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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纸厂志》是记述我厂各个历史时期史料的专志。

本志的第一卷是记述我厂从1932年10月起至1957年年底止凡25年的史料，

分筹建、被劫、移返、重装、投产、扩建共六个时期，合9篇21章44节，连附录

在内，计15万8千言。

编写的基本结构是横排纵写，以述概括全貌，以专志为主体，以记、传、录为

辅，以图、表穿插其中。使人们对我厂早期的沧桑历史和解放后的发展变化有一个’

较全面的了解。使我厂当代和后世职工永远铭记在我厂筹建时期创业者的艰辛、被

劫时期侵略者的贪婪，移返时期刘宝琛、陈丕扬的智勇；永远铭记解放后我厂党政

工团各级组织、全厂各个岗位上的广大职工尽职尽责，以无畏而顽强的战斗精神建

设我厂所作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修编厂志的目的，是为了继承和发扬盛世修志的优良传统，以上对祖宗、下

对后世子孙负责的态度，为我厂的生产发展、技术改造、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

设提供历史信息资料；为我厂广大干部改进作风，深入实际提供借鉴；更为了向广大

职工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革命传统的教育提供可贵的教材。

我们修编厂志，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去反映客观历史的本来面貌。鉴于厂志属于专

门志，专门志要突出专业性。本厂的专业是造纸，故凡与造纸无关的史料均从略。

又鉴於史重于。论”，志重于“记”，故本志只记录和保存史料，对历史上的人和事均

不予评论。以严谨朴实的态度，简洁准确的文风去编写，力求杜绝一切套语空话。

1986年末，在厂党委，厂部的领导下，我厂成立了厂史编写领导小组(1987年8

月扩大为厂志编辑委员会)和厂史编写办公室(后易名为厂志编写办公室)，并配备

了专职人员。为了编纂《广纸厂志》第一卷，编志人员先后查阅了300多卷档案，搜

集了数百帧历史照片，摘抄了超过百万字的原始资料，走访了在我厂工作过的老同志

数十人。编志人员对所有史料都进行严密考证，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拟订志书中

的篇、章、节，由专人执笔，集中讨论修改。经过三次大的编审会议和多次编辑工作

会议，编志人员八易其稿，才编成是卷。这是一个十分可贵可喜的成果。

《广纸厂志》第一卷的出版，是我厂党委和厂部直接领导的结果；是全厂各级

领导和有关部门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参加搜集资料、撰写文稿的编辑人员辛勤劳动’

的结果。在编审本卷的过程中，我们得到前任许多领导同志和许多工程技术干部以

及老工人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本卷难免还会有不够准确和错漏之处，敬希各位前辈和

广大职工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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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一篑，不如把已有的五十多年史实分成两半去编修，则既对全志无伤，而对存史

