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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阳（缅甸归侨）

鹭岛有一间国营工厂———厦

门汽车修配厂，位于厦禾路文灶

马路旁。上世纪 70 年代，该厂承

载着厦门市的汽车大修，一辆汽

车入厂“住院”，没有提着紧缺物

资花生油“挂号”，排 3 个月的队

维修属正常事。1980 年，我从厦

门郊区农械厂调进该厂的金工车

间当立车工学徒。

金工车间有卧式、立式车床，我被

分配在立式车床学技，陈师傅是

一名退伍军人，为人正直，他知道

我是缅甸侨生，我们虽是师徒，却

很投缘，亲如兄弟。当时，我蜗居

厦门四中校园角落的课室里，两

家之间以“预制板”隔离，状况颇

与香港电影“一板之隔”相似，至

1992 年搬家，整整住了 12 年。

车间安排白、夜两班制，周日

休息后调班，无论上白班或夜班，

我均骑单车往返。夜班厂里食堂，

凭发放的餐券，有面条、包子等供

应。刚上班，师傅带我去仓库领取

工具橱，扳手、螺丝刀、铁锤、

15cm、30cm 不锈钢尺子、游标卡

尺等，并带我参观锻造、电镀、修

配等车间。初来乍到，我只能给师

傅搭把手，后来逐渐能独立干活。

车间两台单柱式的立式车

床，主要用于加工直径大、长度短

的大型、重型工件和不易在卧式

车床上装夹的工件。我们主要加

工从锻造车间出炉的糖厂榨糖使

用的轧辊粗坯，它需以钢丝绳套

紧，用叉车吊起，缓缓置入工作平

台，调整好平面，再用夹板以螺丝

锁紧，开动适宜的转速和吃刀量，

随着车床的转动与电动自控的进

刀，生铁粗坯剥落而下。下班前，

得打扫和清理车削，用铁铲将其

装入板车，推到锻造车间废铜烂

铁堆里回炉。一班下来，脸、手、鼻

孔均黑，在厂里的澡堂洗个热水

澡后再回家。

我是 1964 年 8 月从缅甸仰

光回国求学深造的“侨生”，十年

动乱打破了求学之梦。1978 年恢

复高考，我参加了并去体检了，因

无“后门”而名落孙山。初心不改

求学梦的我，1981 年 4 月，报读

福建工人业余工学院英语单科，

1982 年报读广播电视大学英语

单科，均取得结业证书。1983 年，

我报名参加成人高考，虽然总分

离报考英语专业录取分数线只差

几分，但语文分数高，类似情况的

“老三届”“新三届”约 30 人，我

们联名写信、打电报至教育部

门、高招办，要求录取在中文专

业上学，“拯救我们老三届吧！”

“誓死夺回荒废的青春时光！”

执着的追求终于获准，1983 年

秋，我被录取在教育部承认的厦

门工人业余大学（以下简称业

大）中文专业求学，成为“秋士”

