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干得好，中国！

——中外记者对当年北海安置难民的评价

北海市侨港镇（1984 年 9 月前称华侨渔业公社）的基建工程在 1980 年 4 月破土动
工，由于先后得到国家和联合国难民署及时拨款和援助（中央政府首期拨款 2908 万元；
难民署援助 785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1305 万元），住宅楼群和渔港等一批生产、生活设
施工程，像雨后春笋般在南边岭迅速建造起来。一座新兴的难侨小城——侨港镇，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像北部湾畔一处永不消逝的海市蜃楼奇观，吸引众多的难民署官
员、国际友人以及中外新闻记者纷纷前来参观访问。据《北海市志》记载，1981 年间，
北海共接待 17 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外商、华侨和港澳台同胞等 275 批 579 人次，其
中包括难民署高级专员、丹麦前首相保尔·哈特林夫妇一行。

在众多来访者中，有三位难民署官员是很值得一提的。
第一位是保尔·哈特林。他作为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偕同夫人到公社检查援

建项目的实施情况，和参观建社后难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后来他在香港启德机场发表
书面讲话时说：“北海是难民署的橱窗，是世界安置国的光辉榜样和典范。”他对北海
安置难民工作的高度评价，被刊登在 1981 年 9 月 7 日的香港《大公报》上。消息传出
立刻引起难民署有关官员和新闻媒体的兴趣和关注。如任难民署国际保护司司长的莫
萨特和法律顾问巴利到公社考察后说，听哈特林对北海安置难民的高度评价后，现在
有机会到实地参观，“北海安置难民的成果确实值得骄傲，你们的经验确实很好。”他
们的谈话于 1983 年 8 月 7 日刊登在《羊城晚报》港澳海外版。另两位难民署官员澳活
尔和卡彭特参观后感动地说：“作为联合国难民署接受 1000 多万难民，在 70 多个国家
里，都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慷慨援助，接受这样多难民和有效地组织他们生产、生活。”
（《难民情况反映》1984 年 9 月 10 日）

联合国难民署于 1985 年 1 月出版的杂志《难民》封面封底通版彩色大照片。

（一位外国记者摄）



第二位是莫歇，他是难民署第一任驻北京代表，也是难民署最先到北海视察的官
员。这位年轻而又壮实的官员工作非常认真细致，对难民极富同情心。他到公社后首

先视察正在动工兴建的难民公寓楼
群，询问供水、供电、环保和难民孩
子读书等有关问题。当得到肯定的回
答后，高兴地连说：好！好！好！他
全面了解北海安置的措施后，和北海
接待小组的领导商量如何多争取难
民署的援助，以及如何实施援助北海
难民的计划。难民署从 1979 年至
1984 年援助北海难民的 785 万美元，
绝大部分是在他任期内援助的，而且
资金及时到位。他先后 6次到北海视

察，最后一次到北海时和难民署审计官员皮奥索到公社，对援建项目购买物资的报表
和单据逐一过目，确认没有问题后，这位审计官高兴地说：“时间短，任务大，能按时
完成项目，不简单，功效亦很高。中国做事是实在的。”这也是对莫歇任职期间工作圆
满的总结。

1981 年 9 月，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哈特

林视察北海安置难民点时说：“北海是世界难民

安置的厨窗典范”，时任北海市副市长的黄成连

把此评价书于萱纸上。

第三位是卡彭特，是联合国难民署驻北京的第二任代表，他的工作也和其前任同
样认真细致。在公社听到新建的港池航道每年受西南浪推沙洄淤 10 多厘米高而影响渔



船进出时，当时正好刮西南风，他在公社有关人员陪同下亲自乘小艇前往探测，他乘
坐的小艇被汹涌的波涛扑打得上下翻滚，他晕浪了，显得很难受，但仍坚持工作。他
探得港池航道洄淤情况属实后，及时向难民署提出援助一艘价值 25 万美元的挖泥船及
有关配套设备，并指定到广州珠江造船厂购买最好的。有了这艘挖泥船疏浚，从此港
池航道的畅通得到了很大的保障。

采访中，老侨港人在谈到昔日接触过上述三位难民署官员的情景时，对这些官员
工作的热情与认真和对难民的同情与援助，至今还记忆犹新。

难民署出版一本杂志叫《难民》，用英、法两种文字向世界介绍一些国家难民的各
种有关情况。笔者在采访中看到 1985 年 1 月出版的中文版，其封面封底通版为彩色大
照片，反映北海侨港镇的难民在冷冻厂干活的情景；杂志中间用 4页铜版纸刊登彩图 9
幅（所有照片均为外国记者拍摄），介绍侨港镇难民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并配上“中国
向来到它的领土上的所有印支难民提供了长期的庇护”黑体字标题。此外，还刊登了
八个不同国度的新闻记者的文章，对中国安置来自印支难民的情况反映及评价。其中
《堪萨斯城时报》记者保罗立特科夫用鲜明的对比手法这样写道：“那次访问留下的印
象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香港‘封闭式难民营’里那个越南妇女的恳切、乞求的手，
幼小的儿童们在他们所知的惟一天地里的一排排铁丝网中间骑自行车的景象，居住在
屠宰场冰箱一样大小的四面透风的板棚里，终日期待着的一家家难民……中国政府同
联合国难民署一道，在组织有技术而又乐于从事生产活动的难民这项工作中，为全世
界树立了榜样……北海渔村的成功证明，良好的愿望加上巧妙地使难民们适应新环境
的做法，会创造出奇迹般的结果。干得好，中国！干得好，联合国难民署！”

早在1981年 12月 9日，王任重副总理到侨港镇视察后高兴地对北海市党政领导说，
你们安置难侨的工作做得很好，为国家赢得了荣誉。华侨华人都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
统，要给予他们温暖和关怀，把为难侨重建家园、安居乐业的工作做得更好。北海人
民没有辜负中央和王副总理的期望，不到三年，一位外国记者到北海参观安置难民的
情况后，激动地在他的文章中写道：“干得好，中国！干得好，联合国难民署！”这一
令人鼓舞的赞叹，通过新闻媒体，让世人了解中国，了解北海。

难民的千多艘大小船艇停泊在新建的侨港。 吴志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