有利。3、由于向本卷提供史料的知情人大都年届古稀，本卷的成书，可使他们能

得到亲睹的慰藉。

二、本卷基本按志书横排纵写，纵横结合的体例编修。但由于解放前十七年本

厂的史料零碎不全，难以分门别类。故解放前的史实只记在第一篇的概述和第九篇

的大事记中。 ．

三，本卷在行文中的某些称谤，因时代不同而变异。为保存历史原貌，采用在

旧称谓后加注的办法。如磨房．(机浆车间、磨木车间)、木料预备室(调木车间)、

电房(供电车间、动力车间)等。有的旧称谓洋气十足，行文时改为正规叫法。如

“摩打”改。马达”或。电动机”，。迫件”改。垫件8等。 ．．

‘

四、本卷第八篇人物记述中的相片，由于不少人物或已离厂，或已作古，搜罗

极不容易。故能搜到的附以相片(其中有的是近照)，不能搜到的只任其空缺。

五、本厂在五十多年的历史中多次易名，计有广东模范纸厂、南石头纸厂、广
‘

东省营制纸厂，广东实业公司南石头广州纸厂，广州纸厂(以上为解放前曾使用过

或见诸史料中的厂名)、广东省人民政府造纸厂、广东造纸厂、国营广州造纸厂、

广州造纸厂共九个之多，希读者在阅读时留意。

六、本卷遵循志书。宁缺勿错，宁少勿滥”的宗旨去编写，故凡难以弄清的人、

事或时间、．地点，一律不予收录。．

《广纸厂志》编写办公室

一九AA．年七月



引 子

广州造纸厂(简称广纸)于1932年陈济棠主粤时筹建，历五载寒暑，耗资毫

洋800多万，在1938年建成，定名为广东省营制纸厂。1938年8月试机试产，但

甫获出纸成功，广州即遭沦陷。1940年5月，日寇将本厂之设备悉数拆卸，劫运

至北海道苫小牧市的勇拂设厂安装生产。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会同盟

军总部与日方交涉三年，始将大部分设备移返本厂。1949年4月，本厂正全面开

始复厂重装，又因国民党政府在其所发动的内战中惨败，企图将本厂机器移运至海

南岛。幸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神速，1949年10月14日解放广州，本厂设备才得

以保存。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本厂先经一年零三个月的复厂重装，于

1951年2月正式投产；再从1953年起至1957年6月，进行第一期扩建；从1976

年起进行第二期扩建。到1986年底，本厂已发展成为有近6000名职工和具有年

产新闻纸10万多吨，瓦楞芯原纸1万多吨，化学浆板1万多吨能力的，并能同时

生产酒精、粘合剂、香兰素、木钙干粉等多种产品的大型制浆、造纸联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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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第一章

。第一节

概 述

筹建经过

筹建起因

造纸虽则是我国发明，但由于封建时代闭关锁国，墨守旧法，不事改良，致进

展缓慢。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对我国的蚕食鲸吞，更使我国处于萌芽阶段的民族工

业受到扼杀，百业凋零，造纸业尤甚，与当时经过工业革命，处于蓬勃发展的欧洲

工业形成鲜明的对比。洋纸入口，日甚一日。据1932年海关调查报告，该年洋纸

输入价值总额竞达白银12300余万两，约占我国全年纸张销额的80％。其中尤以

新闻纸输入最多，价值约白银6260万两。漏卮之巨，令人怵目。

陈济棠自1929年3月起主粤，1931年6月起成为西南各军事集团的反蒋盟

主。陈氏在完全掌握广东的军政大权之后，为了增加税收以维持他那支庞大的军

队，为了增强实力以对付蒋介石的压力，便提出了“建设新广东”的口号，大办工

业，发展广东经济。先提倡种蔗、兴办糖厂，开采石矿，制造水泥。这些实业开办

不久，陈氏便获厚利。乃于1932年底决定从西村士敏土厂(up广州水泥厂)的盈

利中提取1200万毫洋筹建广东模范纸厂(ulJ本厂)，把留美造纸专业硕士陈丕扬从

广东省建设厅实业处调出，负责筹办制纸厂事宜。

1933年初，陈济棠与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东省建设厅长林云陔拟出“建设新广

东”的《五年计划》，把筹办模范纸厂列入《五年计划》主要项目内，并把留美造纸

化学工程硕士、西村士敏土厂工务处长刘宝琛调任为纸厂筹备处主任——纸厂筹建

工作遂正式开始。

第二节 产品和原料的确定

鉴于当时在进口的洋纸中，新闻纸居一半以上，故决定以用途最大，销路最

广，挽回利权最显著的卷筒新闻纸为筹办中的纸厂主要产品。

关于制纸原料问题的解决，所历过程颇为曲折。初议用广东盛产的杉木为原

料，乃派员赴乐昌、曲江、‘从化一带实地调查，查得该处杉木年销出量为4万吨。

再派员赴四会、广宁、怀集及粤东、湖南一带实地调查，证实各处所产的杉木，均

可作制纸原料。唯筹办中之纸厂，计划日产新闻纸50吨，则每日所需杉木达100

吨，每年达36000吨，罄北江各县所出杉木，仅能维持。而杉木用途广，售价远在

松木之上，资源却远不及松木之丰。权衡之后，打算舍杉用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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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以马尾松作为造纸原料尚处在理论阶段，故舍杉用松的拟议作出之后，

