华。唐天才、何芬兰、林光争、赖玉桂、

朱振辉、李涛林、丘文绩。

阳山县第三届归国华侨联合会于1 9 8 5年3月21日召开，由归侨，侨眷，港澳同胞家

属代表选举产生，并经县组织部批准三±童筵同志为阳山县第三届侨联会委员。侨联主席罗
玉池、副主席范启泉0王彪、梁忠兴、何芬兰、丘瑞全，刘卓廉。侨联编制二人。

1 9 8 5年3月成立港澳台同咆联渲会，同时，在归侨、屏眷、港，澳、台同胞家属较

多的乡镇先后成立了侨联分会和港、澳、台同胞联谊会。自前有黎埠镇、七拱镇，太平镇、

新圩乡，大鬣乡。由组织部下通知，各乡镇政府民政兼管这项工作。

第二节侨务工作

侨务工作是党和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来，党中央制定了一系歹lj的正

确对待华侨，归侨，侨眷的具体政策，包括正确对待所谓“海外关系”的政策，提前改变华

侨地富成份的政策，对归侨、侨眷知识分子的政策l对归侨、难侨的安置政案；落实六十年

代初期被精简的归侨职工的政策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侨务工作的根本方针和基本政策，就

能团结广大的海外侨胞和国内的归侨，侨眷，保护和发扬侨胞的爱国爱乡的热情，调动1日

侨，侨眷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有利于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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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世界和平事业。从一九五五年初开始以来，我县侨务部门按照觉的各项侨务方针、7政策傲

了以下工作l

，1、安置归侨、难侨工作。妥善安置归侨是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一九五八年县委、县

政府在七拱大禾岗开办叠华侨蚕场"有土地1 2 8亩，安置30多位归侨种桑养蚕和养猪，直

捌一九六四年冬解散。 ，

2、保护侨汇。党和国家一贯采取便利侨汇和保护侨汇政策。侨汇不仅有益于国家和华

侨在国内的亲属，而且也有益子华侨同祖国，家乡的联系。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九一年我县

侨汇达871，000元。归侨，侨眷可按收汇款额，领取相应数量的侨汇商品物资供应证，到物资

部门和华侨商店凭证购买建筑材料、粮油和其它紧俏商品并享受优惠价格。

8、落实各项侨务政策

①落实“侨改户"政策。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一九五六年关于提前改变华侨地主、富农

成份问题的有关指示和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三号文件的精神，对土改时错划地主、富农成份

的一律予以改正。共改变成份89户。

②落实归侨，侨眷知识分子政策

我县归侨，侨眷知识分子2 8人，其中中专1 2人，大专1 5人，大学本科1人。在28

名知识分子中，从事教育事业的1 7人，从事卫生事业的8人，行政，企业干部8人，其中

科级干部7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14人。

⑤纠正冤假错案

据一九七九年九月七日省委批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所谓“海外关系"问题而造成

的一切宽假错案，均应彻底纠正。经过政策落实，绝大部份已实事求是地乎反纠正。到目前

为止、复查平反纠正了冤假错案2 5宗1 3 0人。

匿尉于六十年代初期被精简的归侨职工，经调查核实，符合政策落实范围的4人，并重新
安排了工作。对因压缩城镇人11被精简回农村的归矫，侨眷4户1 2人也恢复了城镇户口。

⑤落实侨房政策

为落实侨房政策，县委县政府决定专门成立了“落实侨房政策领导小组，，，下设“落实

侨房政策办公室"，专门负责做好落实侨房政策的具体工作。在侨房较多的乡镇如黎埠、太

平，新圩、大是等要相应成立“落实侨劈政策领导小组，，，指定一名乡(镇)长或副乡(镇)

长负责，并组织了3—5人的落实侨房政策工作组．专抓这项工作。其余非重点侨乡(镇)

也指定1—2人兼抓这项工作。

经过三年半时间的落实侨房政策工作，我县侨房面积核实为157户，118，730平方米。已

全部落实，发放侨房款2231，124元。 ．

第三节侨办、侨联办企业

一，侨务部门自办企业

一九八一年三月，侨办、侨联联合办起口阳山县阳侨贸易公司，，(1 9 8 5年改为“阳

山县华侨旅游侨汇服务公司)，由县地方财政拨款一万元作流动资金，每年终所得利润3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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