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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是甘肃省省会，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兰州也是一座丝绸

之路重镇，有着对外开放和外事交往的悠久历史。

(--)

兰州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渡口和交通要道。汉唐以来，丝绸之路甘肃段

的中路就是在兰州渡黄河，沿庄浪河谷而上，越乌鞘岭而进入河西走廊的。

晋高僧法显、唐高僧玄奘去印度取经，都曾经过兰州。西亚、中亚的一些使

者，诸如明代撒马尔汗沙哈鲁王的使者等，沿丝绸之路经过兰州，赴中原。

丝绸之路的开通和繁荣，曾经促进了兰州的发展。后来，随着东南海运

的兴起，陆路丝绸之路逐渐衰落下来，兰州与外界的交往出现了停顿。到了

清末，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进驻兰州后，兰州与外界的交往才有了恢复和发

展。

同治十一年(1872年)7月，左宗棠在兰州大力推行洋务运动，先后借

外资购买外国设备创办了兰州制造局和兰州机器织呢局(又称甘肃织呢局)，

开兰州近代民族工业之先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推行新政，

兰州道彭英甲主持了甘肃农工商矿总局后，先后引进外国资金和技术，聘请

外国工匠，在兰州创办了窑街官金铜厂、皋兰官铁厂；聘请外国教师，开办

了农矿学堂；与德国泰来洋行签订合同，修建了黄河铁桥等。打破了兰州几

千年来单一的手工业生产的格局，也为兰州以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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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后，兰州与外界的来往逐渐减少，主要是来兰传教的天主教、基

督教传教士。

抗日战争时期，兰州的战略位置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东南沿海各地相

继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兰州已成为中国通往苏联和欧洲的重要通道。从民国

26年(1937年)8月以后，苏联政府援华的大量军用物资和空军志愿队，

都是由新疆运抵兰州后再转运到全国各战区去，因此，兰州的战略地位十分

重要。这一时期，在兰的外交机构有苏联驻华大使馆兰kH多'l-交代表处、军事

代表处，国民党南京政府外交部驻兰州特派员办事处等。兰州的外交活动频

繁，途径兰州访问的中外政界要人、外交使者增多。／≮路军驻兰办事处接送

了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日本共产党主席岗野进(野坂参三)、印度尼西

亚共产党领导人阿里亚汗等。抗战胜利后，由于国共两党关系不断恶化，在

兰的外国机构随之撤销，兰州与外界的来往逐渐减少。

(--)．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兰州

市外事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解放初期，市委、市人民政府取

消了外国在兰的一切特权。1950年，党和政府在全市宗教界开展的“革新

反帝爱国运动”中，破获了以宗教进行间谍活动的兰州市天主教德国籍主教

濮登博、副主教赵承明等，并于1953年依法将他们驱逐出境。

1956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兰州被确定为全国重工业基地

之一，156个苏联援建重点工程项目，4个重点工程项目就在兰州实施。随

着重点工程项目的开工和建设，一批苏联专家来到甘肃和兰州，帮助我国政

府援建兰州炼油厂、兰州化肥厂、兰州合成橡胶厂等大型企业。这一时期兰

州市外事工作主要范围是围绕苏联、东欧等几个国家开展，外事活动的主要

任务是做好苏联专家的接待工作。外事工作曾由省人民政府统管。

“文化大革命”期间，兰州市外事工作和其它工作一样受到了干挠和破

坏，外事工作一度瘫痪。1976年，兰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外事组，但全

市外事活动比较少。

1978年，经党中央批准，兰州正式对外开放。同年8月，兰州市革命

委员会成立外事办公室。1983年正式更名为兰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简称“兰州市外办”)，内设秘书科、外事科、侨务科等。与此同时，根据

中共兰州市委、市人民政府的有关精神，兰州市相继成立了侨务办公室、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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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办公室、引进国外智力办公室，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兰州分会

归国华侨联合会也恢复了活动，与市外办合署办公。外事机构的建

推动了全市外事工作的发展。从1978年到1990年的十几年间，先后到兰州

参观、访问的外国友人人数逐增，一些国家元首、政府总理、政界要人、外

交使团到兰州进行了友好访问。市委、市人民政府领导也随团先后访问了日

本、美国、新西兰等地。经贸来往也逐渐增多，兰州市还与日本秋田市建立

了友好城市，与日本八户、静冈建立友好交流城市关系。引智工作、互派培

训人员等取得了进展，外事工作的发展，增加了兰州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和相

互了解，扩大了兰州在世界的知名度，促进了兰州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

改革开放。

(三)

兰州是全省归侨、侨眷比较集中的城市。侨务工作历来是市委、市人民

政府的一项长期的重要工作。

兰州的归侨、侨眷本地人很少，绝大部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响应党和

国家的号召，支援兰州经济建设的外省人。他们当中：有抗日战争时期回国

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有新中国诞生后冲破国外各种阻挠，回国参加社会主义

建设的海外学子；有回到祖国进行学习的东南亚华侨学生；还有许多刚刚走

出校门的大学生。他们毅然告别自己的故乡和亲人，离开繁华的大城市，放

弃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随同10万建设大军，来到黄土高原，来到兰州扎

根安家，为兰州的建设和发展献出了自己美好的青春。据有关资料统计，

1957年在兰的归国华侨人数达300多人。主要分布在兰州地区各大专院校、

大中型国有企业、机关、医院等部门。

早在50年代，当第一批归国华侨来到兰州市参加经济建设时，市委、

市人民政府就十分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状况，并明确决定由兰州市民政局

负责全市的侨务工作。每年春节、中秋、国庆等重大节日，市委、市人民政

府都举行多种形式的座谈会、茶话会及参观、游览等活动，对归侨和侨眷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兰州市民政局为了照顾归国华侨和

华侨学生的生活，每月专门为归国华侨提供一定数量的大米、食油和白糖等

食品，帮助他们克服生活中的困难。1960年，兰州市成立了全省第一个归

国华侨群众团体——兰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极

“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许多归侨侨眷因“海外关系”遭受了不白之冤，

落’



·4· 兰州市志·外事侨务志

侨务部门终止了工作，侨联也被迫停止了活动。在身受重辱的情况下，归侨

侨眷始终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兰州，默默地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党的侨务政策在全市得到全

面贯彻和落实，也使归侨、侨眷获得了新生。1978年4月，根据中央和省

市的有关精神，中止了13年活动的兰州市侨联恢复了组织活动。1983年，

市委、市人民政府成立了兰州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市侨办成立之后，协

助有关部门做了大量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推倒了强加在归侨、侨眷身上的

许多不实之词，帮助和解决了归侨、侨眷在工作上、学习上、生活上存在的

困难和问题，有力地调动了全市归侨侨眷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激发了他

们热爱兰州、建设兰州的赤子之心。特别是90年代，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

引下，市委、市人民政府还支持和鼓励全市归侨侨眷充分发挥海外联系广的

优势和特点，为兰州市的建设和发展牵线搭桥，开展“三引进”(引进技术、

引进人才、引进资金)活动，并通过请进来走出去，邀请国外侨胞、港澳同

胞来兰州参观学习、访问考察和洽谈生意；组团到海外和港澳地区开展经济

联络，宣传兰州、介绍兰州，不断扩大兰州在世界的知名度。归侨侨眷的这

些活动，为兰州的开放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有力地推动全市两个文明

建设的深入发展。

如今，当年从祖国四面八方云集到兰州的归侨侨眷，他们当中有的已经

离休、退休，离开了工作岗位；有的已经作古，长眠在他们长期为之奋斗的

兰州这块黄土地上；还有一大部分仍然在各条战线上继续辛勤工作，其中不

少人还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他们的子孙后代繁衍成长为兰州的新一代市

民，成为建设兰州的一支生力军，继承着父辈的意志，为兰州的建设、改

革、发展做着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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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年)

十月四日 撒马尔汗沙哈鲁王的使节过黄河镇远浮桥，进兰州城，后赴

北京朝觐。

清同治十年(1871年)

陕甘总督左宗棠从英国驻华汇丰银行借支白银400万两，从法国泰西洋

行购进机械设备，在兰州通远门外(今畅家巷)创办兰州制造局。

清光绪元年(1875年)

七月 俄国上尉索斯诺夫斯基率贸易军事考察团来兰州，陕甘总督左宗

棠接见，并派员陪同参观兰州制造局。

清光绪三年(1877年)

奥地利籍人洛来随斯成公爵来兰州做地质调查。

清光绪六年(1880年)

陕甘总督左宗棠聘请德国人石德洛沫等人，在通远门外(今畅家巷)创

办甘肃机器织呢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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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

基督教传教士由巴牧师来兰州传教。

．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

9月11日 总办甘肃洋务总局、兰州道彭英甲与德国泰来洋行喀佑

斯正式签订修建黄河铁桥合同。

11月’兰州道彭英甲在兰州矿物学堂内增设农林学堂，聘请比利时人

贺尔慈为化学教员，林阿德为英语教员，法国人狄化纯为法语教员。

12月22日 甘肃省布政使丰绅泰、按察使白遇道会同兰州道彭英甲，

与比利时参赞林阿德签订代购炼铜、淘金、织呢等机器合同。甘肃织呢局由

兰州道彭英甲派人整理复工，扩建厂房，添置机器，聘用比利时工匠、技师

6人。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1月29日 芬兰男爵马达汉(曼涅·海姆)上校率领的俄国考察团自新

疆到达兰州。

3月15日 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青海塔尔寺到达兰州。

兰州黄河铁桥动工修建。铁桥由德国泰来洋行喀佑斯承建，美国人满宝

本、德国人德曼依做技术指导，物资运输及施工则全由中国人承担。．

清宣统二年(1910年)

是年 据《甘肃警务局宣统二年第一次统计书》载，省城兰州寄寓外国

人4户17人。全省巡警总局总务科设外交警察专管外事。

民国2年(1913年)‘

英国传教师金品三在兰州黄河北王保保城外开办福音医院。

民国3年(1914年)

是年兰州邮务总局改组为甘肃邮政管理局，派英国人贝雅士为邮务

长，后由英国籍印度人杜达，意大利人卦特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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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11年(1922年)

9月 英、美、法、比等国传教士来甘，在兰州、秦州等地设立天主教

会学校和医院。

是年 甘肃省政府将去年3月由新疆来甘，安置在敦煌的原沙俄七河省

军区中将司令阿年可夫等人，遣往兰州阿干镇羊寨村居住。

民国13年(1924年)

11月 德国天主教神甫濮登博在兰州颜家沟修建天主教堂。

民国14年(1925年)

12月 梵蒂冈天主教廷改甘肃北教区为兰州主教区，任濮登博(德国

籍)为主教，赵承明(德国籍)为副主教。

民国16年(1927年)

刘郁芬奉外交部公函，将居住在兰州阿干镇羊寨村前沙俄中将阿年可夫

引渡回苏联①，其余人员陆续遣至天津、上海转送回苏联。部分沙俄人员留

居兰州，当时称为“归化族”(白俄)，解放后称俄罗斯族。

民国18年(1929年)

兰州天主教“圣神会”在道升巷创办诊疗所，德国人“尚修女”(本名

不详)负责，人员5至6人；兰州天主教“慈爱会”在东关畅家巷教堂内开

办公教医院，人员30人；兰州天主教“圣家会”在双城门什字设立诊疗所，

由中国修女牛玛丽任所长，人员4至5人。 一 。一

民国21年(1932年)

12月23日 新加坡女华侨林鹏侠来兰州考察。

民国22年(1933年)

比利时卡斯特伯爵马尔夫·狄特尔来兰州航拍兰州城区。

①旧国名，全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991年12月21日解体，作为一个国家实体和

国际法主体停止存在。



·8· 兰州市志·外事侨务志

民国24年(1935年)

德国孔士洋行、米利洋行、安乐洋行在兰州设立办事处。

民国26年(1937年)

7月 额济纳旗、安西等地破获日本特务机关两起，捕获日本东庙(额

济纳)日特机关长江崎寿夫(少将)、横田(中将)、大西俊仁、松本平八郎

等13名日本特务和5名汉奸，经军法审判，于9月14日在兰州安定门外行

宫被处决。

lO月 苏联驻华大使馆在兰州设立军事代表处和外交代表处，负责办

理援华抗日物资等有关事宜。

11月7日 甘肃省政府举行庆祝“十月革命节”招待会，欢迎在兰的

苏联援华人员。苏联驻兰军事代表处代表阿克莫夫将军，代表苏联援华人员

致答谢词。

民国27年(1938年)

3月1日 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员兰州办事处改为外交部特派员公署。

李铁铮仍任特派员。

4月19日 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在八路军驻兰办事处，会见了苏联驻

兰办事处代表阿扎诺夫。

7月12日 苏联援华运输军用物资的两辆汽车在榆中县金家崖遭土匪

抢劫，并击伤了苏方驾驶员数人。后凶手5人于宁定县(今广河县)太子寺

被捕，押解兰州处决。

10月10日 中苏文化协会兰州分会成立，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

曾扩情任会长。

10月 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由苏联秘密抵达兰州，住八路军驻兰办

事处，后去延安。

是年美国人维荔与孙继初等人来兰，调查甘肃石油矿产地质情况。

民国28年(1939年)

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西北办事处在兰州成立事务所。

2月12日至23日 日军空袭兰州，造成人员伤亡和电厂、民房等重大



6月10日 中苏文化协会兰州分会召开会议，决定征集艺术品到苏联

展览，并拟出版《中苏文化》刊物。
’

!

民国29年(1940年) ．。

．

1月 日本共产党主席岗野进(野坂参三)和印度尼西亚阿里亚汗等，

随同周恩来从苏联经新疆到达兰州，住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后去延安。

5月14日 南洋华侨筹赈会归国慰问团团长、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和

第三分团团长陈肇基等到兰州慰问，受到兰州各界集会欢迎。24日，陈嘉

庚离兰，乘汽车去西安慰劳。’ ，‘。

12月 苏联驻华武官、蒋介石总军事顾问崔可夫赴任途中到达兰州。

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前往机场迎接。
一

，_

民国30年(1941年)

5月14日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兰州分会成立。 ，

7月 中苏文化协会兰州分会举办苏联农业照片展览。
。

．

是年苏联驻中国兰州军事代表处撤销。
，

民国31年(1942年)

6月14日 兰州市各界举行“联合国日”大会，在兰外侨应邀参加。

12月 新西兰人士艾黎创办兰州培黎学校，张官廉任校长。先后设立

栽绒、机械、化学等实习工厂，实行半工半读。1947年合并于山丹培黎学

校。 一
．

一

民国32年(1943年)

2月5日至8日 庆祝中美、中英平等新约签订，兰州市各界举行火炬

游行活动，邀英、美等国侨民参加。

6月 兰州各界举行庆祝“联合国日”，在兰的英、美、苏各国侨民应

邀参加。

8月28日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一行到达兰州，考察科技、医学和农牧

、Iko



丹考察，并创办

，并将该校作为

6月3日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途中抵达兰州访问。带来了草木樨等92

种牧草籽种和“蜜露”甜瓜籽种。该瓜在今城关区青白石乡试种成功后，被

命名为“华莱士瓜”，解放后改名“白兰瓜”o， ．

8月 兰州警察局设外事科，编制科长1人，主任科员1人，科员5

人，办事员1人7，。专司兰州地区外事。 ，

民国34年(1945年)

2月14日 英国下议院众议员胡特·富高德等人由“工合”顾问艾黎陪

同，来兰州调查“工合”业务，并往山丹培黎学校参观。

4月lO日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主任袁敦礼博士应美国邀请，赴

美讲学。

4月20日 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彼得·比德罗夫抵达兰州，中苏文化协会

兰州分会举行欢迎会。
。

8月11日 美国新闻处兰州办事处在西北大厦举办战地新闻照片展览。

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兰州市人民连日倾城而出，欢呼庆

祝，盛况空前。

民国35年(1946年)

1月26日 苏联驻华大使馆新任驻兰州代表处代表史梅阁携眷抵兰州。

是年，苏联驻兰代表处撤销。

7月20日美籍羊毛专家白恩士偕同南京国民政府农林部羊毛改进处

处长许祖康来兰，视察西北洗毛厂及西北纺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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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6年(1947年)

5月5日 兰州市自来水工程筹备处成立。甘肃省政府聘请美国顾问毛

理尔来兰设计。次年开工。后因无经费而停工。

8月5日 苏联驻华使馆兰州商务代表处新任代表屠聂洛夫斯基携眷抵

兰。 ．

10月18日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驻甘肃特派员公署裁撤，业务由甘肃

省政府接办。 ； _

是年英国财务大臣克里浦及夫人一行到兰州参观访问。

民国37年(1948年)

1月27日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学生致电国民政府外交部，抗议九龙英

国当局迫害华人，强烈要求政府收复香港、九龙o

5月21日 英国驻中国大使施蒂文森等10人来兰州，并前往山丹参观

培黎学校。

9月21日 侨居兰州的沙俄时代侨民(白俄)141名，全部送往上海，

转送回苏联。

1949年

4月4日 美国民航队陈纳德来兰。

10月2日 中苏友好协会兰州市分会成立，赵守攻任总干事o

1951年

一 6月24日 甘肃省兰州市中苏友好协会召开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选

举邓宝珊为会长。

12月 市人民政府发布命令，取缔兰州天主教“圣母军”。这一组织由

间谍濮登博以宗教名义组织的反动组织，解放后继续对抗地方政府。- ，

1952年

10月 中国政府代表团与苏联化工部达成援建兰州化肥厂和合成橡胶

厂协议。

11月 苏联文化工作者和艺术工作者代表团一行14人来兰州访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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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并与兰州文艺工作者座谈、联欢，还在五泉山参观甘肃省文物展览。

，1953年

2月lO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发布“驱逐国外间谋分子出境”的命令，

驱逐濮登博、赵承明、姚大舟等9名间谍。‘

是年 山丹培黎工艺学校迁入兰州，更名为兰州培黎石油技工学校，艾

黎出任校长o

3月20日至4月23日 国家计委、中央财经委组织西北地区工业厂址

勘察组，8名苏联专家参加勘察组来兰州调查援建工程项目。

7月 艾黎离兰到北京定居，仍任培黎学校校长至1960年。

， 1954年

3月 苏联政府代表团来华检查援建工程，在兰州视察了援建的合成橡

胶厂、兰州化肥厂等厂址区。。

4月15日 金应基团长率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及艺术团251人抵达兰

州，访问演出4天。．’
。

是月 苏联国家特殊构筑物设计院承担兰州市自来水公司工程设计任

务。

1955年

4月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兰州市分会(简称“市和大”)主席

吴鸿宾参加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

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亚洲国家会议。

7月15日上午’由阿·库·钱达为团长的印度文化代表团，在文化部艺

术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周巍峙、印度驻华大使馆行政专员拉穆陪同下飞抵兰

州。下午，由兰州市副市长孙剑峰、王君朗陪同，游览五泉山公园，与省市

1200多文艺工作者联欢，参观了大雄殿，以及敦煌壁画(摹本)展。晚，

孙剑峰在西北大厦宴请印度文化代表团，并由兰州市文艺工作者表演维吾尔

等民族歌舞，印度艺术家表演《锡正尔独奏》、《洒红节之舞》等。

7月 出席世界和平大会的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约旦、苏丹的40

位代表，由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鲍尔汉

陪同，访问兰州，观赏市容，游览黄河铁桥，参观绣河沿清真寺，参观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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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院。

7月30日 捷克斯洛伐克寄生虫专家鲍·雷沙韦博士抵兰考察并作学术

报告。

1956年

1月1日 甘肃省暨兰州市党政领导在兰州饭店宴请苏联专家，省长邓

宝珊宣读周恩来总理致专家的贺信。

1月16日 经中共中央同意，中共甘肃省委暨兰州市委成立了国际活

动指导委员会，阮迪民任主任。

8月 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英国和平委员会副会长、英国坎特伯雷教

长约翰逊偕夫人、两个女儿来兰州访问。由市和大主席吴鸿宾陪同，观赏市

容，参观治理黄河展览、培黎石油技工学校、西北民族学院，乘羊皮筏子游

览雁滩，观赏水车。甘肃省长设告别宴，并赠送了《敦煌壁画选》、天水漆

器等礼品。

10月 兰州大学教授朱子清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召开的植物碱国际

会议，并作学术报告。

lO月上旬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文幼章及夫人，

由市和大主席吴鸿宾陪同访问兰州，参观治理黄河展览、西北民族学院、兰

州炼油厂，观看兰州市越剧团演出的《荔枝换红桃》。

巴基斯坦、泰国、马来西亚共产党代表团一行8人，抵兰先后参观兰州

炼油厂、西北民族学院、兰州民族妇女缝纫生产合作社，浏览了五泉山公园

及兰州市容。-

10月17日 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访华团一行8人抵兰州，

参观访问两天。

12月23日 甘肃省委统战部召集在兰参加建设和学习的印尼、缅甸、

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等国归国华侨50余人，座谈参加祖国建设的感受。

1957年

5月16日缅甸联邦民族院议长，副总统肖恢塔和夫人抵兰州，参观

访问两天。

6月5日 奥地利人民党议员、奥地利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唐契奇

和夫人抵兰州参观访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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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 巴基斯坦人民联盟总书记穆吉布尔·拉赫曼为团长的巴基斯

坦议会代表团抵达兰州，参观访问两天。 ．

9月4日 黎巴嫩国会议员阿南德·哈达抵达兰州，参观访问4天o． ．

10月 兰州市人民委员会决定：全市侨务工作由市民政局负责和管理。

12月27日 缅甸联邦副总理吴觉率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一行14人抵

达兰州，考察访问两天。

1958年 ．

1月1日 甘肃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举行晚会，答谢来兰参加援建工作

的苏联专家。

3月 澳大利亚共产党访华团抵达兰州访问，参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

4月7日 甘肃省委撤销原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省委外事领

导小组，阮迪民任组长。

5月5日 罗马尼亚劳动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书记亚历山德鲁·卡潘迪

率罗马尼亚青年联盟代表团一行6人抵兰州，参观访问3天。

5月14日 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澳大利亚妇女宪章主席、作家斯崔

特夫人抵兰州，参观访问3天。

5月29日至30日 兰州市第一次侨务工作会议在市政协礼堂召开。

6月 兰州市民政局首次对全市侨务情况进行普查登记。据普查统计：

全市有归国华侨306人，其中在兰参加学习的归国华侨学生231人o

7月22日 省人委外事办公室更名为甘肃省和兰州市人民委员会外事

办公室。

是月 兰州市城市建设局长任震英参加以周荣鑫为团长的中国建筑师代

表团访问苏联、罗马尼亚；任主持编制的《兰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参展莫斯

科世界城市展览会。

是年越南派出实习生在兰州化工厂实习。10月越南驻华大使阮春良

来兰州向越南实习生传达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会议决议。

1959年

8月 中央确定兰州市为允许外宾参加地区，并在市区划出允许外宾参

观的圈子，插上“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准超越”的标志牌。

8月5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访问苏联回国途中到达兰州，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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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省市领导的热烈欢迎。

9月 苏联地方病考察团抵兰州。

10月24日挪威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约尔根·福克林率挪威共产党

代表团抵兰州，参观访问4天。

12月4日 甘肃省委决定成立专家工作处。

1960年

4月29日 兰州市5万多名职工群众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声援南朝

鲜人民的爱国主义斗争，并通过了“兰州市各界人民支援南朝鲜人民爱国主

义斗争大会通电。”

6月 受国务院任命，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副经理林华率中国考察团赴西

欧5国考察石油化工。

6月29日 兰州市委书记处书记李屺阳率代表团一行10人，首次出访

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家。

7月6日 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并照会中国政府，撤走全部在华

的专家。自28日起，在兰工作的苏联专家陆续撤走，并带走了图纸、计划

和资料，停止供应正在建设的急需设备，使全省和兰州市的援建工程被迫停

顿或半停顿。

7月15日 兰州市委外事领导小组成立，李维时任组长。1966年1月

撤销。

9月 中央通知，兰州市属于“不再安排外宾访问”的城市之一。

9月 兰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简称“兰州市侨联”)在兰州成立。归

侨陈平波当选为主席。

10月 越南民主共和国建国15周年成就展在兰州市工人文化宫展出，

为期3周。

10月28日 越南驻华使馆官员阮春良来兰州访问，看望在兰化公司实

习的越南实习生。

1962年

7月3日 43名古巴实习生到兰州炼油厂接受培训，为期一年。

11月13日 兰州市归侨侨眷举行集会，谴责印度政府迫害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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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

1月 兰州市侨联召开第二次归侨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侨联委员

会，归侨陈忠当选为主席。

8月16日 朝鲜科学院院长姜永昌一行9人抵兰州，参观访问3天。

8月 兰州市20名归侨青年参加省归侨青年学习参观团，赴延安等地

学习参观。

1964年

9月9日 亚太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副秘书长万徒勒里及夫人、女儿抵

兰州参观访问。

9月 中科院兰州分院副院长、著名核物理学家、归侨杨澄中被选为甘

肃省政协副主席。

1965年

1月14日 兰化公司援助阿尔巴尼亚费埃里氮肥厂建设的专家组陆续

出国抵阿。

3月30日 阿尔巴尼亚氮肥厂41名实习生，到兰化公司化肥厂培训学

习。

4月10日 兰州市委调整外办人员，陈志才兼市人委外办主任。

5月 兰州市公安局设外事科，负责兰州地区的外事管理工作。

8月9日 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参赞卡萨比一行3人到兰州访问，并看

望在兰实习的阿尔巴尼亚氮肥厂实习生。

1966年

1月13日 根据省委指示，成立于1960年7月的兰州市人委外事办公

室撤销，由省人委外事办公室统管兰州市外事工作。

5月 “文化大革命”开始，兰州市侨联停止活动。

1968年

3月12日兰州市公安局破获英国间谍乔治·瓦特(英国人)、彼德·迪

卡特(联邦德国人)间谍案。15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乔治·瓦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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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徒刑3年，宣布将彼德·迪卡特驱逐出境。

1969年

10月22日 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美国间谍鲁茨·封·汗林德(联邦

德国籍)有期徒刑10年。

1970年

12月27日 以兰化公司技术专家为组长的中国考察组抵达苏丹，考察

援建氮肥项目。
●

1971年

8月15日 罗马尼亚安东尼奥少将率罗马尼亚军工项目代表团来兰州，

参观白银805厂。

9月17日至20日 民主柬埔寨政府首相宾努亲王和特使英萨利等一行

15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陪同下，抵达兰州参观访问。

1972年

2月、中共甘肃省委决定：刘家峡电厂、兰州炼油厂、兰州化肥厂、兰

州石油化工机器厂、兰州钢厂、兰州综合电机厂、动力机械厂、兰州第一毛

纺厂、兰州搪瓷厂、兰州热水瓶厂、皋兰路机具厂、兰州大学、兰州第五中

学、兰州市畅家巷一校、雁滩人民公社，作为对不同外宾开放的参观点；外

宾住宿一般安排在友谊饭店。

’2月 以兰化公司技术专家为组长的中国考察组起程赴刚果(布)，考

察援建氮肥项目。 一-
一1

6月4日 美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到兰州访问，并赴酒泉、敦煌等地考

察。

1973年

9月 艾黎来兰视察培黎学校，并为该校幼儿园捐款2万元。

1975年

8月24日 日中友协顾问西园寺公一来兰州参观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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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

