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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地处韩江、榕江、练江三江入海
口，由一方渔村兴起，到 1860 年成为中
国首批通商口岸之一， 上世纪 30 年代，
汕头港外洋船进出港艘次与吨位数居全
国第三位，呈现“樯橹如林，商贾似云”的
百载商埠盛景。

汕头西部的小公园骑楼片区，是国
内目前现存的规模最大的骑楼片区，
包括闻名遐迩的小公园纪念亭、 南生
百货大楼等， 形成具有 20 世纪 30 年
代民国特色的建筑群，见证了汕头埠商
业繁华史。

由西向东，城市依海而生。 在内海
湾畔， 海湾大桥与礐石大桥如两道长
虹飞架两岸，海床之下，国内最大直径
盾构越海隧道———汕头海湾隧道建设
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建成通车后，将成
为联通汕头湾南北两岸、 畅通城市发
展“大动脉”的全天候过海新通道。

汕头是著名侨乡，成就了诸多南洋
巨贾传奇， 数百年不败的潮商精神传
承迄今。 如今，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
试验区的建设如火如荼， 汕头港成为
国家“一带一路”重点建设的 15 个港
口之一。

桑浦山下的汕头大学、 广东以色列
理工学院， 与地方政府创新驱动战略展
开全方位的合作； 依托高等教育优质资
源为主力的省级实验室建设、 中以 （汕
头 ）科技创新合作区，也将成为汕头加快
科技创新、 孵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战
略平台。

从“百载商埠”到国家首批经济特区
之一，汕头的侨乡血脉、潮商基因始终
根植于这片滨海热土 。 融湾建带正当
时，今日汕头正全力建设省域副中心城
市， 打造内秀外名
的活力特区、和
美侨乡、粤东
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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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载商埠“融湾建带”造明珠

南澳大桥宏伟壮观

汕头时代广场夜景璀璨小公园见证了汕
头埠商业繁华史

潮剧是一个古老的地方戏曲剧种

陈慈黉故居堪称“岭南第一侨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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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大学位于桑浦山下

抗战前夕，中国银行在国外已设
立了多处分支机构。 抗战爆发，各外
商银行先后停业，侨批积压、延迟解
付等问题时有发生。

为了使汇款及时解付，将救国钱、
救命钱尽快送到收款人手中，1943 年
9 月，广东中行先后在肇庆、台山等省
内重点侨区增设分支机构， 办理侨汇
业务，减少流程，便利侨胞侨眷。

在肇庆、台山等地，广东中行还自
行设立无线电拍发密电， 以利电汇畅
通。 1922 年出生的谭启明于 1942 年
进入台山中行工作， 在他的回忆录里
详细地描述了“金融天线” 的搭建过
程：“所谓‘电报汇款’，是在原有行址
的四楼天台，银行自设无线电台，由香
港一同回来的无线电收发报务员两
人，跟中国银行总行的报务员沟通，每
日约定时间， 准时互相发收华侨电报
汇款……中国银行系统本身制定了电

波的长短信号， 代表着各个英文字母，
由收报员快速地记录下来，这时的英文
字母记录， 仅仅是代表一种来电密码，
再次要由译电人员凭中行特别制订的
译电手册，翻译成为汉字词语后，一笔
申报汇款才算完成。 ”电报汇款使阻断
的侨汇通道有了疏通的方法，华侨争相
通过这种方式办理汇款，仅台山中行每
日收到的电汇就达数百笔。

此外，广东中行与纽约中行加强
联动合作，为华侨办理电汇收款人编
码，按照密电号码即可找出对应的收
款人，简化了电文内容，华侨汇款进
一步提速。

国难当头， 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同
仇敌忾。中国银行竭力缓解战时侨汇堆
积、延迟解付的问题，搭建了抗日救国
的金融天线，联动海内外抢抓救亡图存
的生死时机，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
固和壮大贡献了赤诚的金融力量。

新中国成立之初， 百业待
兴，走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
中国人民更懂得患难与共的深
刻意义，都在用实际行动和务实
举措相互扶持。 从 1940 年到
1957 年， 就有一笔侨批存款在
历经十多年风云激荡的岁月后
最终在中国银行兑现。1940 年，
旅泰华侨陈某先后两次各汇
3000 元存放在中国银行梅县支
行，6000 元在当时来说是一笔
巨额的存款。 后来由于时局变
动，而且陈某错过了 1953 年重
新登记的时间， 存款的存折、印
鉴又不慎遗失，这笔存款一直无
法领取。

1957 年， 中国银行梅县支
行秉着保护华侨正当利益的态
度，认真负责地查找了十多年来
的档案资料，查出这两笔存款的

原始凭证，经办该笔业务的侨批
局也出具证明和旁证，并查出这
两笔侨批存款的数额、 时间、编
号及存期等具体情况，在多方的
共同努力下，6000 元的侨批存
款在走过激烈变迁的十多年历
史后最终得以折价兑现。

信息公开是广东中行热心
服务侨胞侨眷的另一举措 。
1947 年 4 月 15 日，为便利侨胞
办理侨汇及掌握相关信息，广东
中行发刊第一期《粤中侨讯》，并
决定于每月十五日定期发行。刊
物的主要内容包括侨汇动态、侨
务消息、侨乡近况、存汇款手续、
归侨须知和侨胞通讯等。

