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侨港技校的辉煌业绩

昔日的华侨渔业公社有一所成人文化技术学校。该校诞生于侨港最困难的历史时
期，受教育的多是目不识丁的水上人家（疍家）。笔者在采访中，听到一位原公社的老
领导讲了这样一件往事：

1979 年，大批从越南回到北海的难侨，在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组织有船艇的渔
民分为 60 个组出海捕鱼，进行生产自救。一次接待小组发通知到各组，叫各组长集中
开会，研究生产等有关问题。可是这些世代以船艇为家的渔民，长年累月在海上捕鱼，
几乎没有读书的机会，接到通知的组长都不知道通知里写的是什么，只好拿着通知去
询问接待小组才知道其内容。

1980 年，公社对全体难侨的文化程度进行了调查，其中 15 至 45 周岁的文盲占难
侨总数的 68.19%。

公社的领导发现这种情况后，意识到开展扫盲工作同样是当务之急的大事，若扫
盲工作跟不上，不但影响目前组织难侨的生产自救，对日后领导全体难侨发展生产也
会带来障碍，于是决定在地角白泥塘的侨校和南边岭的工棚，分别开办成人文化班进
行扫盲，利用晚上时间上课，这就是侨港技校的前身。后来公社给技校的开办明确两
大任务，一是扫盲（包括“堵盲”），二是渔业技术培训。

1981 年春，难侨全部迁入侨港新居后，技校晚上借用华侨小学教室上扫盲课。在
十多年的扫盲工作中，参加扫盲的难侨约数千人。下面列举的 4个人，则是其中的佼佼
者：

侨港镇水上学堂的校门。



卢瑞明，原来只懂越文不懂中文，参加扫盲班后，利用懂越文拼音的有利条件学
中文，所以进步特别快。脱盲后，他任大队会计，以后任建华公司主办会计、公司副
经理、经理，最后到市党校学习至毕业。曾任公司党支部书记。

黄成明，扫盲前任兴华公司副经理，脱盲后达到初中文化水平，后辞去副经理职
务，经营侨港最大的个体五金店，拥有资产近百万。

吴友全，脱盲后达到小学文化水平，经奋斗，拥有大马力捕捞船一艘、碎冰船一
艘，并置有楼房和小汽车，实现了他人生的辉煌业绩。

吴广友，原为大字不识的文盲，脱盲后，懂得看发票的货物名称和金额，于是做
起碎冰船的生意，家里也开冷饮店，提前进入了小康生活。

此外，“堵盲”也是扫盲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堵盲”，即不让 14 岁以
下的适龄儿童失学而成为文盲。因为在这 9000 多难侨中，多半数为疍家人。他们每户
几人至 10 多人，常年生活在船艇上，在岸上没有固定的家，这就造成船上的适龄儿童
失去上学的机会。为了使这些渔家子弟将来不成为文盲，镇政府于 1991 年 8 月开办水
上学校，学校虽然只有两位女老师，但由于她俩的努力，大大减少了适龄儿童的失学。

技校在开展渔业技术培训方面，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多种学习形式，开设船长、
轮机长、大副、二副、卫星导航、鱼群探测、无线电通讯、轮机维修，以及英语、越
语、会计、缝纫、渔网编织等学习班。据统计在 1979 年至 1997 年的十九年间，难侨中
根据自身工作需要参加各种学习班的人数达 16493 人次。其中船长、轮机长、大副、二
副等技术人员有 718 人。至 2000 年止，在技校学习后再经自身的努力，获得大学学历
的有 23 人。局外人看这 23 位大学生的人数不大起眼。但要知道在当年 9000 多难侨的
文化程度调查中，只有 3人具有高中文化水平。

侨港技校取得如此辉煌的业绩，除了历届镇政府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外，
是与技校全体教师的努力分不开的，其中有 3位难侨教师是很值得一提的：

梁富贵，1964 年毕业于越南广宁省师范学校（中文中专）。回北海后，曾协助钟应
茂创办侨校。后调到成人技校任教，1988 年任校长。技校在 1989 年至 1990 年两年间共
扫盲 1000 多人，成绩显著，于 1990 年被评为全国扫盲先进工作者，并到北京参加表彰
大会。

庞恩和，当年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她在技校参加了三年的成人扫盲教育，后在
水上学校负责“堵盲”工作，是水上学校的创建人之一。由于她工作认真，不怕艰苦，
在水上学校工作的十二年间，“堵盲”适龄子弟达 500 余人。镇政府没有忘记这位为技
校和水上学校作过贡献的老师，1999 年她被评为侨港镇先进教师。

钟应茂，他不但是侨校的创建人之一，也是技校的创始人之一，并在扫盲工作中
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不为名，不为利，是一位任劳任怨的老园丁。



回顾侨港创建的艰难岁月，百端待举，能着力抓好教育这一百年大计的确是高瞻
远瞩。在普及义务教育的同时，结合侨港镇未来发展的需要开办技校，并制订了“学
用结合、文技并重、服务经济”的办校方针，使该校历年培训出来的学员，为侨港镇
渔业生产的发展、经济建设，以及侨港镇成为北海市卫星镇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
献，从而谱写了创校历程中辉煌的一页。

在侨港镇技术学校学习的学员们获得职业技术证书时的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