4月9日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外事组更名为外事办公室。

1977年

6月13日 苏丹民主共和国总统尼迈里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赴新疆

参观，途经兰州中川机场停留休息。

8月10日 阿尔及利亚沙漠考察组在布纳戛率领下抵兰进行沙漠研究

与沙害防治方面的科学考察。

9月16日 香港知名人士利铭泽夫妇到兰州、敦煌等地参观访问。

1978年

3月24日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在兰州召开全省侨务会议。要求各地清

理打击迫害归侨侨眷的问题，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做好华侨探亲旅行的

接待。

4月 甘肃省委决定：兰州市侨务工作由市外事部门主管，中央、省属

在兰企事业单位的侨务工作由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统一领导。

6月 经省市委批准，兰州市侨联正式恢复活动。

8月4日 菲律宾黎刹省女子垒球队抵兰州o 6日下午，在七里河体育

场与甘肃省女子垒球队比赛。

9月 146名柬埔寨实习生分别到兰州炼油厂、玉门石油管理局培训。

当年年底，因柬越两国发生战争，柬埔寨实习生提前回国。

10月 美籍华人，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授窦宗仪回家乡榆中县探

亲。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宋平接见了窦宗仪。

10月12日 兰州市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成立，编制7人，1979年

12月改称兰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是年 中央批准兰州为对外开放地区，外国人凭有效护照、签证及居留

证可在兰州旅行，不需另办旅行证件o ．

是年 国务院将兰州列为有控制的对外开放地区。

1979年

1月 兰州市外办、市侨联召开春节座谈会，传达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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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侨代会精神。

2月 经甘肃省委批准，在兰州市的参观点周围主要通道重新调整，设

立18块“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准超越”的标志牌。

4月1日 香港总督麦里浩夫妇等一行8人抵达兰州参观访问。

5月22日 美国猎鹰职业女子垒球队一行25人抵兰州。访问4天，与

上海、甘肃女子垒球队、中国联队比赛3场。

6月9日 来华拍摄纪录片《中国的路易·艾黎》的新西兰电影组由艾

黎陪同来兰州视察培黎学校。

7月 根据中央和省外办的有关精神，兰州市外事办公室平反和落实了

17名归侨、侨眷的冤假错案及历史遗留问题。

8月 兰州市外事办公室对全市归侨、侨眷进行全面普查登记。

12月 兰州市人民政府援外办公室成立，与兰州市外事办公室合署办

公。援外办1983年11月划归市外经贸局。

1980年

4月 兰州市对外国人开放。1月至9月，来兰州的外国人共36批

2715人。

7月1日 兰州被指定为对外国使馆开放城市之一，各国驻华外交代表

机关人员凭本人外交官证、公务人员证、护照，可到兰州旅行。

8月5日至8日 兰州市第五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在兰召开。归侨李名

山当选为市侨联主席。

9月29日 日本秋田县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小烟勇二郎率日本秋田县友

好访问团一行9人抵兰州。期间与甘肃省人民政府拟定了《关于发展中国甘

肃省和日本秋田县友好关系备忘录》。

10月5日 日本长野县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花岗坚而率日本长野县日

中友好协会访华团一行22人抵兰州。

lO月13日 尼泊尔王国首相比斯塔及夫人一行抵达兰州访问。

1981年

5月11日至16日 日本秋田市友好代表团由副市长柏谷廉、副议长加

藤茂率领，抵达兰州参观访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正廷接见代表团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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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 动物营养学家、英国洛威特研究所所长克·勒·布莱斯特爵

士抵兰州，交流学术。23日离兰州。

是月 美国前副国务卿霍尔布鲁克抵兰州访问。

6月1日 甘肃省歌舞团赴朝鲜访问，演出民族歌舞剧《丝路花雨》。

7月 兰州市召开首届全市侨务工作会议。

是月 联合国粮农组织副总干事菲利普斯来兰州考察访问。

9月 兰州市8名医务人员参加甘肃省援外医疗队前往非洲马达加斯加

共和国o

9月22日 印度环境规划技术全国委员会主任法赫拉率印度环境保护

代表团来兰州访问。

9月23日至25日 El本地震构造学专家藤田和夫教授率El本地震考察

组一行5人，在兰州访问、作学术报告。

10月 兰州市副市长夏敬业率市企业管理协会代表团赴El本秋田市参

观考察。

lo月5日 由市长高田景次率领的日本秋田市友好团一行20人，应兰

州市人民政府邀请，抵达兰州访问，访问期间，兰州市市长武修亮与秋田市

市长高田景次举行了两次会谈。

10月14日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季克抵兰参观访问。

1982年

2月13日 国务院批准甘肃省和秋田县、兰州市和秋田市结为友好省

县城市关系的报告。

3月14日 兰州市向日本秋田市赠送蓝马鸡(2月)和名为“兰泉”、

“田田”的一对骆驼，抵达秋田。．

3月23日 兰州市召开首届外事工作会议。

6月 兰州石油技校(前培黎学校)校庆40周年，艾黎专程来兰参加。

7月25日至29日 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及王后一行30人抵达兰州参

观访问，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甘肃省省长李登瀛、兰州市市长武修亮到机场

迎接。29 El，比兰德拉一行赴西藏访问。

8月5日 兰州市和秋田市缔结友好城市签字仪式在El本秋田市文化会

馆隆重举行。兰州市市长武修亮和秋田市市长高田景次分别签署《议定书》。

是日，甘肃敦煌壁画艺术展、兰州市中小学生书画展和秋田县敦煌楼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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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分别在日本秋田市开展和营业。

8月18日 吉布提议会常设委员会主席艾哈迈德·布拉勒赫·巴莱赫率

吉布提友好代表团一行5人抵兰州访问。

8月23日至25日 改革开放后兰州市第一次外事工作会议召开。

10月 兰州被批准为乙类对外开放地区。

10月8日 瑞士新闻代表团一行6人抵兰州参观访问。

10月18日 詹姆斯·贝特兰率新西兰知名人士参观团一行12人抵达兰

州，参观访问。

12月 国务院侨办、全国侨联在京召开表彰会，兰炼、兰化等单位被

评为“全国侨务工作先进集体”，徐应铨等4名归侨被授予“全国侨务工作

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是月 省政府通知，调整扩大兰州市对外开放范围，增加参观点，撤除

西固钟家河桥头等3处“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准超越”的标志牌。

1983年

4月 兰州市公安局设外国人出入境管理科，并制订了完整的工作制

度，同时，省公安厅决定，兰州地区的审批出国、签发护照业务由市公安局

办理。

5月23日 以秋田市政府第一副市长船山忠重为团长的秋田市友好交

流团来兰访问。

8月5日一日本秋田市中小学生书画展在兰州市少年宫展出，为期一

周。

8月22日 兰州市人民政府任命朱成彪为市外事办公室主任。

8月24日 比利时前副议长一行24人抵兰参观访问。随同来访的还有

比中文化交流协会主席范德里舍等人。

10月 兰州市委、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兰州市侨务办公室，编制3人，

与市外办合署办公。同月成立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兰州市分会，会长何

英。

10月2日 市长王道义率兰州市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秋田市，并与该

市市长达成6条交流协议。

10月 日本青森县八户市第四次中日中友好访华团一行23人，首次自

费来甘肃旅游访问，并拜会兰州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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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兰州市侨务办公室正式成立，与市外事办公室合署办公。

1984年

2月21日至24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助理亚历山大，视

察皋兰县西岔电灌二期工程。

3月 兰州市民间书画展在日本秋田市展出。

3月6日 兰州市涉外工作会议在兰举行，77个涉外部门和单位的85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4月22日 甘肃省和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缔结友好省市签字仪式在

兰州举行，甘肃省省长陈光毅和克市市长哈米什·海在协议书上签字。

5月28日 澳大利亚澳中友好协会维多利亚分会一行8人抵兰参观培

黎技校。
’

6月 兰州市侨务普查工作结束。据统计，全市有归国华侨205人，侨

眷4004人。

6月3日 应兰州市友协邀请，日本静冈市市长河谷代悟率该市友好团

和日本著名舞蹈家佐佐木君枝率领的秋田市访华团抵兰访问。

是月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及主要捐赠国驻华外交使团11

位外交官，参观访问皋兰县。

8月6日 应兰州市外办、市友协邀请，全国部分城市的地方外事工作

研讨会在兰举行，会期一周。

9月28日至10月5日 应兰州市人民政府邀请，日本青森县八户市议

会副议长留木荣--f15、市长秋山皋二郎率友好团访问兰州。

lO月6日 哥伦比亚前总统洛佩斯一行6人抵兰州参观访问。

10月23日 日本静冈市向兰州市赠送首辆消防车仪式在兰举行。兰州

市副市长张效善出席赠送仪式。

1985年

1月27日 兰州市市长王道义电贺高田景次第4次连任秋田市市长。

2月15日 兰州市改为甲类对外开放地区，同年1月，撤除了剩余15

块“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准超越”的标志牌。

3月 世界银行副行长卡劳斯曼诺古率世界银行代表团访问永登县。

5月19日 市长王道义率兰州市经济技术考察团访问日本八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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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副市长莫里斯夫妇抵达兰州参观访问。

8月10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詹姆士·格兰特及其夫人抵达兰

州，访问考察o

8月21日 日本社会党、众议院议员中村茂率日本社会党活动家访华

团一行13人抵兰州，参观访问。

9月2日至9日外交部组织各国驻华使节旅游团抵达兰州、敦煌等地

参观访问。

9月3日至5日 莱索托国王莫舒舒二世抵达兰州参观访问。

10月2日 中日友谊亭在兰州滨河公园落成。兰州市市长王道义和秋

田市市长高田景次出席剪彩仪式，并共植“友谊树”。

10月15日 西欧联盟议会议长马利·卡罗率西欧联盟议会代表团一行

10人抵兰州，参观访问。

11月12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授予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甘肃省荣誉公

民”称号。

12月 兰州市侨务办公室对9名生活困难的归侨侨眷进行了慰问，并

发放生活补助费2万元。

1986年

1月31日 公安部公布对外国人开放地区名单，兰州市自2月1日起

对外开放，其中榆中、永登仅开放县城。

6月19日 兰州市外事办公室批准兰州市外国语学校等8所学校为教

育系统对外开放单位。

6月21日至23日 马里共和国总统穆萨·特拉奥雷和夫人一行33人，

抵达兰州参观访问，省长贾志杰陪同参观了兰州沙漠研究所和榆中太阳能试

验基地等处。

7月25日 首届“兰州市·秋田市集邮联展”在兰州市少年宫开展，兰

州市代市长柯茂盛出席剪彩仪式。

8月15日 朝鲜人民军空军副司令朴成桂中将抵达兰州访问。．

9月12日 尼日尔马腊迪省省长马塔及夫人抵达兰州参观访问。

9月22日 墨西哥墨中友协主席查柏一行6人抵达兰州参观访问。

10月4日 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侨联成立30周年大会上，兰州石油

化工机器厂侨联主席郑亿喜等3人被评为全国侨联工作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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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下旬 市外办主任朱成彪率团赴武汉等地考察学习引进国外智力

工作经验。

1987年

2月3日 捷克专家波热达尼柯一行3人抵兰州，商讨兰州煤制气工程

有关技术问题。

2月28日 兰州市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办公室成立。

3月19日至21日 新西兰副总理帕尔默一行6人访问兰州，并向培黎

学校捐款15万新元。

4月13日 日本通信会社派员抵达兰州，参与兰州市电信局万门程控

电话安装，工作3个月。

8月27日 新西兰老人友好团一行16人，抵达兰州参观培黎技校。

9月 经上级批准，兰州水泵厂、皮革厂、黄河啤酒厂为兰州市首批引

进外国智力项目聘用单位。

9月14日至17日 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访华，两次途经兰州中川机场

停留休息。

11月26日．兰州地区引进外国智力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兰召开。省市有

关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出席了交流会。

1988年

2月 兰州市外事服务社成立。

3月23日 世界银行行长科纳布尔一行7人抵兰，对甘肃进行考察访

问。

4月22日 新西兰政府代表团、新中友协代表团共21人抵达兰州，参

加路易·艾黎纪念活动及骨灰安葬仪式。23日，甘肃省友协在兰州举行艾黎

纪念会。

6月8日 日本电视网《丝绸文物》拍摄组一行10人抵达兰州、河西

等地实地拍摄。

7月29日 兰州市少年棒球队赴El本进行友好比赛．。

8月27日 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竹下登和夫人一行100余人赴敦煌参观

访问，途中在兰州中川机场停留休息，省市党政领导到机场迎送。

9月24日 以日本秋田市议会议长淡路定一为团长的地方行政考察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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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13人抵达兰州考察访问，市委书记王金堂、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应举、

兰州市人民政府市长柯茂盛会见考察团全体成员。

10月5日 西北地区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座谈会在兰召开。市外办负责

人在会上交流了经验。

12月9日 兰州市人民政府聘任西德啤酒专家费施勒为兰州啤酒厂厂

长，开兰州市“洋厂长”先例。

1989年

2月 培黎学校校长倪才旺应邀赴澳大利亚、新西兰访问。

3月中旬旅日华侨杨忠健一行5人抵兰州考察北山，筹建“日中友好

林”。

6月28日至30日 玻利维亚国会代表团抵兰州访问。

7月28日 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秦大河赴南极参加国际探险考

察活动。

8月19日 兰州市与秋田市联合组织中日友好联合登山队顺利登上阿

尔金山。

10月30日 兰州市市长柯茂盛率经济技术友好交流团一行3人赴日本

秋田市，参加秋田建市百年及兰州、秋田两市缔结友好城市7周年纪念活

动。

12月 兰州市解决旅蒙(即蒙古国)难侨和部分归侨知识分子子女就

业问题。

1990年

2月 兰州市委、市人民政府任命窦治仁为市侨办主任。

4月11日 泰国公主诗琳通一行19人抵兰州参观访问。

4月29日 日本遣唐使旅行团一行26人抵兰州，参加徐家山“中Et友

好纪念林”营造开工典礼，并种植1000株常青树和20棵樱花树苗。

5月12日至19日 国际南极探险队完成横穿南极科学考察后来兰访

问。兰州市市长柯茂盛向5名外国探险队队员颁发《兰州市民荣誉证书》。

5月19日 埃塞俄比亚国家科委主任阿贝贝穆伦一行4人抵达兰州参

观访问。

5月20日 以泰国国会主席夫人廖碧娟为团长的泰国经济代表团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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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人抵达兰州参观访问。

5月31日 著名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及夫人访问兰州，参观中科院兰

州近物所和兰州大学。

6月28日至30日 乍得共和国总统哈布雷抵达兰州，访问甘肃。

‘7月17日 兰州市侨联迁往庆阳路办公o

9月19日 李名山等62名在兰工作30年的归侨，受到甘肃省侨务事业

基金会表彰。

10月8日 以郑明如博士为团长的泰国中华总商会代表团在国务院侨

办王朝猛副司长陪同下抵达兰州，参观兰化、兰炼、三毛厂等企业，并观瞻

了兰州市容。

10月20日至22日 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光耀访问期间在兰州中川机

场停留休息，省、市党政领导前往迎送。 ．

10月25日至27日 土库曼斯坦共和国对外友好协会秘书长瓦里耶夫

访问甘肃，在兰州参观、考察。
7

是月 兰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应举一行6人应日本国秋田县秋田市市

长高田景次、议长淡路定一的邀请，赴秋田市访问。



⑧固一
外事侨务志
第一篇 外事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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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来 访

同治十一年(1872年)，陕甘总督左宗棠进驻兰州，经营西北，欧美等

国的传教士、商人和技工陆续往来兰州，使得兰州与外界有了联系。清末一

些外国探险家或过兰州去新疆，或自新疆过兰州去中原。民国初期，来兰州

的外国人比较少，主要是考察、传教等。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兰州是通往欧

洲的交通要道和国际中转站，来往于兰的外国人频繁。美国副总统华莱士、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基·魏德迈德将军和英国下议院议员胡特·富高德、财

务大臣克里浦、驻华大使施蒂文森、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比德罗夫、军事顾

问崔可夫等先后抵兰州访问。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

除少数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外，到兰州访问的外国人士比较少。

1978年，兰州对外开放后，对外友好交往活动日益频繁，来兰访问、

旅游人员逐年增多。1981年，共有6300多名外国人士来兰州访问和旅游，

接待港澳台同胞1500多人。1982年，来兰州的外国客人7146人，港澳台

同胞2000多人。1983年，来兰旅游观光的外国人士7047人，工程技术人

．员604人，港澳台同胞4374人。1984年，来兰外国游客7518人，港澳台

同胞5397人。1986年，外国客人43982人，港澳台同胞16400人。1987

年，外国客人33330人，港澳台同胞4597人。1988年，来兰州的外国客人

27922人，港澳台同胞19176人。1990年，来兰州的外国客人为19064人，

港澳台同胞68200人。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莱索托国王英舒舒二世、马里

共和国总统特拉奥雷、乍得共和国总统哈布雷以及新西兰政府副总理帕尔默

夫等抵达兰州参观访问，使兰州的外事往来有了很大的发展。

第一节 国家元首

一、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访问兰州

1959年8月5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从苏联访问回国途中，

白酒泉乘火车抵达兰州，在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霍维德、焦善民和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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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长孙剑峰陪同下，参观了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游览五泉山

公园，与兰州女中学生联欢、跳舞。是晚，在西北民族学院大礼堂观看京

剧、越剧和秦腔演出。8月6日，参观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工作人员向胡

志明主席赠送罗布麻制造纤维的样品和《祁连山现代冰川考察报告》等礼

品，参观雁滩人民公社，在果园里，胡志明主席和少年先锋队员唱歌跳舞。

社员向胡志明主席赠送了瓜果。

停留

二、苏丹民主共和国总统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上将访问途中在兰州

1977年6月13日下午，苏丹民主共和国总统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

上将一行6人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外交部副部长何英陪

同下，由长沙飞往乌鲁木齐途中在兰州中川机场停留休息。甘肃省革命委员

会副主任禹贵民、茅林及省外办负责人到机场迎送。

三、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访问兰州

1982年7月25日至29日，应中国政府邀请，尼泊尔王国国王比兰德

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和王后一行30人，在外交部统一安排下，从

乌鲁木齐飞抵兰州参观访问。甘肃省省长李登瀛、副省长葛士英到机场迎

接。在兰期间，比兰德拉国王及其随行人员参观了刘家峡水电厂、兰州化学

工业公司、兰州第一毛纺厂、甘肃省博物馆和雁滩乡。王后陛下观看了甘肃

省歌舞团表演的《丝路花雨》民族歌舞剧。之后，国王和王后一行赴天水参

观游览。29日离兰赴北京访问。随同比兰德拉国王来访的还有王宫秘书长、

尼泊尔驻华大使和尼外交部官员等。

四、莱索托国王康斯坦丁·贝伦赛伊索·英舒舒二世访问兰州

1985年9月3日至5日，应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邀请，莱索托王国康

斯坦丁·贝伦赛伊索·英舒舒国王二世一行23人，在冶金部部长李东冶陪同

下抵达兰州参观访问。甘肃省省长陈光毅、副省长侯宗宾、省对外友协会长

葛士英、省政府秘书长王平、兰州市市长王道义、省外办主任段书宝和有关

部门负责人到机场迎接并陪同参观访问。在兰期间，莱索托国王参观了兰州

第一毛纺织厂、兰州毛条厂、大洼山绿化工程、’奶牛养殖场等。国王陛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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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场参观中，给一头刚出生的牛犊起名“刺美丽”(是莱索托一种草的名

字)。陪同国王陛下来访的有教育文化大臣科措科阿内：外交部常务秘书苏

西·马肖洛古等。

五、马里共和国总统穆萨·特拉奥雷和夫人访问兰州

1986年6月21日至23日，应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邀请，马里共和国

总统穆萨·特拉奥雷和夫人一行33人在化学工业部部长秦仲达陪同下，抵兰

州参观访问。甘肃省省长贾志杰、副省长张吾乐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到机场迎

接并陪同参观访问。特拉奥雷总统及其随行人员先后参观了中科院兰州沙漠

研究所、省科学院太阳能研究所榆中太阳能基地、兰州第一毛纺织厂、甘肃

省博物馆等。客人们对甘肃省在治沙方面取得的成果，特别是利用太阳能方

面的成果表示了高度的赞赏。随同特拉奥雷总统来访的马里人民民主联盟书

记迪拉格在为太阳能基地的留言中写道：“中国人民在太阳能利用上取得的

成就，为第三世界人民做出了榜样”。省长贾志杰将一台活动式太阳能灶赠

送给特拉奥雷总统阁下作纪念。其随行部长们也当场定购太阳能热水器。

随总统来访的还有外交和国际合作部长莫迪博·凯塔、农业部长伊萨·翁

戈伊巴以及马里驻华大使布巴卡尔·杜尔等。

六、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访问途中在兰州停留

1987年9月14日至17日，应中国政府邀请，尼泊尔王国比兰德拉国

王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往返途中曾两次抵达兰州中川机场短暂休息。甘肃

省省长贾志杰、副省长阎海旺和省外办负责人到机场迎送。比兰德拉国王的

主要随同人员有外交大臣、国王首席秘书、军事秘书和外交秘书等。

七、乍得共和国总统哈吉·侯赛因·哈布雷访问兰州

1990年6月28日至30日，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邀请，乍得

共和国总统哈吉·侯赛因·哈布雷和夫人一行41人，在卫生部部长陈敏章陪

同下抵兰州参观访问。甘肃省省长贾志杰、副省长张吾乐、省政府秘书长陈

绮玲、省外办主任程有清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前往机场迎送，并陪同参观。在

兰期间，哈布雷总统等乍得客人参观了中科院兰州沙漠研究所、省科学院太

阳能研究所榆中太阳能基地、兰州南北两山绿化。总统夫人分别参观了甘肃

民间民俗展览、兰州实验幼儿园、兰州职业学校。哈布雷总统在参观中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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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赞赏。他说：“你们真了不起!我这次

来了旅游和环境部长，目的是让他们得到一些感性认识。乍得也

理问题”。他还希望加强乍得和甘肃省在开发利用太阳能方面的

0

布雷总统来访的乍得客人还有：对外关系部长阿谢克·伊木·奥马

尔、新闻和国民指导部长阿杜姆·穆萨·赛义夫、计划和合作部长伊木尼·奥

马尔·穆罕默德·萨莱林、旅游和环境部长奈姆巴耶·洛西来安、乍得驻华大

使伊萨·阿巴斯·阿里等。

第二节 政府总理 副总理

一、民主束埔寨共和国首相宾努亲王访问兰州
●

、

1971年9月17日至20日，应中国政府邀请，民主柬埔寨共和国首相

宾努亲王和夫人，以及国内特使英萨利和部分大臣一行15人，在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陪同下，抵达兰州参观访问。甘肃省委书记、省革命

委员会主任冼恒汉，省委副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胡继宗等省市领导到

机场迎接宾努亲王一行，并组织了10万群众夹道欢迎。访兰期间，民主柬

埔寨贵宾在甘肃省、兰州市有关方面负责人的陪同下，先后参观了兰州化学

工业公司、兰州炼油厂、刘家峡水电厂和雁滩人民公社，并观看了电影《白

毛女》。客人所到之处受到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

二、尼泊尔首相基尔提尼迪·比斯塔访问兰州

1980年10月13日至14日，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尼泊尔

王国首相基尔提尼迪·比斯塔偕夫人抵达兰州参观访问。

甘肃省副省长李屺阳会见并宴请了尼泊尔客人，省外事办公室副主任谷

庆春专程到机场迎送，并陪同比斯塔首相参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职工之家，

游览兰州市容，观看大型民族歌舞剧《丝路花雨》。比斯塔首相特别对兰州

化学工业公司的先进管理表示赞赏。 ．

三、新西兰政府副总理杰弗里·帕尔默访问兰州

1987年3月19日至21日，应国务院副总理万里邀请，新西兰政府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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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杰弗里·帕尔默偕夫人一行6人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期间，在外交部美

大司司长刘华秋陪同下抵达兰州参观访问。甘肃省副省长张吾乐、兰州市副

市长马金荣、省外办主任毛敌非等前往机场迎送并陪同参观。当晚，甘肃省

省长贾志杰会见并宴请了帕尔默副总理一行。在兰期间，新西兰客人参观了

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兰州培黎石油学校、兰州大学、甘肃省博物馆、兰

州第一毛纺织厂、兰州实验幼儿园和雁滩乡等，还观看了大型民族歌舞剧

《丝路花雨》。帕尔默副总理对黄土高原综合治理项目中，中新双方的合作与

研究给予了赞赏和肯定，并希望在路易·艾黎开创的友谊渠道上加强新的合

作和交流。

随行来访的新西兰工贸部长和甘肃省经贸委经过谈判，达成了购买甘肃

石蜡和元明粉的协议。帕尔默副总理代表新西兰政府，还为建设山丹培黎学

校捐款15万新元。同行来访的主要客人还有新西兰驻华大使华德、外交部

副秘书长哈罗德·弗朗西斯等。

四、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竹下登赴敦煌参观途中抵兰州停留

1988年8月27日至28 El，应中国政府邀请，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竹

下登和夫人一行100人由文化部部长王蒙陪同，从北京乘专机赴敦煌参观，

途径兰州中川机场作短暂停留休息。甘肃省省长贾志杰专程到机场迎接并陪

同前往敦煌参观。副省长阎海旺、省外办主任毛敌非提前去敦煌安排部署。

竹下登总理大臣及其随行人员在敦煌参观了莫高窟，骑骆驼游览了鸣沙山、

月牙泉，还访问了杨家桥农户。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将一幅临摩的敦煌壁

画赠送给竹下登总理。来访的日本客人对此接待很感满意，认为组织严密，

活动紧凑，礼节周到。

随行来访的主要客人还有日本驻华大使中岛敏次郎及夫人、日本内阁官

房副长官小泽一郎及日本众议院议员等。

五、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光耀访问途中在兰州停留

1990年10月20 El至22日，应国务院总理李鹏邀请，新加坡共和国总

理李光耀夫妇一行33人，在航空航天部部长林宗棠陪同下，由北京飞抵敦

煌途中在兰州中川机场停留，甘肃省副省长张吾乐、兰州市市长柯茂盛前往

机场迎送。甘肃省省长贾志杰、省政府秘书长陈绮玲、省外办主任程有清专

程赴敦煌迎接，酒泉地区、敦煌县领导参加迎接并陪同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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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总理一行在敦煌参观了莫高窟、敦煌市博物馆，骑骆驼游览了鸣

