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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章珍，祖籍福建莆田涵江，

1957 年归国，印尼归侨，毕业于

福建农学院，退休前曾任同安县

副县长、同安县侨联主席、同安县

政协副主席，思明区副区长、思明

区政协副主席、思明区侨联主席

等职, 致公党思明区第八支部党

员，致公党厦门市委会原常委、妇

女委原主任。

林章珍的父亲叫林金钗，他

在 13 岁的时候跟随林章珍的奶

奶一起前往印尼生活。虽然在印

尼成家立业，但他仍然心系祖

国。“九·一八”事变后，林金钗积

极参加印尼的华侨救国组织，捐

献钱物，支援祖国军民抗战。

1937 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

动全面侵华战争。是年，林章珍

于印尼雅加达出生。她在战火硝

烟中度过了童年时光，先后就读

于印尼新华小学和巴城中学。

1949年，获悉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林章珍的父亲特意在印

尼的家门口挂上了一面红旗，表

达喜悦之情。没想到，印尼的宪兵

队看到了这面红旗，闯进家中，说

不允许悬挂五星红旗，勒令将五

星红旗收起来。当时，父亲已出门

办事，母亲独自一人带着几个孩

子在家中。母亲告诉宪兵们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是林章珍

父亲挂的祖国的旗帜，能不能等

他回来再收。宪兵们不同意。幼小

的林章珍在惶恐与害怕中，看着

母亲一边流泪，一边收起了那面

五星红旗。父亲回来得知后，连连

叹气。那面五星红旗虽然被收起

来，却在她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

祖国是红色中国。

1950年，中国和印尼正式建

交。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于国庆节

举办国庆晚宴招待各国驻印尼大

使。根据招待会工作需要，林章珍

和一批爱国中学生参与了来宾接

待等工作。到了使馆，他们接受了

一些简单培训，比如礼节以及注

意事项等。让他们印象最深的是，

当时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特意交

代他们，希望他们好好学习，等到

中学毕业后，回国参加祖国的建

设。在国庆晚宴上，林章珍亲眼见

到以前只能在书上看到的中国各

省特产，如又大又漂亮的广东潮

汕柑橘、又红又圆的山东苹果和

贵州的茅台酒等，对祖国的向往

和期盼愈加强烈。

1957 年 6 月 3 日，林章珍父

亲放下忙碌的工作，专程到码头

送林章珍启程回国。“船渐行渐

远，父亲的身影越来越小……”

“事后我才知道，我母亲不舍得

也不放心我独自回国，整整哭了

一个星期。”林章珍怀着对亲人

的不舍和对回国的热情、对未来

的期盼，经过 7 天 7 夜的海上航

行回到国内。

回国前，林章珍的父亲早就

下决心要把子女一个个送回国，

他特意为林章珍准备了一台莱

卡相机、一架手风琴、一台缝纫

机、一辆自行车和一些橡胶半成

品，并嘱咐她：“回国就要好好报

效祖国……一个人在外，读书要

交学费，家里不一定能及时汇

钱，就把这些东西卖了换钱。”林

章珍至今仍保留着缝纫机以寄

托亲人的爱和对亲人的思念。

儿时的一面五星红旗，在林

章珍心中种下了一颗红色种子。

无数像她一样的海外游子，怀揣

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义无反顾

地回到祖国，为国家建设挥洒热

血，奉献青春。

刚回国的时候，林章珍考进

了福建农学院（现福建农林大

学）。毕业后，林章珍被分配到厦

门同安农业局，成为一个勤劳肯

干的技术员。在全面贯彻党对干

部培养的“四化”方针的春风下，

她调任同安县副县长，先后任同

安县政协副主席、同安县侨联主

席，思明区副区长、思明区政协

副主席、思明区侨联主席等。

她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积

极为侨服务。聚力量侨海情，和

同事一起推动、筹备同安区侨联

大厦建设；广联络助教育，积极

联系、引进侨资，动员爱国华侨

捐建 3 所学校；善发现强队伍，

为致公党和侨联推荐了许多优

秀人才……谈起曾经工作中遇

到的优秀华侨、工作伙伴，林章

珍如数家珍，曾经和大家一起奋

斗时光铭记于心。

当时思明区政协刚刚要成

立，她凭着在同安县政协工作的

经验，为思明区政协成立的前期

筹备做了许多协助工作。任思明

区政协副主席时，她组织界别活

动，带领区政协委员们视察调研

企业，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

积极建言献策。无论在哪里工

作，林章珍都尽心尽力。谈起曾

经的工作，她说:“都是集体的力

量，不是个人的能力，尽心履职

本是我们应当做的。”

林章珍十分热爱党派事业。

她回忆，曾经在工作中，有的人

不了解致公党，她就突出“侨党”

