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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称：驻新加坡中华总领事发给郑潮

炯的中西文证书

年代：1947年

来源：郑潮炯后人捐赠

馆藏方：江门市博物馆

馆藏地点：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

【
文
物
名
片
】

策划：谷江民 统筹：王平强 王鼎强

见证“卖子抗敌”家国情驻新加坡中华总领事
发给郑潮炯的中西文证书

驻新加坡中华总领事发给郑潮炯的中西文证书。□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黎禹君
实习生 王乐怡

“你知道他为何要把自己的儿子
卖了吗？听妈妈给你慢慢讲……”当
前正值寒假，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
馆（以下简称“侨博馆”）成为不少家
长和孩子的好去处。爱国华侨郑潮
炯的相关展物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
他们深入了解当中的故事。

一件衣服，一个布袋，一张1940
年的卖子契约书，一份1947年驻新
加坡中华总领事发给郑潮炯的中西
文证书，讲述着一位父亲、一位抗日
义士感人肺腑的爱国故事，见证了其
当年支援祖国抗日救亡的旷世义举，
让许多游客听后流下了泪水。

带动华侨捐款抗日救国
在侨博馆，郑潮炯的事迹被放在

第五篇章“铸就丰碑”区域的中心位
置。展厅一角，一座生动传神的雕像
重现了郑潮炯义卖瓜子筹救国款的
瞬间。

郑潮炯是广东江门新会人，自幼
家贫，少年时往香港谋生后赴马来西
亚，以摆卖小食度日，稍有积蓄，便回
乡娶妻带往南洋生活。

1937年，全面抗战拉开
序幕，全世界华侨华人纷纷
以不同形式参与抗日。在南洋地区，
陈嘉庚领导发动华侨筹赈救国。

“我的父亲只是略懂文字的小
贩，既无超人的思想，也没有万贯家
财，却有共赴国难的决心。身处异国
他乡的父亲，热切希望为处于水深火
热的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爱国华
侨郑潮炯第二子、新加坡侨领代表郑
社心先生说。

抗日战争爆发后，郑潮炯义无反
顾地开始了义卖瓜子筹款活动。

1937至1942年间，他背着装满
瓜子的布袋，徒步走遍南洋，一边义
卖瓜子，一边宣传抗日。

后来，郑潮炯全额把义卖瓜子
筹到的18万元巨款悉数捐给以陈嘉
庚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总会”支
援祖国抗日。“在吃一顿饭只需要
0.2元的年代，这可是一笔巨款啊。”
江门市博物馆副馆长张一知说，但
是郑先生并没有为自己留下半分
钱。

当家乡新会传来噩耗，得知自己
的老父亲被日军杀死后，国仇加上家
恨，郑潮炯将自己刚出生40天的第
四子郑社义，以80元卖给当时马来

西亚的一位赵姓商人，并将这80元
也全部捐给祖国抗日。

“弟弟没有出生之前，父亲就和
母亲说，这个孩子出生后要交给国
家，是要为国家作贡献的。父亲在和
赵家商议此事时，并不是说‘卖’，而
是‘送’，对方给了父亲80元，父亲将
这笔钱直接捐给南洋华侨筹赈总
会。”郑社心说。

当时，郑潮炯的妻子钟彩合难以
接受。为此，郑潮炯不断对她说：“没
有国，哪有家？救国要紧。自己养孩
子和别人养孩子都一样，都是中国
人。”

这罕见的卖子救国的义举，轰动
了当时南洋的华人社会，带动了华侨
捐款抗日救国。

祖孙三代坚守爱国家训
走进侨博馆，我们可以看到，驻

新加坡中华总领事颁发给郑潮炯的
中西文证书等馆藏史料，以文字简单
记载着卖子救国的事迹。值得一提
的是，这些史料均是郑社心十多年来
陆续捐赠的。

“我们是听着爸爸讲爱国故事长

大的，深受父亲爱国思想影响，爱国
主义精神是父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
遗产。父亲经常教导我们：先有国，
才有家。我有不少兄弟姐妹，父亲为
我们取名‘社群’‘社心’‘社明’‘社
义’‘社立’，足见他满腔热血奉献社
会的赤子之心。”郑社心告诉记者。