沙山、月牙泉等，还走访了杨家桥农户家庭。李光耀总理认为中国农民现在

住宅宽敞，生活不错，他还对兰州啤酒厂生产的“舒乐牌”低度啤酒很喜

欢。回国后，李光耀总理给贾志杰省长来信，对甘肃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

对甘肃省在发展旅游业方面的巨大潜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随同来访的新加坡客人还有：新加坡第一副总理吴作栋、国家发展部长

达纳巴立夫妇、外交社会发展部长黄根成、财政外交政务部长杨荣文、国会

副议长阿都拉等。

第三节 议会议长

玻利维亚国会代表团访问兰州

1989年6月30日至7月1日，应全国人大常委会邀请，由参议长西罗

·洪堡和众议长瓦尔特·索黑亚率领的玻利维亚国会代表团一行9人，在全国

人大常委莫文祥的陪同下，抵达兰州参观访问。甘肃省人大副主任李文辉、

副秘书长韩肇文和省外办副主任张嘉沛前往中川机场迎送，并陪同客人在兰

参观访问。在兰期间，玻利维亚国会代表团参观了甘肃省能源研究所榆中太

阳能基地、兰州第一毛纺织厂、甘肃省艺术学校，并观看了艺校师生表演的

节目。

第四节 政界要员

1977年9月16日至28日，应新华社香港分社邀请，香港知名人士利

铭泽夫妇抵兰州、敦煌参观访问。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超伯会见了客

人，省委统战部部长王世杰、省外办副主任潘志仁前往机场迎送，并陪同客

人参观了刘家峡水电厂、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甘肃省

博物馆，游览五泉山公园。后赴敦煌参观游览莫高窟、南湖、玉门油矿、嘉

峪关城楼等名胜古迹。客人对“莫高窟”赞不绝口，认为不愧是世界艺术宝

库。

1979年4月1日至4日，应外贸部部长李强邀请，香港总督麦理浩偕

夫人一行8人由外贸部王靖陪同抵兰参观访问。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冼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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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会见并宴请了麦理浩爵士一行。在兰期间，客人们先后参观了刘家峡水电

厂，游览了五泉山公园、黄河铁桥、原西北大厦旧址，观看了甘肃省陇剧团

演出的《假婿乘龙》。麦理浩曾于1948年来过兰州，这次旧地重游，看到兰

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赞不绝口，并在白塔山公园照相留影。

1981年9月20日至22日，应国务院环境保护办公室邀请，印度共和

国环境规划技术委员会主席法赫拉一行5人抵达兰州考察访问。在兰期间，

印度代表团客人参观了中科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并同甘肃省环保局和兰州沙

漠研究所技术人员就沙漠治理问题进行了座谈。甘肃省副省长王治邦会见并

宴请了客人。

1981年10月14日，应中国人民外交协会邀请，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理

查德·霍尔布季克一行4人抵达兰州、敦煌等地参观访问。甘肃省外事办公

室主任潘志仁到机场迎送，并陪同客人游览敦煌莫高窟，参观甘肃省博物

馆，兰州第一毛纺织厂。

1983年8月24日至29日，应中国人民外交协会邀请，以比利时前副

议长、拉美省终身省长拉克瓦为团长的比利时知名人士访华团一行24人抵

兰，并赴敦煌参观访问。在兰期间，甘肃省副省长葛士英会见并宴请了比利

时客人。随同来访的有副团长、比中文化交流协会主席范德里舍和比利时参

议员、教育家、知名人士等。

1984年5月5日至10日，应北京市政府邀请，秘鲁利马市前市长奥雷

戈偕夫人和女儿以及友人索托夫妇一行5人抵达兰州、敦煌参观游览。省外

办副主任张嘉沛到机场迎送，甘肃省副省长葛士英会见并宴请了秘鲁客人。

1984年10月6日至15日，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哥伦比亚前总

统洛佩斯·米切尔森、前任驻华大使圣多明一行6人，由外交学会副会长许

寒冰陪同抵兰州、敦煌参观访问。洛佩斯时任哥伦比亚自由党领袖，在政界

影响较大。此次来访主要是来华参加国庆节盛典和游览，了解中国农业改革

的成就。省外办主任段书宝到机场迎送，并陪同客人参观了兰州市雁滩乡，

游览了敦煌莫高窟。甘肃省省长陈光毅会见并宴请了哥伦比亚客人。

1985年6月23日至7月6日，应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邀请，澳大利

亚交通运输代表团一行23人到中国访问。访问期间，代表团成员、澳大利

亚航空部机场司司长莫尔于6月28日至7月2日来兰州考察，探讨中澳两

国在交通方面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并同甘肃省民航局负责人和兰州市副市

长马金荣就发展兰州地区民航运输业进行了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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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7月17日至18日，应甘肃省政府邀请，美国亚美欧工程公司

董事长普雷斯特科·布什(美国前总统布什的哥哥)和该公司经理周铲锆等

一行7人抵达兰州考察。在兰期间，普雷斯特科·布什一行参观了甘肃省经

济技术展览，并同甘肃省经委等数十个单位探讨了在甘肃投资项目的可能

性。甘肃省省长陈光毅、副省长葛士英会见并宴请了客人。

1986年8月15日至16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空军副司令员朴

成桂中将一行抵达兰州参观考察。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领导会见了朝鲜

客人，军区有关部门热情接待了朝鲜客人o

1987年6月25日至7月3日，应中国国际交流协会邀请，尼泊尔王国

前外交大臣、历史学家雷格偕夫人和助手一行3人抵达兰州参观访问，参观

了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兰州大学、雁滩乡和农户家庭，游览了五泉山公园及

兰州市容。

1987年9月6日，英国法夫郡副郡长麦吉奇率领的友好代表团抵达兰

州参观访问。甘肃省委书记阎海旺会见了英国客人，双方就合作交流项目签

署了意向性协议。

1989年9月3日至9日，应甘肃省人民政府邀请，英国米特兰银行驻

京首席代表博文杰一行3人抵达兰州参观访问。甘肃省省长贾志杰会见并宴

请了客人。英国客人同省经贸委、中行兰州支行、兰州市人民政府有关方面

负责人进行了座谈。

1990年4月11日至16日，应中国政府邀请，泰国公主玛哈扎克里·诗

琳通一行19人，由外交部亚洲司邵炳初参赞陪同抵达兰州访问。甘肃省副

省长张吾乐到机场欢迎，贾志杰省长会见了诗琳通公主一行，省政府秘书长

陈绮玲、省外办主任程有清陪同参观。诗琳通公主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艺术很

感兴趣。此次来访，主要是参观考察丝绸之路，以便撰写著作。诗琳通公主

在甘肃省访问期间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回国后通过新闻媒介、电视讲座向泰

国人民介绍了丝绸之路和甘肃的发展情况。

第五节 政 党

1958年3月，澳大利亚共产党代表团抵达兰州参观访问，并参观了兰

州化工厂肥料工程建设工地。

1962年10月21日，马来西亚共产党文凯夫妇一行4人抵达兰州，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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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共产党陈谭一行4人抵达兰州、临夏访问，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朝鲜科学院院长姜文昌一行

1973年9月7日至8日，智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万徒勒里赴新疆访问途

中在兰州停留一天，参观了甘肃省博物馆，观看了省杂技团表演。

1978年5月28日，索马里社会党干部代表团一行20人，到中国访问

途中在兰州中川机场停留休息，省市有关方面人员前往机场迎送。

1982年6月7日，印度人民党前总书记斯瓦未夫妇抵达兰州参观访问。

1984年10月18日，日本自民党参议员、前外务大臣伊东正一夫妇一

行6人，抵达兰州、敦煌等地参观访问。

1986年9月16日，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前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

席黄文欢抵达兰州、敦煌等地参观访问。

1988年9月9日，日本劳动党主席大隈铁二一行3人抵达兰州、敦煌

参观访问。

第六节 驻华使节 国际组织官员 ，

一、驻华使节

1960年10月14日至18日，苏联驻华使馆一秘维席连柯、二秘沙洛申

抵兰州执行公务，并接见了在兰苏联侨民。

1960年10月28日至11月3日，越南驻华使馆官员阮春良抵兰州，向

在兰的越南实习生传达越南劳动党会议决议o

1964年2月8日，罗马尼亚驻华使馆一秘斯特凡抵兰州，进行公务旅

行。

1965年8月9日至9月12日，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参赞卡萨比、党委

书记马西一行3人抵兰访问，并看望在兰州的阿尔巴尼亚实习生。

1978年8月12日，澳大利亚驻华大使伍达德和二秘康德良赴青海访问

途中在兰停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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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0月11日至14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①驻华使馆参赞费尔贝

尔抵兰进行公务访问。

1979年6月13日至19日，加拿大驻华大使明明德偕夫人抵兰州进行

公务旅行。

1979年9月14日至17日，应农业部的邀请，美国驻华使馆一秘戴维

抵兰州参观访问。

1980年1月16日至19日，加拿大驻华使馆武官贺约翰一行2人抵兰，

进行公务旅行。

1980年3月11日至15日，日本驻华使馆一秘齐腾飞村一行2人抵兰

州、敦煌，进行公务旅行。

1980年3月20日至22日，罗马尼亚驻华大使米扬列库、商务参赞皮

瑞考可一行4人，由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通用机械局副局长杨鹤陪同抵兰参

观考察。

1980年4月3日至8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使馆二秘智科抵达兰

州，赴敦煌进行公务旅行。

1980年10月5日至13日，意大利驻华大使方济偕夫人、公使参赞贝

索夫妇和武官费迪南一行5人在有关人员陪同下，抵达兰州、敦煌参观游

览。

1980年12月13日至15日，苏联驻华使馆公使参赞吉列叶夫、二秘罗

什柯夫抵达兰州进行公务旅行。

1982年7月6日至14日，应中国农牧业部邀请，新西兰新任驻华大使

司马尔偕夫人抵达兰州，参观访问。

1982年8月9日至16日，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邓安佑偕夫人一行来兰，

进行公务旅行。

1982年9月25日至29日，美国驻华使馆政务秘书詹姆斯抵兰州，进

行公务旅行。

1983年4月17日至19日，美国驻华使馆经济官员安成武抵兰，进行

公务旅行。

1983年8月21日至25日，美国驻华使馆政务二秘威士抵兰州，进行

①1949年9月成立。简称联邦德国、西德。1990年10月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德国、东德)统一

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38· 兰州市志·外事侨务志·外事往来

公务旅行。

1983年9月1日至9日，印度共和国驻华大使A·P复兴特·斯瓦兰偕夫

人抵兰，进行公务旅行。

1983年11月14日至17日，加拿大驻华使馆二秘副领事侯康东抵兰

州，进行公务旅行。

1983年11月26日，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商务公使霍恩及外贸官员加斯

康一行3人抵兰，进行公务旅行。

1983年12月5日至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使馆一秘海思偕实习

生托腾费尔德抵兰公务旅行。

1984年5月28日至6月1日，日本驻华大使鹿取泰卫和一秘小原首夫

抵兰进行公务旅行。

1984年6月13日至15日，应外交部邀请，美国前驻华大使伍德科克

偕夫人及女儿一行3人抵兰州访问，后赴敦煌参观。

1984年9月7日至11日，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夫妇抵兰州进行公务旅

行。 ，

1984年9月20日，荷兰驻华大使密斯·东抵兰州进行公务旅行。

1984年9月9日至27日，美国驻华使馆农业参赞凯尔曼夫妇抵兰进行

公务旅行。

1984年12月7日至10日，苏联驻华使馆二秘高雅士、随员基运连克

抵兰进行公务旅行。

1985年1月3日至6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政治官员鲍博格先生来

兰进行公务旅行。
’

1985年6月25日至28日，美国驻华使馆一秘、政治官员杨耀抵兰进

行公务旅行。

1985年7月28日至8月4日，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薛林偕夫人抵兰

州，参加甘肃省举办的对外经济洽谈会，后赴敦煌、嘉峪关参观。

1985年9月2日至7日，外交部组织76个国家和6个联合国组织驻华

代表处96名大使和夫人，在外交部副部长周楠、顾问姚广陪同下抵达兰州

参观考察。甘肃省、兰州市领导会见了各国使节。在兰期间，各国使节参观

甘肃省经济技术成就展和文物展、兰州第一毛纺织厂、兰州大学等，游览兰

州市容，观赏民族歌舞剧《丝路花雨》，后赴敦煌参观。

1986年8月下旬，总参国际部邀请20个国家驻华使馆正、副武官及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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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行37人抵达兰州进行公务旅行。兰州军区政委李宣化、甘肃省副省长

张吾乐、兰州市副市长马金荣会见了各国武官。客人们在兰期间参观刘家峡

水电厂，游览兰州市容，观赏大型民族歌舞剧《丝路花雨》，后赴敦煌参观。

1987年8月10日至15日，日本驻华使馆经济公使中笃一行2人抵兰

进行公务旅行，并与省市经贸委有关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后赴敦煌参观。

1987年9月24日至27日，美国驻华使馆一秘马克林来兰进行公务旅

行。在兰期间，马克林与省计委、体改办等有关方面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并

参观了兰州电机厂o

1987年10月13日至17日，日本驻华使馆政务参赞美根庆村抵兰进行

公务旅行，并与省经贸委、省旅游局、《甘肃日报》社负责人进行了座谈。

1987年10月20日至21日，澳大利亚新任驻华大使若素一行3人赴青

海访问途中在兰州停留，甘肃省省长贾志杰会见了大使一行。

1988年5月12日至18日，应甘肃省人民政府邀请，奥地利驻华使馆

公使衔参赞史玉女士偕丈夫史往帆由中国华星科技开发公司经理袁天钧陪

同，抵达兰州进行公务旅行。在兰期间，史玉女士与省计委、省经贸委、省

农委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就双方感兴趣的利用奥方低息贷款在甘肃搞瘦肉型

种猪场、种子加工和九甸峡电站前期工程等3个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探讨。

1988年7月7日至17日，应甘肃省人民政府的邀请，加拿大驻华大使

郭华夫妇一行4人抵达兰州，对兰州、临夏等地进行工作访问，全面了解加

拿大政府援助甘肃省项目的执行情况。

1988年8月4日至7日，日本驻华使馆官员公汤下博之偕夫人抵兰进

行公务旅行，并参观甘肃省博物馆，游览五泉山公园及兰州市容，后赴敦煌

参观。

1988年8月10日至15日，波兰驻华大使兹·邓鲍夫斯基和商务参赞布

尔斯基抵兰进行商务旅行。在兰期间，客人参观兰州第一毛纺织厂、甘肃省

博物馆，’游览市容，后赴敦煌参观。

1988年8月15日至19日，由文化部组织的32个国家驻华使馆文化官

员旅行团一行60人，抵达兰州进行旅游、考察、访问。此次活动的主要目

的是让各国文化官员进一步了解中国西北地区在改革中的发展情况。在兰期

间，客人们参观游览了兰州市容，观看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歌舞晚会，后

赴敦煌参观。

1988年11月10日至22日，美国驻华使馆政务参赞博瑞夫妇抵达兰



1984年4月2日至6日，世界粮食计划署卡托娜·埃埔特小姐和该署驻

北京代表处副代表莫瑞一行2人，由中方高级项目官员薛子平陪同抵达兰

州，考察该署援助皋兰西岔电灌工程。甘肃省水利厅副厅长陈可言、省经贸

委副主任王斌和兰州市副市长、西岔电灌工程总指挥安琨康在兰州会见了客

人。

1984年6月21日，应农牧渔业部邀请，世界粮食计划署主要捐赠国

(美国、加拿大、英国、新西兰、日本、荷兰、瑞典、法国)代表团一行10

人抵达兰州皋兰西岔电灌工程考察，参观了解该署援助款项在中国的使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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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及其作用。甘肃省省长陈光毅会见了客人。

1985年2月28日至3月4日，以副行长卡劳斯·曼诺谷为组长的世界

银行代表组一行4人分两批抵达甘肃省、兰州市访问。代表组听取了省市有

关厅局的专题介绍，探讨了世行给予援助项目的可能性，参观考察了皋兰县

黑石川乡、永登县秦王川乡和定西县石家岔山流域综合治理等情况。

1985年3月23日至26日，应经济贸易部邀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

行局美国代表团副团长劳蒂茵·考克斯夫妇抵达兰州考察部分援助项目。在

兰期间，客人参观访问了兰州市儿童福利院、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城关区

教师进修学校附小。考克斯先生赞扬中国政府对残疾儿童的关怀和照顾，并

表示要向联合国宣传。

1986年4月27日至5月16日，欧共体派遣德国籍农业经济专家普希

特和高级灌溉专家阿尔古隆抵达兰州，对兰州市申请无偿援助先进灌溉技术

实验项目进行实地考察，并参观青白石喷灌实验点、西岔电灌工程。

1987年9月12日至15日，应中共中央党校邀请，日本日中友好学术

交流协议会访华团一行4人，在早稻田大学著名教授西川润率领下，抵达兰

州、敦煌等地参观访问，并在中共甘肃省委党校与有关专家座谈，进行学术

交流。

1990年1月19日至21日，由国家经济贸易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

流中心安排，联合国工业开发署项目官员PERROUGH博士及游文荣博士一

行2人抵达兰州。在兰期间，2位博士参观了兰石厂机械研究所基础技术部

实验室及质量监测中心，并在兰州石油机械研究所进行了联合国援助项目

《天然气轻烃回收撬式装置设计技术》的立项资格考察。

第七节 友好人士 友好团体

一、友好人士

1975年7月2日至29日，瑞典中国友好联合会名誉主席杨·米尔达抵

达兰州、天水、酒泉等地参观访问。在兰期间，瑞典客人参观刘家峡水电

厂、兰州钢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兰州平板玻璃厂和兰州东郊小学。

1978年8月至9月，美国波士顿学院教授潘毓刚抵达兰州，在中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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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进行讲学。在兰期间，潘毓刚还参观兰州大学、兰州炼

油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兰州第一毛纺厂、刘家峡水电厂、甘肃省工艺美

术厂、城关区雁滩乡和兰州东郊小学。

1979年7月14日至19日，巴基斯坦前驻美国大使、巴中友协副主席

阿加·希拉里偕夫人和儿子抵达兰州、敦煌等地参观访问。

1980年6月13日至17日，斯里兰卡中国对外友协主席森纳郝亚克夫

妇携女儿抵达兰州、敦煌等地参观访问，并参观刘家峡水电厂，游览莫高窟

等名胜古迹。

1982年8月17日至19 El，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协的邀请，吉布提议会

常设委员会主席艾哈迈德·布拉勒赫·巴莱赫率吉布提友好代表团一行5人来

华进行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吉布提代表团抵达兰州，参观甘肃省博物馆、

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和城关区雁滩乡。

1983年3月7日至10日，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协邀请，澳大利亚著名作

家罗恩·爱德华抵达兰州等地进行参观访问。在兰期间，爱德华由甘肃省建

筑学会派员陪同参观城关区李家湾村、雁滩乡张苏滩村、安宁区河湾村等地

的土坯房屋，并就有关土房建筑问题与专家进行了专业座谈

1983年10月19日至24日，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协邀请，加拿大友好人

士切斯特·朗宁抵达兰州、敦煌、嘉峪关、酒泉等地参观访问。

1984年4月20日至5月3日，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市长哈米什·海

率领该市友好代表团一行14人抵达兰州访问。在兰期间，代表团与甘肃省

人民政府缔结了克赖斯特彻奇市和甘肃省建立友好省市协议，双方并就加强

经济、技术、科学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交换意见。客人们还参观了兰州毛条

厂、兰州第一毛纺厂、甘肃省博物馆，并赴敦煌参观莫高窟。

1985年10月22日至25日，印度德里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印中友协

德里分会主席拉伊偕夫人、儿子抵达兰州访问。拉伊此行主要是为撰写一本

名为《向中国人民学习》的书收集资料。在兰期间，印度客人受到甘肃省友

协的热情接待，并回答了他提出的有关问题。

1986年4月19日至25日，泰国政法大学董事会主席巴博·差猜率泰国

东亚研究所代表团一行6人抵达兰州、敦煌等地参观访问。在兰期间，泰国

客人参观西北民族学院、兰州第一毛纺厂、城关区雁滩乡，游览五泉山公

园。

1986年6月6日至9日，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副主席、新西兰坎特伯



来访·友好人士友好团体 ·43·

雷大学教授威廉·威尔莫特访问兰州。1988年4月下旬，他又率新中友协代

表团抵达兰州参加路易·艾黎骨灰安放活动。

1986年9月12日至13日，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协邀请，尼泊尔马腊迪

省省长阿马杜·塞尼·马塔偕夫人抵达兰州考察访问。在兰期间，尼泊尔客人

参观中科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和城关区雁滩乡等。

1986年9月22日至27日，墨西哥人民中国之友协会主席比希尼亚·查

帕·德萨利纳斯率代表团一行6人抵达兰州参观访问。在兰期间，墨西哥客

人参观刘家峡水电厂和炳灵寺石窟，并赴敦煌参观。

1987年8月22日至27日，苏格兰中国友好协会主席约翰·泰乃瑞博士

率苏中友协代表团一行5人抵兰访问。同行的有苏中友协秘书戴尔·苔利森

女士，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电视台音乐艺术节目编导迈克·纽曼先生及苏格

兰电视台华侨文娱节目记者兼播音员格雷戈尔、罗伯逊等人。

1987年8月31日至9月5日，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副主席汤姆·纽纳

姆抵达兰州参观访问。

1987年8月19日至25日，法兰西中国友好协会全国执行局委员、艺

术委员会主席皮埃尔·吉莱姆一行3人抵达兰州参观访问，并前往庆阳地区

镇原、正宁、华池、合水、环县等地考察民间艺术和民俗。

1987年9月25日至29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教授、人类学家里查

多·波萨斯率墨西哥友好人士代表团抵达兰州参观访问。

1988年4月21日至27日，卢森堡人民中国友好协会主席阿道尔夫·弗

朗克率卢森堡知名人士代表团抵达兰州、敦煌、嘉峪关等地参观访问。1990

年4月，弗朗克访华期间被全国友协授予“人民友好使者”称号，并颁发了

证书。

1988年4月中旬，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法学系讲师格尔特·卡明斯基博士

率奥地利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抵达兰州参观访问。

1988年11月，意大利中国友好协会主席马尔科·方济曦夫妇从乌鲁木

齐去敦煌参观后抵达兰州参观访问。在兰期间，意大利客人游览炳灵寺石

窟，参观刘家峡水电站。
‘

1990年12月，哥伦比亚中国友好协会主席何塞·玛丽亚·戈麦斯抵达兰

州访问，并参加在兰召开的“太阳能利用国际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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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团体

日本静冈市立日本动物园代表团

年6月23日至25日，以朝比奈康太郎为团长的日本静冈市立日

代表团一行4人抵达兰州访问。代表团参观兰州市五泉山公园动物

各自饲养繁殖野生动物方面的经验，并为双方交换动物奠定了基

日本静冈市友好代表团

年6月3日至9日，应中国友协兰州市分会邀请，以市长河谷代

、市议会议长小笠原林平为副团长的日本静冈市友好代表团一行7

兰州访问。兰州市副市长张效善、友协会长何英同河谷市长、小笠

行会谈，就两市的合作交流事项达成协议。在兰期间，代表团参观

物馆、省工艺美术厂、兰州地毯厂、雁滩乡和五泉山公园，游览兰

出席少年儿童文艺晚会。

日本八户市友好代表团

年9月28日至10月6日，应兰州市人民政府邀请，以市长秋山

团长、市议会副议长留目荣三郎为副团长的日本八户市友好代表团

首次来兰州访问。兰州市市长王道义、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君朗、友

英等会见了秋山市长一行。张效善副市长与秋山皋二郎市长举行会

了双方开展友好合作的项目。

日本静冈市消防技术组

年10月21日至28日，日本静冈市消防技术组一行3人应邀抵达

问。在兰期间，该组向兰州市赠送一辆消防车，并与兰州市消防大

队交流了消防经验。

(五)日本静冈县日中友协代表团

1985年5月18日至28日，日本静冈县日中友协代表团应邀抵达兰州

访问。兰州市友协会长何英、市外办主任朱成彪会见了日本客人。在兰期

间，代表团参观兰州地毯厂、雁滩乡，游览五泉山公园等。

(六)日本美术家代表团’

1985年9月19日至30日，应中国美术家协会邀请，日本美术家代表

团一行5人访华途中在兰州停留一天，后去敦煌参观游览。 。

(七)日本秋田县友好交流团



1985年9月29日至10。月8日，日本秋田县副知事丸山完秋、副议长

二田孝治等一行7人组成的友好交流团抵达兰州参观访问。甘肃省省长陈光

毅会见并宴请客人。丸山完秋副知事在兰参加甘肃省与秋田县缔结友好关系

3周年活动后，分赴敦煌、西安、北京参观游览。

(八)日本八户市各界友好人士访华团

1985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应兰州市友协邀请，以八户市日中友

协会长齐藤健治为团长的日本八户市各界友好人士访华团抵达兰州访问。兰

州市市长王道义、副市长张效善和友协会长何英等分别会见了齐藤健治一

行。访华团分组游览炳灵寺石窟和拉卜楞寺。

(九)日本国际经济研究中心学者访华团

1986年5月1日至10日，日本国际经济研究中心学者访华团一行4人

抵达兰州参观访问。除观光旅游外，日本学者主要访问兰州大学，同该校专

家学者进行了相关的学术交流。

(十)日本八户市产业友好考察团

1986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以市长秋山皋二郎为团长的日本青森

县八户市产业友好考察团一行19人抵达兰州考察访问。兰州市代市长柯茂

盛、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君朗、友协会长何英等会见考察团一行，并与秋山市

长举行会谈。考察团还分别参观兰石厂、兰#1-毛厂、兰州印刷厂、兰州地

毯厂、雁滩乡和东郊学校等单位。

(十一)日本静冈市友好访华团

1986年11月，日本静冈市议会议长织田清率友好访华团一行5人抵达

兰州参观访问。兰州市人民政府安排了参观点，使日本客人从各方面加深了

对兰州的了解。

(十二)美国西雅图市医学专家访华团

1987年4月19日至20日，兰州市外办受重庆市外事办委托，接待了

美国西雅图市医学专家访华团。在兰期间，该团参观甘肃省博物馆、省工艺

美术服务部、兰州地毯厂，游览五泉山、白塔山公园和兰州黄河铁桥及“黄

河母亲”雕塑等景观。

(十三)日本静冈县消防访华团

1987年5月15日至23日，日本静冈县县长高桥正三率消防访华团一

行9人抵达兰州访问。在兰期间，兰州市副市长宋春华、友协会长何英等会

见客人。高桥一行向兰州市消防支队赠送一辆日野TC一30型云梯高层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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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并与该队座谈交流了消防车使用保养经验。访华团还参观甘肃省博物

