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初是渴望祖国早日
繁荣富强，现在是为振兴中
华而努力。”谈及自己一直
以来的工作态度，印尼归侨
罗益锋说。

1937 年出生的罗益锋，
自小随家人旅居印尼。受
父母和表哥潜移默化的影
响，罗益锋对祖国极其关
注。

“那时候，每天放学回
家，父亲都会对照报纸上刊
登的中国解放战争示意图，
给我们讲述解放军南下的
情况。”罗益锋告诉记者，父

亲从解放东北开始，一直讲
到解放海南岛。

新中国成立前夕，罗益
锋的妈妈去布店买了红绸，
用黄色的布剪成五星，全家
人围坐在一起，连夜缝制五
星红旗，“第二天一早，我们
就把五星红旗从二层阳台
上挂出去”。

“那一刻，因为新中国
的诞生，使我们有了坚强的
后盾，感觉扬眉吐气了。”罗
益锋说。

1957 年，高中毕业的罗
益锋回到中国。他说，那时

候的新中国“就像磁铁一
样”吸引着他。

回国后，罗益锋考取了
北京大学化学系，后投身纤
维研究领域，成为国际特种
纤维的知名专家。因科研
成果显著，罗益锋多次受到
国家表彰。他说，是祖国的
改革开放给了自己最大限
度施展才华的天地

1988 年 3 月起，罗益锋
连续四次当选全国人大代
表。在他看来，这意味着一
份沉甸甸的责任。

“我初当人大代表时，
正值中国从‘人治’向‘法
治’、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向 市 场 经 济 过 渡 的 转 型
期。”罗益锋说，作为全国人
大代表，不仅要为人民排忧
解难，还要站在国家的高
度，通过深入调研，适时提
出有针对性的立法议案和
意见建议。

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
间，罗益锋提出的第一项议
案就是尽快立法，保护归侨
侨眷的合法权益。在相关部
门的合力推动下，《中华人民

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
法》于1990年审议通过。

该保护法以法律条文
的形式对归侨的政治权益
等予以保护，规定“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和归侨人数较
多地区的地方人民代表大
会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归侨
代表”。藉此，中国民主政
治有了独特的“侨味”。

在四届任期内，罗益锋

共计走访了 12000 余人次各
阶层民众，提出的议案从涉
侨立法和科技进步法，到科
技成果转化法，甚至涉及小
区停车位等方方面面，坊间
一度流传着“有事就找罗代
表”的说法。

2008 年，罗益锋办理了
退休手续。但直到现在，82
岁的他依然保持“退而不
休”的状态：涉足领域从特

种纤维延伸到所有新材料；
跨界参与电磁研究、土壤改
造、高科技文化产业等。

当记者询问何时停下
来时，罗益锋笑着摆手说：

“是越来越忙了，希望到新
中国国庆 70 周年之际，我
又 有 新 的 成 果 向 祖 国 献
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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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马秀秀

罗益锋的归侨人生

北京合成纤维研究所北京合成纤维研究所

一九五七年六月，罗益锋摁下
十个手印，向印尼警方立誓“永远
不得回印尼”，毅然回到了祖国的
怀抱。二 00 九年七月十四日，他
在第八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
上当选为全国“侨界十杰”，接受
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颁奖。谈起
五十二年前的决定，罗益锋感慨，

“回国不是为了利益，而是奉献”。
海外游子的中国心

七十二岁的罗益锋对当年选
择回国的原因记忆犹新。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国前一天晚上，罗益
锋全家围坐一处，照着报纸上的照
片，连夜缝制五星红旗，为的是第
二天一大早就能挂在家门口。

一九五三年，第一届国际经
济博览会在雅加达召开，罗益锋
说 ，那 时 候 中 国 馆 和 美 国 馆 挨
着，美国馆更先进且采取了很多
吸引眼球的做法，但是中国馆人
气更旺，被从印尼各岛赶来的老
华侨们围得水泄不通。看到老
华侨们热泪盈眶的激动，十几岁
的罗益锋感到作为中国人的无
上光荣。

一九五五年，周总理参加亚非
会议到达万隆，罗益锋“使劲地伸
长了手，终于握到了总理的手。”
第二天，罗益锋回到学校，同学们
纷纷来和他握手，希望能沾上祖
国的福气。

这些事件，让罗益锋被作为中
国人的自豪感包围着，也被海外
华侨的爱国之情鼓舞着。他知
道，祖国很需要建设者，需要科技

人才。最终，他选择回国。
在警察局办回国手续时，警

长力劝罗益锋留下来，并承诺推
荐他上当地著名大学。但罗益锋
不为所动。警长于是拿出一张白
纸，让罗益锋将自己的十个手印
按上去。这张白纸上只有一行
字：“永远不得回印尼。”接着，又
让他在另一张白纸上留下脚印。

为 了 回 国 ，罗 益 锋 都 照 做
了。这两张白纸，使罗益锋直到
一九九二年才以旅游的名义得以
与母亲团聚，而父亲早已去世多
年。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或许
这是罗益锋心中不能言说的痛。
“回国不是为了利益，而是奉献”

一九五七年六月，罗益锋搭乘
渡轮转道香港回国。踏上深圳罗
湖时，他内心充满了海外赤子回

到久违母亲怀抱的激动。兴奋感
退却后，最直接的感触就是“祖国
很穷”，但罗益锋仍然选择去北
京，并于第二年考上了北京大学
化学系。

形容自己在北大最初的日子，
罗益锋说是“连滚带爬”地跟上了
北大的形式。刻苦努力学习、思
想追求进步、与劳动人民同吃同
住等等，表现一直很好。毕业后，
他被分配到北京合成纤维研究所
搞科研。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反
对崇洋媚外，不允许看外文资料，
但罗益锋坚信总有一天要用到科
技，因此经常去中国科技情报研
究所阅读和摘抄资料。罗益锋说
自己是把别人打毛衣和下跳棋的
时间都用在了探索性的研究上。
而这些，为将来的工作积累了很

