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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同样生活在中国的

土地上，但他们还有另一个
共同的名字：“难民”。
“以前在越南的时候，越

南人说我们是中国人；后来
到了中国，中国人又说我们
是越南人……”在云南的一
个难民村里，时年43岁的村

主任孙文亮曾这样告诉前去
采访的媒体记者。1978年至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包括孙
文亮在内、因为中越战争产生
的20余万名越南难民潮水般
涌入中国边境，开始了在他们
看来前途未卜的生活。

30年后的 2007年 5月

10日，联合国难民署对中国政
府当年安置这些难民的做法给
予了高度赞扬，称中国近三十
年来对境内越南难民的安置工
作是“世界上难民安置和融入
社会最成功的范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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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国家“短时间”、

“临时” 安置难民的办法相
比，中国政府奉行的“为每一
个来到中国的越南难民提供永
久性难民庇护”的承诺，在联

合国救助难民史上绝无仅有。
按照上级指示，中国地

方政府对所有难民都无条件
接收，这些一无所有的难民，
吃穿住用全部由政府无偿提
供。据有关统计，到 1978年
底为止，中国一共接收了

26.5万名越南难民到中国避
难，其中不少为中国侨民。由
于中国允许这些难民在中国
永久避难，所以他们在庇护
中心短暂休整后，就被中国
南方的云南、广西、广东、福
建和江西等省份的 263个国
营农场接收了。
“由于与中国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这些难民很容
易融入当地社会，更重要的

是，中国政府在安排难民生产
生活的时候，往往按照他们原
来的族群关系进行安排。”研
究华侨问题的专家、广西师范
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冠武告诉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马冠武是广东潮州人，在

他的记忆中，自己家附近的
农场就接收过很多来自越南
的难民，“这些难民其实多数
都会说广东话、潮汕话，也有
人会说客家话，语言上的优
势使得他们很快就得到了认
同，在当地站稳脚跟之后，要

谋生和发展就容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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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 7月，联合国高

级难民特使保罗·哈特林访
问中国，中国政府向联合国
提出了援助的请求。由于中
国的难民安置方法不像其他
地方的难民营那样只提供暂
时帮助，而是提供一个长期
的难民解决办法，要让这个

办法更为有效，联合国的援
助显然十分重要。

随后，联合国难民署在北
京设立了分支机构，开始致
力于中国的难民安置，关注

中国难民社区。由联合国难
民署和中国政府共同主持的

项目，不但为难民提供即时
救助（修建房屋等），同时也
为收留难民的农场提供经济
援助———这些农场由于接收

了许多难民而财政紧张，只
有努力扩大再生产，才能更
好地“消化”新来的难民。

同样是研究东南亚华侨
问题的厦门大学博士张坚的
研究显示，到1985年为止，联
合国难民署已经援助了76个
中国国营农场。根据计划，4年
之内，所有的难民都将自给自
足。这样，几年后越南难民在中

国的安置问题就将告一段落。
“这种安置与其他国家

安置难民截然不同之处在于：
不仅仅是为难民提供足够的
粮食、干净的水源、基本的医
疗卫生条件和教育设施，而是
从安置伊始就考虑到如何让

难民融入当地社会发展中，为
难民第二代、第三代的生活奠
定扎实基础。”张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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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上，对难民的主要

安置办法是：战争状态或者紧
急状态结束后，所在国政府将
难民自愿遣返，或者吸纳为所
在国的居民，或者转到第三国
安置。中国政府也曾经与老挝
政府协商，共同签订了《关于遣
返在华老挝难民的议定书》，根

据这一协议，1991至1997年
间，3000多名老挝难民分 17
批顺利地返回了家园。

当然，也有不少在中国居
住多年的越南、老挝、柬埔寨
难民，最终仍愿意选择在中国
长久居住下去。“中国非常好，

我们做梦都想成为中国人。”
一位难民表示，当年中国在难
民进入之初采取的积极政策
和措施，对处于水深火热的他
们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