得以深造。

业大校部、课室均设在当时

的工人文化宫，面授课程均在晚

上。第一天上课是教务主任洪老

师执教《现代汉语》，他说：你们争

取来的机遇难得，要快马加鞭赶

上课程，故周日照常上课。同窗们

来自厦门各行各业，白天干活，夜

晚上课，白领尚可，在工厂干完体

力活，晚上又得赶去听课，我口袋

里常带一盒“万金油”，欲打瞌睡

时，抹在太阳穴提提神；后来，我

听课时坚持做课堂笔记，这样瞌

睡虫也不缠身了。

4 年在人生的旅途不算漫

长，但要修完 25 门课程，确实艰

辛。“工作、学业、家庭”如三股麻

绳拧成一条鞭子，在脊背抽打着

我，不进则退。我博得师傅的理解

与支持，上夜班时，立车上的工件

在转着，我边背诵着手抄纸上的

唐诗宋词。1987 年，年届不惑之

年的我，终于取得毕业证书。

1984 年 2 月，邓小平同志“把

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题

词的春风，三资企业如雨后春笋

在厦门应运而生。1985 年，我停

薪留职离开了工人岗位，来到了

三资企业“金宝酒店”，步入了人

生的新旅途———旅游行业。

□ 廖集善（印尼归侨）

作为一名老侨，能够亲历并

见证共和国成长的 70 年，是一件

多么光荣和幸福的事。新中国的

诞生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庆幸我们生长在人类

社会发展史上一个伟大的时代。

1952 年 6 月，印度尼西亚巴

城中学 52 届应届中学毕业生

200 多人，有 120 多位同学回到祖

国怀抱，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

行列，其中有 12 人考进清华大学

学习，我是其中一员。我们见证了

共和国历史发展的风风雨雨，跟

随共和国一起成长。

共和国经过 3年的时间，医治

了战争创伤，从 1952 年开始，实行

第一个五年计划。而这期间，我们

正在大学里学习，学习政治经济、

科学技术和各种专业知识，为建设

社会主义打下理论基础。

1957年，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分

配到大西北工作，在兰州石油机械厂

工地担任施工工长，从工程技术员做

起，提升到助理工程师、工程师。

1962年夏，我调到西北工程管

理局施工技术部门工作，我有机会

到西北重点工程监督和验收落成

的工程。看到许许多多的大型工厂

逐步建成并投入生产，我感受到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脉搏正在大西北

强劲地跳动，我对祖国现代化的建

设前景充满无比的热情和信心。

1974 年 9 月，我从西安市调

到北京市，分配在北京市建筑设

计研究院，从事高层建筑结构抗

震研究工作。

八十年代开始，我国的改革

开放迅速发展，各地区需要引进

资金和技术。先期居港的归侨紧

密配合祖国的需求，引进国外的

资金和技术设备。积极地到内地

投资建厂，开拓市场。我于 1981

年夏定居香港，我学的是土木建

筑工程专业，适合当地需要，先后

在港人和外国建筑顾问公司觅得

职务，逐步取得工作资历地位后，

我陪同公司的老板到内地，先后

访问西北地区的乌鲁木齐市、兰

州市、银川市和北京市、福州市，

和各地区建设部门洽淡工程设计

任务。从 1985 年至 1998 年，我任

职的香港建筑设计公司和国内建

筑设计部门共同合作设计和引进

资金兴建了兰州飞天大酒店、北

京岭南饭店、北京新世纪大酒店、

福州元洪城和深圳华为科研试验

中心等工程，为祖国的改革开放

和建设发展尽了微薄之力。

身在香港的我们亲眼见证了

香港回归这一历史性时刻，当人

民解放军进驻香港时，我们许多

人冒雨赶去迎接。我们时刻关注

祖国的发展，同时也十分关心香港

前途的事务。在香港回归的 22年

岁月中，为贯彻基本法，实现“一国

两制，港人治港”方针，我们都积极

参加和支持爱国爱港的活动，以保

证和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但是，

香港回归祖国的道路绝不平坦，

始终贯穿了爱国爱港的力量同反

中乱港和国际反华势力的斗争。

我们居港的各界侨胞纷纷行

动起来，积极参加爱国爱港活动。

当香港发生重大政治事件时，如

“保普选，反占中”、区议会选举、

立法会选举、“撑释法反港独”等，

我们香港华侨华人总会、侨界社

团联会和各社团的侨友们，都走

上街头，积极参与。

当我们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2 周年的时候，我对香港的前途

充满信心。在强大祖国的支持下，

在“一带一路”构想指引下，香港

一定会充分发挥本身的优势，实

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促进香

港更加繁荣稳定。

共和国建国70年来，我们迎来

了中华民族振兴的辉煌时代，我们

亲身见证了香港回归祖国；我们亲身

经历了共和国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

富强，成为世界强国。此时此刻，我

感到十分幸运,感到无比自豪!

（香港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供稿）

年，清华大学的归侨学生合影 年春，参加北京农业合作化运动

和归侨同学在兰州乘羊皮筏横渡黄河

年 月，香港侨界社团集会游行支持人大释法，反对“港独”

年中秋，阔别 年的业大同班同学与老师聚会合影

当年业大校部的厦门市工人文化宫

廖集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