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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方为此特别举行
了全院的“社会主义
教育”大会，郑光煌
被安排在会上讲话。
会后中文系学生进行
采访，编写了河大的
《红旗谱》。

1960年郑光煌大
学毕业，被分配到天
津重点中学“天津女
四中”任教。他严以
律己，认真教课，表
现突出，获得学校颁
发奖金,并破例提职提
薪。

在天津十三年的
教育工作中，他大部
分时间和精力都付诸
于培育祖国的建设事
业接班人。学生毕业
后在不同工作岗位上
做出了贡献。让他深
为欣慰。1972年他被
评为区级模范教师，
参加和平区模范教师
大会。

为人师表，郑光
煌 一 向 认 为 要 培 养
德、智、体全面发展
的接班人，教学要教
人。天津女四中是重
点女校，招收的学生
大部分是附近各小学
学习成绩优秀生，在
家多是父母宠女，缺
乏劳动锻炼。郑光煌
在星期天多次组织学
生，推着装垃圾的小
拉车，到天津南市没
有 私 家 厕 所 的 贫 民
区，收集各户马桶里
的排泄物送到市里卫
生清洁部门处理，这
就是天津人所谓“磕
灰”活动。通过此活
动，加强学生的劳动
观点，了解天津社会
的贫民生活条件，使
她们认识改造天津市
社会落后的必要性。
这一活动引起了天津
卫广大市民的极大反

响和共鸣，《天津日
报 》 及 时 做 宣 传 报
导。

郑 光 煌 回 国 2 0
年，受到祖国教育滋
润 , 如 沐 春 风 ， 在 文
教战线上做出了应有
的贡献。在“反右”
和 “ 文 化 大 革 命 ”
中，能明辨是非，坚
持正确立场，主持正
义，敢于向不良现象
作斗争，从不丧失立
场，作为一名归侨他
深感庆幸和欣慰。

回国前，郑光煌
立下了雄心壮志，怀
着远大理想，相信回
国 深 造 后 ， 学 好 本
领，将会更好为祖国
人民服务。然而回国
不 久 适 逢 “ 反 右 斗
争”，接着又有“文
化 大 革 命 ” 运 动 。
极“左”思潮泛滥，
国家侨务政策不能正

确执行，归侨有“海
外关系”不被重用！
种种政治上不平等之
待遇，让他感到非常
委曲和难过，因而萌
生去意。70年代初，
政府对归侨的出境政
策 有 所 开 放 ， 许 多
归 侨 纷 纷 申 请 到 香
港。1973年郑光煌也
成功申请到了香港。

初到香港 努力打
拼

初到香港，首要
解决谋生问题。香港
是中国货物进出口重
要海港，货物需要大
量运输货车转运，他
于是把其弟的运输业
发展起来，与侨友合
资成立了“德泰运输
公司”。不到两年，
由一部小货车发展为
四部大小运输车，每
月运载上千吨货物，
解决了数个归侨家庭
的生活问题。

70年代末期，中
国货物进出口激增，
中 旅 社 货 仓 不 敷 应
用，郑光煌与裕华国
货 公 司 李 润 基 、 白
月英等侨友合资组织
了“裕中华货仓有限
公司”,租下九龙葵涌
乐基大厦三层楼作为
货仓，业务以储存中
国进出口货物为主。
因为管理完善,发展迅
速，层数逐年增加，
到90年代发展到把整
幢大厦承租下来。共
计十五层楼，面积36
万平方呎，每月进出
吞 吐 量 有 数 百 个 货

柜，为当时中国的货
物流通和储存发挥了
很大的作用。

在事业有成，经
济 有 了 基 础 ， 生 活
有 了 保 障 之 后 ， 他
开始思考广大同命运
的 东 南 亚 归 侨 的 各
种社会问题。20世纪
70年代中期，是归侨
出 境 的 高 峰 期 ; 他 们
的绝大多数出境到香
港。由于内地学历不
为香港政府认可，许
多有专业技术的归侨
无法发挥专业才能。
他们举目无亲，为了
生活，不得不改行做
其他工作：大学生当
保安员、医生当私家
看护、大中学教师当
杂工……，只要有工
就做，只求能维持一
家生活。一家数口住
的是十多平方米的政
府 临 时 安 置 区 或 木
屋，生活在最低水平
线上。归侨作为新移
民，如何在这陌生的
环境中生存，如何才
能脱离困境，改善生
活，融入香港社会等
等问题，在他的脑海
中反复思考。。。！

小时他常听到父
辈 讲 述 祖 辈 出 洋 谋
生 的 苦 难 故 事 ， 印
象很深刻。满清及国
民政府时期，政府腐
败，战乱纷起，内忧
外患，民不聊生，只
好离乡背井出洋寻找
出路。大部分人都是
文盲，没有任何专业
技术，全靠出卖劳力

苍茫劲松伫雪峰 烂漫山花别样红
郑光煌的爱国情怀(二)

郑光煌主编的《苏北华侨华人沧桑岁月》上下集和
续集，书写苏北华族建设与奋斗历史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