馆、省工艺美术服务部，游览白塔山、五泉山公园及兰州市容，登兰山公园

观赏市区夜景。

(十四)日本静冈县日中友协访华团

1987年5月28日至6月1日，日本静冈县日中友协事务局长小林一成

一行3人组成的访华团应邀抵达兰州访问，具体商议两县市扩大合作交流事

项。兰州市副市长张文范会见并宴请小林一行。在兰期间，日本客人参观兰

卅I布鞋总厂、兰州市消防支队，游览市容景点及五泉山、白塔山公园，并赴

夏河参观拉卜楞寺。

(十五)日本第三次奈良力会友好访华团

1987年7月23日，兰州市外办受上海市国际交流服务公司委托，接待

151本第三次奈良力会友好访华团一行19人。访华团在兰停留一天，参观了

甘肃省博物馆，游览五泉山、白塔山公园及滨河路“黄河母亲”雕塑等景

点o

(十六)日本练马中国文学之会访华团

1987年9月11日至12日，兰州市外办受北京市国际交流服务中心委

托，接待日本练马中国文学之会访华团一行23人。在兰期间，客人们参观

甘肃省博物馆，游览白塔山公园，登兰山观赏市区夜景。

(十七)日本京都第一次丝绸之路访华团

1987年9月12 151至18日，兰州市外办受西安市外办服务社委托，接

待日本京都第一次丝绸之路访华团一行12人。在兰期间，访华团参观了甘

肃省博物馆，游览炳灵寺石窟和五泉山公园。

(十八)日本京都第二次丝绸之路访华团

1987年10月4日至9日，兰州市外办受西安市外办服务社委托，接待

了日本京都第二次丝绸之路访华团一行20人。访华团在兰期间，游览炳灵

寺、五泉山公园并参观甘肃省博物馆。

(十九)第八次日中友好八户市访华团

1987年10月9日至20日，以齐藤健治为团长的第八次日中友好八户

市访华团一行21人应邀抵达兰州、敦煌等地访问。兰州市副市长宋春华会

见并设宴招待齐藤健治一行。当月15日晚，随团来访的日本歌星栗山惠子

与兰州市歌舞团演员在兰州剧院合作演出。在兰期间，客人们还游览五泉山

公园，参观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地毯厂和兰州工艺美术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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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日本尼崎市13中友好访华团

1987年10月24日至28日，应鞍山市外办委托，兰州市外办接待以13

本尼崎市市长野草平十郎为团长的13中友好访华团抵达兰州参观访问。在兰

期间，访华团6位日本客人参观甘肃省博物馆和兰州市容，应客人的要求，

兰州市外办还安排观赏了“牛肉拉面”的制作过程，并品尝兰州牛肉拉面，

探讨牛肉面引进日本的有关事项。兰州市市长柯茂盛宴请了野草平十郎市长

一行。

(二十一)日本秋田县造园协会访问团

1989年4月5日至9日，应甘肃省对外友好协会邀请，日本秋田县造

园协会访问团一行3人抵达兰州参观访问，并同兰州市园林局就日方自筹资

金在兰修建一座日式庭院事宜进行洽谈。

(二十二)日本高获市友好访问团

1989年9月25日至10月3日，日本茨城县高荻市市长铃木藤太率友

好访问团一行31人应邀抵达兰州市考察访问。兰州市人民政府对高获市客

人给予热情友好的接待。兰州市市长柯茂盛、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应举、友协

会长何英、外办主任朱成彪、教育局长贾士绝等会见了铃木市长一行。在兰

期间，访问团观赏兰山夜景，游览兰州市容，参观甘肃省博物馆、刘家峡水

电厂、兰州炼油厂、兰州三毛厂、敦煌路小学、兰州市实验幼儿园，并参加

甘肃省人民政府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兰州市外办、市科委和市教育局负责人

同高荻市客人举行事务性会谈，就研修生、联营办厂、进口设备、经济贸

易、文艺团体互访等实质性交流内容进行磋商。10月1日晚，兰州、高荻

两市市长确认1990年友好交流项目。

(二十三)苏联重型机器制造工业部代表团

1990年2月5日至8日，苏联重型机器制造工业部代表团一行3人应

邀抵达兰州，并到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参观访问。代表团在参观考察后，与

厂方洽谈了贸易、技术合作事宜。

(--十四)日本秋田县造园协会造园团

1990年8月17日至9月14日，应甘肃省对外友好协会邀请，以杉村

文夫为总领队的日本秋田县造园协会造园团施工人员一行16人分两批抵达

兰州市，参加位于雁滩公园的日本式友谊园林工程的建设工作。甘肃省对外

友协会长葛士英会见并宴请杉村文夫一行。兰州市外办负责全部接待工作，

日本友人在南湖公园施工现场累计工作46小时，工程完成后，客人到敦煌



户地区经济界友好人士访兰，商讨两市在经济、技术方面的合作交流事项，

受到兰州市人民政府及有关方面的热情接待。

(二十九)日本秋田县友好代表团

1990年10月4日至12日，日本秋田县日中友协会长池田竹二郎率秋

田县友好代表团一行7人抵达兰州访问。该团专程前来参加秋田县造园协会

赠建日本式庭院园林竣工典礼，并商谈秋田县与甘肃省次年友好交流项目。

代表团参观游览兰州市容，贾志杰省长设宴欢迎日本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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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日本八户市第九次日中友好访华团

1990年10月6日至16日，以齐藤健治为团长的日本八户市第九次日

中友好访华团一行18人应邀抵达兰州、敦煌等地参观访问。

(三十一)巴基斯坦原子能委员会代表团

1990年11月10日至22日，应中国核工业总公司邀请，巴基斯坦原子

能委员会代表团一行5人来华访问。代表团在参观考察五。四厂和四。四

厂后，在兰州停留一天。

(三十二)苏联哈萨克帕拉萨特电影厂代表团

1990年10月17日至23日，应兰州市广播电视局邀请，苏联哈萨克加

盟共和国帕拉萨特电影制片厂厂长阿依特巴耶夫一行3人抵达兰州，对兰州

电视台进行考察访问。在兰期间，代表团游览兰州市容，参观部分商业网

点，对“黄河母亲”雕塑给予了高度评价。代表团还分别与兰州电影制片

厂、甘肃省杂技团进行接触，会谈了双边合作的有关问题。

(三十三)新华社外国专家访问组

1990年10月20日至11月2日，由中国新华社安排的外国文教专家访

问组一行6人分别访问新疆的乌鲁木齐、喀什、吐鲁番和甘肃省兰州、敦煌

等地。专家组成员担任新华社外文改稿与教学工作。这次访问有助于他们了

解新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和成就。在兰期间，专家访问组参观兰州市容和名

胜景点，游览刘家峡水库。

(三十四)日本国际事业团专家组

1990年11月21日至29日，应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邀请，日本国

际协力事业团选矿专家匈坂和夫、长野郁男一行2人由北京有色冶金设计总

院选矿室主任马学仁陪同，在金川公司现场进行氯离子试验、查定该公司现

有设备的性能之后，抵达兰州参观访问，并游览兰州地区的名胜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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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出 访

由于兰州地处西北内陆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对外交往中存在

着三多三少的情况，即外国人来访的多，兰州市回访的少；外国人自费参观

来访的多，兰州市自费出国的少；外国民间来访的多，兰州市民间出访的

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兰州与世界各国的交往。1978年经党中央批准，

兰州开始对外开放后，兰州市因公出国参观考察访问、洽谈经贸业务和进行

技术交流的团组13益增多，有力地促进了兰州地区经济建设和科技、文教事

、I匕的发展。

第一节 省、市级团组

1981年9月24日，以甘肃省副省长、中国贸促会甘肃分会会长许飞青

为团长的甘肃友好访问团一行7人，离开兰州赴日本秋田县进行友好访问。

1982年8月1日至12日，以市长武修亮为团长、副市长何英为副团长

的兰州市人民政府友好代表团一行7人访问了日本秋田市。这次访问，既是

对秋田市高田景次市长的回访，也是兰州市政府的首次正式访问。访问期

间，两市市长举行了会谈，并于5日出席缔结友好城市签字仪式。

1983年10月27 13至11月6日，以市长王道义为团长、副市长马金荣

为副团长的兰州市友好代表团，应邀对日本秋田市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商

定并签署了1984年两市交流项目会谈纪要。

1984年5月7日，中共甘肃省顾问委员会主任黄罗斌再次率团访问秋

田县，双方就发展经贸往来和科技文化交流的问题进行会谈，并签署备忘

录。

1984年9月，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友好访

问团一行18人，赴罗马尼亚访问6天，并参观了首都布加勒斯特等地的30

多个单位。

1984年11月16 13至19日，以甘肃省省长陈光毅为团长的甘肃省友好

访问团访问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与该市市长哈米什·海举行会谈，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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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省市1984年至1986年友好合作项目备忘录。

1984年12月4日至14日，以副市长宋春华为团长、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王君朗为顾问的兰州市经济技术考察团一行6人，应邀赴日本秋田市访

问，重点考察秋田市城市建设和管理。副市长宋春华同秋田市第一副市长船

山忠重举行会谈，就两市今后的友好交流项目达成了10点协议。考察团顺

便访问了东京、京都、大阪、横滨等市。

1985年5月19日至29日，以市长王道义为团长的兰州市经济技术考

察团一行6人，应邀赴日本八户市进行考察访问，重点商谈兰州、八户两市

开展经济技术、贸易等方面合作交流的有关事宜，加强了兰州与八户两市的

相互了解。考察团顺道参观了东京、横滨、名古屋等地。

1985年6月5日起，以甘肃省省长陈光毅为团长的甘肃省友好代表团

访问美国俄克拉何马州，与该州州长奈伊进行会谈，并签署了两省州建立友

好关系协议书和10个方面的友好合作交流备忘录。

1986年11月29日至12月2日，以副市长安琨康为团长的兰州市友好

交流代表团一行7人，应邀赴日本秋田市进行考察访问。随团访问的兰州市

集邮协会代会长刘有勤还在秋田市举行了集邮联展。在秋田市，代表团参观

访问了学校、医院、交易市场、电器厂、工业株式会社、县立农业短期大学

等，还顺道参观了东京和京都市。

1987年7月31日至8月11日，以市友协会长何英为团长的兰州市友

好代表团一行6人，应邀赴日本秋田市进行访问，并参加两市结好五周年纪

念大会活动，甘肃省省长贾志杰也率省团赴日参加甘肃·秋田两省县结好五

周年纪念活动。

1987年8月中旬，以兰州市政府顾问段均平为团长的兰州市物产参展

团一行8人，应邀赴日本秋田市参观并参加了兰州市物产展览活动。。，

1988年5月下旬，以市长柯茂盛为团长的兰州市经济技术友好交流团

一行5人，应邀赴日本秋田市访问，并顺道访问了八户、静冈、高荻等市，

参观东京、大阪等地。

1988年11月25日至12月10日，应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市长哈米

什·海的邀请，省长贾志杰率甘肃省政府代表团访问该市，并签署合作项目

备忘录。

1989年10月30日至11月5日，以市长柯茂盛为团长的兰州市经济文

化友好交流团一行3人，应邀赴日本秋田市考察访问。时值秋田建市100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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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与秋田市缔结友好城市7周年，秋田市方面为这次访问作了充分

准备和安排。兰州市友好交流团参观了秋田市工农业展览、新开发区

探讨了兰州、秋田两市在经济、文化、教育、城建、科技等方面进一

交流与合作的可能性。这次访问是在日本政府与西方七国联合制裁我

明确提出日本官员不与中国官员进行任何接触的形势下访问的，其意

义更加深远。

1990年10月9日至16日，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应举为团长的兰州

市友好访问团一行5人，应邀赴日本秋田市参观访问。这次访问是兰州市人

大主任首次率团出访秋田市，也是秋田市议会领导人改选后接待的第一个兰

州市官方代表团。访问团实地考察了秋田市在城建、交通、医疗、教育、农

牧和市场经济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双方在会谈中商讨两市1991年友好交

流项目。

第二节 对口团组

1981年1月，兰州市一轻局副局长王振铎一行3人，应邀赴香港进行

轻工业产品的技术考察，为期30天。
’。

1981年8月，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引进办公室副主任茅庆祺一行7人，

应邀赴日本考察ABS树脂生产技术，为期一个月。

1982年8月，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副经理李明祖一行7人，应邀赴日本

考察引进高冲聚苯乙烯装置项目和设计联络，为期一个月。

1982年10月，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经理初世灿一行10人，赴日本考察

ABS树脂装置设计，为期一个月。

1983年3月，兰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李新传一行4人，赴日

本考察X线诊断机，为期12天。

1983年5月，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张昌言一行2人，应邀赴日本进行

学术交流和考察访问，为期14天。

1983年5月31日至9月11日，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副总工程师章宝麟

一行8人，应邀赴日本进行引进生产设备的验收考察。

1983年6月，兰州塑料包装材料厂厂长柳建政一行7人，应邀赴日本

进行聚苯乙烯发泡片材料设备验收和考察，为期15天。

1983年9月，兰州通用机器厂总工程师苑绍文一行5人，应邀赴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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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和洽谈引进设备事宜，为期30天。

1984年2月，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副厂长裴兆庆一行3人，赴印度考

察陆地石油钻机，为期21天。

1984年6月，兰州市城关区副区长王明华一行6人，应邀赴日本考察

塑料编织袋生产线设备及技术，为期15天。 ．

1984年9月，兰州钢厂副厂长姚健一行7人，应邀赴日本考察焊管镀

锌机组和行星轧机，为期15天。

1984年9月，兰州市一轻局局长赵静一行5人，应邀赴日本考察汉方

制药技术，为期20天。

1984年10月，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王成怀一行4人，应邀赴日本

考察分菌苗生产工艺及实验动物科学技术，为期14天。

1984年12月，兰州长新电表厂副厂长鲍文对一行5人，应邀赴巴基斯

坦考察电度表组装生产线，为期20天。

1984年12月，兰州电机厂副厂长尤成顺一行3人，应邀赴香港、泰国

参加技术服务和质量考察，为期24天。

1985年1月，兰州市园林局副局长朱观海_行3人，应邀赴日本考察

动物饲养管理及交换黑猩猩事宜，为期8天。

1985年3月，兰州有色金属公司副经理刘贤富一行5人，应邀赴日本

考察稀土技术，为期21天。

1985年4月，兰州钢厂副厂长梁亮一行8人，赴日本考察空分设备及

设计审定，为期30天。

1985年4月，兰州市经委主任康恒昌一行9人，应邀赴日本考察铝型

材料设备及有关技术，为期15天。

1985年6月，兰州市化学工业公司盐锅峡化工厂厂长施柯林一行5人，

赴日本考察检验离子膜工程设备，为期10天。

1985年6月，兰州市公用事业局工程师姜宪伍赴香港考察城市项目、

住房布局、建设装修及公共卫生等，为期6天。

1985年11月，兰州棉纺织厂厂长闵均培一行8人，应邀赴日本考察、

验收设备，为期20天。

1985年12月，甘肃工业大学助理工程师周宝存应邀赴香港考察舞台机

械设备等，为期7天。

1986年4月，兰州铁路局杨志城处长一行4人，应邀赴日本、香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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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无线电技术，为期30天。

1986年5月，兰州制药厂厂长王殿发与西北合成制药厂高级工程师王

贤洪一行2人，应邀赴日本考察共同开发利用氢溴酸高乌甲素事宜，并签订

有关合同，为期15天。

1986年6月，兰州炼油厂副总工程师陆廷珍一行4人，应邀赴新加坡

参观考察引进的套管结晶器，为期10天。

1986年12月，甘肃铝厂副厂长遇德君一行7人，应邀赴日本进行铝型

材氧化着色设备设计审查，为期15天。

1986年12月，化工部兰州涂料研究所副所长竺玉书一行4人，应邀赴

香港考察涂料工业生产技术，为期7天。

1987年6月，兰州皮革厂工程师节东一行5人，应邀赴港澳地区考察

皮革技术，为期25天。

1987年12月，兰州石油机械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王继兰一行4人，应邀

赴孟加拉国、澳大利亚考察石油机械生产技术和产品销售市场，为期21天o

1987年12月，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副经理章宝麟一行8人，应邀赴日本

和美国就建设SAN树脂装置项目的工艺等进行考察，为期21天。

1988年4月，兰州石化设备咨询公司高级工程师李树桥一行5人，应

邀赴日本考察石油化工设备检测技术，为期11天。

1988年7月，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金振声一行4人，赴

日本考察太阳能利用技术项目，为期14天。

1988年9月，兰州市房产局局长高纪勋一行5人，赴新加坡考察房地

产开发和建设，并参加世界银行开办的城市住房培训班，为期6天o

1988年9月，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名奕一行3人，赴日

本考察超溴技术系统，为期7天。

1988年11月，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厂长李文学一行6人，应邀赴日本

考察企业管理现状及经营机制，为期15天。

1989年12月，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高级工程师钱德麟一行2人，赴马

来西亚考察控锡斗工艺技术，为期20天。

1989年12月，兰港毛衫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常志和一行4人，应邀赴香

港考察国外羊毛衫市场、工艺设计等，为期10天。

1989年12月，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盐锅峡化工厂副厂长陈连昌一行7

人，赴日本考察聚氯乙烯设备，为期1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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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2月，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b建功一行5人，应邀赴香港考察

高等师范教育，洽谈校际合作等事项，为期7天o

1990年2月，兰州电机厂副处长阎发栋赴日本考察电力及电器设备制

造技术和企业管理，为期14天。

1990年4月，兰州第一毛纺织厂工程师朱志鹏应邀赴蒙古国考察毛纺

织生产工艺和毛纺原料，为期14天。

1990年7月，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教授任继周应邀赴蒙古国考察草原

生态项目，为期21天。

1990年10月，兰州大学陆润林教授一行5人，应日本数学教育学研究

会的邀请，赴日本考察幼儿教育和数学教育，为期10天。

1990年11月，蓝星化学清洗公司总经理任建新一行5人，赴日本进行

技术交流，为期7天。

1991年2月，兰州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李怀德一行5人，赴苏联哈萨

克加盟共和国进行电视交流节目的友好访问，为期10天。

1991年4月，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研究员王成怀一行3人赴日本考察，

研讨合作项目，为期10天。

1991年4月，兰州市卫生局局长朱子扬一行5人，应日本秋田综合病

院邀请，赴日本秋田市考察访问，交流医疗技术，研讨两市医疗方面的对口

交流事宜，为期10天o

1991年4月，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工程师宁磊一行5人，应日本实验

动物中央研究所邀请，赴日本访问考察，为期14天o

1991年5月，兰州长风机器厂副厂长李宝泉一行4人，赴日本考察技

术管理，为期一个月。

1991年6月，蓝星化学清洗集团公司总经理任建新一行3人，应邀赴

日本进行商务洽谈，为期7天o

1991年8月，兰州市政设计院高级建筑师梁盛亮一行4人，应邀赴日

本进行太阳能办公楼的设计技术论证等方面的考察研讨，为期12天。

1991年9月，兰州市环境监测站高级工程师侯喜福，应邀赴日本考察

有关大气监测网络事宜，为期8天o



1984年6月，甘肃农业大学农学系副主任马克奇随农业部组团，赴日

本进行瓜类技术考察，为期21天。

1984年10月，共青团甘肃省委干部张连根应邀随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中央组团，赴日本考察访问，为期20天。

1984年11月，兰州商学院院长随同商业部组团，赴香港考察商业管理

教育，为期21天。

1985年2月，中国青年旅行社甘肃分社社长王生勤应邀随中央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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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日本考察青少年旅游设施，为期21天。

1985年5月，甘肃省物资局局长张清岱随同由国家物资总局组织的中

国物资工作者代表团，赴El本考察物资流通情况，为期18天。

1985年8月，甘肃省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副经理彭志英随同机械工业

部组团，应邀赴印度考察石油钻采设备投标和商务洽谈工作，为期20天。

1986年3月，甘肃省广播电视台副台长罗祖孝随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

者协会组织的中国记者团，赴赞比亚、津巴布韦、博茨瓦纳、毛里求斯等国

参观访问，为期20天。

1987年7月，兰州市建委主任徐用强随同建设部组团，赴日本执行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和日本日中经济协会科技交流》协议，并随团进行考察

访问，为期16天。

1987年11月，甘肃省机械工业总公司副总工程师刘殿襄随同国家经

委、中国质量协会组团，赴日本参加质量月活动和考察，为期15天。

1988年6月，甘肃省教委副主任马培芳应邀随同中国教育行政官员代

表团，赴泰国进行教育考察，为期14天。

1989年9月，兰州市计划委员会主任于立航随同甘肃省经济代表团，

赴土库曼斯坦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研讨兰州市与阿什哈巴德市建立友好城

市关系等事宜，为期15天。

1989年10月，兰州市静宁路小学高级教师谢瑞参加国家教委第十二次

赴日本教育考察团，赴日本考察基础教育等情况，为期15天。

1989年12月，甘肃纺织机械厂厂长徐兆坤等2人，随同中国纺织企业

厂长(经理)第5期研究班，赴香港进行考察，为期7天。

1990年2月，蓝星化学清洗集团公司总经理任建新随同中国青年考察

团，应邀赴日本考察经济管理和青少年工作，为期一个月。

1990年5月，兰州市市长柯茂盛参加由建设部组织的中国市长代表团，

赴苏联莫斯科参观访问，考察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情况，为期两周。

1990年7月，甘肃省商业厅厅长单德真随同商业部酒业综合考察团，

赴FI本考察商业管理、流通及设施，为期8天。

1990年9月，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陆浩随同中共中央组织部组

团，应邀赴日本考察公务员研修所、东京大学、人事管理、干部培训等，为

期20天。

1990年10月，应日本广播协会邀请，甘肃省广播电视厅主任工程师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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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梅随同中国广播技术考察团，赴日本考察数字音响技术的应用及广播中心

技术系统，为期14天。

1990年10月，甘肃省包装协会办公室经济师赵玉兰随同中国包装总公

司包装技术考察团，赴El本考察，为期7天。

1990年10月，甘肃省红十字会办公室副主任郑怀安随同中国红十字会

总团，赴蒙古国进行参观访问，为期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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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友好城市昂二早 及灯城巾

兰州与外国地方城市建立友好关系，是1978年10月甘肃省与日本秋田

县建立省级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后，兰州市先后与日本秋田县

秋田市、土库曼斯坦共和国阿什哈巴德市结为友好城市，与日本八户市、静

冈市建立了友好交流城市。随着友好城市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增强了兰州与

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促进了兰州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

一、秋田市概况

第一节 秋田市
。

秋田市是日本本州东北地区五大城市之一，是秋田县政治、行政、司

法、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它位于秋田县中央，东径140。19’，北纬39。

34’o它的周围有青森、岩手、山形等县，面对日本海。全市分为16个区

域，最大的区是旧市区，其它区是金足、上新城、下新城、饭鸟、外旭川、

土崎、太平、下北手、新屋南部、下浜。全市总面积459，46平方公里，总

人口284，437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619人，人口增长率为1．7％。

秋田市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属季节性暖温气候。冬季受西伯利亚强烈

西风的影响，夏季受亚洲大陆气候的影响，冬夏温差较大。冬季长，夏季

短，平均最低温度是一0．7℃，八月的最高温度是+24℃。秋田的降雪量很

大，积雪层有时可达一米左右，闻名于全日本。

秋田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曾被称为“龄田”、“饱田”。太平五年

(1247年)筑过城堡。日本南北朝时代，它是一个诸侯盘踞的地方，长庆七

年(1602年)，由右竹民建筑起保田城，开始定下市名。秋田县营公园——

千秋公园，即是久保田城旧址。

秋田市以农业为主，是日本著名的水稻产区。秋田酒好，秋田人爱喝

酒，在日本是有名的酒消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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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田市的工业有木材加工、化学、肥料、炼油、药品、金属制造、电子

和食品加工等行业。其中以电子和食品加工业出名。另外，秋田市的教育、

卫生事业也很发达。

秋田市十分重视城市绿化，全市绿化覆盖率高达64％，享有“花园城

市”之誉。市政建设比较先进，环境污染少，景色优美，交通方便，信息灵

通，文化体育设施完备，可以举行全国性的大型比赛或演出活动。

二、建立友好城市的由来

1978年10月，甘肃省副省长葛士英参加由万里副总理率领的中国省长

代表团访问El本期间，曾就甘肃省与日本的相应地方建立友好关系问题，同

全国友协负责人进行了交谈，提请友协给予考虑。翌年10月，省外办副主

任、省对外友协负责人谷庆春在京向全国友协汇报工作中，再次提出与日本

其他县、市建立友好关系的设想。

1980年3月，日本友好人士、日本国际株式会社专务董事东海林洋子

女士，应甘肃省副省长许飞青的邀请，在兰访问期间，转达了日本秋田县愿

同中国某省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建议甘肃省与13本秋田县方面接触，并表

示愿为此积极促成。1980年7月，谷庆春副主任应日方邀请，率中国旅行

社兰州分社访问团到日本访问期间，在新日本国际株式会社社长渡部道子、

专务董事东海林等人陪同下，在秋田进行了专访，并同秋田县知事小烟勇二

郎、秋田市市长高田景次进行了会谈。中日双方就发展两省县友好关系达成

共识。此后，应甘肃省政府邀请，秋田方面小烟勇二郎、中田初雄，佐佐木

喜久治等要人到甘肃进行了访问。访问期间，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在北京接

见了佐佐木喜久治等。甘肃方面，副省长许飞青等也进行了回访。

在甘肃省与秋田县相互交往过程中，兰州市与秋田市也相互进行互访。

1980年9月29日，秋田县前知事、秋田县日中友协会长小烟勇二郎率秋田

县友好访华团一行9人抵兰州。甘肃省人民政府就中国甘肃省和日本秋田县

友好关系的发展，以及贸易、文化交流正式会谈。拟定了《关于发展中国甘

肃省和日本秋田县友好关系的备忘录》，拜访了兰州市人民政府。1981年4

月，秋田县大野力、渡部道子访问了兰州市，并向兰州市人民政府首次表达

了秋田市与兰州市建立友好城市的愿望，为此还就建立两市友好关系交换了

意见。1981年5月以后，秋田市市长高田景次、议长藤田禧逸、助役柏谷

廉、副议长加藤茂纽盛、市役所企划调整课课长石黑俊郎等人先后访问了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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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并就两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达成了协议。由于双方共同努力，1982年8

