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情侨港镇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我就知道北海海滨有个小镇，名为侨港镇，那里有一片政

府盖的三层和五层的楼房，住着从越南归来的难民。

只要深入了解一下就可以知道，侨港镇的由来很有一段历史。40 多年前，由于众

所周知的国际政治风云变幻，20 多万侨居越南的同胞，被迫离开居住了几代的第二故

乡，划着一艘艘小木船，在海上艰难地漂泊，九死一生回到祖国的怀抱。

北海就是 1978 年和 1979 年收容越南归来的难民的中转站，难民中有很大一部分

前往了香港和其他的国家，留在内地的难民有一些被分配到了海南、广东、云南等地

方，还有一些被分去了广西其他县的几个农场。留在北海的难民主要是原来在越南从

事渔业的渔民，共有 7703 人。

为了让留在北海的难民有安身之处，政府在北海海边设置了安置点，让流离失所、

了无生计的难民在这里得以安居下来。联合国难民署对这些难民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同时也给予了一些资金和物质上的支持。于是留在北海的难民从 1978 年开始，伴随着

祖国改革开放的脚步，在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关爱之下努力建设自己新的家园，创造出

了人间的奇迹。

从行政建制来说，侨港镇可能是全国面积最小的镇，总面积只有 1.1 平方公里，

除却大小两个港湾，陆地面积只有 0.6 平方公里，而这里却是中国最大的难侨安置镇。

当年 7703 名难民在这里生息繁衍，如今在镇上已经有 18000 多居民，950/0 以上都是

旅越归侨和侨眷，常住人口更是达到了 20000 多人。

我记忆中的侨港镇，就是去海边常常经过的那片五层的楼房和看到的一些衣着不

鲜亮的人群。多年以后再来北海，却发现侨港镇在游人的口中已经是一处不能不去的

地方了。

侨港镇的大港湾 梁汉昌摄



卖海产品的商铺

侨港镇的历史虽然短暂，却是可以热谈的话题。20 世纪 80 年代，在昔日杂草丛生

的海边荒滩，政府为难民建造起了 55 栋居民楼，并逐步建设了学校、医院，以及供水、

供电、道路等生活配套设施。由于回到这里的难民在越南大多从事渔业生产，于是渔

业生产公司成立了，渔港、船厂在这里不断兴建、完善。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归侨们

已经把侨港镇变成为一座具有深厚文明气息，充满东南亚风情的魅力海滨小镇。镇内

绿树成荫的街道整洁平坦，车辆川流不息，产品丰富的农贸市场人来人往，商店超市

遍布全镇，完全是一个人居环境和谐优美的新型城镇。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保尔·哈