及口遭到广东省建设厅所聘请的瑞典制纸专家的反对。瑞典专家认为：。马尾松生长

快，年轮粗疏，纤维短少，在磨木机内，马尾松只能被磨成粉末，而不能磨成纸

浆。另外，马尾松含树脂多，在抄纸时很难处理。”首创以马尾松为造纸原料理论的

陈丕扬以他长期研究所得的数据与之辩论，认为：。马尾松的纤维长度和成浆后的强

度均符合制纸要求。至于树脂问题，可因长途水运浸泡而减少，在抄纸时当会不难

处理。”由于当时广州未有可供试验的造纸研究所，争议未有结果。

为验证马尾松能否制纸，瑞典专家建议将马尾松原木运往瑞典化验并试制纸

张，然后才确定制纸生产工艺方案。筹备处为慎重计，遂采纳此建议，将马尾松和

杉木各10吨运往瑞典进行化验和试产。

数月之后，瑞典得出化验和试制的结果，证实马尾松磨出木浆的纤维长度，强

度和拉力，均可与瑞典一般造纸木材相媲美，完全符合制造新闻纸的要求。其中断

裂长达2000米以上，与北欧云杉纤维相差不远。瑞典对获得这一试验成果非常满

意，随即驰电我国表示祝贺。电文称：“为贵国发现如此速生的造纸木材表示祝贺!”

于是，筹备处遂决定以华南最多、生长较快、纤维色泽均优于杉木的马尾松为

纸厂的主要造纸原料。

第三节 厂址的选择

厂址的选择，亦经过反复斟酌。先组织一个调查小组沿东、西江及粤北地区踏

勘，拟出韶关、三水、广吵I'1三处。嗣经专家详勘结果，认为韶关居北江上游，虽为

松木产地，但离销售市场极远，运费高昂，加之难以使用东、西江之原料；三水居

三江之汇合点，运销方便，亦近松木产区，但无适当地点可供建筑厂房之用；而广

州之南石头，水陆交通非常便利，三江原木均可水运达厂。且广州为华南第一大城

市，又毗邻港澳，便于器材备品的补给，而化验该处河水，亦完全符合造纸之用。

遂舍韶关、三水设厂之议，选定广州南石头为建厂地址。

南石头在前清时曾作炮台。1913年广东省警察厅长陈景华曾在此兴建可容

2048人的大监狱，由于该地南濒珠江，北有1930年筑就的南石头路直入广州市

区。广东省建设厅遂于1934年以每亩8-10毫洋价格征用村东民地300余亩，连

同公地、荒地开始破土动工。

第四节 工程设计

纸厂的工程设计，除土木建筑方面由我国工程师负责外，制浆、造纸设备由瑞

典一E-t：达厂负责，动力设备由捷克斯可达厂负责。按照设计要求，各部生产能力如

下：

1、磨房(即磨木车问)30吨／171机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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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煮浆房(ulJ化浆车问)20吨／日化浆

