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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鲤城区侨联志
(1991-2010)

泉州市鲤城区归国华侨联合会 编

二。一一年一月



中共鲤城区委书记王瑞强(中)与菲华泉州公会负责人

鲤城区人民政府区长李永远(中)与鲤城海外多贤

区委副书记郑志忠

上官春安(前排左二

左一)接待回乡侨亲

i排右三)、区委常委

副区长陈建通(前排

区委副书记周龙隆(右二)、副区长

吴毓耕右三)、区侨联主席黄珍红

f右一)拜访新加坡晋江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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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城区第九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

鲤城区第十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

鲤城区第十一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



1992年压侨联举办老年节联欢晚会．泉州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区侨联主席吴序良(左一)为老同志祝寿

慰问侨困侨户

法律咨询活动

m叶．，缸懈6雾并癫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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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接待。维护侨亲权益

“两会”前夕'召开参政议政工作座谈

“聚侨心．促和谐”义诊活动



辔驴
2002年归侨之家成立十五周年联欢会

2009年鲤城区留学生家属联谊会第二次会员大会

鲤城区侨友合唱团参加泰国首届国际华语台唱节

2009年鲤城区侨联侨心慈济会成立



盘霞蕴夏曩密墨盘摩

侨捐学校泉州第十五中学(满堂红中学)校园一角

陈守仁家族成员参加“泉州市人民政府为陈守仁立碑表彰仪式”



2004年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侨联联合举办海外华裔青少年夏令营

嚣眵



序

鲤城区是全国著名的侨乡，海外侨胞主要分布在东

南亚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

地。广大海外侨胞长期以来心系故乡家园，他们以各种形

式参与家乡建设、帮助家乡发展，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

着赤子情怀。鲤城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与海外侨胞

和归侨侨眷的支持、奉献密不可分。对于他们的业绩，我

们不能忘怀，应该如实记述，垂范青史，启迪后人。

作为由归侨侨眷组成的群众团体，鲤城区侨联是党

和政府联系广大归侨侨眷、海外侨胞的桥梁与纽带，发挥

着重要作用。多年来，鲤城区侨联坚持“为侨服务”的宗

旨，以参政议政、维护侨益、海外联谊、群众工作四项基本

职能为着力点，开展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侨务工作，充分

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为鲤城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了积极的贡献。

盛世修志，自古皆然，这是中华民族历朝历代的优良

传统。三十年来，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国力逐渐强盛，社会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值此盛世

之际，省、市、区各级政府都在修编综合志，很多部门都在

修编专业志，趁着修志高潮到来的良机，鲤城区侨联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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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八十年代末修编的《鲤城区侨联志》，承前启后，于

2008年着手组织人员修编第二轮《鲤城区侨联志》。此轮

修志，历经三年，数易其稿，体裁较为规范，记述内容较为

全面，值得一提的是增补了前轮《鲤城区侨联志》未录的

鲤籍百年来归侨精英人物传，既存史又资政，是件可

喜之事。

在成书付梓之际，我谨表诚挚的祝贺!

中共鲤城区委书记

二。一一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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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泉州市鲤城区侨联志》(下称本志)．是继前《鲤城区侨联志》(截止

年限1990年)的续志，上限起自1991年1月，下限至2010年12月。为反

映个别事物(如侨情、人物)记述的完整性，适当追溯历史。

二、本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记述20年来鲤城区侨联工作的状

况，力求做到资料性和思想性的统一，以达到资政、教化、存史之功用。

三、本志遵循方志体例编写原则，采用章、节、目结构，分类述事，事以

类从，横向纵述。

四、前《鲤城区侨联志》无记述人物，本志增设人物传，遵循“生不入传”