好的基础。
七十年代后期，大批归国华

侨又纷纷出国，与五十年代争先
回国恰恰相反。华侨们见面，问
得最多的是：你什么时候出国？

“当时，我的工资是每月五十
六元。而我刚刚到香港一年的
姐夫在一家英国公司工作，工资
是我的十八倍。在香港轮船公
司工作的表妹夫，工资是我的八
十倍。”

周围的亲戚朋友都劝罗益锋
出国，懂五国语言，又是归侨，出
国很容易。

罗益锋说，当年也有过思想斗
争，但是“回想当初回国时，国家
比现在要贫穷落后得多。我回国
不是为了利益啊！”

没多久，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
“四个现代化”，罗益锋至今仍很

激动地说“这说出了我的心声”，
他选择申请入党，表达自己建设
祖国的决心。

“没有人给我规定，
我自己给自己加码”

出于报效祖国的心愿，以及认
真做事的风格，罗益锋厚积薄发，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取得一系列的
成绩。

对于这些荣誉，罗益锋只是轻
轻地说了一句，“交给我什么工
作，一定要完成”。

对于机遇，罗益锋有自己的
理解，“我从没想过会成名，在每
个人面前都会有各种机遇，要实
现自我价值首先要不讲条件。”
他认为只有把自己投身到祖国
的 事 业 当 中 ，不 讲 报 酬 不 计 得
失，最大限度地奉献，才能体现
自我价值，也才能成长得更快。

谈到近年来关注民生问题，
切实履行人民代表的职责而被
赞 为“ 议 案 大 王 ”时 ，罗 益 锋 说

“心态要好，‘议案大王’是人民
群众的功劳，不是我的功劳。”

罗益锋每年走访五百多人次
各界层人民群众，最多一天有六
拨人寻求帮助，他说“没有人给我
规定(必须走访多少)，我自己给自
己加码。”

虽然已于二 00 八年四月退
休，但是罗益锋却益发忙碌，或许
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人生就是

“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永无止
境”。

中新社2009年7月16日
作者 李林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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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法对维护归侨侨眷
合 法 权 益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可以说，在政治、生活
等各方面，我们是在侨法
的 保 护 下 成 长 的 。”谈 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
眷权益保护法》(简称“侨
法”)发挥的作用，归侨罗益
锋如是表示。

罗益锋出生于 1937 年，
自小随家人旅居印尼，1957
年回到中国。1988 年 3 月
起，罗益锋连续四次当选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 履 职 期
间，他提出议案推动了侨
法的诞生与修订。时值侨
法出台 30 周年，罗益锋向
中新社记者讲述起他与侨
法的缘分。

“我初当人大代表时，
正值中国从‘人治’向‘法
治’、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向 市 场 经 济 过 渡 的 转 型
期。”罗益锋说，作为全国
人大代表，不仅要为人民
排忧解难，还要站在国家
高度，通过深入调研，适时
提出有针对性的立法议案
和意见建议。

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
间，罗益锋提出的第一项
议案就是尽快立法，保护
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在
相关部门的合力推动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
眷权益保护法》于 1990 年
审议通过。

该侨法以法律条文的
形式对归侨的政治权益等
予以保护，规定“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和归侨人数较多
地区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
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归侨代
表”。藉此，中国民主政治
有了独特的“侨味”。

侨法出台后，当选为全

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的
罗益锋，又担负起侨法相
关的立法教育及执法检查
工 作 ，曾 到 访 过 广 东 、广
西、云南、福建等十几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调研。

“当时认识到侨法普及
程度不足。”他坦言，那时

地方出现不少违反侨法的
案例，“许多地方政府都不
了解侨法，执法主体也不
明确。”

通过广泛听取意见，罗
益锋又提出修改侨法的议
案。根据 2000 年 10 月第九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
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
决定》修正后，侨法对执法
主体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归
侨侨眷合法权益是最根本
的，修订后的侨法更好地
维护了归侨侨眷的合法权
益。”罗益锋举例道，受益
于侨法，广西十万大山中
归侨侨眷生产、生活中面
临的一些“老大难”问题得
以解决。

“如今十万大山已经大
变样。”他表示，去年再到
访时，看到当地依托自然
资源优势实现发展，美丽
村庄建设正稳步推进，康
养基地、旅游基地发展火
热。

采访中，罗益锋同时感
慨，自己也是侨法的受益
者。

归国后，他成长为国际
特种纤维的知名专家，因
科研成果显著，多次受到
国家表彰。2008 年退休的
他仍保持“退而不休”的状
态：涉足领域从特种纤维
延伸到所有新材料，跨界
参与电磁研究、土壤改造、
高科技文化产业等。

他说，无论作为全国人
大代表还是自身成绩的取
得都离不开国家对归侨的
政策关怀，“我们是在侨法
的保护下成长的。”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
发展，罗益锋认识到涉及
归侨侨眷权益的新情况出
现。退休前，他又提出修
改侨法的建议。

“现在看来，这一修改
更显得必要。”他建议，国
家根据侨情变化及时制定
契合新的历史条件的法律
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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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侨法诞生与修订
印尼归侨罗益锋：“我们在侨法的保护下成长”

“侨界十杰”罗益锋忆往昔：回国不是为了利益

罗益锋近影罗益锋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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