郑社心回忆，其父亲在世时就讲
过，这些物件十分珍贵，有的甚至是
冒着生命危险保留下来的，不能随便
丢掉，要让后人知道前人的不容易。

“之所以捐出来，一是因为当年
家乡江门筹建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探
望我母亲，她很高兴家乡和祖国这么
惦记、重视他们；二是希望家乡的年
轻一代能够通过这些史料从中学到

‘有国才有家’的含义。”郑社心激动
地讲述捐赠文物的用意。

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院
院长、教授刘进介绍说，因为对儿子
的思念，在抗战胜利后，郑潮炯夫妇
开始到处探听、寻找儿子的下落，一
直到新中国成立。

郑社义后来改名赵超余。25年
后，他在中国侨联帮助下与家人团
聚，但他也曾一度向父母抱怨“为什

么卖的偏偏是我”，直到去世前几年
才慢慢打开心结，理解了父亲所说的

“有国才有家”。
近十年来，郑社义的儿子赵卫国

一直生活在新会，但鲜少人知道。“我
的名字是爷爷取的，寓意‘先有国再
有家’。”赵卫国表示，希望爷爷的爱
国思想能代代传承。

华侨精神代代相传
2020年10月13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广东视察时指出，华侨一个最重
要的特点就是爱国、爱乡、爱自己的
家人。这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
国人的精神、中国心。

五邑华侨华人是中国革命的有
力支持者和参与者。据不完全统计，
全国华侨在抗战期间捐款共13亿国
币，其中，江门五邑地区华侨捐资达
6.8亿国币，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了
重要贡献。

“在侨博馆，我们首先、也必须向
游客介绍郑潮炯的事迹和精神。郑
潮炯的事迹，是江门华侨中最典型的
爱国故事，很好地诠释了华侨爱国爱
家的精神。他的文物、精神，都是我
们侨博馆宝贵的财富。”张一知表示。

尽管讲解了无数遍郑潮炯的事
迹，张一知每次都忍不住眼眶湿润。
在她看来，在国家危难之际，时代里
的小小人物郑潮炯阐释了真正的家
国情怀，向当代青年人展示了“国家
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

如今，每年都会有大量从中国香
港澳门、东南亚、北美来的孩子来博
物馆参观，郑潮炯展物前面总是孩子
最多、参观时间最长，让他们从小懂
得“有国才有家”。

“郑潮炯事迹让我深深感动，我
们的幸福是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
热血、青春乃至生命换来的。”前来参
观的江门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黄丙娣
说，历史不会忘记，我们也不会忘记。

从清朝末年到新中国成立，在这
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岁月里，五邑华侨
和苦难的祖国始终风雨同路，他们为
家国作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他们的
碧血丹心将永远光照后人……

红嘴鸥连续39年
相约春城“过年”的启发

让生态美增添
更多江门韵味

临近春节，被誉为“春城”的昆明，滇池
之畔的海埂大坝呈现出一幅人鸥和谐的美
丽画面：红嘴鸥振翅飞翔在湖面上，忽而滑
翔靠近喂食的人群，忽而冲向天空兜兜转转
不停。

从1985年冬约9000只红嘴鸥驻足滇池
沿盘龙江首访昆明闹市后，昆明这座没有海
的高原城市，已经连续39年吸引来自西伯利
亚的红嘴鸥不远万里飞来过冬。这些红嘴
鸥，在昆明与当地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度过一个又一个春节。春节期间，昆明人扶
老携幼来看鸥，也成为年年岁岁的一种“约
定”。

“我小的时候，红嘴鸥还很怕人，你一过
去它就飞走了。现在，这些红嘴鸥和人可亲
近了，有时候就站在你脚旁待着。”从小在昆
明长大的市民孙俊骁，每年春节都会到海埂
大坝和红嘴鸥一起“喜迎”新春。在他看来，
这是属于昆明人独一份的春节浪漫，也为当
地增添了不少独特的“年味”。

