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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总认为，此举既可
以帮助当地文教事业
的发展，又可以促进
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
关系，加深两国间的
传统友谊，诚属有意
义的举动，并呼吁各
地华侨在力所能及的
条件下能相继效尤，
加 以 支 持 。 [ 《 支 持
当地文教福利事业》
，《生活周报》1965
年1月9日，第三版。]

七、筹募教育经
费，关注教师福利

侨 总 为 培 养 师
资 ， 曾 于 1 9 5 2 年 至
1954年主办两届师范
讲习所，1955年开办
专科师范，1956年又
接办巴中高中师范，
共计有200多名学员
参加时间长达2年的
培训，侨总对学员免
费教学，免费提供食
宿，对于家庭困难的
学生，还会给予零用

钱，因此，侨总主办
专师及高中师范所需
经费，每年高达约七
十万盾，开支浩大。
为资助成绩优良而家
庭贫困的学生继续读
书，侨总每年还会设
置助学金，这些都需
要固定的教育经费作
支撑。为此，春节来
临前，侨总都会号召
侨胞响应祖国的节约
运动，展开春节节约
助学运动，节约春节
靡费，将节约的费用
捐作教育经费，[ 《
侨总发动春节节约运
动，希望各界侨胞把
节约所得捐助侨总作
师范教育经费》，《
新报》，1957年1月
16日，第3版。]并与
各侨团举行座谈，设
款项代收处，促请各
侨团共同推动此项工
作 的 开 展 。 [ 《 侨 胞
春节节约助学 侨总
设款项代收处》，《
生活报》，1957年1
月18日，第3版。]在
庆祝中国国庆节与纪
念孙中山先生九十周
年诞辰时的重大节日
时刻，侨总向爱国侨
胞 发 出 呼 吁 ， 将 节
省的靡费捐助侨总作
为师范教育基金，再
由工委和会员侨团负
责募收。这一举措得

到侨团和侨胞的积极
支持和响应。令人惊
喜的是，侨总发动的
春节节约助学运动，
不仅得到广大侨胞的
积极响应，并且外国
友人也闻讯来表达支
持 。 据 《 生 活 报 》
报 导 ， 有 一 位 名 叫
C.LILARAM的印度侨
民特捐助了2000盾，
托小南门的裕华公司
转交给侨总，作为助
学 用 途 。 [ 《 印 度 侨
商捐款两千盾 交侨
总作为助学用途》，
《生活报》，1957年
1月29日，第3版。]友
邦人士对华侨教育福
利事业的支持，让华
侨深为感动与尊敬。

华侨学校在印尼
被视为私立学校，得
不到政府津贴，中国
政 府 也 没 有 给 予 相
应的补助，维持华校
运作的经费主要来源
于华侨社会的支持与
赞助，导致教师的薪
俸普遍偏低，教师生
活困难，师资流失率
高，更加重了师资荒
问题，严重影响了华
校的发展。侨总文教
部数次邀请各有关人
士商谈教职员工的福
利待遇问题，呼吁各
华校根据实际情况，
适当调整教师薪俸，

拟出教师福利条例，
供各校参考，并不断
唤起社会人士对教师
福利的关注。每年“
五一”教师节，文教
部都会发动“尊师献
金”运动，将全部捐
款拨发教师公会福利
部，作为教师的福利
基金。除此之外，侨
总文教部还会与华校
教师公会出版教师节
纪念特辑，在教师节
前举办教师篮球赛、
乒 乓 球 赛 等 庆 祝 活
动，并在教师节当天
举 行 隆 重 的 纪 念 大
会，为长期从事教育
工作、为华侨教育做
出巨大贡献的教师颁
发服务奖状和纪念奖
章，借此唤起公众对
教师的关注，同时表
达 对 他 们 的 崇 高 敬
意。

风雨十四载，功
勋耀史册。雅加达中
华侨团总会的历史随
着1965年印尼政治舞
台上的那场劫难而画
上句号，但它在印尼
华侨华人文教事业发
展与中印尼两国友好
关系发展中所发挥的
重要作用不可磨灭，
值得载入史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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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雅加达侨总对印尼华教的贡献
        (1952-1965)    (十一)

华中培育出身的司徒眉生，
成为一代华侨杰出外交俊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