3、制纸房(Up抄纸车间)50吨／日新闻纸

4、发电房(即动力车间)5000千瓦电力

各部主要设备有：

l，机浆部份——设有木材备料室和磨浆室。备料室有锯木机、去皮机、运木

机、切片机、筛片机、运片机等设备，作为处理木材，供应生产机浆和化浆之用。

磨浆室有嘉美式磨木机两台，各配备1200匹马力电动机和筛选、浓缩等设备。

2、化浆部份——设有制酸室、蒸煮室和筛选室。制酸室备有鹤兰式连续制酸

设备一套，包括硫磺燃烧炉、冷却塔、洗涤塔、反应塔、酸泵等，以制造亚硫酸钙

液供应蒸煮木浆之用。蒸煮室备有108米3立式蒸煮锅三台(包括内循环系统)。

筛选室设有挖浆机、运浆机、筛浆机，除节机、浆泵等。

3、抄纸部份——分抄纸室和选纸室。抄纸室有切纸机、复卷机、打包机等设

备． 纱
4、动力部份——分锅炉室和发电室。锅炉室设有20吨／时锅炉三座，刚!堡给

水泵、运煤机、软水设备，除氧设备等。发电室有2500千瓦汽轮发电机两台，连

同配电开关等设备。另有250千瓦柴油发电机一台，以备仃机检修时供电之用。

5、附属设备部份——机修方面有钻床、刨床、铣床、车床、磨床、冷作等设

备。运输方面有电动机车三台，有轻使铁轨贯通全厂。供水方面有抽水泵、沉淀

池、滤水池、清水池等现代化净水设备。

第五节 设备订购

产品、原料、厂址确定之后，即按工程设计订购设备。由广东省工业管理处分

别向瑞典、捷克等国洽商订购。初议化浆房设备需款51520英磅、机浆房设备需

21038英磅，制纸房设备需82302英磅、三房所用马达需24850英磅，修机房设备

需5325英磅，配件需6800英磅、碎纸复制机需18160英磅。总价共为2101 17英

磅。广东省工业管理处认为取价过昂，希望供方能予酌减。后由瑞典洋行司理忧路

健电请瑞典卡士达厂减价5％，定实取价为19961 1英磅。经与各商行估计比较，

觉卡士达厂除造纸设备取价稍高外，化浆和机浆设备的取价都低于其它商行。且瑞

典所制的造纸设备为全世界最精良，又可以分期付款，故决定与瑞典之卡士达厂，

捷克之斯可达厂签订合同，并于合同签订后派陈丕扬、李青相(机械工程O／li)等四

人前往瑞典实习并监督制造各种设备。 ．，

第六节 安装和试机

1934年由刘宝琛和陈元瑛(广东省建设厅主任秘书)组成的土建设计组，已

完成厂房及附属建筑物的设计图纸，旋即开始破土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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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5年起，制浆、造纸设备和动力设备陆续由瑞典和捷克运抵工地，筹备

处立即组成一支有100多人的安装工程队，在瑞典工程师韦士达及4名瑞典安装技

工的指导下，开始进行边土建边安装。

到1936年，安装工程全面铺开，广东省建设厅长何启澧特聘瑞典卡士达厂制

纸技师10人来厂任工程师，使安装工程质量得到更有效的保证。

在纸厂筹建过程中，发生了两起对工程有直接影响的事件：一是1936年7月

18日，陈济棠因联桂反蒋失败下野，广东还政中央，纸厂筹建的费用一时无法解

决；二是1937年7月，发生了芦沟桥事变，口机对广州频繁空袭；赖尚未办理移

交手续的瑞典洋行在厂房上悬挂瑞典国旗，在旷地上绘I面瑞典标记，才免除日机轰

炸，得以继续完成安装工程％

1936年末，市工业管理处莫朝豪、农林局技正张问政会同纸厂筹备处工务课

长洋工程师嘉尔信，前往德庆、高要各产松丰盛地区察勘，为突现购林自伐作好准

备。

‘1937年1月，纸厂的土建工程基本竣工，定名为“广东省营制纸厂”。1938年

8月，全厂机器设备安装完毕，刘宝琛被任命为厂长，陈丕扬被任命为总工程师。

由是陈济棠主粤时期投资最多，规模最大，设备最洋化的一个省营企业便开始矗立

在南中国的土地上。

建成的广东省营制纸厂拥有三合土码头一座。材料仓、修机房、发电房、机浆

间、装璜闻、滤浆间、筛浆间、制酸问、制纸间、贮纸间、木料预备室各一座。另

有自来水设备，沉淀池、清水池等。轻便铁路贯通全厂。由于所装纸机是瑞典卡士

达厂最新产品，具有当时世界最先进的造纸能力，故本厂在当时不但是中国最先进

的制浆、造纸企业，也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制浆、造纸企业之一。

1938年8月中旬，本厂在瑞典工程师安达生等的指导下进行试机，以60％机

浆、40％化浆的配比进行抄造。试机结果，证实机器设备各部运转均属正常，出

纸成功。经把样纸送市内报馆试印，证实拉力很好，完全符合印报要求。

试机生产持续进行了两个月，前后共生产新闻纸达100多吨。广东省建设厅计

划于该年10月举行开工典礼，正式投产。岂料当时日本侵略军的前锋已迫近广

卅l，不但使开工典礼的计划顿成泡影，而且历五载艰苦筹建，志在振兴我国造纸工

业的广东省营制纸厂，难逃被侵略者拆劫的厄运。

第二章

第一节

被劫前后

磨房被炸”