红嘴鸥连续39年相约春城“过年”，已经
成为昆明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张城市
名片，极大地提高了昆明在全国的知名度，也
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从昆明的例子可以看出，除了地方特有
的文化习俗外，生态文明同样可以为一座城
市赋予独特的灵魂，增添“年味”，甚至带动城
市经济发展。

把目光从春城昆明转向侨都江门，1933
年，大文豪巴金在江门写下《鸟的天堂》名篇，
经过91年发展，巴金笔下“小鸟天堂”仍然是
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也是广东省著名的
国家湿地公园。

过去十年，小鸟天堂成功恢复鸟类栖息
地共约27万平方米，湿地公园周边绿地面积
增加约7.4万平方米，水质达到地表水质三
至四类标准。随着鸟类栖息空间不断优化，
鸟的种类和数量逐步增多，有记录的鸟类达
105种，维管植物350多种，成为华南地区最
大的鹭鸟孵化基地之一，每年从小鸟天堂孵
化的鹭鸟有3万多只。

然而，如何让小鸟天堂这份生态美更好
地融入城市发展，走进市民生活，发挥小鸟天
堂生态资源优势，提升城市民众幸福感、获得
感，想必是不少江门人心中共同的期盼。

记者梳理昆明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以及红
嘴鸥保护的相关材料发现，除了通过立法加
强法律法规保护之外，昆明还通过发挥民间
组织作用，带动掀起全民爱鸥护鸥的社会风
尚，涌现出如坚守20年记录红嘴鸥数量、迁
徙时间及习性的“海鸥爷爷”刘震，30多年
一直专注红嘴鸥公益事业的杨明，近40年
一直致力于红嘴鸥保护与研究工作的王紫
江等一批民间护鸥者，这也为如今昆明能够
呈现出人鸥和谐“过年”的独特风景打下扎
实的基础。

记者认为，未来江门也应更多注重发挥
民间相关组织作用，在政府的正确引导和支
持下，带动更多市民参与，利用好小鸟天堂这
一生态资源禀赋，通过开展更多科普研学活
动、设立小鸟生态文化节、发动全城参与设计
小鸟形象城市吉祥物等形式，调动起民间力
量，更好地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尚生
态文明的社会氛围，让“到处都是鸟声，到处
都是鸟影”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场景更好地
走进江门民众生活中，让生态美增添更多属
于江门的独特韵味。

（皇智尧）

■我为江门献一计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蔡昭璐

人勤春来早。大年三十，黄桂芳
吃完早饭就和小伙伴来到蓬江区棠
下镇，为老顾客进行日常保洁。在这
个全家团圆的日子，依然坚守岗位的
黄桂芳并不觉得辛苦，反而有些兴

奋，她笑着对记者说：“能在这个重要
的日子里帮客户把家里打扫干净，喜
迎新春，这种感觉很不错。”新的一
年，黄桂芳有个朴素的愿望：工作顺
顺利利，工单越来越多。

认真做好每单活
今年是黄桂芳第一个在岗的春

节。进入2月以来，她就没休息过，一
直忙到大年三十。“这个客户之前已经
做了大扫除，昨天他们吃了团圆饭，有
点脏，所以叫我再来做下日常清洁。”
黄桂芳说着，手头的工作也没停下来。

黄桂芳从事家政行业已有两年
多，她说，起初自己对家政行业也不
甚了解，是在邻居的推荐下才踏入这
行。“我学习整理收纳后发现，原来可

以通过自己的手，把家里变得井井有
条，可以放更多的东西。”黄桂芳表
示，这让她十分有成就感。

黄桂芳一直记得她接的第一单，客
户是一位做批发生意的老板娘，家里有
很多东西，于是邀请黄桂芳上门做收
纳。接到首单活，黄桂芳不敢怠慢，和
小伙伴们认真干活。随着整理的推进，
客户家里像施了魔法，变得井井有条。
客户开心，黄桂芳也开心。“我还记得老
板娘家里有很多硬币，但她不记得放哪
了，然后被我们找了出来。”黄桂芳说。