月3日，以甘肃省省长李登赢为团长，兰州市市长武修亮参加的甘肃省政府

代表团到达日本秋田县，5日下午，甘肃省与秋田县、兰州市与秋田市在秋

田市文化会馆举行了缔结友好城市关系签字仪式，甘肃省省长李登赢和秋田

县知事佐佐木，兰州市市长武修亮和秋田市市长高田景次，分别代表各自

省、市在签字仪式上签字。中国驻日本大使宋之光也出席了签字仪式。自

此，兰州市与秋田市的友好城市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

三、实质性交流

(一)互访

1980年7月，中国国际旅行社兰州分社访日团访问秋田市。

9月，秋田县友好考察团访问甘肃省及兰州市。

10月，秋田市议会议员访中团7人访问北京并拜会中日友好协会，提

出促进与中国的城市发展交流的要求，中日友好协会建议与兰州市发展友好

交流关系。

1981年5月，应兰州市邀请秋田市市助役柏谷廉、加藤茂市议会副议

长等友好代表团访问甘肃省及兰州市。

10月，以高田景次市长为团长的秋田市友好代表团一行20人访问了甘

肃省及兰州市，并在北京拜会了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孙平化，就秋田·兰州

市缔结友好城市提出邀请。

1982年2月，兰州市向秋田市大森山动物园赠送蓝马鸡。

3月，兰州市向秋田市大森山动物园赠送“兰泉：一‘田田”两头骆驼。

5月，秋田市派遣3名职员就缔结友好城市协议事项访问兰州。

7月，秋田市向兰州市赠送“秋男”“兰子”两头黑猩猩。

8月，以兰州市市长武修亮为团长，副市长何英为副团长的政府代表团

一行7人访问秋田市，8月5日举行兰州市·秋田市缔结友好城市协议签字

仪式。

1983年5月，以秋田市第一副市长船山忠重为团长的秋田市友好交流

团一行7人访问兰州市，就今后两市交流项目及结好一周年庆祝事项签署协

议。

1984年2月，甘肃省歌舞团100人应邀在秋田演出，并与秋田文化团

体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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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以秋田市议员秋之保二为团长的议会友好代表团一行8人访问兰

州，就推进交流事业进行协议。 、

12月，以兰州市副市长宋春华为团长的兰州市友好交流团6人，访问

秋田，并对秋田市城市规划进行考察。

1985年5月，秋田市举行兰州市经济交流促进协议会。

9月，为纪念缔结友好城市三周年，以秋田县丸山完秋副知事为总团

长，秋田市市长高田景次为行政团长的交流团100人访问兰州。

10月，为纪念秋田市与兰州市缔结友好城市，由秋田市设计具有日本

风格的“友谊亭”在兰州市滨河东路建成o

11月，中国青年友好访问团一行47人访问秋田。

1986年10月，以秋田市第-N市长田村君夫为团长的秋田市经济考察

团一行4人访问兰州，参观兰州市的工厂o

11月，以副市长安琨康为团长的兰州市友好交流团一行6人访问秋田，

考察秋田市的农业、城市建设、经济等方面的情况。

1987年4月，在秋田一森公园内建成由兰州市设计的中国风格的“友

谊亭”o

7月，在秋田举行“87年中国展”展出甘肃省兰州市的各种物产o

8月，甘肃省杂技团访问秋田并举行演出。

9月，以秋田市议会议长淡路定一为团长的秋田市行政考察团一行7人

访问兰州，就议会、煤气、医院、教育、友好登山等各项交流事业签署协

议。

1989年8月，兰州·秋田联合登山队(日本队23人)登上阿尔金山。

10月，以市长柯茂盛为团长的兰州市经济技术友好交流团3人访问秋

田市，就经济交流签署协议。

1990年8月，秋田市日新小学及樱小学代表团11人访问兰州东郊小学

及敦煌路小学。

同月，以财政局长远藤进为团长的秋田市友好交流团12人访问兰州。

9月，秋田市水墨画协会17人访问兰州，并举行了兰州·秋田联合水墨

画展。

10月，副市长王振军一行5人访问秋田市，就在兰州市举办日本语讲

座进行协商。

11月，以秋田市乒乓球联盟会长野尻秋为团长的秋田市代表队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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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队共同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日友好城市乒乓球友谊赛。

兰州市与秋田市两市政府交流团组统计，详见表1、表2。

表l 兰州市出访秋田市团组统计表

团组名称 团长 职务 人数 出访时间 访问目的 顺访城市

兰州市政府 武修亮 市长 签署两市友好

友好代表团 何英 副市长
7 1982．8．1—12

城市协议书

兰州市政府 王道义 市长 1983．10．2—
签署1984年两

东京、京都

友好代表团 马金荣 副市长
5 市友好交流项

11．6 大阪、奈良
目

兰州市经济 宋春华 副市长 1984．12．4— 考察秋田市城 东京、京都
市人大 6

技术考察团 王君朗 主任 14 市建设和管理 大阪

1986．11．29— 对秋田市进行兰州市友好
安琨康 副市长 7 东京、京都

交流代表团 12．7 考察和访问

兰州市物产
段均平

市政府 赴秋田举办物

参展团 顾问
8 1987．8

产展览

市对外 1987．7．31— 签署1988年两 东京、大阪兰州市政府
何英 友协 6

友好代表团 会长 8．11 市交流项目 京都

兰州市经济
签署两市友好

东京、大阪

技术友好交 柯茂盛 市长 3 1989．10
交流协议书

八户、静冈

流团 高蔌

兰州市友好
张应举

市人大 1990．10．9— 参观访问、加

交流团 主任
6

16 强经济交流

表2秋田市来访兰州市团组统计表

团组名称 团组长姓名 职务 人数 来访时间 访问目的 顺访城市

秋田市友 柏谷廉 市助役

好代表团 加藤茂 市副议长
1981．5．11—16

秋田市政

府友好代
高田景次 市长

藤田禧逸 市议长
20 1981．10．5—15

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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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续一

团组名称 团组长姓名 职务 人数 来访时间 访问目的 顺访城市

市企画
秋田市先

石墨俊朗 调整 3 1982．5
遣组

课长

秋田市友
市交通

好代表团
梁田亮太朗 专业管理 5 1982．11．18—30

负责人

秋田市友
船山忠重

第一
7 1983．5

好代表团 副市长

秋田市友
山谷川清美 市议长

参加两市缔结

51 1983．8 友好城市一周好文化交
保士友直一 市副议长

流访华团 年庆祝活动

秋田市友
秋之保二

议会厚
确定两市

天水、西安
8 1984．8．24—9．3 1985年度交

好交流团 生委员 北京
流项目

签署两市
秋田市友

高田景次 市长 8 1985．9—10 1986年交流 西安
好交流团

项目

秋田市经
田村君夫

市第二
就两市1987

7 1986．10．13—15 年交流项目交
济考察团 助役

换意见

商谈1989年
北京、西安秋田市行

淡路定一 市议长 13 1988．9．20—10．3 两市友好交流
政考察团 上海

项目情况

秋田市友 市役所
确定两市

北京、西安

好交流团
远藤进 14 1990．8．24—9．3 1991年度友

收入役 上海
好交流项目

(二)互派研修生

互派研修生是友好城市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兰州和秋田建立友好

城市关系后，根据协议，两市先后派出8批有造诣、专业对口、具有口语基

础的专业人员，分别到两市对口单位进修，以学习对方的先进技术，促进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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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共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从1983年到1990年期间，兰州先后派出8批36名专业技术人员到秋

田市进行了研修，每期6个月，研修的内容有农业、医疗、教育、行政管

理、城市建设等方面(详见表3)。经过研修，兰州市的专业人员在秋田学

习到许多先进技术，回国后都在自己的工作中发挥了自己的专长和特点。

1983年赴日研修农业技术的兰州市农机站龚大明等人，回国后在黄瓜枯萎

的防治和提高苹果的商品率方面取得成绩。兰州市结核病院主治医师黄国

栋，通过研修，在结核病肺外科手术方面填补了兰州市的空白。兰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主治医师谢定雄，在秋田研修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受到日本专家的

好评。回国后，他首次在兰州市所做心脏冠状动脉搭桥高难度手术取得成

功。兰州市科委农艺师管承均在秋田研修水果栽培国回后，为兰州培育出许

多苹果新品种。

秋田市派到兰州的对口研究团组共7批，49名研修人员。每期3周

(详见表4)。这些研修人员，主要是考察和了解兰州的文化教育、医疗卫

生、文体保健等，并分别参观工厂、学校、医院、农村，进行具体业务交

流，共同开展医疗手术，技术操作等，对兰州的社会发展有了一定的认识，

加深了两市的互相了解。

表3兰州市赴秋田研修人员统计表

＼峙月 1983．5 1984．8 1985．8 1986．12 1987．7 1988．7 1989．8 1990

项占＼
医疗 医疗 市政 ．医疗 煤气 自来水、园林

研修内容 农业 医疗
语言 城建 农艺 农业 医疗 行政管理

研修人员 3 5 3 3 4 4 10 4

表4’秋田市赴兰研修人员统计表

＼＼年月
1984．7 1985．7 1986．7 1987．7 1988．7 1989．10 1990．10

项寄＼

医疗 医疗 食品 医疗 医疗
短期文化研修内容 文化 教育 农业 教育 教育

教育 体育 医疗 考察 考察 考 察

研修人员 5 5 7 8 8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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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举办秋田市兰州物产展销会

举办秋田市兰州物产展销会，是兰州市人民政府扩大对外开放，促进两

市经济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活动，也是兰州与秋田两市进行实质性交流的主要

内容之一o

1986年10月，秋田市役所第二助役田村君夫率经济考察团来兰访问

时，兰州市副市长马金荣向日方提出在秋田举办兰州物产展销会的意向。同

年11月，兰州市副市长安琨康率友好交流代表团回访秋田市，与秋田市田

村君夫签署的两市1987年交流协议中，确定了兰州市在秋田举办物资展销

会项目。随后兰州市政府成立了以马金荣为组长、安琨康为副组长的物产展

销筹备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朱成彪为主任、唐祖尧为副主任，

并吸纳市经委、对外经贸局、市一、二轻工局，商业局等有关部门参加，加

紧进行筹备。1987年2月，秋田市政府委派利部敬次率组来兰州选样看货，

初步商定购买238个品种。3月下旬，日方最后确定选购222个展销样品，总

金额16646美元。双方商定：1987年7月底在秋田市举办为期一周的兰州物

产展销；国外费用均由日方负担，主要展销兰州的轻纺和工艺产品等。

1987年8月，经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兰州市人民政府派出以市政府

顾问段均平为团长的兰州市物产参展团，赴秋田市参加了展销活动。此时，

正值中日建交十五周年，甘肃省与秋田县、兰州市与秋田市缔结友好城市五

周年纪念活动在秋田市隆重举行，兰州展销物资被安排在展览大厅正中的主

要位置上，展出了日方选购的地毯、纺织品、工艺品、粮油等共计60大类

222个品种。价值7174．64美元，受到了秋田市各界人士的好评。至此，兰

州市和秋田市在经贸方面的合作交流，实现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四、秋田市各界知名人士

(一)高田景次

属自民党，四次联任秋田市市长，1990年6月离任。他曾在秋田市魁

新报任过记者，喜欢文字工作，文史知识渊博，高田景次对中国文史非常感

兴趣，他在任秋田市市长期间，曾多次率团来兰州访问，也在秋田接待了兰

州市访日各种团体，为兰州市与秋田市建立友好关系及往来做出了重大贡

献，受到兰州市人民的尊敬。

(二)田村君夫

曾任秋田市役所第二助役。田村君夫性格开朗，比较关心企业，在秋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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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企业家中有很高的威信。在兰州与秋田建立友好城市关系中，他主张友好

城市必须相互进行实质性交流，以推动双方友好关系的发展。田村君夫协助

和支持兰州物产展在秋田市展出活劫，为两市的实质性交流做了许多有益工

作。

(三)藤田禧逸

原秋田市议会议长，曾多次访问兰州，是兰州人民的老朋友，为两市缔

结友好城市做了大量的工作。

(四)寺田九空

秋田市文化联盟会长。他是秋田市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主张日中友好，

曾多次来兰州访问，对开展日中两国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

(五)中安正卫

秋田电视台台长，在秋田有一定威望，是秋田县知名人士。他曾与甘肃

电视台合作，主持拍摄了电视系列片《甘肃大地纪行》，在日本播放后受到

很高评价。他曾多次访问兰州，并结识了很多中国朋友。

第二节 阿什哈巴德市

一、阿什哈巴德市概况

阿什哈巴德市原是前苏联土库曼加盟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

中心。1991年“8．19”以后，改为土库曼斯坦共和国首都。该市地处土库

曼西南部科佩特山脉北麓的草原地带，南距伊朗40公里。卡拉库姆大运河

从市区而过，电力和航空业发达，有13条航线通往前苏联各大城市，一条

铁路与西伯利亚干线相连。

阿什哈巴德市有着悠久的历史。沙俄时期的1881年，阿市已成为俄国

西南部的要塞。1919年前称阿什哈巴德，1927年改称皮尔托拉茨克。1924

年定为土库曼共和国首府。1948年，这里曾发生强烈地震，城市遭到严重

破坏，1949年及1959年两次规划重建和拓展，现有人口540600人。

阿市属大陆性干燥气候。平均气温7月为28℃，1月为412，夏季最高

可达54℃，冬季最低达零下10℃。日照时间长，于瓜果生产极为有利。

阿市工业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较发达，有机器制造、电机、玻璃、食

品、缫丝、地毯、棉纺织等，土库曼地毯以其上乘的质地、纯正浑厚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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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农业主要在沙漠上引灌河水耕作，以棉花、葡萄、水果为主。

养羊为主。

建有著名的土库曼科学院，下属16个科研所，其中包括原苏联唯

一的沙漠研究所，共有1094名科研人员。全市还有5所高等院校，其中1

所综合大学，还有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1座国立图书馆，5座博物馆。

阿市市民热情好客，尊敬老人，喜好各种体育活动，尤其喜爱摔跤、射

箭、赛马、击剑等。象棋活动也很普及，有的中学甚至开设了象棋课。

阿市有近100个民族，77％的居民为土库曼族。宗教信仰为伊斯兰教。
，

二、建立友好城市的由来

1988年3月和8月，苏联科学院院士，土库曼加盟共和国科学院院长

阿加疆·盖依季耶维奇·巴巴耶夫(A．r．"I){aAae6)及土库曼对外友协主席

艾谢诺夫(P．9ceK06)先后致信甘肃省副省长刘恕，希望甘肃省省会兰州

市与土库曼首府阿什哈巴德市建立友好关系，以促进相互间科学与文化的交

流，增进苏中人民的传统友谊。同年10月22日，外交部转来苏联土库曼加

盟共和国最高部长会议主席阿·胡扎穆拉多夫(A．xygzKagtt．na906)写给甘

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邀请信。1989年3月全国友协通知甘肃省友协，苏

联方面邀请甘肃省友协派团访问土库曼。1989年9月下旬，甘肃省人民对

外友好协会派出了以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吴远庆为团长的友好代表团一行4

人，对土库曼加盟共和国进行为期14天的考察访问。代表团在土库曼首府

阿什哈巴德市参观土库曼科学院、沙漠研究所、地毯厂、集体农庄、种马

场，参加苏方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而举行的大会。

1990年10月25日至27日，应甘肃省人民政府外办邀请，苏联土库曼

加盟共和国友好协会秘书长瓦里耶夫访问甘肃，并在兰州进行参观访问。瓦

里耶夫此次来访，主要是商定土库曼加盟共和国友好团出访兰州的具体日期

及会谈项目，并就阿什哈巴德市与兰州市在经济、文化、体育等方面的交流

与合作，与兰州市外办负责人交换意见。兰州市副市长杨良琦会见并设宴款

待客人。

1991年10月，甘肃省对外友协派代表团再次访问土库曼。土库曼共和

国给予该团以较高的礼遇，副总统奥拉佐夫代表总统会见甘肃省代表团。共

和国友协主席和阿什哈巴德市长再次提出与兰州市结好问题。经过双方努

力，兰州市与阿什哈巴德市于1992年正式缔结为友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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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户市

第三节 友好交流城市

日本国青森县八户市，位于日本本州东北部，太平洋沿岸，面积1900

平方公里，人口24．5万。八户市风景秀丽，属平原丘陵地，面向浩瀚太平

洋，雨水充沛，四季绿荫。主要出产海洋产品，渔业发达。另外八户市出产

的苹果在全日本有名。

1983年10月，由八户市日中友协会会长青藤健治率领的日本国青森县

八户市第四次日中友好访华团一行23人，第一次自费来甘肃旅游、访问。

该团在兰州期间，拜会了兰州市人民政府。兰州市副市长张效善、兰州市对

外友好协会会长何英及有关方面负责人，接待该团并进行了友好会谈。从

此，兰州市与八户市开始了友好交往。

1984年9月28日至10月5日，应兰州市人民政府邀请，以八户市议

会副议长留木荣三郎为团长的八户市各界友好访华团来兰州访问。在兰访问

期间，兰州市市长王道义介绍了兰州市治理环境污染、准备建设煤制气工程

的情况后，引起八户市日本友人的关注和支持。日本八户市疗叉(株)会社

社长、八户市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铃木继男先生对兰州市治理污染措施非常

赞赏，特别对建设煤制气工程很感兴趣。此后，铃木继男先生多次自费来

兰，考察了解工程情况，并主动提出由他出资为兰州市培训煤制气工程技术

人员。铃木继男先生的建议得到我国外国专家局、国际人才培训中心的欣赏

和支持。兰州市煤制气公司工程技术人员在日本八户市方叉(株)会社学习

培训期间，铃木继男先生给予大力帮助，从而使培训人员按期圆满完成学习

培训。在与八户市的友好交往中，铃木继男先生多次率八户市疗叉(株)会

社工程技术人员来兰，深入兰州煤制气工程现场，与工程技术人员座谈交

流，帮助解决煤制气建设、生产中的一些关键技术问题，为兰州市的经济建

设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铃木继男先生是日本八户市日中友协副会长，先后17次来中国，几乎

每次行程都在北京、兰州两地，不到名胜风景地游览。1990年9月，铃木

继男带领日本煤制气技术团来兰工作访问，帮助解决煤制气火苗发黄、煤气

质量以及灶具等方面的问题。1990年以后，铃木继男先生每年都带团来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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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指导煤制气技术。每次他都是不顾高龄，亲自到现场指导，无偿给兰州市

赠送技术资料。1989年9月，日本八户煤气株式会社为了帮助兰州市煤气

建设，铃木继男先生自己出资，邀请接待了兰州市5名研修生，在日本进行

4个月的煤气专业技术培训，为兰州煤制气建设培养骨干。他还邀请兰州市

人民政府代表团参观日本煤气公司、煤气管网设施及用户。他特别关心兰州

煤气安全问题，为兰州市煤气生产、管线建设，从技术上进行了无私援助，

提供了有益经验。1994年，铃木继男先生被兰州市人民政府授予“兰州市

荣誉市民”称号。

二、与静冈市的友好交流

1983年6月，经日本友人渡部道子推荐和介绍，兰州市外办负责人在

北京结识了日本国静冈县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小林一成和静冈市议会议员白

鸟良香先生。小林一成先生对中国人民怀有真诚友好的感情，为日中两国友

好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他和白鸟良香的大力工作和多方奔走下，1984

年6月3日，以静冈市市长河合代悟为团长，静冈市议会议长小笠原林平为

副团长的日本国静冈市友好代表团一行7人，自费来兰州市考察访问。代表

团在兰期间，拜会了兰州市人民政府，参观访问兰州市部分工厂、农村，还

与兰州市友协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进行了友好协商和交流，双方商定：由静冈

市赠送兰州市一台消防指挥车，兰州市赠送静冈市一对胡兀鹫，做为两市友

好交流的开始。

1984年10月23日，以静冈市消防队队长望月六雄为团长的“静冈市

消防技术交流团”一行3人，护送静冈市政府赠送的消防指挥车来兰，代表

河合代悟市长向兰州市副市长张效善赠送了消防车，还在兰州市安宁区消防

支队做了该车的各种技术性能表演。

自此以后，静冈市又先后于1987年、1988年为兰州市赠送了2台消防

车，其中一台是高层消防车，云梯可伸高到36米，可转180度，这在当时

是很先进的消防车，在国内也是很少有的，对促进兰州消防事业的发展起到

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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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国际交流与合作

兰州的国际交流和经济贸易是从抗战时期苏联援助中国开始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兰州的经济建设和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

交流与合作事业有了蓬勃发展。

一、援 华

第一节 援华援外

(一)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援华情况 一

抗日战争开始后，苏联政府对中国的抗战在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给

予了大力支持及援助。

．1．苏联援华物资经兰转运各地。

民国26年7月(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沿海各

省相继沦陷，与内地交通中断，苏联援助中国的军事物资大都从新疆运达兰

州，再由兰州转运抗日前线。从民国30年(1941年)6月至8月，苏联政

府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军备援助，主要有战斗机、武器弹药、军用卡车、汽

油等急需物资和军事装备。民国27年(1938年)元月，苏联赠送中国的第

一批汽车——500辆吉斯五型六轮卡车经新疆古驿道进入甘肃，历经艰难抵

达兰州，另外还有苏联无偿支援给中国的12万吨汽油。中国政府于民国28

年(1939年)至民国33年(1944年)在离兰州不远的永登县城西关设立了

“俄国站”，专门负责接待甘新公路运送援华物资的苏方有关人员。与此同

时，国民政府财政部在兰州设立了国外贸易事务所，交通部成立了西北公路

局，决定续修改建甘新公路，改善陆路国际通道，使苏联援华车辆畅行无

阻o

2．苏联空军志愿大队参加兰州空战
、

民国26年(1937年)8月，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

向中国提供大量抗战物资的同时，苏联政府选派人员组成援华空军志愿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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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华航空运输队，共约1千多架飞机，参加对日空战。由于兰州地处甘新、

西兰公路的连接枢纽而成为陆路咽喉要冲，抗战时期苏联援华飞机主要也从

新疆一线飞抵兰州再转飞各大战区。为保障国际交通线的畅通和兰州战区后

防要塞的安全，从民国26年10月起，苏联航空志愿队的50多架驱逐机和

数十名空军地勤人员先后进驻兰州东郊拱星墩机场，配合中国空军直接参

战。为此，苏联政府在兰州设立了外交代表处、军事代表处及空军招待所。

经兰转场的苏联援华飞机也曾在日军空袭兰州时起飞迎战。民国26年

(1937年)至民国30年(1941年)，苏联参战人员始终和中国空军战斗在一

起，直至德国军队逼近莫斯科之时，苏联航空志愿队才奉命陆续撤离回国。

面对进犯中国内地的日军飞机的疯狂轰炸，中苏两国空军集中力量，以

兰州作为防卫重点，与敌人展开顽强的空战。中苏空军及地面火力在甘肃上

空共击落日机26架，击伤1架。在参加保卫兰州的空战中，苏联空军志愿

队战士浴血奋战，血洒长空。雅士、马特(牺牲于1938年11月)、司切帕

诺夫、波拉基诺夫(牺牲于1939年8月)、古力芝、郭尔皆耶夫、伊萨耶夫

(牺牲于1939年12月)和其他一些不知名姓的烈士长眠在甘肃的黄土地上。

他们中大部分人的遗体和中国空军烈士并排埋在“皋兰中嘴山麓”，后于民

国31年(1942年)迁葬于兰州东岗镇古城坪，中国空军为这些国际主义战

士立碑纪念。
’

(--)苏联专家在兰州援建重点工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国家在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为了改变石

油化工产品依赖进口的局面，决定在兰州建设新中国第一个石化工业基地。

1953年5月，中苏两国政府达成协定，由苏联援建156项重点工程项目，

其中在兰州地区建设10个新厂。1954年2月，国家正式批准将其中的炼油

厂、西北肥料厂、合成橡胶厂及热电厂建于兰州市西固区的方案。

1．兰州炼油厂：1956年4月29日破土动工，1958年9月全部建成第

一期工程，1959年3月正式投产，当年实际加工原油达73万吨，生产各种

油类产品41万吨。该厂的全部生产装置和主要辅助设备均为苏联设计和提

供，主要产品有16种，基本上体现了当时苏联炼油加工工业的技术水平。

2．兰化各厂：1954年12月和1955年1月，委托苏联设计的西北化肥

厂、合成橡胶厂初步设计提交中国政府有关部门。1956年2月，兰州化肥

厂和兰州橡胶厂成立，1956年8月，甲醇及硝氨系统开工兴建。1957年4

月，化肥工程主要厂房及构筑物开始全面施工。1957年9月，兰州化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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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成橡胶厂合并为兰州化工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前身)。1958年9月29

日，兰州化工厂生产出首批精制甲醇产品。1958年11月5日，化肥工程装

置生产出第一批化肥。1959年3月16日，兰州化工厂隆重举行合成氨工程

投产剪彩典礼。1960年5月15日，合成丁苯橡胶生产装置投料开车，5月

20日生产出第一批合格丁苯橡胶，填补了国家空白。

(三)50年代来兰的苏联专家

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简称兰化公司)一期工程是苏联援建项目，从

1953年选厂到1958年化肥厂一期工程投产和合成橡胶厂一期工程投产，每

年都有一定数量的苏联专家来兰指导工作。

1953年3月20日至4月23日，驻中央各部委的8名苏联专家参加了由

国家计委、中财委组织的西北地区工业厂址勘察组来兰州等地调查。1953

年10月，苏联橡胶设计院派出的一批专家来兰州。1954年3月，苏联政府

代表团来华检查由苏联援建的重点工程的进展情况，在兰州视察了化肥厂、

合成橡胶厂的厂址区。1955年，建厂开始后，苏联专家纳扎尔金等人由中

国东北赶来指导工作。同年6月，根据合同条款，苏联化工部派遣专家费金

H·B来华，给兰化建厂以技术援助，在兰工作1104天。1956年7月，苏联

化工部派遣马力扬等专家来兰帮助建厂，在兰工作744天。1957年11月15

日，苏联专家卡尔列夫等人来兰提供技术指导，帮助建厂，在厂10天。

1958年，来兰化的苏联专家29人，其中苏联国家化学委员会驻中国专家技

术局局长1人，技术专家6人，协助化肥厂开工队专家22人。此外，短期

来厂的苏联专家19人(次)。1959年，兰化共有苏联专家27人，短期来厂

专家5人(次)，大部分系合成氨系统开工队专家。当年下半年，合成橡胶

厂开工，到年底共有35名苏联专家。1960年，兰化共有驻厂苏联专家32

人，短期来厂专家15人(次)。

从1953年至1961年，兰化公司8年来共聘请了驻厂苏联专家75名

(其中一名两次来厂)，短期援助和临时过往专家95人(次)。

表5 1958年苏联协助化肥厂开工队专家

序号 专家姓名 专 业 来厂日期 工作期限

1 库佐夫列夫 总动力师 1958．6．25 9个月

2 马凯耶夫 高压工程师 1958．5．19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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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续一

