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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 九 届 全 国 政
协委员，福建省水产研究
所副所长，厦门市侨联原
副主席朱耀光同志因病于
2020年3月28日逝世，享年
84岁。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原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
全国政协办公厅发来唁电
并敬献花圈，对朱耀光同
志表示哀悼，对朱耀光同
志家属表示慰问。发来唁
电和敬献花圈还有原全国
政协副主席陈宗兴和王钦
敏。

朱耀光同志是我国渔
业资源专家。

上世纪50年代，一大
批华侨怀着满腔热血，毅
然回国投身祖国建设，在
平凡的岗位上无私奉献，
朱耀光就是其中之一。热
爱海洋科研事业的他，与
大海结下不解之缘，完成
了一项又一项科研任务，
硕果累累。由于工作成绩
突出，他多次获得国家、
省、市的褒奖与肯定。朱
耀光经常说，“作为归国
华侨，我希望能尽自己的
全力报效祖国。”祖国繁
荣富强是他今生最大的愿
望。

1935年12月朱耀光出
生在印尼雅加达。1958年
回国并考上厦门大学生物
系。1962年毕业后分配在
福建省水产研究所工作。
数十年来一直从事海洋渔
业资源的调查研究，熟悉
福 建 海 区 的 主 要 渔 业 资
源，主持和参加过许多科
研项目。八十年代以来共
有15项科研成果分别获得
省、部、国家级奖励，其
中，省级科研奖有：一等
奖1个，二等奖2个，三等
奖 3 个 ； 部 级 科 研 奖 有 ：

二等奖2个，三等奖1个；
国 家 科 研 奖 有 ： 一 等 奖 1
个，其他奖5个。1987年被
评为“福建省有突出贡献
科技工作者”1989年被评
为“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
家”，1992年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荣
获首批福建省优秀专家称
号，并于1997年继续得到
确认。著有《福建海区虾
类资源捕捞调查及捕捞技
术研究》、《福建海区带
鱼、大带鱼和中上层鱼类
资源变动研究》、《福建
省定置作业分布和渔获物
组成调查》等论文，调查
报告六十多篇以及译文数
十篇。

朱 耀 光 专 注 渔 业 资
源调查研究，三十多年结
出累累科研硕果，为福建
海捕事业发展立下汗马功
劳。

朱 耀 光 同 志 历 任 第
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
员，第八、第九届厦门市
政协常委，第十一、十二
届厦门市侨联副主席，九
三学社会员，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福建省优秀专
家津贴。

　他认为，和我的贡
献相比，国家给我的荣誉
太多了，这体现了党和政
府对归侨、对科研人员的
关心和重用。作为一位归
国华侨，我见证了改革开
放带来的巨变，也亲身感
受到祖国的繁荣强大。（
王起鹍《图/文》写于2020
年3月31日）

以下是有关朱耀光同
志事迹的新闻报道：

研究海洋三十余载 
结出累累科研硕果

《厦门日报》记者薄
洁（2018-10-19）

朱 耀 光 的 相 册 里 ，
几乎没有一张与工作有关
的照片。老伴在一旁打趣
说 : “ 他 长 年 累 月 都 在 海
上，哪有机会拍照啊！”
朱耀光闻言笑而不语，小
麦色的皮肤仿佛诉说着那
段令人难忘的海上经历。

上世纪50年代，一大
批华侨怀着满腔热血，毅
然回国投身祖国建设，在
平凡的岗位上无私奉献，
朱耀光就是其中之一。热
爱海洋科研事业的他，与
大海结下不解之缘，完成
了一项又一项科研任务，
硕果累累。由于工作成绩
突出，他多次获得国家、
省、市的褒奖与肯定。“
作 为 归 国 华 侨 ， 我 希 望
能 尽 自 己 的 全 力 报 效 祖
国。”朱耀光说，祖国繁
荣富强是他今生最大的愿
望。

出一趟海掉几斤肉 他
坚持完成任务

“ 希 望 祖 国 强 大 ，
是每一名当时被称为海外
孤儿的华侨华人的唯一心
愿。”1958年，朱耀光从
印 尼 回 国 ， 打 算 努 力 学
习，报效祖国。同年，他

考进了厦门大学生物系海
洋生物专业，毕业后被分
配到福建省水产研究所，
从事海洋渔业资源的调查
研究。

省 水 产 研 究 所 是 一
个生产性科研单位，渔业
生产中遇到的难题，往往
就是他们的研究课题。“
一片辽阔的海域就是大实
验 室 ， 为 了 取 得 第 一 手
资 料 ， 出 海 成 了 家 常 便
饭。”在三十多年的渔业
资 源 调 查 研 究 生 涯 中 ，
朱耀光频繁出海，北起福
鼎 ， 南 至 诏 安 的 福 建 海
区，还有浙江嵊山、广东
汕头的渔场都留下了他的
身影。

海 上 生 活 并 不 像 人
们想象中那样浪漫，船越
往外走，风浪越大，即使
是经过锻炼后适应了海上
生活的人，间隔两三个月
再上船，也难免会晕船。
当时调查船出海要冒很大
风险，所以他们常与渔民
打 成 一 片 ， 随 小 渔 船 出
海。“离岸越远，风浪越
大，摇晃得厉害，舱内空

间小，腥味重，导致晕船
呕吐，严重时黄疸水都吐
出来了。”回想起那段日
子，朱耀光老伴陈杏芳心
疼地说，尽管满舱都是海
鲜 ， 朱 耀 光 却 没 有 胃 口
品尝，只能吞几口地瓜稀
饭，一个船程下来，总会
掉几斤肉。

海上调查完全不同于
陆地，船一到预定站点，
不管是风急浪险，还是下
着瓢泼大雨，科研人员都
得坚守岗位。他们的工作
非常紧张，像是采集水样
和浮游生物、分类和鉴定
渔获物，有时还要进行生
物学测定等，经常需要不
间断地操作。朱耀光总是
强忍着身体的不适，硬撑
着完成任务。“出海一趟
要花费国家很多经费，能
多跑一些站点，多搜集一
些资料和数据，就能更准
确地进行科学分析，掌握
客观规律，有所发现，有
所突破，为国家多做一点
贡献。”

完成海虾资源调查 实
现有效捕捞

众所周知，福建是一
个海洋渔业生产大省，海
洋捕捞业历史悠久，渔获
物品种多，产量高。然而
许多人未必了解，1985年
以前，由于对虾类资源情
况不明，缺乏专门的捕捞
工具，福建的海捕虾产量
极低，年平均产量仅为0.5
万吨左右。海虾捕捞的严
重滞后，引起了省水产厅
的高度重视，更牵动着水
产科研人员的心。为此，
省水产厅下达1983年《福
建海区虾类资源探捕调查
及捕捞技术研究》课题，
时任省水产研究所资源室

沉痛悼念印尼归侨、厦门市侨联原副主席朱耀光
那一颗赤子心 拳拳爱国心永远被我们铭记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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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2月出席九届三次会议的侨界政协委员，厦门委员有侨联主席陈
联合（后排左8）、副主席朱耀光（后右四）

1999年9月出席全国政协第九届政协会议的朱耀光

       朱耀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