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波通任教于厦门华侨中学期间

叶波通被授予“2008-2012年度福建省侨联系统工作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叶波通（左二）与同学在厦门师范学院合影

□许丹陈一凡

叶波通就读集美侨校期间

叶波通，致公党思明区第六支部党员，广东普宁人，1936 年

出生于泰国乌泰他尼府。1953 年回国，到集美华侨补习学校读

书，1958 年考上厦门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后任教于厦门华侨

中学直至退休，曾担任厦门泰国归侨联谊会副会长。

1953 年 11 月，叶波通迎来

了回国的机会，在母亲的支持

下，他和 39 个华侨一起，经过 7

天的颠簸，乘船回到了祖国的怀

抱。

回国后，他成为集美侨校第

一批海外侨生，因为各方面表现

优秀，考上厦门师范学院后，被

侨校留下当了几年留干生。师范

毕业后，就分配到厦门华侨中学

任教直至退休，三尺讲台上，他

又实现了年少时传道授业解惑

的职业理想，把对祖国的热爱融

入了对教育事业的奉献中。

虽然家人多在国外，但叶波

通不孤单，他在国内找到了更多

志同道合的同志们、朋友们。

1987 年，他加入了中国致公党，

并先后担任致公党厦门市第一、

二届市委委员，从此有了“致力

为公、侨海报国”的舞台。

他立足岗位积极履职，努力

为侨务工作建言献策，为广大归

侨侨眷服务。2012 年叶波通被福

建省侨联评为“2008-2012 年度

福建省侨联系统先进工作者”，

2013 年被中国侨联和国务院侨

办授予“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

人”荣誉称号。

以侨为桥，有着侨居他乡的

特殊经历，也让叶波通和他的归

侨朋友们成为了沟通祖国和侨

居国关系的友谊桥梁。

1994 年，叶波通和在厦门的

泰国归侨自发组织了“厦门市泰

国归侨联谊会”，他担任联谊会

副会长。归侨们以联谊会为家，

集会学习，对外联络，团结互助，

还成立了扶贫基金资助生活困

难的归侨。

联谊会的工作也得到泰国政

府的认可和重视，2005 年，泰国

驻厦门总领事伟萨努专门让联

谊会组织一支“厦门泰籍华人返

乡团”，并陪同“返乡团”到泰国

参观农业部、经贸部等部门，联

谊会搭建起中泰友谊桥梁，为两

国关系稳定发展贡献不懈力量。

回归祖国圆报国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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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时年 7 岁的叶波

通举家迁往曼谷，日军侵占曼谷

后，他随同两个哥哥投奔乌泰他

尼府的亲戚，1946 年进入曼谷的

醒华学校读小学。

1947 年，醒华学校迎来了

一批因被反动派迫害逃亡泰国

的国内抗日人士作为老师，此

后，学生们在课堂上经常能够听

到老师们讲的抗日故事，了解共

产党领导下的义勇军如何冲锋

陷阵、保家卫国。

1950 年，泰国时局越来越

恶劣，当地已经停办华文中学，

醒华学校政治老师郑克华结合

局势勉励学生，一定要继续学

习，用所学的知识唤醒同胞，并

鼓励学生从事华侨文化教育工

作。

叶波通和同学们积极响应

老师的号召，组建了“青年学习

团”，向一些住在周围没有能力

上学的贫困儿童宣传祖国的新

气象、解放军的故事。青年学习

团每星期都分组聚集讨论学习、

交流教学经验，并组织流动图书

馆、为和平签名、募捐救灾等活

动。学习团特殊的授课经历成为

叶波通回国后仍选择执教的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

1945 年 10 月 10 日，以“实

现民主、中暹亲善”为办报宗旨

的《全民报》在曼谷创刊。1951 年

10 月 1日，叶波通在吴强卫老师

的介绍下，开始到《全民报》工

作，并在 3个月内学会抄收和翻

译祖国传来的新华社电讯稿。

同年 12 月底，因报社电务

科的法律负责人余施柏被捕入

狱，抄收工作无人代替，叶波通

正式接手了报社收译新华社电

讯的工作。

《全民报》作为当时泰国重要

的进步报纸，经常报道祖国的动

态消息，揭发帝国主义战争阴谋，

不断争取华侨正当权利，是华侨

的喉舌。反动派视它为眼中钉，千

方百计想要破坏它，或派特务监

视，或实行新闻审查，或恐吓订

户，甚至朝报社投掷手榴弹，派警

察到报社抓人。社领导为了保护

大家，特意组建了职工会，让大家

统一口径，以备被抓时使用。

1952 年 11 月 10 日是叶波

通终生难忘的一天。早上 7 点，

他正在聚精会神地抄译新华社

的国际新闻电讯稿，就听到一阵

急促的皮鞋声。身后传来一个吼

声：“喂！警察抓人，你，下去！”他

转头一看，是一个穿制服的警

察。心想：“糟糕，又来抓人了。”

他赶紧趁警察到隔壁叫人的时

间，一把抓起正在翻译的电讯稿

烧掉。

当天，在报社广场上，叶波

通和一百多位同事全被押在一

起，警察先给他们一一拍照，然

后把他们押上 3辆大卡车，剩下

年纪较小的同事和十几个警察

留在报社。当晚 11 点，轮到叶波

通受审，他按之前大家统一的口

径回答，除

了自己的个

人信息照实

回答外，其

他 有 关 报

社、同事等

情况都答不

知 道 或 不

懂。审到最

后，警察一

无所获，遂

怒骂：“你们

这些共产党

真狡猾，平

时 什 么 都

做，一问就装呆装傻。”

之后除七八位相关负责人

外，其他人均被释放。被释放后，

叶波通和同事们又马上回到报

社继续工作，第二天报纸如期面

世，头一天的“历险”就像没发生

过。

1952 年 12 月 24 日一早，报

社收到消息称警方又在抓人，为

了保存实力，所有人都撤离了报

馆。到了 9 点多，叶波通未见警

察，又回到报馆工作，结果半小

时后，警察到报馆将报馆里的 50

多人集中在广场上，并开始搜查

报馆。下午，警察又把他们集中

到一起，抓走了从祖国来的华

侨，只留下他们十几个侨生和未

满 18 岁的人，派专人监视。同

年少经历萌爱国梦想

爱国报人遇“惊涛骇浪”

时，正式查封了报馆。

查封后，叶波通和剩下的同

事趁着夜色将墨油、机件等重要

物资转移。离开报社后，报社的

同事分成几个小组，保持通联，

并于 1953 年 1 月，复刊了全民报

下属的同盟报《南辰报》，复刊不

到 4 天，又被查封了，相关负责

人又被抓走。从此，《全民报》消

失了。当时听电报、印报纸、被捕

的场景，和几位同事的音容笑

貌，叶波通始终难以忘怀。

叶波通荣获中国侨联和国务院侨办授予的“全国归侨

侨眷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