序号 专家姓名 专 业 来厂日期 工作期限

3 列布利柯夫 仪表主任工程师 1957．6．25 3年

4 索洛维约夫 稀硝机械师 1958． 6个月

5 沙巴 总机械师 1958．3．28 2年

6 谢尼柯夫 氨加工主任工程师 1958．7．29 2年
●

7 雅洛娃娅 煤气防护及安装工程师 1958．8．1 6个月

8 波梅拉采夫 合成车间值班长 1958．9．5 6个月

9 马特洛索夫 脱硫变换铜洗工艺师 1958．8 6个月

10 罗曼诺夫 水洗、压缩机机械师 1958．8 6个月

11 拉芙林吉叶娃 仪表气体分析专家 1958．9 9个月

12 卡里波夫 造气值班长 1958．9 6个月

13 别里佐夫斯基 氨生产主任工程师 1958．8．1 1年

14 布谷夫 机械设计师 1958．9 6个月

15 涅渥林 合成铜洗机械师 1958．9．19 6个月’：

16 卡布龙 造气值班长 1958．9 。6个月

17 阿扎马托夫 稀硝值班长 1958．9 6个月

18 姆拉夫约娃 合成值班长 1958．9 6个月

19 华西里耶夫 稀硝工艺师 1958．9．18 6个月
一

20 特鲁滨 高温专家 1958．9 6个月

21 克瓦索夫 仪表计量专家 1958．9 6个月

22 苏波金 甲醇工艺师 1958．9．27 6个月

23 巴尔索夫 锅炉主任工程师 1958．10．11 6个月

24 萨斯尼斯基 稀硝值班长 1958． 6个月

25 卡马恒 氨生产总值班长 1958． 6个月

26 纳乌莫夫 专家技术局局长 常驻化工部

根据文件和资料记载，苏联协助化肥厂开工队专家实到兰化22名。但文

书档案中开工队专家名单查出有26人，其中包括了苏联驻中国专家技术局局
备注

长、兰州太原化工区专家组组长纳乌莫夫，吉林、兰州、太原化工区苏联专

家组总机械师、兰州化工厂专家组组长沙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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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1960年苏联协助合成橡胶厂开工队专家
、

序号 专家姓名 专业及职务 来华日期 聘 期

1 诺沃谢尔采夫 橡胶开工总工程师 1959．1．30 1正

2 柯芙莉什科： 生产控制分析主任工程师 1960．4．13 6个月

3 卡尔达芙采娃 苯乙烯生产工艺师 1960．2．28 6个月

4 ．图列科 丁二烯化验室主任 1960．4．21 6个月

5 塔达尔尼柯娃 丁苯聚合系统工艺师 1960．2．28 6个月

、 6 彼格列夫 苯乙烯系统机械师 1960．4．16 6个月

7 柯列齐娜 接触分解值班长 1960．2．7 6个月

8 贝柯娃 酒精分解技术员 1960．2．7 6个月

9 谢夫佐夫 接触车间工艺师 1960．2．7 6个月

10 达尼诺夫 乙基苯值班长 1960．2．7 6个月

11 巴斯卡柯夫 乙苯工艺工程师 1960．2．7 6个月

12 班达列夫斯基 乙苯车间操作工长 1960．4．16 6个月

13 米辽享娜 乙苯脱氢操作工长 1960．4．21 6个月

14 契尔卡索夫 苯乙烯精馏操作长 1960；4．16 6个月

15 库尔古佐夫 拉开粉操作工长 1960．4．16 6个月

16 皮夫涅夫 计量仪器调整工长 1960．4．16 6个月

17 玛略申 仪表调整工 1960．4．21 6个月

18 祖布柯夫 丁二烯提浓工艺师 1960．4．21 6个月

19 ‘奥斯米尼娜 丁苯聚合化验室主任 1960．4．16 6个月

20 巴沙拉耶夫 苯乙烯精馏值班长 1960．4．16 6个月

21 乌沙柯娃 苯乙烯质量分析工 1960．4．15 6个月

22 谢尔布诺娃 丁二烯质量分析工 1960．4．15 6个月

23 拉乌欣娜 测定丁二烯分析工 1960．4．15 6个月

24 依佐托娃 丁二烯测定工程师 1960．4．15 6个月

25 沙沙拉夫 橡胶析出车间机械师 1960．5．17 6个月

26 崔布琳娜 丁二烯、苯乙烯乳液操作 1960．4．21 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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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

． 续一

序号 专家姓名 专业及职务 来华13期 聘 期

27 查波洛13科 聚合车间操作工长 1960．4．21 6个月

28 格拉乔夫 橡胶析出操作工长 1960．4．20 6个月

29 戈杜斯托夫 橡胶析出操作工长 1960．4．20 6个月

30 玛尔贡 测定橡胶质量分析工 1960．4．16 6个月

31 杜达列娃 测定橡胶质量分析工 1960．4．16 6个月

32 斯拉德可娃 仪表安装技术员 1959．9．15 12个月

1958年，兰州地区共有常驻外国专家90多名，全年接待过往专家389

人(次)。这些苏联来华援建的技术专家主要分布在兰州化工厂、兰州炼油

厂、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等单位。

“一五”期间，兰州地区被国家确定为工业建设的重要基地。仅苏联援

建的大型重工业项目就有白银公司、兰州化肥厂、合成橡胶厂、兰州炼油

厂、兰州自来水厂、永登水泥厂等。来兰的苏联专家为此做出了自己的贡

献。

二、援 外

60年代后，兰州地区有关单位派出技术人员援助阿尔巴尼亚及一些非

洲国家的经济建设。

(一)兰化公司援外项目

1．援建越南北江氮肥厂

1958年10月，应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要求，中国政府决定向越南援

建一座氮肥厂。根据化工部决定，以大连化工厂作为援建的筹建单位。兰化

为参加单位之一。

北江氮肥厂是1949年以来中国对外成套援建的第一个年产5万吨合成

氨的中型氮肥厂。整个工程分两期：第一期先建年产2．5万吨合成氨和5万

吨硝酸铵装置及加工能力2000吨的机修车间，第二期再建年产2．5万吨合

成氨和年产氯化铵、纯碱各1．5万吨的联合制碱装置。

1961年初，化工部指示兰化承担援越北江氮肥厂氨加工部分的任务。

兰化当时一期工程投产不久，二期工程刚开始建设，仍积极克服困难，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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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建设公司抽调部分生产骨干，承担此项工作。1962年至1965年，兰化先

后派遣有起重、探伤、塑料焊接三个专业的13名技术人员参加越南北江氮

肥厂的建设工作。

1962年6月，兰化派出两名工程技术人员(其中有一名探伤技术人员)

赴越南参加援建工作。9月23日，化建公司工程师常文献接受援越任务，

去大连参加援越准备工作。2月去越南北江氮肥厂建设工地工作。

1963年4月，兰化派出化建公司明传长为组长的9人起重吊装小组赴

越，主要工作是整体吊装100米硝酸尾气排气筒。

排气筒的吊装施工准备由兰化负责，由中国专家组组长王炳臣任总指

挥、兰化的常文献、明传长、任华元任现场指挥，越南工人实际操作。越南

民主共和国重工业部部长和中国驻越大使朱其文等亲临现场参观。1963年7

月1日，100米排气筒一次整体吊装成功。9月至11月，常文献等人陆续离

越回国。

1964年7月，因常文献承担援阿工作，兰化派楼宝良赴越接替常文献

工作。主要任务仍为吊装大型设备。先后承担北江氮肥厂大型设备吊装方案

的制定、谈判、实施和总结。同期在越南北江氮肥厂工作的兰化人员还有一

名塑料焊接技术员。在完成任务后，这些援建人员于1965年6月回国。

．1965年8月，因美国滥炸越南北方，越方决定停建北江氮肥厂，照会

我国停发物资。周恩来总理根据两国协议，指示将北江氮肥厂设备拆下进行

“活保管”：运回国内建设柳州氮肥厂，其产品支援越南。1966年2月中旬，

根据中越两国政府协议，中国派出60余人赴越执行拆迁任务，兰化派出楼

宝良等3人参加这项工作。拆迁是在十分危险和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

北江市遭到一个多月的连续滥炸，援越拆迁人员摸清美机轰炸规律，顶着美

机狂轰滥炸的威胁和干扰，终于用3个月的时间完成拆迁任务。这次拆迁除

硝酸尾气排气筒应越方要求作为标志留下外，其余设备(不包括土建工程和

地下工程)全部拆运回国。1966年6月，3名兰化拆迁人员全部返回国内。

在援建的同时，兰化为越方培训部分技术人员和操作人员，其中有氨加

工分厂厂长、化验室主任、工艺技术人员、机械员、值班长等共计54人。

这批越南实习生于1961年1月来兰化，兰化立即组织进行氨加工部分的理

论教育，并在化肥厂有关岗位，进行实际操作学习。兰化有关技术人员和工

人对越实习生毫无保留地介绍生产工艺、操作规程等，并提供技术资料。

1961年9月，越方实习人员又转到太原氮肥厂进行培训。这批越方人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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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月回国，在中国整个培训时间为一年。

2．援建阿尔巴尼亚费埃里氮肥厂

1961年4月22日，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签订《关于中国向阿尔巴尼亚供

应成套设备和给予技术援助的议定书》。议定书议定，由中国转口意大利蒙

特卡梯尼公司的主要工艺设备，建设费埃里氮肥厂。该项援外任务由化工部

下达给兰化公司执行。1964年11月25日，由兰化公司承建的阿尔巴尼亚

费埃里氮肥厂一期工程开始破土动工。1965年1月14日，兰化公司援助阿

尔巴尼亚专家组从即日起陆续出国，赴阿尔巴尼亚开展工作。1965年3月

24日，阿尔巴尼亚41名实习生来兰化公司合成氨厂实习。1967年1月14

日，由兰化公司援建的阿尔巴尼亚费埃里氮肥厂投产。同年2月23日，费

埃里氮肥厂生产出首批颗粒状硝氨。至此，兰化公司援建项目圆满完成。

3．兰化公司技术专家援非考察氮肥项目 ，

1970年12月27日，燃料化学工业部组织的以兰化公司技术专家为组

长的赴苏丹考察氮肥项目的考察组到达苏丹。考察组于1972年初提出了考

察报告。1972年2月，以兰化公司技术专家为组长的中国赴刚果(布)考

察组出国，10月结束考察，1974年提出刚果(布)氮肥项目考察报告。

4．其它援外工作

1973年10月25日，根据中国和保加利亚科技合作协定，燃化部下发

(73)燃外字第2065号文件，决定由兰化合成橡胶厂向保加利亚提供丁苯一

50胶乳(印染助剂)情报资料。兰化立即安排有关人员进行编制、审查打

印、装订成册，并将其翻译成俄文。1974年2月，兰化按外事部门要求，

将编制好的丁苯一50胶乳情报资料(中文一份，俄文二份)送燃化部对外

组。

60年代至70年代，根据国家安排，兰化分别向阿尔巴尼亚、越南、朝

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援助性地提供过一些化工产品和机械产品。特别是70年

代，国内聚乙烯产品十分紧缺的情况下，兰化仍按国家援外要求，通过甘肃

省对外贸易公司向以上国家提供了部分聚乙烯产品。

1984年，兰化派出一名翻译参加中国援建津巴布韦体育馆工作，期限

两年。

(二)兰州医务人员参加省援外医疗队

自1975年8月起，兰州地区医务人员参加甘肃省援外医疗队，赴非洲

南部岛国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执行援外任务。其中，兰州市属医院，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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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西固区医院1979年至1984年先后派出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11人，

在马国开展外科、内科、眼科、妇产科、耳鼻喉科、12腔科的诊治工作。

(三)省建总公司援建非洲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1979年至1990年省建总公司承建的经援项目有：

1．援建多哥联盟之家(现改为卡拉议会大厦)。建筑面积23033平方

米，主楼呈工字形，中间有南北两座中国式庭园，建有水池、假山、．曲桥、

凉亭等。大厦前广场可举行2000人的集会。会堂内设有容纳1800人的大礼

堂，室内设备齐全，能进行8种语言的同声传译。另有宴会厅、电影厅、会

议室、阅览室以及总统住房、贵宾住房和接见厅等。整个建筑是一个即供总

统和国家领导人日常办公、开会、接见外宾和下榻休息的大型建筑，又是群

众集会，娱乐活动的公共场所。合同金额712万美元，1979年1月开工，

1982年10月竣工，工程质量为优良。参加施工的中方人员(省建总公司施

工技术人员)有240人。

2．援建多哥阿尼耶制糖企业。位于洛美，建筑面积14034平方米，合

同金额478万美元。1982年8月开工，1984年3月竣工，工程质量优良，

参加施工的中方人员(省建总公司施工技术人员)有66人。

3．津巴布韦国家体育场。位于哈拉雷，建筑面积51510平方米，合同

金额3037万美元。1984年10月开工，1987年3月竣工，工程质量优良，

参加施工的中方人员(省建总公司施工技术人员)有248人。

4．津巴布韦奇诺伊技术示范学校。位于奇诺伊省，建筑面积38330平

方米，合同金额1788万美元。1988年8月开工，1990年12月竣工，工程

质量优良，参加施工的中方人员(省建总公司施工技术人员)有100人。

第二节 经济交流

一、清末兰州引进西方设备、技术和人才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陕甘总督左宗棠抵达兰州后，委派住上海候

补道台胡光墉(字雪岩)向英国在华最大的金融资本——汇丰银行借支白银

400万两，在法国泰西洋行购买了一批冶炼、铸造、锻压和金属加工等机械

设备，并从浙江运来兰州，同时将西安机器局的设备也搬迁来兰，在兰州通

远门外(今畅家巷路南)创建了兰州机器制造局，以生产枪械武器为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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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比较先进。兰州制造局生产的兵器在清兵打败英俄支持的阿古柏，收复新

疆的战争中发挥了作用。光绪四年(1878年)，左宗棠率兵平息新疆的入侵

势力后，把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民用工业。是年，左宗棠上奏清政府批准，

并投资30余万两白银，建立兰州机器织呢局，于光绪六年(1880年)九月

十六日正式开工生产。兰州织呢局利用西北地区丰富的羊毛资源，引进国外

先进的机器，雇佣工人从事商品生产，这是甘肃最早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

代企业，也是中国第一家机器毛织厂。兰州机器制造局雇佣法国工匠13名，

由德国人石德洛沫为领班，李德、满德2人为总管，安克、未海里等人为教

习，并负责机器安装调试和技术管理。兰州制呢局以纺织军呢、军毯为主，

主要供应驻新疆军队和军学堂学生。另外，左宗棠在甘期间，动员民工兵力

修筑了东连陕西，西接新疆，横贯甘肃的道路，初步改变了甘肃交通落后状

况。左宗棠还从国外和东南沿海地区引进一批科学技术人才，熟练技术工人

来兰州工作，迈开了兰州近代工业的步伐。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兰州道彭英甲任甘肃

劝业道兼任甘肃农工商矿总局的6年期间，在兰州分别创办了窑街官金铜

厂、皋兰官铁厂、洋腊胰子厂；恢复兰州制造局、兰州机器织呢局；开办农

矿学堂，织呢艺徒学堂、官报书局、石印书局；修建黄河铁桥以及交通、邮

电等一批近代工矿企业和文化福利事业。彭英甲先后与外国签订购买机器、

聘请技术人员合同10多项，为兰州近代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恢复兰州制造局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8月，彭英甲将原来左宗棠创办的兰州制造局

由通远门外迁至小仓子(今武都路东头)，更名为兰州机器局。局内有正办、

帮办各一人，有工匠、艺徒113人，其中比利时工匠6人；每年拨发经费

8200余两白银，继续制造枪炮弹药。

(二)恢复兰州机器制呢局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0月，彭英甲代表农工商矿总局，与比利时

人林阿德签订在国外购买开矿、冶炼、织呢三种机器配件的合同，恢复了兰

州机器制呢局，由比利时人穆赍任总工程师，比利时工匠纳班瓦任纺织技

师，克比亚为机械维修工匠，另外聘请织呢工匠勒那、染色工匠瓦能克、刮

绒工匠黎克三人进行技术指导，兰州织呢局于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正

式投产，日产毛呢50匹左右。

(三)创办窑街官金铜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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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0月，彭英甲奉命与比利时参赞林阿德签订

代购挖铜、淘金等机械合同，同时成立窑街官金铜厂，聘用贺尔慈等4名比

利时工程技术人员。工厂于宣统二年(1910年)建成，耗银120万两。厂

区分金、铜、铁三厂，机器运转良好，可日产黄金20两以上。

(四)开办洋蜡胰子厂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彭英甲与林阿德合作，在白云观左侧创

建兰州洋蜡胰子厂，宣统二年(1910年)竣工投产。该厂所用油脂原料由

牛羊油代替，由法国技师瓦能克作技术指导。洋蜡胰子厂当时的产量、质量

均佳，但后因成本过高、销路不畅遂告停办。

(五)创办皋兰官铁厂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兰州铁石山发现“矿苗颇旺”的铁矿石。彭

英甲请比利时化验师贺尔慈同本地工匠先小型冶炼、化验。据报，含铁量在

4成以上，遂在黄河北岸购地建厂。

(六)修建黄河铁桥

清光绪初年，陕甘总督左宗棠拟在兰州修建黄河铁桥，初与德商接洽

后，因索价过高而未能实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兰州道彭英甲以办

洋务为名，复提建桥事宜，陕甘总督升允令甘肃布政使丰坤泰、兰州道彭英

甲与来兰旅游的天津德国泰来洋行经理喀佑斯谈判，签订了修建黄河铁桥合

同。该桥保固期为80年，黄河铁桥由美国桥梁公司设计，上部结构为穿式

钢桁架，计5跨，每跨跨径为45．9米，全长233．5米，总宽8．36米，其中

车行道宽6米，两侧人行道宽1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黄河

铁桥开工修建，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竣工，造价为30．6万多两白银。

美国工程师满宝本为施工技术负责人，德国工程师德罗负责材料，天津人刘

永超为工地现场负责人。黄河铁桥建成后命名为“镇远桥”，1928年改名为

“中山桥”，一直沿用至今。兰州黄河铁桥被誉为“天下黄河第一桥”。

二、民国时期西方设备、技术和人才的引进

1912年开始的中华民国38年间，西方先进技术、设备、人才大量引进

兰州。与清末相比，其引进的方式和途径增多，引进的项目所涉及领域不断

扩大，有效地促进了兰州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抗战时期兰州的短

暂“开发”和“繁荣”。

(一)引进的形式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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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西方先进技术、设备、人才的引进兰州，主要有五个形式和

途径：一是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利用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开办交通通

信和工业企业，引入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二是利用政府间援助和贷款，直

接进121技术设备，引进人才；三是通过国际组织和单边、多边合作机构延聘

人才，引进技术和设备；四是通过国际友人和国内知名人士引进技术和人

才；五是政府兴办实业直接采用西方技术和标准。在多种形式和途径的引进

过程中，政府间援助和贷款引进由国民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和分配；官僚

资本主义通过政府力量在扩张“官办”企业中得到引进的主要实惠；民族资

本主义则通过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运作实现有限的引进；这三种形式和途径

占据主导地位。而当时兰州地方政府，包括民国30年(1941年)成立的兰

州市政府尚无官方专门机构统管引进事宜，兰州地区的引进处于多头、分散

状态。

(二)引进涉及的领域和主要项目

中华民国时期引进兰州地区的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涉及通讯、交

通运输、工业、农业、科技、医疗卫生、技术教育等多个领域，且项目众

多。

1．通讯业

仿照英国方式和技术进行邮政业务和人事管理，开办近现代新兴邮政业

务，发展新式邮运工具；引进和装设莫尔斯人工电报机、韦斯登重锤发报

机、磁石交换机、手摇式磁石电话机等，开办市内电话、长途电话、无线电

报等。 。

2．交通运输业

采用西方技术标准，测设和修筑西兰公路、甘新公路、兰包公路和甘青

公路；引进英国、美国和苏联制造的货运汽车、客运轿车和小轿车；开办长

途货运、客运和市内公交；引进汽车修造技术和设备，发展汽车修配业；利

用雪佛兰汽车底盘改装汽车；引进德国技术修建兰州机场(拱星墩机场)，

开通上海一兰州一乌鲁木齐航线(1932年)；开辟兰州至汉中、成都、重

庆、昆明航线(1949年)等。

3．工业

抗战之前，引进西方技术和设备，开办光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新民肥

皂厂、西北制药厂、葡萄酒厂等，恢复和发展机械制造，枪炮修造和毛纺织

业。抗战期间，主要利用美国政府贷款，开办毛纺织、机械制造、化工、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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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矿业、造纸、印刷、缝纫、面粉、制药等一大批工业企业，所需机器设

备和技术通过上海、天津等口岸直接从欧美国家进口，并直接聘用国外技术

人员。

4．农业

．创办甘肃省农事试验场，进行栽培制度试验研究，引进国外新品种，开

展病虫害防治和品种改良试验；民国33年(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

莱士访华抵兰，带来草木樨等92种牧草籽和“蜜露”甜瓜种子，在兰试种

成功。

5．科技

民国27年(1938年)7月，利用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提供的资金筹办

甘肃科学教育馆，在自然科学组设理化、农业、生物3个研究室；成立甘肃

省气象测候所，开始气象、物候的观测、记录。
。

6．医疗卫生

西方诊疗技术随着西医医院的开办迅速传人；美国、英国、德国、日本

等制造的诊断、治疗、手术器械广泛运用于临床；在兰州成立的西北防疫处

已开始制造血清和疫苗；民国36年(1947年)，联合国救济总署拨给兰州

中央医院1台大型X光机，用于透视、检查和诊断。

7．职业技术教育

开办工业学校、农业学校、各种专业训练班等，聘邀中外人士担任教学

工作，传授西方工业技术和农业新技术。特别是路易·艾黎在兰州开办的兰

州培黎工艺学校，办学所用资金设备均来自国际组织，并通过国际组织先后

聘请英国、美国、新西兰、加拿大、奥地利、日本、德国、葡萄牙等8个国

家的30多名外国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来校担任教学，实习指导等工作，传

授西方先进理论和技术。 一
一

⋯

三、科技交流及学术会议

(一)在兰召开的学术会议

自1980年至1990年，以在兰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为主，共举办22

次国际性学术会议和学习班，来自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的342名专家和学者

出席参加，促进了相互间的科技交流。

1．国际第三次沙漠化防治训练班

1984年8月10日至30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委托中国城乡建设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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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部和兰州沙漠研究所在兰州举办了国际第三次沙漠化防治训练班。

2．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沙漠及其综合整治国际学术讨论会

1984年9月3日至16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和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

员会委托中科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在兰州联合举办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沙漠及

其综合整治国际学术讨论会，埃及、墨西哥、巴基斯坦等11个国家及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15位科学家与中国15个科研教学单位的20位科学家进行

了学术讨论。

3．甘肃花儿学术讨论会

1985年7月23日至25日，甘肃省民间研究会、音乐协会等7个文化

团体在兰州联合举办了甘肃花儿学术讨论会。来自香港的著名的中国民间文

学艺术家谭达光、美国哈佛大学民族音乐系主任赵如兰等6名专家和学者参

加了讨论会。’

4．国际自由基化学学术讨论会

1985年9月6日至10日，由兰州大学和加拿大皇后大学联合发起的国

际自由基化学学术讨论会在兰州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美国、加拿大、日

本、英国、澳大利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意大利等8个国家的84

名正式代表和16名列席代表。

5．亚太地区沙漠防治讨论会

1986年6月5日至20日，联合国亚太地区经济理事会和中科院兰州沙

漠研究所在兰州召开亚太地区沙漠防治讨论会。

6．国际膜科学技术讲习班

1986年8月13日至27 El，欧洲膜科学技术协会和兰州膜科学技术研

究所共同在兰州举办了国际膜科学技术讲习班。。

7．中国利用C0．CO学术讨论会

1986年10月6日至9日，由西北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利用CO．CO学
术讨论会在兰州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日双方的50多名专家和学者。

8．第11届霍普金斯国际物理现代问题讨论会

1987年6月17日至19日，由兰州大学举办的第11届霍普金斯国际理

论物理现代问题讨论会在兰州举行。该会成立于1974年，是由美国霍普金

斯大学、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联邦德国欧恩大学和中国兰州大学联合发起

的学术性组织。这次参加会议的有来自美国、意大利、西德、印度、以色

列、西班牙、新西兰、英国和中国等9个国家的56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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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土地沙漠化综合整治国际学术讨论会

1987年7月31日至8月3日，中国科学院和第三世界科学院合作，在

兰州举行了土地沙漠化综合整治国际学术讨论会。

10．治沙考察训练班

1987年8月22日至9月9日，经国务院环保领导小组与联合国环境署

商定，中科院用中国向联合国环境署的捐款，在兰州沙漠研究所举办了治沙

考察训练班。参加训练班的有来自印度、伊朗、埃及、联合国国际开发署等

1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治沙专家和技术人员共22人。

11．国际岩土力学、桥梁与结构学术讨论会

1987年9月1日至5日，由兰州铁道学院主办的国际岩土力学、桥梁

与结构学术讨论会在兰州举行。参加会议的国外代表16人，国内代表85

人。这次会议提高了甘肃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增强了各国科学家之间的相

互了解。

12．包虫病讲习班

1987年9月8日至26日，受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的

委托，兰州医学院在兰州举办了包虫病讲习班。

13．中日滑坡现场讨论会

1987年10月27日至11月3日，甘肃省滑坡泥石流学会和日本滑坡学

会共同在西安和兰州举办了中日滑坡现场讨论会。日本泥石流学会会员山口

真一等25名专家学者和中国陕西、四川、甘肃等专业学会的50余名专家学

者参加讨论会。

14．第4期国际沙漠化治理讲习班

1988年4月1日至18日，中科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受联合国环境署的委

托，在兰州举办了第4期国际沙漠化治理讲习班。

15．中日有机稀土铬合物学术讨论会

1988年7月14日至16日，经国家科委和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中日

有机稀土铬合物学术讨论会在兰州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外代表共80多人，

其中来自日本、法国的专家学者16名。

16．国际重离子反应理论讲习班

1988年8月10日至18日，经中国科学院批准，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

院、兰州大学、中科院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联合在兰州举办了国际重离子反

应理论讲习班。会议邀请丹麦、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美国等6个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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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出席。