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
元。在她的心里，工作没有高低贵
贱，只要认真工作，就会有回报。两
年多来，黄桂芳始终以认真负责的
态度，做好每一单活。她说：“顾客

的五星好评就是我工作的动力。”

希望新一年工作顺利
大年三十这天的工作量不大，黄

桂芳和小伙伴们上午就搞定了，下午
要回家跟家人吃团圆饭。临走前，她
告诉客户，如有问题可联系她，这是
她的习惯。有些家政人员干完活就
完事了，但黄桂芳很注重售后，她最
常跟顾客说的一句话是：“有什么不
满意的，您跟我说。”

家政行业是辛苦的。有一次，黄
桂芳和小伙伴接了一个开荒保洁单，
5个人整整做了15个小时。“那是一
栋别墅，房间面积很大，还是两层。”
她说，还有两扇很大的落地窗，上面
有胶，清洁完玻璃就用了4个小时。

那天，他们一直从早上8时忙到晚上
11时。收工时，他们都累垮了。“累
到不想吃饭、不想说话。”她说。但从
这件事中，她也体会到了：坚持就是
胜利。黄桂芳工作有一个宗旨：今日
事今日毕。虽然辛苦，但客户满意，
她就认为很值得。

任何工作，都是有苦也有甜。工
作中，好多客户会给她送吃的、喝的，
还会肯定她的工作，这都让黄桂芳觉
得十分暖心。她说：“通过我的努力
获得顾客的信赖，这个感觉很好，成
就感很强。”

新的一年，黄桂芳希望所有家政
小伙伴都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我
也会再接再厉，为更多家庭带去干净
整洁。”她最后对记者说。

家政人员黄桂芳除夕坚守岗位

“为更多家庭带去干净整洁”

黄桂芳在工作中。

市委组织部召开
主题教育总结会议

江门日报讯（黎禹君 江组轩） 2月8日
下午，市委组织部召开部机关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总
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主
题教育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
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主题教育总结会议
精神，总结部机关主题教育开展情况，对进一
步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作出部署。市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凌传茂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组
织部门切实履行好参与组织指导全市主题教
育和抓好自身教育的双重责任，一体推进理
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整改、建章
立制，推动主题教育达到预期目标、取得扎实
成效。

会议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主题教育的重要讲话和
重要指示精神上来，把巩固拓展主题教育
成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为奋力推动中国
式现代化的江门实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一是对标“持续加强理论武装”，进一步夯
实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二是对
标“持续推动解决问题”，进一步找堵点、破
难点、促发展。三是对标“持续改进作风”，
进一步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创新活力、创
造活力。四是对标“持续夯实基层基础”，
进一步提升党的组织体系建设整体效能。
五是对标“持续抓好落实”，进一步推动主
题教育成果转化为江门组织工作高质量发
展的实际行动。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陈倩婷

春节到来，餐饮消费持续升温。
近日，记者走访市区多家餐饮商家了
解到，团年饭、除夕年夜饭预订情况
火爆。早茶预订也同样红火，多家酒
楼推出两轮早茶用餐接待，预订量
较去年大幅提升。多家餐饮企业负
责人表示，今年市民外出消费意愿
明显增强，接下来的情人节、人日
节、元宵节等，都有望成为客流高峰
节点，预计这波餐饮消费热潮将持续
至2月底。

餐饮业早早进入旺季
记者走访了解到，从去年12月

开始，我市餐饮业逐渐进入消费旺
季，为此，不少餐馆纷纷推出春节特
惠活动、上新春节菜单，企业年会、团
年饭、年夜饭预订火爆。

除夕当晚，记者来到蓬江区欢乐
日酒家看到，店内生意红火，大厅及
包间均已满座。“近期一直到正月初
六，包间都被订满了，特别是除夕当
晚，店内房间及厅堂80多张台也提
前两个月就被抢订一空，部分包间还
增加了第二轮用餐时段。由于用餐
量大、时间集中，我们全体员工也暂
停休假，提前一天帮客人订好菜，准