特林曾用最美的语言赞誉侨港镇是“世界安置难民的光辉典范和橱窗”，侨港镇同时也

成了一个全国有名的特色小镇，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

夜色中的侨港风情街梁汉昌摄 悠闲的游客们 归侨经营的餐饮店客人总是络绎不绝

现在来到侨港镇，你会感受到热带、亚热带撩人的风情。尤其是那已经闻名遐迩

的侨港风情街，各种疍家特色、越南特色以及东南亚特色的餐饮深受游客喜爱。每当

夜幕降临，食客蜂拥而至，溜溜转转，流连到深夜不愿离去。那沿街的海鲜店、烧烤

店、东南亚各地风味菜馆和小吃店，选择多样，价格实惠，店面装修也颇具风格。你

不仅可以品尝到男女青年最为喜爱的各种疍家糖水、炒冰、雪糕、生猛海鲜，还可以

品尝到地道的越南风味美食，如越南春卷、独具特色的煲仔粉，那是结合了东南亚疍

家海上饮食混合口味秘制而成的。还有地道越南风味的蟹仔粉——什么越鲜蟹仔粉、

鱼蛋蟹仔粉、杂煲蟹仔粉。人们说，这里的炒螺是恋爱食品，一边谈情说爱，一边慢

慢嗍螺，让时间悄悄流逝，什么白雪螺、花甲螺、吱吱螺、长尾螺都让吃货们欲罢不

能。这些餐饮店的归侨老板极讲“诚信”二字，销售的食品货真价实，物美价廉，服



务又非常好。在这家店用餐，还想吃另一家的东西，服务员会代你去买来，帮你付了

费，你用餐之后再一起结算，给客人感觉非常方便。他们绝不在店外拉客，依靠的是

顾客的口碑。我不止一次慕名在夜间来到侨港风情街，大快朵颐地享受一番。

侨港镇在这么短的时间从一片荒滩发展成为联合国安置难民的橱窗典范，再到现

在一个全国有名的特色小镇，这让我非常想探究一下侨港镇变化的真谛。由此就认识

了由越南归来的难侨曾春香，她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归侨。这是一位小学副校长，她祖

籍广东宝安，旅居越南是从爷爷辈开始的，一家几代人住在越南广宁省海康市，就是

现在已改名的下龙湾市。在海康市，她的父亲是车间的车床技术工人，母亲是全职家

庭妇女。1979 年父母带着他们兄弟姐妹六人乘着小木船从越南回来。侨港镇的难侨主

体是渔民，她的家庭属于少数那部分。

我们相约在她任职的银海区实验小学见面。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学校未能如期开

学，校内没有人。我们上到五楼，办公室也只见一两个老师。“李老师！”听到一位女

士用柔和的普通话叫我，这就是我今天要见的校长了。见面寒暄后，我被请到了一间

会议室。我说明来意，这位校长开始了她的讲述。我一边听，一边仔细打量着她，不

时向她发问。

华侨小学这栋房子已经成了文物点 梁汉昌摄



她是一位彬彬有礼、举止优雅的女性，看起来也就是 40 岁左右。黑色的大衣衬着

白皙的皮肤，得体的配饰，与在北京三里屯看到的时尚女子毫无区别。最让我诧异的

是她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咬字清晰，抑扬顿挫的语调基本没有夹杂地方口音。你无论