17．处境不利人口集团教育国际讨论会

1988年10月18日至27日，受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和中国科教文委员会

委托，北京市教科所和甘肃省教科所共同在兰州、北京两地分别举办了处境

不利人口集团教育国际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儿童

基金会的代表及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印度等15个国家的18名专家学者o

18．黄土地貌过程与灾害兰州现场会

1989年5月23日至6月5日，由甘肃省滑坡泥石流研究会与国际地理

联盟地貌测量理论与应用委员会联合主办的黄土地貌过程与灾害兰州现场会

在兰州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外国代表25人。会后，代表们参观了兰州市

容及九州台黄土剖面，然后沿西安——庆阳——平凉——定西——兰州——

西宁线路考察。 、

19．国际沙漠化防治研究讨论会

1989年6月26日至7月5日，受国家教委和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

中心委托，国际沙漠化防治研究讨论会在兰州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前苏

联土库曼、印度等8个国家的15名代表。

20．国际摩擦化学会议

． 1989年8月24日至9月1日，由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主办的国

际摩擦化学会议在兰州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美国、日本、苏联等5个国

家的25名代表及随行人员。

21．第三世界遥感学术会议

1989年10月15日至25日，由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承办的第三

世界遥感学术会议在兰州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埃及、墨西哥等8个国家

的12名代表。

22．发展中国家太阳能利用国际研讨会

1990年12月23日至26日，发展中国家太阳能利用国际研讨会在兰州

召开。会议由联合国技术合作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和甘肃省人民

政府共同举办。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20多个国家的33位代表出

席研讨会，深入讨论了太阳能利用的科研和技术开发问题，发表论文37篇。

(二)参加国外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国际学术会议

进入80年代以来，兰州地区的专家、学者及技术人员赴境外参加各类

国际学术会议达100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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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惠霖参加美国石油学会1988年标准化年会

1988年5月，甘肃省机械工业总公司总工程师王惠霖赴美国得克萨斯

州达拉斯市出席美国石油学会1988年标准化年会，为期12天。

2．裘明德参加第7届国际颅内压及脑外伤会议

1988年6月，兰州医学院裘明德教授应邀赴美国密执安州出席第七届

国际颅内压及脑外伤会议，为期13天。．

3．高金荣参加第三届香港国际舞蹈会议

1988年7月，甘肃省艺术学校校长高金荣应邀赴香港出席第三届香港

国际舞蹈会议，为期10天。

4．1988年8月，兰州医学院副教授倪贤珍应邀赴香港出席第八届应用

微生物学的全球影响及国际应用生物学和生物技术会议，1为期7天。

5．贾定等人参加香港医学美容研讨会

1988年8月，甘肃省轻工研究所工程师贾定、马明俊二人应邀赴香港

出席医学美容研讨会，为期12天。

6．黄启震等人参加石墨电极国际会议

1988年9月，兰州炭素工业公司高级工程师黄启震一行4人赴波兰参

加石墨电极会议，为期30天。

7．徐炳文参加第六届世界生产力会议

1988年9月，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徐炳文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参

加第六届世界生产力会议，为期15天。

8．朱琳等人参加国际再生能源学术会议

1988年9月，甘肃省科协国际部长朱琳一行2人应邀赴美国夏威夷州

参加国际再生能源学术会议，为期12天。

9．蒋次鹏参加国际包虫病研究工作会议

1988年9月，兰州医学院蒋次鹏应邀赴瑞士出席国际包虫病研究工作

会议，，为期10天。

10．吴绳祖出席第六届世界生产率大会

1988年9月，甘肃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吴绳祖一行2人应邀赴加拿大

蒙特利尔市出席第六届世界生产率大会，为期15天。

1 1．高素莲参加香港检测技术交流研讨会

1988年12月，甘肃省科委测试中心副研究员高素莲应邀赴香港参加技

术交流研讨会，为期15天。



·88· 兰州市志·外事侨务志·外事往来

12．陈绍媛参加亚太地区专用化学品和石油化学品国际会议

1988年12月，甘肃省轻工研究所助理工程师陈绍媛应邀赴香港参加亚

太地区专用化学品和石油化学品国际会议，为期7天。

13．马培芳等人参加提高小学生学业成绩地区研讨会

1989年1月，甘肃省教委副主任马培芳一行3人应邀赴日本参加提高

小学生学业成绩地区研讨会，为期21天。

14．冯红罗等人出席第十六届亚洲广告大会

1989年2月，甘肃省外贸广告公司副经理冯红罗一行3人赴巴基斯坦

出席第十六届亚洲广告大会，为期10天。

15．于忠正等人参加国际扫盲会议

1989年3月，甘肃省教委副主任于忠正一行．3人应邀赴西德参加国际

扫盲会议，为期12天。

16．马通参加伊斯兰教国际会议

1989年4月，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马通应邀赴美国参加伊斯兰教

在中国的遗产国际会议，为期8天。

17．龙瑞军参加动物营养进展会议

1989年4月，甘肃农业大学龙瑞军赴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参加动物

营养进展会议，为期7天。

18．喜文华等人参加第三届世界穆斯林情报科学家及图书馆学家会议

1989年4月，甘肃省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喜文华一行3人，赴土耳其伊

斯坦布尔参加第三届世界穆斯林情报科学家及图书馆学家会议，为期12天。

19．余四九出席亚洲动物繁殖研究协作会议

1989年5月，甘肃农业大学博士余四九，应邀赴马来西亚出席应用免

疫分析技术加强亚洲动物繁殖等研究协作会议，为期10天。

20．黄启震等人参加第十九届国际炭素双年会

1989年5月，兰州炭素厂研究所所长黄启震一行4人应邀赴美国参加

第十九届国际炭素双年会，为期11天。

21．张宦廷等人参加“中国周”活动

1989年7月，兰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宦廷一行5人赴西德参加“中

国周”活动，为期25天。

22．陈怀清参加第六届国际灾害医学会议

1989年7月，甘肃农业大学副教授陈怀清赴香港参加第六届国际危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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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及灾害医学会议，为期7天。

23．孙焱参加亚太地区美术教育会议

1989年7月，西北师范大学助教孙焱应邀赴美国出席亚太地区美术教

育会议，’为期12天。

24．王士正参加第八届国际动物学会议 ．

1989年7月，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王士正赴日本出席第八届国际原生

动物学会议，为期10天。

25．陈一为参加第十四届国际地图会议

1989年8月，甘肃省计委国土办公室主任陈一为赴匈牙利参加第十四

届国际地图会议，为期28天。 ．

26．王致祥参加第六届世界应急医学会议

1989年9月，甘肃省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医师王致祥赴香港参

加第六届世界应急医学与灾害医学会议。

27．磨孜义参加第五届国际萄萄育种专题讨论会

1989年9月，甘肃农业大学教授磨孜义赴德国参加第五届国际萄萄育

种专题讨论会，为期28天。． ·

28．渠藏亮等人参加太阳能国际会议 。7

1989年9月，．兰州市政设计院高级建筑师渠藏亮一行2人，应邀赴日

本出席太阳能国际会议，为期14天。

29．曾恩伟参加中日滑坡泥石流现场会

1989年9月，甘肃省科学院高级工程师曾恩伟一行3人，应邀赴日本

参加中日滑坡泥石流现场会，为期18天。

30．黄德友参加国际合作联盟中央委员会会议

1989年10月，甘肃省供销合作社主任黄德友赴印度参加国际合作联盟

中央委员会会议。为期7天。

、31．陈仲金参加气候对半干旱地区植被退化的影响和意义国际讨论会

1989年10月，西北师范大学教授陈仲金赴澳大利亚参加气候对半干旱

地区植被退化的影响和意义国际讨论会，为期12天。

32．冯守诚等人参加日本创伤骨科学术会议

1989年10月，兰州医学院教授冯守诚一行2人，应邀赴日本参加创伤

骨科学术会议，为期14天。‘

33．章定生参加第十二届国际养蜂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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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0月，甘肃省养蜂研究所所长章定生赴巴西参加第十二届国际

养蜂会议，为期10天。

34．刘中生参加中日双边ESR讨论会议

1989年11月，兰州大学化学系教授刘中生赴日本京都府出席中日双边

ESR讨论会议，为规10天。 -

35．张大铭等人赴西班牙授奖 ，

一

1989年1 1月，兰州通用机器厂厂长张大铭一行2人赴西班牙接受1987

年最佳企业称号第十届国际奖，为期6天。 二

36．朱成彪赴日本参加第四次友好交流会 ，

1989年11月19日至28日，兰州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朱成彪，

随中日友协代表团赴日本参加第四次友好交流会议。

37．徐国昌参加气候对干旱地区植物退化影响国际会议，‘

1989年11月，甘肃省气象科研所副研究员徐国昌，赴澳大利亚悉尼参

加气候对干旱地区植物退化影响国际会议，为期14天。

38．脱得禄赴日本参加“燕京号”首航仪式

1990年3月，甘肃省经贸委副主任脱得禄赴日本参加天津一神户客货

班轮“燕京号”首航仪式，为期9天。+

39．张喜坤赴新加坡参加保险数据处理技术管理讨论会

1990年4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甘肃省分公司副总经理张喜坤一行3

人，赴新加坡参加保险数据处理技术管理研讨会，为期7天。

40．高士钧等人参加第五届野马保护国际讨论会

1990年5月，甘肃省自然保护野生动物管理局负责人高士钧一行3人

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第五届野马保护国际讨论会，为期20天。

41．石晶参加第十三届世界青年学生联欢会

1990年5月，西北师范大学团委书记石晶赴朝鲜参加第十三届世界青

年学生联欢会，为期10天。

42．兰医派人参加第一届国际全息生物学学术会议

1990年5月，兰州医学院中草药研究所副所长赴新加坡参加第一届国

际全息生物学学术会议，为期9天。

43．单忠莲参加第十四届国际液相色谱会议 ．

1990年5月，甘肃省环保所高级工程师单忠莲赴美国参加第十四届国

际液相色谱会议，为期1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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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马兰芳参加第二届中日血液学会议、

1990年5月末，兰州医学院教授马兰芳赴日本参加第二届中日血液学

会议，为期6天。

45．王明德参加国际CIMS会议

1990年5月，甘肃工业大学教授王明德赴法国参加由欧洲共同体召开

的CIMS国际会议，为期10天。

46．王惠霖参加ART标准化国际会议

1990年6月，甘肃省机械工业总公司工程师王惠霖赴美国得克萨斯州

安东尼奥市，参加1990年ART标准化年会，为期15天。

47．史启祯参加第十四届国际金属有机化学会

1990年6月，、兰州大学教授史启祯赴美国芝加哥出席第十四届国际金

属有机化学会，为期90天。

48．刘伟赴尼泊尔参加研讨会

1990年6月，甘肃省水利厅环保局工程师刘伟赴尼泊尔加德满都参加

流域综合治理在乡村发展和小资源规划中的作用研讨会，为期4天。

49．江存远等人参加国际空间信息处理会议

1990年7月，甘肃省计委工程师江存远一行2人赴瑞士苏黎士参加国

际空间信息处理会议，为期15天。

50．宋春华赴德国参加城市建设与管理会议

1990年7月，甘肃省建委主任宋春华赴联邦德国柏林市参加城市建设

与管理会议，为期3周。

51．周电辉参加第五届国际生态会议

1990年8月，甘肃省科学院生物所所长周电辉赴日本参加第五届国际

生态会议，为期11天。 一 一
一

52．陈北亭等人参加提高骆驼繁殖力国际会议

1990年9月，甘肃农业大学教授陈北亭一行2人赴法国巴黎参加提高

骆驼繁殖力会议，为期8天。’

53．张铁道赴日本参加大众教育研讨会

1990年9月，甘肃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张铁道赴日本广岛参加

1990年大众教育研讨会，为期17天。

54．裴江陵赴加拿大参加老年大学协会第十五届年会

1990年9月，中共甘肃省委顾问裴江陵应邀赴加拿大魁北克出席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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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协会第十五届年会，为期9天。 ．

55．董元源等人参加第3届国际摩擦学研讨会

1990年9月，甘肃省机械研究院工程师董元源赴波兰参加第3届国际

摩擦学研讨会，为期14天。

56．王方普参加第五届有机化学高分子担载反应国际会议

1990年9月28日，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王方普赴日本东京都参加第五届

有机化学高分子担载反应国际会议，为期12天。

57．林波参加第六届国际激光科学学术会议’ 、。；

1990年9月，西北师范大学讲师林波赴美国明尼苏达州参加第六届国

际交叉学激光科学学术会议，为期7天。 1．

58．白光弼、高锦章等人参加第一届国际F元素学术会议

1990年9月，西北师范大学校长白光弼、教授高锦章应邀赴比利时参

加第一届国际F元素学术会议，为期18天o

59．史诚祝参加政府财政管理国际联合年会 。．

1990年10月，甘肃省审计局局长史诚祝赴英国伦敦参加政府财政管理

国际联合年会，为期8天o
。

：

60．龙瑞军参加第十届国际农业系统研究与推广会议
‘

1990年10月14日，甘肃农业大学草原系助教龙瑞军应邀赴美国密希

根州大学参加第十届国际农业系统研究与推广会议，为期8天。

61．穆荣肖参加第五届国际滋养叶细胞肿瘤会议

1990年10月，甘肃省妇幼保健院主治医师穆荣肖赴英国伦敦参加第五

届国际滋养叶细胞肿瘤会议，为期9天。
。

62．许树昌等人参加第三届国际氧化铝质量专题研讨会

1990年10月，兰州铝厂高级工程师许树昌一行2人应邀赴澳大利亚参

加第三届国际氧化铝质量专题研讨会，为期10天。

63．戴忠良参加国际提琴制作比赛会议

1990年11月4日，甘肃省秦剧团演员戴

勃刻克市参加国际提琴制作比赛会议，为期1

64．苏增贵赴港参加第十届骨科年会

1990年11月，兰州军区总医院骨科副主

届骨科年会，为期8天。

65．向左良等人参加国际复合材料学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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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1月，兰州炭素厂工程师向左良一行3人应邀赴苏联莫斯科参

加国际复合材料学术会议，为期7天。

第三节 智力引进

1987年3月，兰州市人民政府成立引进国外智力办公室以来，在中央、

省两级引进办的领导和支持下，围绕兰州经济发展实际，积极开展智力引进

工作，截至1990年，先后聘请了瑞典、澳大利亚、联邦德国和日本等国的

21名专家到兰州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除此之外，兰州市还在研修生交

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促进了兰州经济、科技、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事业的

发展。

一、引进专家

从1987年到1990年，兰州市通过智力引进渠道，先后聘请了瑞典啤酒

技术专家泼乐迪、西德皮革专家穆茨曼、澳大利亚管理专家德加里斯、西德

啤酒专家费施勒、日本城市公路专家正木昭等21名专家来兰州工作，咨询

指导服务。

(一)西德、瑞典专家来兰咨询

1987年9月至10月，由国家科委科技交流中心西欧处安排，甘肃省和

兰州市引进国外智力办公室聘请西德皮件专家穆茨曼、瑞典啤酒专家泼乐迪

先后在兰州市震旦皮件厂、黄河啤酒厂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技术咨询。

(二)澳大利亚海外执行部来兰考察

1987年11月20日至22日，澳大利亚海外执行服务部总经理奇特利一

行2人来兰州考察，先后参观了兰州皮革厂、兰州奶牛繁殖厂、兰州造纸

厂、兰州水泵厂、兰州震旦皮件厂、兰州电机厂、兰州玻璃厂和兰州市七里

河区绒线厂，双方商定澳大利亚海外执行部1988年无偿提供专家和技术人

员来兰进行咨询服务，开展技术指导和企业管理等有关项目。

(三)美国教师大卫·阮德尔在兰任教

1987年10月，经国家外国专家局推荐，受美国大学语言服务部派遣，

兰州化学工业公司聘用美籍教师大卫·阮德尔在该公司职工子弟总校任教，

每周授课24节，主要为高中学生讲授英语口语和英文写作，为兰化中学英

语教师开设提高英语听说能力的专题讲座。



颜料用于各种醒目标志、划线漆、保密资料等，水性涂料和高固体涂料是世

界上较先进的涂料品种，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前途。谭汉雄用他从美国带来

的试剂进行了试验，取得效果。

(九)澳大利亚专家德加里斯来兰咨询

应兰州市引进国外智力办公室邀请，澳大利亚高级管理专家德加里斯于

1988年11月下旬来兰州，对兰州水泵厂的企业管理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咨



国际交流与合作·智力引进 ·95·

询工作。在兰期间，德加里斯用41天时间对全厂作了调查，详细了解了工

厂管理组织体系、机构设置、各项经济技术指标等情况，对管理部门、生产

班组以及材料库房的每个环节都认真研究分析。1989年1月6日，德加里

斯提出《关于改进兰州水泵厂管理工作的建议》，厂方接受了上述建议，并

委托专家帮助健全计划管理和信息管理系统。随后，德加里斯制定了这两个

管理系统的流程，绘制了方框图；厂方组成改革小组，配合专家展开全面工

作。同年2月15日，经兰州市经委批准，兰州水泵厂向德加里斯颁发聘任

书，聘请他为该厂高级管理顾问。

(十)瑞典专家费斯泰德来兰咨询

应兰州市引进国外智力办公室的邀请，瑞典专家费斯泰德于1989年3

月16日至4月10日在兰州水泵厂进行了咨询服务。该厂向专家提出产品发

展方向、单螺杆泵开发以及改变设备落后、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差等问

题。专家经过现场调查研究，提出了提高产品质量、加强销售工作、降低库

存量、开发螺杆泵等建议，并为该厂培训产品销售人员，明确市场开发方

向。

(十一)日本育种专家神田武一行来兰讲学

应甘肃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的邀请和安排，日本奈良县神田育种场社长

神田武、研究员掘川苔基一行2人，于1989年5月14日至23日在甘肃进

行了为期10天的技术讲学和现场指导，解决了甘肃省在瓜类栽培特别是瓜

类植种技术上普遍存在的几个关键性问题。日本专家还先后在兰州、武威等

地考察了商品瓜生产基地和中日合作瓜类植种基地。日本专家举办了基础理

论讲座，系统讲授了合作植种的西瓜、甜瓜、南瓜、扁蒲等4种作物的生长

特性、植种的栽培技术及注意事项，受到中方技术人员的好评。
一 (十二)日本外科专家阿部忠昭来兰进行学术交流

’

应兰州市人民政府邀请，日本秋田大学心血管外科教授阿部忠昭和外科

医师樱田彻博士于1989年4月中旬至5月中旬来兰州，进行冠心病冠状动

脉搭桥手术临床示范指导和学术交流。阿部忠昭二人在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和兰州空军医院、兰州陆军总院开展“挂表状动脉搭桥”等8例高难度手

术，中国同行助术，取得成功。阿部忠昭等人还举办了1期学习班和7场学

术讨论会。

(十三)瑞典(SEF)秘书长布鲁姆斯来兰工作访问

应国家科委和兰州市引进办的邀请，瑞典高级人才基金会(SEF)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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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布鲁姆斯于1989年10月来兰州进行工作访问。布鲁姆斯此行重点是调研

征集兰州企业界聘请瑞典技术、管理专家来华提供咨询服务的需求和申请，

落实派遣专家人选，商谈合作交流项目，并了解瑞典专家在兰州的工作情

况。瑞典客人在兰州期间，先后参观了兰州炼油厂精密仪表厂、兰州黄河啤

酒厂、兰州搪瓷厂、兰州电机厂、兰州水泵厂和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市城建

展览，并与兰州市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举行了会谈。

(十四)日本专家正木昭来兰咨询

应国家科委科技交流中心的邀请，兰州市引进办于1989年10月接待了

来访的日本花甲志愿者协会第4次访华团。随团来访的建筑专家正木昭受该

协会派遣，为兰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提供技术咨询，在兰州工作14天。中

日建筑专家先后举行7次座谈会，交流建筑技术。正木昭介绍了连续混凝土

路面设计，施工养护及沥青路面的施工养护，并对兰州道路工程提出了建

议。

二、外国专家在兰州工作情况

自1987年至1990年，兰州市引进办共安排聘请了联邦德国、澳大利

亚、日本、瑞典等4个国家的21名专家在兰州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聘请国外专家，增强企业的外向发展能力

兰州水泵厂聘请的澳大利亚企业管理专家德加里斯全面系统地调查了该

厂的现状，将西方的管理经验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提出了近10万字

的《兰州水泵厂企业管理改革方案》，推动了水泵厂企业管理现代化和科学

化的进程。此后，兰州水泵厂又先后邀请瑞典水泵技术专家费斯泰德和联邦

德国水泵销售专家保叶尔斐德，研讨了引进螺杆泵技术，同国外同行企业合

作生产等意向，给企业外向发展创造了条件。1988年12月9日，联邦德国

啤酒专家费施勒被兰州市人民政府聘请为兰州啤酒厂厂长，1989年2月，

兰州市人民政府正式颁发证书。这是甘肃省、兰州市的第一任外籍厂长，任

期两年。不到一年，费施勒就提出了一系列的管理和经营方面的合理化建

议，指导应用联邦德国的先进技术，先后研制了“华德”啤酒和“费舒乐”

高级清凉饮料，改变了兰州啤酒厂单一型啤酒局面，增强了市场竞争能力，

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费施勒先生被甘肃省引进办推荐为专家代表，赴北

京参加了国庆40周年庆祝活动，荣获国务院外国专家局颁发的荣誉证书。

(二)与外国专家合作，在科研攻关课题上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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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早日掌握冠状动脉搭桥技术，兰州市邀请日本秋田大学医学部心外科

教授阿部忠昭和医学博士樱田彻来兰讲学，开展手术指导，还通过培养研修

生的渠道加快专业人才培养。1986年至1990年，兰州市共开展冠心病外科

手术治疗10余例，均获成功。兰州市建委重点研究的以水泥取代沥青建造

公路的课题，特邀日本花甲志愿者协会专家正木昭咨询指导。正木昭先生向

兰州同行介绍了连续混凝土路面的设计理论和方法以及施工、养护技术；对

路面的关键技术钢筋布置、胀缝处理、标准断面及水质比、砂率等作了详细

讲解；根据兰州气象水文地质资料，计算出兰州地区混凝土路面的设计参

数，为解决建路课题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

(三)学习专家优点，培养良好作风

引进的外国专家除业务上各有所长以外，最大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工作

认真负责。在兰州水泵厂工作的澳大利亚专家德加里斯以他严谨的工作态度

和严格的时间观念影响了全厂职工。厂方曾想安排他去敦煌旅游，他不愿占

用工作时间，多次拒绝。德国专家费施勒一再希望多干工作，对在兰州啤酒

厂浪费的时间感到忧虑。日本医学博士樱田彻在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帮助开

展心脏外科手术后，监护病情，一步不离，在医院传为美谈，促进了医务人

员的医德建设。

三、引进技术

(一)根据西北铝加工厂与意大利法塔公司签订的铝箔轧机引进合同的

规定，1990年1月中旬，法塔公司专家组一行3人来西北铝加工厂进行技

术服务，为期3个月，专家组由斯图尔茨、塞梅迪奥、塞迪组成。

(二)经兰州市引进办联系，1990年4月，日本花甲志愿者协会向兰州

皮革厂派遣皮革专家荻原长一来兰州进行咨询服务，以解决兰州皮革厂生产

技术中的急需问题。荻原长一先生被中国轻工业部聘为技术顾问。1989年

10月，他的《皮革技艺》一书在中国出版发行，得到同行的高度关注。

(三)应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邀请，联合国技术合作部能源专家

拉夫乔依和太阳能光电专家麦克耐尔斯一行2人于1990年4月26 El至28

日访问兰州，就联合国开发署援助甘肃省太阳能光电及其它项目进行了咨询

活动。在兰期间，两位专家举办了太阳能座谈会。’

(四)经兰州市引进办联系，日本花甲志愿者协会派遣农业育种专家本

村勉于1990年5月15日抵兰州，在兰州市科委所属的有关科研单位进行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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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服务，指导育种技术及互相交流，工作20天。

【五)应兰州通用机器厂邀请，1990年9月24日至10月7 El，西德籍

华裔金属表面涂层专家王业忠博士来兰，在兰州通用机器厂进行了PCVD

技术专题讲学，并在生产现场指导工作。王业忠博士参观了该厂生产车间。

经双方协商，签订了中国兰州通用机器厂与联邦德国王博士表面科技公司合

资建立表面科技公司的意向书。

(六)1990年9月25日至29日，兰州炼油厂接待了前来考察的加拿大

籍华裔专家吴居宏先生和夫人余淑君女士。吴先生曾于1988年10月担任该

厂自动化研究所技术顾问。

(七)应兰州宁卧庄高新技术开发区办公室和甘肃省引进办的联合邀请，

台湾蕉宁企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家望、台湾金农国际农业技术顾问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添亮、台湾农业十大精英陈老大和经理林金龙一行4人于1990年

10月上旬来兰州市参观访问。在兰期间，台湾客人现场考察了兰州市鸡场、

彭家坪果园、安宁区园艺所、秦王川西岔乡提灌工程，并与有关部门达成了

7项农业科技合作项目的意向性协议。

(八)1990年12月12日，日本富士通株式会社驻上海办事处的中岛一

郎先生来兰州，就兰州电信局扩容12000门程控电话交换机设备的施工，对

工前现场进行了勘察。

四、人才培训

(一)留学生

经甘肃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批准，日本秋田县县厅工作人员藤森建

司、藤森之子2人于1983年5月21日至1984年1月15日来兰州，在西北

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中国历史8个月。其学习经费由甘肃省资助，学习结束

后获进修证书。

经国家教委批准，朝鲜留学生张顺培、李浩2人于1983年9月至1984

年7月享受朝方奖学金来兰州大学，学习生物细胞工程一年，学习期满后获

进修证书。

经中国科学院批准，美国留学生周光宇于1986年至1988年来兰州沙漠

研究所学习风沙地貌专业，费用由中科院支付。该留学生在学习结束时获博

士后证书，其论文获得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研究成果奖。

1987年9月至1988年9月，西德留学生安荷莉、白茜2人自费来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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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文系学习中文，以便回国后申请学位。学习期满后获结业证书。

经国家教委批准，西德留学生苏姗娜、约克芮志娜2人自费于1988年

9月至1989年9月来兰州大学中文系学习中文。

经国家教委批准，苏联留学生亚历山大·乌拉诺维奇于1988年10月至

1989年4月来兰州大学物理系学习物理专业半年。其费用由教委支付，回

国后从事高层次研究。，

经国家教委批准，西德留学生萨拉娜于1989年9月来兰州大学中文系

学习中文一年，学习期满后获学士证书。

经国家教委批准，西德留学生阿里尔于1989年9月至1990年4月来兰

州大学中文系学习中文半年，期满后获学士证书。

经甘肃省政府批准，法国留学生拉尔夫、古都拉2人于1989年8月至

1990年8月自费来兰州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结束时获学习证书。

经甘肃省政府批准，挪威留学生邦德于1990年5月至6月来甘肃中医

学院自费学习针炙一个月，获学习证书。

经甘肃省政府批准，瑞典留学生莱士胡费德于1990年10月至11月自

费来兰州，在甘肃中医学院学习针炙一个月，获学习证书。

经甘肃省政府批准，德国留学生多尔格·帕特里杜和托马斯·西蒙娜2人

自费于1990年8月至1991年7月来兰州，在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中

文，学习期满后获学习证书。

经甘肃省教委批准，日本留学生永滨优子于1990年9月至1991年9月

自费来兰州大学中文系学习中文一年，以回国后申请硕士学位。其学习期满

获结业证书。

经甘肃省教委批准，德国留学生萨拉娜于1990年8月至1991年8月自

费来兰州大学中文系学习中文一年，以回国后申请硕士学位。学习期满获结

业证书。

(--)实习生

1．根据中古科技协定，古巴于1962年7月派马约等43名男性实习生

来兰州炼油厂培训机械和仪表维修技术一年，食宿在兰州友谊饭店。实习结

束时，古巴实习生2名达到中国技师水平，18名达到4级工水平，23名达

到2—3级工水平。

2．根据中国政府与阿尔巴尼亚政府签订的合同，阿尔巴尼亚氮肥厂41

名实习生于1965年3月30日来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化肥厂实习培训。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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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月20日培训结束。其中有12名实习生按原定协议在兰化实习半年之

