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侨学校诞生和成长的回顾

1978 年 3 月下旬，因越南当局掀起大规模的排华浪潮，短短的数月间，北海的地
角镇周边一带，挤满了好几千难侨。北海市政府及时成立接待难侨小组，在安置大批
难侨的同时，也考虑到不让难侨子弟失学。于是决定在地角一处老地名叫白泥塘的平
地上，筹建市华侨学校。由难侨钟应茂任筹建负责人，钟在越南姑苏岛等地曾当过多
年的教师，是一位老教育工作者。

办校首先要解决课室。钟老师和他的助手们用竹木搭起数间简易棚，顶上用油毡
纸覆盖，这就成了课室和老师的办公室；课桌和凳子，则用木头打入地下固定后，上
面钉上长条木板暂时使用；在平滑的木板上刷上黑漆便当作了黑板；师资则从难侨中
的教师和北海、地角的民办教师中招聘。一切准备就绪后，1979 年 9 月，北海第一所
侨校正式开学。524 名适龄小学生挤在临时的棚式教室里上课，由老师们对每个学生的
文化程度进行了解。经过两三个月的摸底排队后，最后编出一年级 11 个班，二年级 2
个班，三年级 1个班。自此以后的每天清晨，朗朗书声不断从白泥塘的教室里传出，解
决了广大难侨的后顾之忧。

在创建侨校的工作中，钟老师在宣传、动员难侨子弟入学，以及解决学校一系列
基本设施方面，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他虽然只是学校负责人，却肩负着校长的工作，
所以上至有关领导，下至全体师生都尊称他“钟校长”。

一年后，市教育局为了使侨校得到更好的发展，从局教研室抽调梁健钟任该校的
副校长（次年任校长）。他是曾从事小学教育和教研工作达三十年的老教师。从 1981
年春起，临时居住在地角的难侨逐步分批迁到南边岭的华侨渔业公社新址，侨校的学
生也迁到公社新校——华侨小学。近邻的亚平、禾塘、打石、小老虎、大老虎等村的
适龄学生，也就近在侨小上课。

1981 年 9 月，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

员保罗·哈特林偕夫人访问华侨小学。

图为哈特林夫妇到教室看望学生，受到

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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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成的华侨小校，其教学设施与兄弟小学相比，算不上优越，但校园面积 70 亩，
是市区最大一所小学面积的 2倍多。校内运动场，据说属全国小学少数几个标准运动场
之一。1981 年 9 月上旬，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保尔·哈特林偕同夫人曾访问侨小，
对该校的教学和运动设施给予很高的评价。

由于梁健钟校长善于调动全体教师的积极性，狠抓教学质量，1983 年，侨小的第
一届毕业生参加升初中考试，何珍宝、曾春霞等 5人考上省级重点中学——北海中学，
成为难侨子弟的佼佼者。其余的毕业生则全部留在原校读新增设的初一级，为就读即
将成立的华侨中学作准备。

1984 年 6 月，华侨中学（属初级中学）正式成立，从此难侨子弟有了自己的中学。
1986 年 2 月 25 日，联合国难民署驻北

京第三任代表黎明·贺尔到侨校访问。这
位当过教师的官员，在一间坐满了小学生
的教室里，通过我国外交部一位女翻译对
学生讲了这样一段话（大意）：“当我踏进
你们的教室时，心情感到非常激动和愉快。
你们是幸福的人，你们应努力学习，将来
做一个有成就有出息的人……”随后他到
侨中访问，并教一班学生朗读英语课文。
黎明·贺尔在访问侨校期间，对难侨子弟

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帮助。
侨校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得到侨港镇政府在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在 1985 年

9 月 10 日我国的第一个教师节，侨港镇获得“广西区尊师重教先进单位”的殊荣。
昔日从地角白泥塘走过来的侨校，她虽然年轻，却进步很快，就像昔日年轻的侨

港镇成为北海的卫星镇一样。侨校这颗冉冉升起的教育新星，将永远在北海的上空闪
烁出希望之光。

1982 年 6 月，联合国审计官员盖尔

特（右一）到华侨公社审计援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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