任凭枪鸣炮响、风云变幻，
华侨桑梓之心未因岁月而异，
中行人也一直在恪守笃信的职
业品质和普惠民生的初心。

不能阻断的家国情怀

不曾蜕化的惠民初心

·特别报道 A特192019 年 9 月 27 日 / 星期五 /�经济编辑部主编
责编 孙晶 /�美编 陈日升 /�校对 谢志忠

侨汇，又称侨批、银信，是从
19 世纪开始，远渡重洋的海外华人
努力谋生将钱通过民间渠道以及后
来的金融、 邮政机构寄回国内的书
信和汇款凭证， 是认识近现代中国
历史发展、社会变迁、民间生活的珍
贵史料。 其中，广东潮汕、客家地区
和福建侨乡地区主要称为侨批，五
邑侨乡地区多称为侨汇、银信。

“侨批的故事要从我爷爷说起
咯。 ”———谈起侨汇，年近 90 岁的
中国银行退休员工张伯艺总能想
起很多往事。 张伯艺出生于 1932
年，从他爷爷开始，家里就经营着
一家叫“永兴盛”的批局。 他从十
几岁开始在批局当“批脚”（送批
员）， 到 1989 年在中国银行汕头
分行华侨服务部退休， 见证了侨
批业务伴随新中国成立、 成长的
整个过程，更是其中的参与者。

朝花夕拾，奋进在新时代的我们
聆听张伯艺等老人的故事，重温历史
的吉光片羽， 追溯祖祖辈辈漂洋过
海、怀情赡家的艰辛与不易，依然可
以看到侨批———这颗被饶宗颐先生
誉为“海邦剩馥”的璀璨明珠熠熠生
辉。 在这些故事中，以中国银行为代
表的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到侨批侨汇
办理的过程中，
履行着帮助
海外华侨
支持振兴
中华、建
设家乡、
赡养亲
属 的 责
任担当，
刻画了生动
的历史纹路。

遥遥望望海海的的那那边边
中中国国银银行行与与侨侨汇汇的的故故事事 改革开放的步伐渐渐走近。

20 世纪 70 年代，根据全国侨
汇业的经营情况，国务院对加强私
营侨汇业管理进行了统一部署，明
确规定侨汇业由银行接办， 至此，
历时一个半世纪的民营侨批业逐
渐退出历史舞台。

作为国家指定的外汇专业银
行， 接办侨汇业务的中国银行深谙
业精于勤的道理， 苦心孤诣练好专
业内功。 广东中行先后于1973年12
月和1980年7月两次编写了《侨汇解
付手册》，为全省侨汇解付工作提供
指引，侨汇解付工作逐步制度化、规
范化。《侨汇解付手册》对解付侨汇
提出了基本要求：必须贯彻“谁款谁
收”的原则；做到安全、便利、迅速，
防止错、乱、压、慢；做到保送、保密、
保证存取方便；做到侨汇解付快、收
条寄出快、疑难侨汇处理快、答复查
询快“四快”，以及宣传政策好、服务
质量好、积累资料好、反应情况好、
交流经验好“五好”。

随着广东经济形势的日益发
展和科技开发的不断进步，广东中
行从1988年起，将计息、转存利息
等大量繁重的手工操作工作转为
电脑操作，为华侨、侨眷提供了更
加优质的服务。

21 世纪，中国银行主动融入全
球化的金融网络中， 科技应用愈发
成熟，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线上汇
款手段持续提速，延续着竭诚尽心、
专业负责的服务态度。 从海的那边
到这边，现在真的是近在咫尺了。

如今，我们徜徉在闹市里，曾经
早出晚归送批的泥泞小路变成了车
水马龙的柏油马路，批局林立的骑楼
早已变成树藤缠绕的网红打卡地，唯
有屋檐上的野草像历史的守望者，好

像还在等待伴随良人而归的侨批。
这一切， 都在讲
述 新 中 国 的 故

事。

张伯艺与亲人在旧时“下南洋”的樟林古港合影

不能忘却的“批脚”故事

据张伯艺介绍，1958 年汕头市的
民营侨批局联合经营，归中国银行汕头
分行领导。有牌照的批局可以去邮局领
取寄达国内的侨批，再到中国银行完成
兑换， 逐封将侨批装入现金和盖章后，
由“批脚”们按照片区分线路递送。

张伯艺回忆，油纸雨伞、铁皮箱、
挎包、自行车，是当时“批脚”们的标
配，至今在中国银行汕头分行还保留
着当年送批员的铁皮箱。

送批不仅是一件体力活， 更是一
件脑力活。 由于侨批上的姓名和地址
通常表达得比较模糊，或收款人搬迁、
离世等原因，“批脚” 必须熟悉所负责
片区各户人家的情况， 比如宗族亲戚
关系、华侨所在国家、上次寄钱的时间
和金额等，这些信息全靠送批员熟记。
张伯艺开玩笑说， 中行的送批员肯踏
脚力愿出苦力、会听乡音熟知乡民，是
最“脚踏实地、耳聪目明”的人了。

“批脚”的工作虽然苦累，但也很甜

蜜。 乡亲们见到他们就如同见到亲人，因
为他们带来的不只是钱物，更是海外亲人
平安和挂念的音讯。 遇到不识字的侨眷，
“批脚”还会帮着念批、写回批，与侨眷共
享亲情。收到侨批的乡亲们通常会煮上一
碗甜鸡蛋， 感激和犒劳他们的辛勤付出。
那时候到边远村庄送批， 会无法当晚返
回，乡亲们也会热情留宿，以尽地主之谊。

这些淳朴的故事是张伯艺等“批
脚”回忆里的美好瞬间，或许不
曾惊艳过时光， 但绝对温
柔过岁月。 他们用自
己的质朴与勤劳，
构建了时代的微
观颗粒， 使新
中国壮丽的
70 年 历 史
变得具体、
细 致 、 鲜
活。

不断提升的
专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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