备好食材。”该酒家负责人陈学玲告
诉记者。

陈学玲介绍，今年春节餐饮消费
旺季来得较早，从去年12月开始，企
业年会、团建聚餐需求增多，店内推
出10席送 1席优惠，1月份最高峰
时，一天店内举办了8场企业年会。
而从2月2日开始，团建接近尾声，亲
友聚会、吃团年饭、吃年夜饭的客群
则显著增加。

“今年元旦后，酒店就迎来了企

业办年会热潮，1月26日、27日，所
有大厅都已被订满，最高峰是1月27
日，一天举办了7场，共120多席。进
入2月份，则以家庭聚餐为主，2月6
日至9日，27个包间都提前一个月被
订满。”丽宫国际酒店负责人蔡先生
介绍。

由于包间预订紧俏，为了满足消
费者的用餐需求，像亮庆酒家、欢乐
日酒家、丽宫国际酒店等热门餐饮企
业还推出了可外带的盆菜套餐，价位

在600元至2000元不等。“对于不想
辛苦做饭的消费者来说，盆菜是不错
的选择，简单而丰盛，一家人围坐在
一起吃盆菜，很有过年气氛。”陈玲告
诉记者，目前店内已接到了80多份
盆菜订单。

作为广东人过年的必备节目，早
茶预订也同样红火。近日，记者致电
市区多家酒楼了解到，为了应对客流
高峰，不少酒楼推出两轮用餐时段预
订，第一轮基本从上午8时至11时，
第二轮则从上午11时至下午2时左
右。目前，从正月初一至初三，许多
酒楼的包间已几乎订满。

部分餐馆春节不打烊
除夕晚上，大家围坐在炕上聊

天，旁边餐桌上的锅里炖着东北大
鹅，散发出阵阵清香，这样年味十足
又具有东北特色的场景，出现在蓬江
区醉东北铁锅炖（怡景湾店）的包间
里。

“半个月以前已经开始有客人来
预订包间，有一部分是东北老乡，有
一部分则是想体验东北特色的南方
消费者。”该店负责人董丽梅告诉记
者，店内共有6个包间，从腊月二十
六到正月初六基本被订满了，特别是
带炕的包间，十分受欢迎，大家都喜

欢坐在炕上拍照打卡。此外，大厅也
是客源不断，每晚翻台两三次。董丽
梅表示，今年醉东北铁锅炖3家门店
的 20多名东北员工都不回老家过
年，全力保障春节档。

近日，记者走进蓬江区添一碗鄂
东土菜馆看见，每张桌上都挂着一个
特别的吊锅，锅里热气腾腾，香气四
溢，锅底烤火取暖，食客们围坐聊天，
既温暖又温馨。该店负责人王磊告
诉记者，该菜式名为大别山罗田吊
锅，是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
迎接春节餐饮高峰，王磊提前一个月
就让老家的亲戚们帮忙准备农家糍
粑、腊肉等传统过年食材，让老乡们
在江门也能吃上一顿正宗的团圆
饭。“从腊月二十四开始，中午、晚上
的包间都几乎被订满了，其中一部分
是工厂提前放假后，大家在回老家之
前和朋友、同事们聚一聚。还有一部
分是不回老家过年，除夕订了房间和
家人们一起庆祝新年。”王磊说。

王磊表示，除夕后，正月初三、初
四，店里均有预订，预计这波餐饮消
费热潮将持续至2月底。“正月初九
至元宵节期间，随着人们陆续返回江
门，大家通常都会吃一顿寓意吉祥的
开年饭或开工饭，到时也会迎来一波
预订高峰。”王磊说。

春节餐饮消费持续升温，江门多家餐厅预订火爆

年味“食”足 美味团圆
■百业迎春

■人勤春早

一众湖北老乡在蓬江区添一碗鄂东土菜馆聚餐庆团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