如何也无法把她与难民两个字联系起来，你甚至很难猜出她是哪里人士。

原来，回国之前，只有几岁的她一句汉语都不会说。安顿好难民之后，北海市政

府特别重视对难民孩子的教育，在 1979 年就用最快的速度建立了华侨小学。曾春香和

一群年龄差异很大的孩子们这才开始念书。小姑娘很聪慧，学习努力，年年成绩优异。

因为有六个兄弟姐妹，家庭负担太重，懂事的孩子们虽然成绩都很优秀，但顾念父母

亲的艰难，一个个放弃了升学的机会，早早地走向社会开始工作。曾春香初中毕业时

虽然很想考高中，但思考再三还是像哥哥姐姐们一样放弃，报考了无须学费的北海师

范学校，以便尽快地帮助家庭解决经济困难。毕业后的曾春香被分配回到侨港华侨小

学，在自己的母校成了一名教师。她说：“我也是误打误撞碰上了我喜欢的职业，我特

别喜欢做老师。”其实她更爱启蒙自己的华侨小学，她想把归侨们的后人培养出色，以

感谢祖国在难侨最困苦的时刻张开关爱的怀抱，温暖了他们。看着她，我不禁想起了

我的几个印尼归侨同学，当年他们刚刚从排华的印尼归来，一天晚自习，教室的灯突

然发生故障，不亮了。过了一会儿，几个华侨同学突然在黑暗中唱起了歌，那首歌非

常打动我，歌词至今依然记得：“祖国呀，我们亲爱的母亲！千里迢迢特派专轮，迎接

我们回家乡。我们坐上了你的船，犹如摇篮愉快温暖，谁说我们祖国的春天，不来到

我们的心田……”祖国才是自己真正的家园，海外游子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啊！

北海市银海区实验小学外景 梁汉昌摄

曾春香在一线任教，因为业务过硬，参加各级课堂教学比赛总是拿第一，先是代

表学校，接着代表银海区，然后代表北海市，直至赴自治区首府南宁参加比赛，就这

样一级一级地进步，一路走过来，成为优秀的校领导者。作为分管业务的副校长，曾

春香精心地辅导青年教师，一时间这所学校的青年教师在比赛中同样成绩斐然。学生

们喜欢这位优雅美丽、说话又好听的女教师。一次我在商店买越南咖啡，听那位也是



归侨的年轻女老板谈侨港镇的故事，谈到曾老师，她就说：“那是我们学生心中的女神

啊。”

侨港镇的发展让曾春香满心自豪。她说：“我的工作虽然调离了侨港镇，但是我还

是愿意一如既往地为侨港镇人服务。”她参与了侨港镇许多文化活动，得到很好的口碑。

每逢大的节日，如五月端午节、八月开海节，曾春香都会作为主持人被邀请回到侨港

镇。听到喧天的锣鼓声，听到侨港人高声地呼喊着“祖国，我爱你！”她总是激情满怀，

热泪盈眶。

为让我对侨港镇有更深入的了解，曾春香给我介绍她的一位老大哥朋友——侨港

镇归侨文化促进会会长周胜林，说周会长是归侨难民一个很典型的代表。她帮助我约

好见面的时间、地点，我便如期赴约了。没想到来的不是周会长一人，另有四位男士

已经端坐在那里了。曾春香请周会长一一介绍。原来四人当中还有侨港镇归侨文化促

进会的副会长、长期从事远洋工作的海洋集团北海专业合作社的总经理，侨宏冷冻厂

的董事长，侨港镇百川汇盛超市的董事长，另有一位是国民银行侨港支行的信贷部经

理。看来我很幸运，这几人应该是侨港镇各行业的重要人物了，他们的人生故事也就

是侨港镇发展的故事。

从与他们的交谈中知道，安置在北海的难侨主要来自越南的两个地方：一个地方

是海防市婆湾岛（一名吉婆岛），另一个地方是广宁省锦普市青伦山岛。话题自然是从

周会长开始，他的经历的确不一般——在越南时就是婆湾县海燕渔业合作社领导班子

的成员，专事管理海洋渔业捕捞的渔船。他是越南共产党党员，一直是越南共产党培

养的骨干。若不是政治风云变幻，他也许就在越南从政为官了。他于 1978 年回到北海，

1984 年开始担任侨港镇富华捕虾公司的总经理，带领侨港镇的渔民在改革开放的环境

中走上致富的道路。他于 1990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问他：“你的原籍是哪里？你

的家族是什么时候到越南去的？”

叙述他的身世及与难民们逃离越南的那些困苦日子，周胜林显得有些激动，他说：

“我们在座的都是北海籍的人，1937 年，日本人侵占北部湾，烧渔船，杀人头，我们

前辈是渔民，因为害怕日本鬼子就逃到了越南北方，在婆湾岛安顿下来。我是 1947 年

生人，在婆湾岛出生，30 岁回到国内，他们四位比我小，回国时只有 10 来岁。那时候

我们是几家人集资，买 6 米长的木船，老老少少乘船在海上漂泊，双手日夜不停地划

着船。海上缺淡水少食物，又害怕天气变化，如果遇上狂风暴雨，性命都保不住。就

这样，整整用了半个月才到达北海。那真叫作惨啊，说起来就要流泪！

“20 世纪 70 年代我们国家还很穷，这么多难民要救济实在也不容易，我们每一个

星期得到一些米、一些柴，还发给我们一些冰冻的鱼，解决饥饿的问题。同时在地角

那个地方盖了一些毛毡难民房，让我们有地方住。当时我非常迷茫，没有钱，没有船，



家产没有了，在越南的存款也不让我们取，没有钱可用了。我夫妇二人带着三个孩子，

怎么办？卖了随身带的一点金子和手表，也顶不了多久。就在这个时候，政府帮助我

们这 7000 多渔民成立了华侨渔业公社，于是我们可以打鱼为生了，生活又有了希望。

政府还为这些难民向联合国难民署申请资金，盖起了 55 栋房子，建起了港口和冷冻厂，

又资助我们买渔船，慢慢生活才安稳下来。”