原则。收录近百年来对社会做过较大贡献和影响的鲤城区籍或在鲤城工作

的归侨人物。按传主卒年先后排列。其他需要入志人物采用表格和简介形

式。记述时，首次点明身份或职务，临文不讳，一般直书姓名。

五、为记载海外华侨捐资办学、造福桑梓的丰功伟绩．本志特设侨捐学

校一章，列为第九章．记述时间追溯历史，突破本志书时限。

六、本志的用字、标点符号、数字书写、计量单位等均依照国家现行规

范。文中出现的“省、市、区、泉”系指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泉州市r原县

级市)。

七、侨联工作对象包括归侨侨眷、海外侨胞、港澳同胞。本志记述。侨与

港澳无截然分开。

八、本志资料来源广泛，均经核实后载入．记述中不加注明出处。仅在

志末附录主要参考资料。



概述

鲤城区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泉州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8个街道

办事处，77个社区居委会，地域面积52平方公里，户籍人口30万人，旅居

海外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32万多人．归侨、侨眷lO万多人，是福建省的

重点侨乡之一．又是台湾汉族同胞主要祖籍地。

为团结广大华侨和归侨侨眷。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鲤城区较早就建

立了华侨和归侨的群众团体。

1913年成立“泉州华侨公会”，由于战事和政治斗争频繁，数度停办。

到解放前夕。即自行解散。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2月。晋江县归国华侨联谊会城关分会成立，

1951年1月泉州市建立时改称“泉州市归国华侨联谊会”；1956年改称“泉

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简称“泉州市侨联”。1986年行政体制改革改称为

“泉州市鲤城区侨联”。

1997年8月，原鲤城区行政区划调整，分为鲤城、丰泽、洛江三个区。

同年8月6日．鲤城区侨联承建制归丰泽区。9月。因侨联会所在新鲤城

区．市委对鲤城区侨联重新调配．丰泽、洛江两区成立侨联。至此，鲤城区侨

联下属海滨、临江、鲤中、开元四个街道办事处及浮桥、江南两个镇共6个

基层侨联，有居(村)侨联小组77个。2004年，江南、浮桥镇改制为街道办

事处．村改制为社区；2006年9月，江南、浮桥街道办事处拆分为四个街道

办事处。即增加金龙、常泰两个街道办事处。基层侨联组织相应变更。

1991年以来．鲤城区侨联根据中国侨联章程的规定。加强组织建设，

@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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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为侨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为祖国统一大业服务的宗旨，认真履行参

政议政、维护侨益、海外联谊、群众工作四大职能，紧密团结归侨侨眷和海

外侨胞，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同心协力，积极工作，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而

努力奋斗。

区侨联按章程规定换届，1991年至2010年历经八、九、十、十一届侨

联委员会。各届委员会组织健全，运行有序，工作正常开展。

区侨联不断推进组织网络建设。基层组织逐步规范。社区侨联小组纳

入社区居委会配套组织建设范畴。8个街道侨联、77个社区侨联小组按时

换届，2010年全区有侨联小组成员300多人。开展“侨务迸社区”、“创家交

友”活动，不断探索完善侨联组织网络工作机制。在此过程中对社区侨联工

作做了有益尝试．鲤中升平社区侨联小组率先实行“个人会员制”。

为活跃组织。拓展侨联工作。区侨联又先后成立“侨友合唱团”、“留学

生家属联谊会”、“侨心慈济会”，与之前成立的“归侨之家”，构成区侨联直

属四大团体。

“归侨之家”开展适合归侨特点、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归侨侨眷业余

生活：开展联谊活动。动员海外亲人积极参加家乡的文明建设。“侨友合唱

团”于1999年开始筹备成立，于2000年3月正式成立。自成立以来，坚持

每周两次以上排练．不断提升演唱水平，并多次参加各级组织的文艺汇演、

慰问演出及合唱比赛．成为泉州地区知名的合唱团之一。为丰富归侨侨眷

文化生活，联系海内外侨胞，增进友谊，推动侨乡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于2002年成立的福建省最早的“留学生家属联谊会”．以留学生在国外分

布情况分组。平时以组为单位组织活动，每年组织两次以上全体会员参加

活动。活动形式多样，有节假Et走访慰问、举行座谈会、组织旅游观光等。进

一步促进交流，增进友谊，凝心聚力．招贤引智．服务经济。2009年。区侨联

成立“侨心慈济会”．以济弱扶困为宗旨，服务海内外侨界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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