有报道显示，从 1983年
起，中国政府根据自己的国

情，决定让难民们开展生产自
救，不用交公粮，让他们通过
劳动自己养活自己，每户人家
每年都有不少的收益，有时候
甚至超过当地的中国农民。

但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西方一些国家却将中国政府

安置难民的措施视为为争取
政治上的主动权采取的 “怀
柔”政策。张坚对此有着不同
的看法，他更愿意将其归纳
为中国传统文化中 “远人不
服，则使之来，既来之，则安
之”的“大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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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的清远农场当年

接收了 6207名难民，这些难
民大都靠养殖鱼虾和种植果

树谋生。人口的不断增多，意
味着人均土地资源的减少，但
更多难民还是能在当地政府
扶持下找到新的发展道路。

如果说当年的难民首要

问题是安顿下来，养家糊口
的话，那么，如今，随着中越
关系正常化，原来就有浓郁
越南情结的难民，相当一部分
人开始利用在越南的人脉、感
情和土地资源，寻找自己发展
的新空间。当年被安置在广西

浪湾农场的吴祖致的儿子吴
权佑，早在2001年就开始酝
酿在越南、缅甸、柬埔寨等地
种植木薯、剑麻等产品，充分
利用当地土地广阔、劳动力价
格低廉的优势，发展生产。

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

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加
快，吴权佑成功地把木薯产
业延伸到最初逃亡的越南广
宁省。广宁省省府下龙市近
郊的 200多亩土地，已经被
吴权佑担任法人代表的企业
全部承包，承包期 30年，全

部用于种植木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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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跃明半夜三更打电话

让检察院“紧急集合”，带头
去捉拿所谓的“腐败分子”；
他辖下的定点屠宰办，“两
劳”、吸毒人员充斥其间。

在任县级市的财委主任
时，官职不大，颜跃明却硬生
生把它弄到要风得风、要雨行

雨。有人说，颜跃明“一个人几
乎管住了整个市的经济命脉”
—————财政、金融、工商、税
务、商业、粮食、供销、物资、劳
动……这些系统的大权，都掌
握在他手里，42家单位都只看
他一个人的脸色。

颜家有六兄妹，颜跃明排
行第三。颜家有了这棵 “大
树”，自然好乘凉。据知情人
介绍，颜跃明在当财委主任
期间，仅工商、税务、财政、
商业等单位就进了二三百人
之多，绝大多数是其亲友、

关系户。
颜跃明的大哥颜某，原本

是乡里的一名剃头匠，在颜跃
明的安排下，1993年调至娄
底新世纪商厦当上了副总经
理，后又当上了党委书记。颜
跃明的妹妹颜小平，初中文

化，被安排当了工商所副所
长；颜小平的丈夫张述红，曾
被判刑2年，在颜跃明的关照
下，“火速入党”，三个月后提
拔为副科级干部……

但是谁要扫他面子，那麻
烦可大了。

李毅是颜跃明下属某公
司的经理，因与其关系不好，

颜决定好好教训他一下。1996
年的一天，夜里12点，颜跃明

把电话打到市检察院反贪局
局长家里，要求他紧急集合办
案人员开会，并疾言厉色地
称，“现在我以省人大代表的
名义，现场监督你们去搜查抓
捕！”此事导致李毅被关押了
一段时间。

1998年的一天，在娄底
市洞新市场旁边的一家酒店
里，那一天是李某生日，前来
祝贺的亲友陆续落座，由于客
人太多，等颜跃明来到酒店
时，发现他订的包厢竟也被客
人占了，颜跃明掏出手机拨打

当地派出所所长的电话，责令
对方赶快过来抓人。在颜跃明
的“监督”下，民警只好把触
了霉头的李某带回派出所处
理。

1999年娄底地改市后，
颜跃明调任娄底市（地级市）蔬

菜管理局局长，他辖下的娄底
城区定点屠宰办，安插了一批
“两劳”释放、吸毒人员，导致
了不少伤害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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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任蔬菜局局长后，原先