1938年10月中旬，日本侵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向广州推进，广州风声鹤唳。

省建设厅取消原定lO月份为本厂举行开幕仪式的计划，转为赶紧购买黄色炸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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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工厂爆炸班”，准备在撤退前全部炸毁包括本厂在内的省属企业。

先是派兵押运40箱炸药进厂，扬言要把厂房完全炸毁，免留敌用；继而强令

全厂员工疏散。当本厂大部份员工被迫离厂之后，。工厂爆炸班”便动手将炸药运往

制纸房，企图首先炸毁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抄纸机。在这千钧一发时刻，瑞典洋行出

面抗议，厂长刘宝琛以身力阻，“工厂爆炸班”才把炸药转放到磨房内，旋即炸毁了

磨房，炸坏了两台嘉美式磨木机和精浆设备。 、

10月23日，日本侵略军不战而沦陷广州，本厂亦于同日为日寇所占。

第二节 日本海军军部的占领

广州沦陷后，本厂被日本海军军部占领，先利用本厂机修房铸造军需品，后发

现磨房虽被炸毁，但各部尚属完整，仍可生产。因此，在1938年底，日本海军军

部委托日本王子制纸株式会社选派造纸技术人员到厂，修好l号纸机，以进口浆板

为原料进行三班生产，日产纸张10多吨。

1939年秋，日本商人南喜--N用日本陆军军部的势力，以大El本再生制纸株

式会社名义与在同年8月14日建立的汪精卫政权勾结，将本厂从王子制纸株式会

社手中夺去。

。

第三节 日本陆军军部的拆劫

1940年5月，大日本再生制纸株式会社交台湾铁工所公司承包，把本厂全部

机器设备以及门窗、电缆、水管拆挖殆尽，劫运到日本北海道南部偏僻小城苫／Jet受

的勇拂，在那里设厂安装。耗了我国人民无数人力、物力、财力和心血筹建起来的

广东省营制纸厂，只余下空荡荡的厂房，成了杂草丛生，狸鼠出没的废墟。

大日本再生制纸株式会社把从本厂劫运去的机器设备在勇拂设厂安装，历时3

年，于1943年7月试机并投产，定名为。大日本再生制纸株式会社勇拂分厂”。该

分厂生产模造纸、书写纸及包装纸，日产为25-30吨。同年8月，大日本再生制

纸株式会社改组，归入国策制纸株式会社，勇拂分厂易名为“国策制纸株式会社勇

拂工场”。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在各个战场上一再失利，直接影响它的国民经济。

勇拂工场亦因原料、燃料奇缺，生产时作时辍，本厂被劫设备在该工场只能发挥出

四分之一的生产能力。日本投降后更不景气，详如下表：

年份

1943

1944

1945

1946

开机时间

8个月
． 12个月

9个月

8个月

产纸量(吨)

2460

7621

3656

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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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9个月 2852