侨港镇的小港湾

“什么时候你们的生活开始好转？”听我这样一问，大家都活跃起来，你一言我

一语地说开了：20 世纪 80 年代政府给侨港镇的政策很好，除了集体所有制，个体经营

也可以贷款。这样渔民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自己做虽然辛苦，经常熬夜，一天只

睡三个小时是常事，但是觉得前景好啊，几年下来还清了债务，担子就轻了。到了 1993、

1994 年以后，政府开始补贴现金，日子就更好过。我们这一批渔民，回国前就是越南

当地渔业生产的中坚力量，技术过硬。有了好政策，侨港镇的渔业生产在我们的努力

下发展很快。1998 年以后改变就更大了，政策放得开，我们拿到贷款，把小帆船改成

大渔船，马力加大了。此后几年，政府还给油钱补贴，于是我们把木船升级为钢铁船。

钢铁船能够远航，可以行驶到曾母暗沙附近，甚至能到公海捕鱼了。侨港镇的渔业生

产就这样发展得越来越好。

我看到侨港镇有一大一小两个港湾，休渔期间布满大大小小的渔船，那也是一大

景观啊！

小小的侨港镇，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社会生活功能齐全，生活物资应有尽有，

配套服务完善。这也得益于政府给予的政策和侨民自身的质朴、勤奋、吃苦耐劳的品

质。那位超市董事长叙述自己创业的艰辛过程，如何东奔西跑寻找商机，如何一块钱



一块钱积累资金，他表述得很风趣幽默，不断引发大家的笑声。我感觉出那是含泪的

快乐。世间事事如此，不经一番风雪苦，哪得梅花放清香！他们走过来了。

休渔期间停泊在港湾的渔船

周会长说起侨港文化促进会也非常自豪，他说：“我们这几个人都很有雷锋的精神

的。”“怎么说？”我问。曾春香代他回答了我的问题：他们在侨港文化促进会里出钱

又出力，做了很多工作。例如 2013 年文化促进会组织了一部分会员，共有 100 多人回

到婆湾岛那个从小居住的地方观光，再带领他们去越南首都河内旅游，这是他们当年

在越南生活时想都不敢想的事。回国之后，2015 年他们又组织这批人到北京观瞻自己

祖国的首都，让这些归国几十年的侨民深切感受到祖国的伟大。组织外出的时间比较

长，人又多，还有不少年纪大的人，侨港文化促进会为此在出行的团内配备了医生和

护士以及药品，给每位年纪大的人随身戴一个小牌子，还为他们配了翻译，以防走失。

这么周到地为大家服务，真是让人感动，可见侨港镇的人十分具有团结精神。

“你们这是一个雷锋团队啊！”我说。大家由衷地哈哈大笑。从与他们的交谈之中，

我最为深切的感受是侨港人的爱国情操，那不是口号式，而是发自内心的爱。他们从

归国起始，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一路走来，每个人从前途渺茫到幸福小康，从被人欺

负到自己当家做主，适时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怎么能不感慨万分，热爱自己的

国家呢！

归侨、美食、渔港、海滩等多元素促成滨海风情的侨港镇魅力无穷，以旅游为主

的第三产业显得生气勃勃。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告诉我，侨港镇没有一户是真正的贫

困户，哪怕是个别常年患病的人，哪怕是鳏寡孤独，政府都有政策照顾。

月明星稀之夜，在侨港镇流连的人们，看月色如水，灯火闪烁，海风徐来，渔歌

唱晚，这个如诗如画的风情侨港又给来此打卡的游客们带来多少欢乐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