的几个下属“好单位”跟着他
一起走，把它们变成了自己的
“小金库”

1993年 8月，颜跃明调
任财委主任后，很快开始组建
网点公司和网点办，使其成为
“进钱”的口袋。在娄底城区，

只要盖房子，就要收费，仅这
一项，一年就达数百万元。

颜跃明当了娄底（地级市）
蔬菜局局长后，原先的几个下

属“好单位”竟也跟着他一起
走—————网点公司、民营经济

开发区等，成了他随时取用的
“小金库”。

此外，娄底市城区生猪定
点屠宰办，也是他的另一个
“小金库”。颜跃明提出，要截
留部分税费，作为单位开支。
他亲自向屠宰办法人代表、财

务会计、出纳布置，建立一套
账外账，将截留的税费收入转
移其中，供其自由取用。他甚
至专门叫人来指导会计、出纳
如何做假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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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霸占一年轻女子长达
7年之久，不准其谈恋爱结

婚，两度强行拆散对方。在办
公室毫无顾忌地猥亵女下属，
甚至连门都不关。

祝红雨 （化名）1996年从
学校毕业到财委上班时，才
18岁，不谙世事的她不久就

被颜跃明盯上了，经常找各种
借口带她出去玩。一次跳舞回
家途中，颜跃明在车上强行占
有了她，事后承诺只要保持关
系，一定“好好照顾她”。祝红
雨不敢反抗。此后，颜跃明每
周都要她到宾馆约会。这种关

系一直保持了五六年之久。
之后，祝红雨跟外地一男

子谈起了恋爱，并想辞掉工
作，乘机摆脱颜跃明的控制。
颜发现后大为恼火，他调出祝
红雨的电话单，然后打电话威
胁其男友，声称要把他抓起

来。在他的威逼下，这段恋情
匆匆夭折了。

此后，祝红雨又跟涟源市
某公司的曾某相好，两人已谈

婚论嫁了。颜跃明恼怒之下，
派人公然威胁曾某，最终掐断
了两人的关系。万念俱灰的祝
红雨，几次欲跳楼自杀。之后，
颜又用同样手段玩弄控制了

几名年轻女性。
在网点公司上班的刘蕊

（化名），最担心的是颜跃明总
要她“报恩”，因为她从一个
美容美发屋的小店主，调入
网点公司任出纳，是通过颜
跃明安排的，丈夫也经常得
到颜的关照。为此，颜跃明
经常以恩人自居，对刘蕊进

行猥亵，甚至强行发生关
系。他有时会突然闯进办公
室，将正在清理账目的刘蕊
一把抱起，放在大腿上乱
摸，连门都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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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跃明的大名，在娄底可

谓家喻户晓，他的 “名声大
震”，缘于 15年前那一次大
胆出格的举动。

1992年 3月，在娄底市
（原县级娄底市，现娄星区，下
同）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他
与另 22名代表联名提出“罢

免市长案”，引发了一场大
“地震”，在全省乃至全国都
产生了巨大反响。

其时，颜跃明担任娄底二
轻工业局局长，不过是个正科
级的小官。虽然罢免案以流

产告终，但此后，颜跃明在很
多人眼里成了 “惹不起”的
角色。

1993年 8月，颜跃明调
任娄底市财委主任，此后数年

间，娄底一直流传着他“手眼
通天”的神话。一个可资佐证
的说法是：颜跃明可以公然带
着情人 （一名年仅 18岁的大
学毕业生），频繁出入某市委
书记办公室，并扬言“我是要
讨她做老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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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12月 15日，颜

跃明因涉嫌受贿罪被宁乡县
人民检察院逮捕，其时他担任
娄底（地级市）商务局党组成员
兼市政府不良资产处置办公
室主任。

此前，因轰动一时的原娄
底日报记者伍新勇案案发，颜

跃明预感到了危机。他开始四
处分散藏匿财物，焚烧材料，
回到家里就逼着家人背口供，
以应对可能到来的审讯。在日
日必修的“功课”压力下，其
妻周吉莲 “几乎被逼成了神
经病”。