1948 2个月422

本厂设备被劫运至日本长达八年之久，在日本共开机48个月，合产各类纸张

18389吨。

本厂设备被劫运后，厂房由百余名日军驻扎。日本投降后，广州绥靖公署辖下

的广州供应局占据本厂厂房，用作仓库，名为“广州供应局三分库”，派队日夜看

守。直至1948年6月因准备复厂，由省工业厅与广州绥靖公署洽商，广州供应局

三分库始分期迁出。

第三章 交涉移返弟二早 父涉矽遇

第一节 “王子"的告密

，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后，中国派出以商震为团

长的中尉驻日代表团抵达东京，一方面参加盟军总部的工作，一方面办理日本赔偿

和归还我国被劫物资事宜。

本厂的机器设备于194，0年被日本拆劫虽属尽人皆知的事实，但劫至什么地

方?战后下落如何：却一时未明究竟。

1945年秋，日本王子制纸株式会社向中国驻日代表团告密，说出日本再生制

纸株式会社将本厂劫运至日本北海道苫小牧的勇拂设厂安装的详情，本厂被劫设备

的下落才大白于吐。

为什么日本王子制纸株式会社要告密呢?原来“王子”是日本一个最大的造纸工

业垄断集团，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便拥有60多问制纸厂。1938年10月日寇

沦陷广州后，。王子”在日本海军军部的支持下曾接管本厂就地生产，企图垄断华南

的造纸工业。当“王子”一切就绪，竟被受日本陆军军部支持的大日本再生制纸株式

会社借名向汪伪政权辖下的广东省政府购买本厂全部机器设备，强行夺去。王子”口

中的。肥肉”。嗣后，日本陆军军部又协助。再生”把本厂设备拆劫至日本北海道的苫

小牧勇拂，设厂安装。勇拂分厂开工生产后，对“王子”的垄断地位极为不利，故为

了击败竞争对手和报。口中夺肉”之仇，日本王子制纸株式会社就向中国驻日代表团

告密。

第二节 勇拂的图赖

1946年8月6日，中国驻日代表团组长吴半农通过盟军总部饬令日本政府查

复并归还本厂全部被劫运的设备给中国。 ．

但日本垄断资本家并不轻易就范，国策制纸株式会社勇拂工场的主持人南喜

一、水野成夫等向盟军总部诡称：。从广东省营制纸厂运到勇拂的设备，乃是大日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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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再生制纸株式会社以150万日元向汪精卫政府购买的，有合约为据”。并谓：。该批

机器当时已属破烂不堪，形同废铁。加之远道运到日本，散失甚多。经多方修理补

充，始安装起两台锅炉，一台抄纸机及一套制浆设备。从广东省营制纸厂运来的机

器仅得256件”。云云．根本旨在图赖，无意实报，更不愿归还。
7

1947年6月23日，中国驻日代表团派组长林可仪，专门委员谢为杰、赵如晏

会同盟军总部代表二人前往勇拂工场实地视察，发觉日方所报数字远不止此，遂由

盟军总部责令国策制株式会社勇拂工场据实补报。日方不得已，只好增报47件，

连前所报的256件，合303件。我驻日代表团认为仍属不尽不实。但鉴于没有本厂

设备资料可查，无人可以核对，故即电请国民政府外交部转广东省政府速派专员，

带备资料赴日进行交涉。
●

第三节 刘、陈东渡查勘交涉
√

当我驻E1代表团的电文送达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手中时，正值罗卸任移交，

派员东渡查勘事被拖延。至1947年9月30日，宋子文接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后，始

着台湾纸业公司协理、原本厂厂长刘宝琛及广州工商辅导处总工程师，原本厂总工

程师陈丕扬以专员身份赴日查勘和交涉。

刘、陈受命后搜罗证据(部份证据在沦陷前放在沙面，战后却不知所踪)，又
‘

电请瑞典卡士达厂和捷克斯可达厂复制原本厂向其订制的造纸、动力机器设备清

册。未几，瑞、捷厂商便把清册寄来，刘、陈即于1948年2月23日抵达东京。从

3月13日起至3月30日的半个多月内，刘、陈会同中国驻日代表团专门委员赵如

晏、盟军总部代表WM·G·ABI前往勇拂工场实地查勘，把凡属我方机器设备

一一认明登记，属日方补充者亦尽量予以详细记录，编汇成《广东省营制纸厂被劫

机器物资盘存清册》，由中方代表刘宝琛、陈丕扬、赵如晏；日方代表勇拂工场负

责人吉利透、总工程师中静敬三，国策制纸株式会社代表东村阳介共同签字承认。

这次盘点结果，证实日方虚报数额极大。《清册》列出本厂被劫机器及附属设

备2143件，与日方虚报的303件增加了1840件(其中被劫机器844台，被劫附属

设备1299件)。此外，叉查出被劫电缆、管子、铁轨、残破机件等共重350吨。至 一

于日方补充添置的机器设备、经查勘结果，有机器457台，附属设备590件，总数

为1047件，仅约占勇拂工场全部机器设备的三分之一。 ，

刘、陈不为日方威迫利诱所动，掘地三尺，查清被劫机器设备，使日方图赖伎

俩不能得逞。：
、

第四节 日方的阻挠和美方的袒护
，

但《清册》编出，并经中、日双方签字画押之后，美方竞袒护日方，纵容日方

阻挠本厂被劫机器设备归还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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