“对外联络”来介绍。她常常发掘

介绍积极认真的优秀人才加入

致公党，加强组织的力量。退休

后的林章珍仍然十分关心党派

工作，“我们支部活动很丰富，党

员们很积极，人才济济，有专业，

有侨海优势，大家很有热情参政

议政。”

“回国 67 年，见证了我们的

国家越来越富强，人民的生活越

来越美好。”如今，林章珍由衷希

望，年轻的致公党党员们能够热

爱祖国，把准政治方向，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致力为

公”精神，积极参政议政，发挥自

身作用，将理想和信念在致公党

人中代代传承下去，把爱国报国

的华侨精神发扬光大。

黄竹源，祖籍福建南安，

1954 年归国，新加坡归侨，退休

前任教于同安二中，曾获“县级

先进工作者”“县级优秀辅导员”

“省级优秀班主任”荣誉称号，致

公党翔安区第二支部党员。

本文来自黄竹源的口述，让

我们一起来品味归侨老党员的

精彩故事吧。

我的父亲黄奕扁是个建筑

包工，当时在陈嘉庚南益橡胶公

司上班，是一家人养家糊口的顶

梁柱，我的姐夫吕辉谋是进步人

士，受到他们的影响，爱国情怀

早已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根。

20 世纪 40 年代，时局动荡，

为了更多了解时局大事，我家订

阅了《南侨日报》。通过这扇窗

口，我学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

论，了解了许多国内外时事、国

际形势和华侨爱国运动。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百

废待兴，国家通过各种形式号召

海外侨胞回国建设新中国，为国

家发展贡献智慧力量。我也萌生

了回国学习、建设国家的想法。

1954 年 5 月，18 岁的我意气风

发，怀揣着拳拳报国之心，登上

了“海后”号客轮。从此之后，“祖

国”二字不再是报纸上的白纸黑

字，而是我脚下坚实的厚土。

事实上，我的母亲非常希望

我能留在她的身边承欢膝下，但

我去意已决，母亲只好强忍泪

水，送我踏上回国归途。途经海

南、汕头，我辗转来到厦门，就此

开启了崭新的旅程。

我先后进入集美侨校、集美

中学就学，后来又考入厦门师专

数学专业。毕业后，我顺利走上

教育工作岗位。

虽然有的年轻教师认为班

主任担子重、责任大，但我担任

30年班主任的经历，却让我十分

骄傲自豪。当时，无论我接手的

班级底子如何，我都认为他们是

可造之材，悉心培育，往往只需

要一年的时间，手上的班级就成

为了大家认可称许的先进班级。

正因如此，每到招生时，我的班

级就成了“香饽饽”，学生们都争

着抢着想到我的班级来学习。

有很多教师问过我管理好

班级的秘诀，我就说“人与人之

间贵在相知”。我会利用课余时

间与学生一起散步、打球，了解

他们的兴趣爱好、性格特点，从

不吝啬表达对学生的关心爱护。

如此一来，跟他们讲道理，教育

引导他们就容易多了。

有的学生病了，父母上班

远，我会主动担负起煎药送水的

责任；有的学生不慎受伤，我就

1987 年 1 月，我经戴农章、

陈笃涵介绍加入了中国致公

党。我原本是同安区第一支部

的党员，后因常年居住在翔安

马巷，想要就近参加支部活动，

就联系组织转到翔安区开展组

织生活。

在翔安区第二支部的这几

年里，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支部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

德。我依旧记得支部有一场“趣

味运动会”，为了兼顾安全性和

趣味性，支部特地设置了自行

车慢骑、夹珠子、定点投篮等活

动，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参加。我

还积极参加陈嘉庚纪念馆参

观、致公党翔安区基层组织成

立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等。每次

参加活动时，都有支部党员陪

伴在左右，处处注意我的出行

安全，让我感觉十分温暖。逢年

过节亦或是我卧病在床之时，

总有党员上门慰问关心，那份

深深的情谊和关怀，让我心里

满满都是感动。

今年我已经 90 岁了，加入

中国致公党已有 37 个年头，在

致公党这个大家庭里我感受到

了许多的呵护，我最想说的一句

话就是：“加入致公，此生无悔”！

把从国外带回来的珍贵药材送

给他；有的学生学业跟不上，我

就“不信东风唤不回”，利用周

末、寒暑假给他们“开小灶”；还

有学生年龄较大才来读书，落下

的功课比较多，我会约请几个同

事一起给她“加餐”补缺，终于感

动学生的心，积极主动奋发、成

功升学。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汗水换来

收获。学生们成了各行各业的精英

人才，每逢寒暑假，常常回来探望

我。看到学生们都有一技之长，为国

家建设和经济发展贡献出自己

的力量，我很欣慰也很知足。

埋下种子，铭记于心

辞别父母，启程归国

挥洒热血，奉献青春

热心党派，期许未来

一寸赤心，以身许国

良师益友，诲人不倦

加入致公，此生无悔

黄竹源。受访者供图

林章珍于同安任职期间工作照。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