颜跃明案发后，颜氏家族
的“多米诺骨牌”随之倒下。
其妻、弟、妹、妹夫、侄儿、侄女
等纷纷被免职、双规或羁押。
与之关联的娄底市屠宰办十
几名稽查执法、工作人员也因
涉案被查处。

10多年间，他从 “正
科”做到了“副处”，不幸的
是，在权、钱、色三关面前，
他没能过得了一关。如今，
这个昔日的“政治明星”终
于光环褪尽，露出了灰暗的
人生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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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感受时代变迁的同时，
难民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近三十年的时间过
去了，当年来到中国的难民，

大都已经在中国繁衍了后
代，儿孙满堂。而这三十年
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各种
新生变化亦纷至沓来。种种
喧嚣和热闹的背后，不仅考
验着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那
些侨难民的生活也随之发生

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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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因为拥有中国血

统，不到12岁的吴权佑与父母
姐妹一道，在中越冲突中成为
难民，被迫返回中国。

吴权佑的父亲吴祖致当时
曾一度为家庭生存状态担忧。
“由于时间紧迫，越南当地政
府的遣返令下来后，很多财产

来不及变卖，大部分土地只能
交给远房的越南亲戚耕作，能
够随身携带的只有少量的金银
首饰，以及后来根本不值钱的
越南伪币。”吴祖致对《国际先
驱导报》记者回忆道。

土地在哪里，谋生的途径

在哪里？这些都是当时困扰越
南归难侨最大的问题。

然而，事实上这一切都没
有成为他们的生活障碍。在踏
上几代人都已略显生疏的中国
土地后，吴祖致一家像其他难
民一样，很快得到了政府和侨

办的通知：被安置到距离南宁
市中心 37公里的隆安县浪湾
华侨农场，从事农业生产，并完
全享受城市职工待遇。

吴祖致回忆起当时的状况
仍非常感慨：“最初我们住的
还是联合国难民署提供的临时

救援帐篷，短短1个多月时间，
这些帐篷就被平房取代了，当
地没有饮水设施，是解放军连

续奋战几个昼夜，为我们打好
了井，随后还建好了水塔，所有

的饮水问题就全部解决了。”
更为重要的是，粮食问题

尚未解决之前，在农场工作的
难民全部享受城市职工的粮食
户口政策。吴祖致的定量是20
公斤大米，吴权佑是 12公斤。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难民们

享受着许多农民梦寐以求的粮
食定量供应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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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2006年 《中越北部

湾渔业合作协定》生效，广西
北海市侨港镇的渔民面临着减
船转产的压力。而开展近海养
殖的办法，是很多难民解决减
船转产之后面临生活问题的主
要生产方式。

侨民吴培良就是成功转产

的渔民。2003年，他把本想购
买新船的钱投入到近海养殖生
蚝上。经过认真的学习，不断总
结经验，在3年多时间里，他养
殖生蚝年收入超过 30万元。

在吴培良的带领下，越来越多
的难民开始学习怎样利用近海
丰富的海洋资源实现减船转产
的目标。

休闲旅游渔业也是侨港渔
民增收的新途径。北海爱浪休
闲渔业旅游有限公司和侨港镇
发展休闲渔业旅游项目，2004
年以来，把捕捞渔船改为休闲

渔业旅游渔船已经有 20多
艘，40多户渔家逐年向前来北
海旅游的游客提供“休闲渔业”
的旅游项目，旅游内容包括：拖网
捕鱼、海上观景、海上垂钓，捕获
鱼虾归客人所有、与渔民一起分
享原汁原味的生猛海鲜、返航中

聆听船老大讲述大海的神奇传
说……这既解决了渔民转产转
业问题，又为北海增加了特色旅
游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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