后，于1965年9月赴意大利实习，4名实习生经阿驻华使馆同意提前回国，

其余按期完成培训。 ，

。

3．根据中柬签订的“关于中国为柬埔寨炼油厂培训实习生的合同”，柬

埔寨于1978年9月派出以博林为领队的146名实习生分别来兰州炼油厂和

玉门石油管理局实习，其中在兰炼实习的有100名。同年底，因越南侵略柬

埔寨战事紧急，柬实习生思想产生波动，提前回国。

4．经国务院引进办批准，由甘肃省引进办选送的兰州啤酒厂白咸忠、

王悟我、吴仲英组成的实习生小组于1989年5月上旬赴瑞典参加优质啤酒

酿造技术和管理的实习培训。其中白咸忠、王悟我为期60天，吴仲英为期

20天。 ．’

(三)研修生(往来) ．’

自1983年到1990年，兰州市派往日本的各类研修组共8批，计36人

(次)。同时，兰州市接待了日本秋田市的对ISl研修生团7个49人(次)。通

过双方的交流，促进了两市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和农业科技等

领域的发展。

1．兰州市农业研修生

1983年5月至11月，兰州市选派龚大明、于宗道、王建成3人赴日本

秋田市进行农业研修，学习了果树、蔬菜栽培及病虫害防治技术。在日本，

研修生分别住在3个农民家中，学习条件、生活环境良好，，使研修任务得以

圆满完成。回国后，研修人员介绍先进经验，开展生产试验，在防治黄瓜枯

萎病课题上取得了成绩。
‘

2．秋田市短期文化研修生

1984年7月21日至8月4日，日本秋田市短期研修生高山泰彦等一行

5人应兰州市邀请进行短期研修，实际研修时间7天，具体研修了兰州市环

境保护、地理自然、文化教育、工艺美术和书法等课题。研修生们参加了兰

州市纪念兰州、秋田两市结好二周年活动，赴敦煌、酒泉等地参观。

3．兰州市医疗研修生
‘ ‘

1984年8月，兰州市选派黄国栋、谢定雄、郑兴基3人赴日本秋田研

修心肺外科内窥镜等医疗技术，为期6个月。其中黄国栋、郑兴基2人于

1985年2月学成后回国。谢定雄以1985年的研修生身份再学习半年。

4．兰州市日语进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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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2月至1985年4月，兰州市应日本八户市El本友协的邀请，

选派韩静宇、张玉珍赴八户市进修EI语，期间教授中文，为期4‘个月。

5．兰州市医疗、城建研修生

1985年8月，兰州市选派赴日本秋田市的研修生3名。其中兰州市第

一人民医院心外科医师谢定雄继续研修1984年项目；新派城市道路建设、

给排水管理方面的研修生俞远、万里，研修期为6个月，于1986年2月回

国。

’6．秋田市暑假短期研修生

1985年7月下旬至8月中旬，日本秋田市暑假短期研修生越后谷一郎

等一行5人应邀对兰州市的医疗卫生、体育及中小学教育等进行了为期一周

的研修考察。除兰州市外，他们还在酒泉、敦煌、嘉峪关、西安和北京等地

作短暂参观。秋田市研修生在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举行了学术报告会；在兰

州结核医院同该院医师联合做了胸外科手术；同兰州医学院、甘肃省中医

院、甘肃省卫生学校、城关区医院的同行座谈交流了医疗学术问题。研修生

还考察了兰州市中老年人体育保健状况，参观了群众晨练活动，参加了长寿

老人及中老年医疗保健座谈会。在教育系统，研修生参观了东郊学校、实验

小学、七里河小学、城关区进修附小，定西路小学、兰炼小学和育红幼儿

园，观看了兰州市少年宫的少儿文艺节目和第二课堂活动，并与兰州市教育

界人士交流了学校、社会及家庭教育情况。

7．秋田市短期研修生团

1986年7月23日至8月3日，El本秋田市短期研修生团和田忠等一行

7人来兰州进行短期研修。秋田市研修生就兰州市的体育、教育、医疗、果

树栽培、市民家庭生活等项专题进行研修，并同兰州市有关方面的人士座

谈，交流了业务情况。兰州市外办、市体委、市教育局、市卫生局、市农牧

局等单位为秋田市研修生提供了客观事实，周到便利的研修对象和条件。在

兰州期间，研修团还参加了兰州、秋田两市集邮联展活动，游览了市容景

观、兰山公园、兴隆山，参观了省博物馆、雁滩乡、一兰州一毛厂等。

8．兰州市医疗研修生

1986年12月16日至1987年6月10日，兰州市第三批医疗研修生卓善

弘、袁禄和、吴丽荣一行3人赴日本秋田市立综合病院研修考察，学习耳鼻

喉、消化系统等方面医疗技术，为期半年。
、

9．兰州市专业研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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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7月，兰州市派出市政、农艺、语言专业研修生周新民、管承

均、姚建利‘、黄新利等4人，赴日本秋田市研修排水施工与管理、葡萄苹果

栽培和日语，为期半年。

10．秋田市短期专业研修生团

1987年7月24日至8月6日，以医学教授正宗研为团长的日本秋田市

短期专业研修生团一行8人，应兰州市人民政府邀请进行研修和考察。研修

期间，正宗研教授同兰州市7家医院的400多人次医学界人士见面，举办学

术报告会1场，专业座谈会11次。玉川芳春副教授协助兰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成功地做了两例肝动脉栓塞手术，并支援带来的医疗器材和药剂，价值

2000元人民币。庄内昭男等2人参观甘肃省博物馆和市级各剧团的排练，

考察了兰州文物，参观了清真寺的宗教活动。渡边克博参观敦煌路小学受到

热忱欢迎。棕良子参观了14个生产点，4个乡村企业，访问了8家农户和1

所农村幼儿园。

11．兰州市医疗、农业研修生

1988年7月，兰州市人民政府派出医疗、农业研修生芦永祯、宝维兰、

王健、李秀贞等4人，赴日本秋田市进行专业研修和学习交流，为时6个

月，于当年年底回国b

’12．秋田市暑期专业研修团

1988年7月26日至8月9日，以大友康二为团长，进藤和夫为副团长

的日本秋田市暑期专业研修团应兰州市人民政府邀请，就医疗卫生、教育、

文艺、体育及老龄化等问题，进行了为期两周的专业研修和参观访问。兰州

市外办负责接待，采取分头实施研修的办法。团长大友康二和齐藤芳子参观

考察了兰N-中、十四中学和少年宫、科学宫以及兰州师范学校、敦煌路小

学、定西路小学、兰大附小、实验幼儿园、民族幼儿园、兰炼幼儿园等校园

的教育情况；参观了兰州市体委、西固区体委和长风机器厂、兰州电机厂等

单位的体育活动；考察了石门夏令营活动点及兰州中学生画苑、中学生乐团

的活动情况。副团长进藤和夫与饭岛寿作美、吉田庆嗣分别同兰州市第一、

第二、第三医院及市药检所的专家切磋医疗技术，并与同行一起做了消化道

肿瘤切除手术；参观了省中医院、省中医学校、省肿瘤医院等单位，举行了

10场学术报告会、专业座谈会。伊藤茂树、齐藤勇一、山内孝子等人参观

考察了兰州市民政局福利院和安宁、西固、七里河三区以及兰化、兰炼、市

老年体协等单位和老年人福利、体育、供养活动情况。研修团在兰州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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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游览了兰州市容，参观了拉卜楞寺，游览了兴隆山。

13．兰州市煤气研修培训组

1989年8月21日，兰州市派出煤气研修培训组朱刚德、秦立起、范

威、张令文、朱健颖、薛燕一行6人赴El本八户市研修学习高氢煤气技术，

为期4个月，于当年12月下旬回国。这批研修人员是根据兰卅I市与八户市

煤气株式会社的有关协议派出的。鉴于兰州市煤制气长输管线敷设工程将于

1990年开工，在不停产条件下进行管道防爆焊接抢修，是一个亟待解决的

高难度技术问题。经国际科技交流中心审查批准，兰州市引进国外智力办公

室组织了兰州煤制气工程指挥部选派的6名技术骨干，赴日本八户市研修学

习煤气工程有关技术。

14．秋田市短期专业研修团

1989年10月21日至11月8日，日本秋田市以小川哲郎为团长的短期

专业研修团一行8人应兰州市政府邀请，在兰州就医疗卫生、教育、文化艺

术及农业等专题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研修和考察。研修生一行分别在兰州市文

化局、教育局、卫生局、商业局、农牧局、农科所和城关区政府的安排下，

到所属有关剧团、学校、医院、商店、农民家庭等处进行专业研修活动。研

修生团中的凑浩一郎医师在兰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做了“日本精神病简况”的

专业报告，并代表秋田市市长向该院赠送画册一套；狩野博行医师在兰州市

口腔医院作了“日本牙科医师的工作与新型齿科材料的应用”的学术报告，

同该院医生交流了牙病治疗技术，并向医院赠送了价值1500元人民币的齿

科材料20余种，其中包括光固化材料和烤瓷牙。在兰期间，研修团人员还

参观了兰州市容、景点和甘肃省博物馆，游览了五泉山、白塔山公园。研修

团一行在兰州友谊饭店与各接待单位负责人见面，受到热情欢迎。

15．兰州市专业技术研修生 一一，

根据兰州市与秋田市的友妊交流项目，兰州市派出专业研修生赵世爱、

翟庆平、张延河、毛杰等一行4人，于1989年10月25日至1990年4月底

赴日本秋田市就医疗、饭店管理、蔬菜病虫害防治、果树栽培等专项技术，

进行为期半年的专业研修。在秋田市役所企划调整课的安排下，兰州市研修
． 生一行拜会秋田市役所，了解了日本国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交通规则等

常识，并分别在秋田大学医学部、秋田市役所农政课、秋田县农业试验场、

秋田县果树试验所等单位进行专业技术研修。秋田市方面全面负担了兰州研

修生在151本期间的交通、食宿、学费及保险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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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秋田市短期文化研修生团

应兰州市人民政府邀请，以丰岛庆男为首的13本秋田市短期文化研修生

团一行8人，于1990年10月9日来兰州进行专业研修。研修团在兰州研修

8天，并参观访问了敦煌、西安，于10月27日经北京回国。这次研修活动

是根据兰州、秋田两市1989年签订的((1990年友好交流协议》具体实施

的。研修生团由秋田市医学、社会科学、文艺、教育、营养学等方面的学者

组成。研修期间，13本学者分别参观考察了兰州市建委、教育局、卫生局、

市体委、市经济研究中心、友谊饭店等有关部门和所属单位，就各自关心的

课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丰岛庆男对兰州少儿的体育、体能情况开展研究，

还对体育运动员、教练员的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加贺谷实和工藤宽子考察

了兰州民众的饮食状况，列表调查了中国食品结构、家庭饮食和医院营养配

置情况。铃木行三和船木宽伴研究了中西医结合的特点及现状，重点考察了

针炙学的应用和气功疗法。进藤刚了解了改革开放以来兰州经济取得的成

果，并同大学学者就经济学有关问题进行了交流。金子贤男考察了兰州市的

教育情况，参观了中、小学校，比较了中日教育体制的差异。五十岚典彦对

兰州古建筑及民居进行了调查研究。研修期间，日本学者还游览了兰州市容

及园林景观。

17．兰州市专业研修生

1990年7月，根据兰州、秋田两市的交流协议，兰州市选派自来水工

程、园林绿化、行政管理方面的4名专业研修生，赴日本秋田市进行为期半

年的学习和研修。

(四)兰州市派外研修生成就综述

选派有一定造诣、专业对口、具备口语基础的专业人员到日本对口单位

进行研修，以学习对方的先进技术知识，是兰州、秋田两个友好城市交流中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修生回国后，给他们提供必要的条件，提出具体要

求，不定期检查研究项目的进展和推广情况，使学到的先进技术全面开花，

具有省时间、少花钱、见效快的特点，对于进一步加快兰州市的经济发展步

伐，很有益处。

1983年首批研修生的任务是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龚大明等人回国后。

在黄瓜枯萎病的防治和提高苹果商品率方面的试验取得成效。黄瓜单株产量

提高70％至160％。农业研修生于宗道运用所学知识，对兰州特产“金冠”、

“元帅”、“国光”3个苹果品种进行了西维固化学药剂疏果实验。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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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药剂疏果比人工疏果提高工效20倍，单果重量平均提高26％，含糖量

提高2％。1984年选派医疗研修生赴日学习，同样取得实效，促进了兰州市

医疗水平的提高。内窥镜研修生郑兴基将技术应用于临床，回国一年内共作

胃镜检查400例，时间由原来的15分钟缩短到了3分钟，减轻了患者痛苦，

提高了诊断水平。另外，他还作了逆行胰胆管造影检查28例，成功率由原

来的50％提高到90％以上。肺外科研修生黄国栋回国不久，在医院支持下

建起肺外科，填补了兰州市结核病院肺外科手术的空白。由他做的17例肺

外科手术，疗效普遍较好。心外科研修生谢定雄在秋田市期间学业优良，在

日本高难度心脏手术中担任第二主刀，获得成功。他还在日本医学界学术研

讨会上发表了两篇专业论文，引起秋田医学界的关注。秋田大学病院教授阿

部忠昭认为谢定雄人才难得，专门致信兰州市政府，建议延长他的研修期

限。谢定雄在兰州市政府的特许下于1985年学成回国，1986年即作一例心

脏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成为兰州市心外科高难度手术的成功首例。此后，他

还多次与来访的日本医疗人士合作，进行心外科手术交流。1987年派往秋

田市学习日语的研修生姚建利经半年学成回国后，在兰州市外国语学校举办

的两期日语培训班担任初级班教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兰州市科委农艺师

管承均在秋田市研修水果栽培，以踏实的作风和虚心的态度感动了秋田县果

树实验场的职工。回国前，场方破例赠送了6个苹果品种、5个梨品种、9

个葡萄品种的枝条，均在兰州培育成活，对水果更新换代、增添品种起到了

有益的作用。

此外，兰州市还选派服装研修生去日本，焊气研修生去捷克、日本学

习，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第四节 文化交流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兰州对外文化交流日趋扩大，文艺团体

出访演出达100多次，内容包括文艺表演、文物展览、文化交流等。同时，

有近200个外国文化艺术团体先后来兰州表演、展览和访问。另外，电视、

出版、体育等方面的对外交流也很活跃，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一、越南民主共和国15年成就图书展在兰展出

1960年10月，根据中越文化合作协议，越南民主共和国15年成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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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展览在兰州工人文化宫展出，为期20天，有250种图书、45个版面，展

览面积达200平方米，主要介绍越南民主共和国建国15年间各方面的成就。

图书展由甘肃省文化厅和外事办公室负责。

二、赴日观摩亚洲棒球锦标赛

1987年8月下旬，第14届亚洲棒球锦标赛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国国家

体育运动委员会组织参观团，赴日观摩了这次比赛活动。参观团由北京、兰

州等7个省市的体育人士组成。兰州市体委主任傅延明代表兰州市随团前

往，在外共12天。

三、兰州市少年棒球友好交流团访日

1988年7月29日至8月9日，应日本爱知县刈谷市软式棒球联盟会

长、爱知县议会议员冈本辰己的邀请，以兰州市体委主任傅延明为团长的兰

州市少年棒球友好交流团一行19人，赴日本访问。交流团在日本期间，参

加了日本全国少年软式棒球大会，观摩了棒球大会的半决赛及决赛。在刈

谷、丰田、碧南等市进行的10场棒球友谊比赛中，该团以九胜一负的成绩

获得“优胜杯”冠军。交流团访问了刈谷市政府，出席了欢迎宴会，并与刈

谷市草签了《兰州市体育总会棒球协会与刈谷市软式棒球联盟关于开展体育

交流的意向书》。另外，兰州市少年棒球友好交流团还参观游览了大阪、刈

谷、名古屋、静冈等市及丰田汽车修理厂。由此，兰州、刈谷两市体育界人

士和少年棒球队员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四、刈谷市少年软式棒球友好访问团访兰

1989年8月10日至13日，以外山正为首的日本爱知县刈谷市少年软

式棒球友好访问团一行34人，应邀抵达兰州进行访问比赛活动。这次访问

是对兰州市少年棒球友好交流团1988年7月访问刈谷市的回访，旨在加深

中日两国少年棒球运动员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促进兰州、刈谷两市的体育交

流与合作。访问团受到兰州市人民政府、市外办、市体委和市棒球协会的热

烈欢迎。兰州市市长柯茂盛、副市长王振军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在兰州市体委

训练厅会见了访问团全体成员。在兰州红山根体育场举行的棒球比赛中，兰

州各地的1．4万名中小学生到场观看，柯茂盛市长致欢迎词，中国棒球协会

副主席张维国至开幕词，刈谷队分别战胜兰州市少年棒球冠亚军——兰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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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队和何家庄小学队，捧走“优胜杯”。在兰期间，访问团游览了兰州市容、

兰山公园和兴隆山，参观了刘家峡、炳灵寺、少年宫、科学院，并与兰州市

中小学生进行了联欢。

五、日本雅乐回乡友好访华团来兰州访问

1988年8月23日至30日，以花小院亲思为团长的日本法隆寺“飞天

供养”雅乐回乡友好访华团一行143人，应中国佛教协会的邀请，抵达兰

州、敦煌访问演出。

日本法隆寺“雅乐”，原系在公元五世纪前后从中国传人日本的舞乐，

在中国早已失传。法隆寺此次组织大型团体到丝绸之路作“飞天返故乡”的

雅乐演出，是为了实现雅乐回乡的夙愿。雅乐团向敦煌研究院赠送了文物保

护赠金，参观了莫高窟。日本客人在兰州参观了五泉山嘛呢寺，在甘肃省人

民政府礼堂表演了雅乐，并与甘肃省歌舞团有关人员进行了座谈。

六、国际横穿南极探险队来兰州参观访问

1990年5月12日至19日，国际横穿南极探险队一行15人，应邀抵达

兰州、敦煌参观访问。

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省长贾志杰、省政协主席葛士英、副省长张学忠

及兰州市市长柯茂盛会见了探险队全体队员。客人访问中科院兰州分院、冰

川冻土研究所和兰州大学，观看甘肃省艺术学校学生表演的敦煌舞姿艺术和

甘肃省歌舞团演出的大型舞剧《丝路花雨》，参观甘肃省博物馆民间民俗展

览和出土文物展览，游览兰州市容和白塔山公园、兰山公园，并在白塔山公

园栽植友谊树；然后赴敦煌参观莫高窟、月牙泉及嘉峪关等名胜古迹。客人

所到之处，都受到盛情款待和热烈欢迎。兰州市市长柯茂盛向来访的5名探

险队员和2名辅助队员颁发了《兰州市民荣誉证书》。横穿南极探险队队员、

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副研究员秦大河随队来兰州，出席专题报告会。

七、埃塞俄比亚科委代表团来兰访问

1990年5月19日，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科委主任阿贝贝穆伦率

埃科委代表团一行4人，应国家科委邀请抵达兰州参观访问，考察旱作农业

及沙漠治理情况。甘肃省科委副主任刘钧到兰州中川机场迎送客人，并陪同

代表团参观了榆中太阳能基地、兰州沙漠研究所、白道坪沙田栽培及北山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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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阿贝贝穆伦认为：“中国的成功经验对埃有实际意义”。甘肃省副省长

张学忠会见了埃塞俄比亚科委代表团。

八、兰州大学逸夫科学馆落成典礼

1990年7月21日至22日，应国家教委邀请，香港广播电视有限公司

董事长邵逸夫先生一行20人乘专机抵达兰州、敦煌参观访问。

邵逸夫先生原籍浙江，早年在上海、新加坡经商，后定居香港，热心资

助内地的教育事业。自1986年以来，他每年向内地高等院校捐款。邵先生

此次来兰访问主要是参加兰州大学逸夫科学馆落成典礼，参观新建成的西北

大学图书馆，并赴敦煌参观游览。邵先生曾于1985年向莫高窟捐款14万港

元，在洞窟内增加了保护壁画的玻璃屏。在兰期间，甘肃省省长贾志杰、副

省长张学忠会见并宴请了邵逸夫先生一行。

九、日本刈谷市棒球和柔道教练团访兰

1990年8月7日至24日，日本爱知县刈谷市棒球和柔道教练团一行7

人，应邀抵达兰州指导训练。教练团在兰州红山根田径场及体育馆进行了累

计15小时的柔道、棒球教学，并同兰州青年队举行了教学比赛，后赴敦煌

参观游览。

十、日本刈谷市少年软式棒球访华团

1990年8月8日至18日，日本刈谷市少年软式棒球访华团一行45人，

抵达兰州进行交流比赛。棒球团与兰州市西固、安宁、城关等区少年棒球队

进行了4场友谊比赛。在兰期间，兰州市市长柯茂盛会见了刈谷市棒球团全

体成员。比赛之余，棒球团游览了五泉山、兴隆山及兰山公园、安宁桃园，

受到有关方面的热情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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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外国侨民

第一节 外国侨民的来源

新中国成立前，兰州是全省外国侨民比较多的地方，在兰的外国侨民主

要由俄国、德国、美国等14个国家侨民组成。其主要来源是：

(一)俄国侨民

民国9年(1920年)至10年(1921年)十月革命后，来到中国西北的

原沙俄七河省军区中将司令阿年可夫等500多名官兵，起先被安置在敦煌千

佛洞。民国11年(1922年)，甘肃省督军兼省长陆洪涛将其及余部送往兰

州阿干镇羊寨村居住。民国16年(1927年)，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奉外

交部公函，将阿年可夫引渡回苏联。其余人员陆续遣至天津、上海、转而去

苏联，部分留居兰州。民国37年(1948年)9月21日，中国当局又将侨居

兰州的沙俄时代侨民141人送往上海，转送回苏联。民国38年(1949年)

兰州解放时，侨居在兰州的沙俄时代侨民只有161多人，配偶大都是华人。

到了五六十年代，兰州市区还能经常看到一些俄国侨民(解放后称俄罗斯族

人)。

(二)德国侨民

主要是来兰传教的天主教神父、修女等，人数有20余人。这些人长期

在兰从事传教活动，其中有的以传教为名在华从事间谍活动。新中国成立

后，兰州市天主教界开展了以“三自”革新为中心的反帝爱国运动，先后挖

掘出了以濮登博(德国人、天主教兰州总主教区总主教)为首的帝国主义间

谍分子，1953年，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将这些间谍分子进行惩

办并全部驱逐出境。其余在兰的德国籍天主教神父、修女也陆续离开兰州回

国。

(三)美英等国侨民

这部分人主要是来兰进行传教的基督教教士，人数不多，但来兰时间很

长，在传播基督教时，还办了许多教会医院和学校。新中国成立后，英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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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在兰州市宗教界开展革新运动期间，都撤离回国。

第二节 侨民的民族构成及宗教活动

俄罗斯侨民大都是斯拉夫人，信仰东正教。而其他在兰外国侨民主要是

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士。 ·

基督教传教士从清光绪二年(1876年)就已在甘肃活动，以英国为背

景的“内地会”先后在兰州设立了分会。内地会会址初期设在五泉山附近，

后迁至张掖路山字石路口，先后在这个教会的有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濮

司满、濮马河、穆尔等传教士。民国3年(1914年)甘肃筹边使张广建允

许基督教会在兰州设立医院，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金品三在兰州黄河北王保保

城设立了福音医院，还在南门外创办了金城小学、华英中学等，由英籍牧师

亲任校长。金品三在兰以办慈善事业为名进行传教，敲诈勒索民众财物，后

因乘羊皮筏子过黄河溺死水中。

天主教在甘传教时间比较晚，民国10年(1921年)9月，英、美等国

传教士不断侵入兰州，以办“慈善”事业为名，开办教会学校和医院。民国

13年(1924年)，德国天主教神甫濮登博等来兰，在兰州颜家沟修建天主教

堂。民国14年(1925年)12月，梵蒂冈天主教廷改甘肃北教区为兰州主教

区，以濮登博为主教。1929年，兰州天主教“圣神会”修女在道升巷创设

诊疗所，德国人“尚修女”(本名不详)负责，人员5至6人。天主教“慈

爱会”在东关畅家巷教堂内，开设“公教医院”，德国人思××(本名不详，

人称“思大夫”)任院长。民国29年(1940年)左右，在一次日本飞机轰

炸兰州时，被炸死。德国人菲德曼继任院长。解放初，天主教在兰州有5座

教堂，外国神甫8人，修士3人，办有学校、医院、育婴院、修道院、圣言

会、圣家会等。1950年，兰州市天主教界开展了以“三自”革新为中心的

反帝爱国运动。兰州市司法机关依法惩办了天主教中的间谍分子濮登博(德

国人、天主教兰州总主教区主教)、赵承明(德国人、兰州总主教区副主

教)、海德基(奥地利人、兰州天主教堂修士)等，到1953年底，全省天主

教中的间谍分子全部驱逐出境，兰州天主教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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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涉外案件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的涉外案件

一、破坏文物案

民国24年(1935年)3月12 13，英国人巴慎思(英文《北平时事日

报》特约记者)，随带翻译汪铭洲(吉林省人)、役夫毛殿荣(北平人)由西

安来兰州，住江苏旅社。3月22 13离兰赴敦煌千佛洞时，巴慎思违背条约，

暗用铁器撬取洞内挂像，窃装车内，当即被查获。4月26 13，敦煌派警押

抵兰州。 ．

二、破获日本间谍案

民国26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特务机关派横田等日本籍

特务3人，押着满载航空汽油的骆驼100余只，从宁夏磴口县去安西县设立

军用航空站。其目的是与德国希特勒空军建立13德航空联络点，切断中苏国

际交通线。同年7月，国民政府治安机构在甘肃安西等地破获13本特务案两

起，捕获日本间谍江崎寿夫、大西俊仁、松本平八郎、横田等13人，押抵

兰州。经军法审判于9月14日在兰州安定门外行宫处决。

三、抢劫援华物资案

民国27年(1938年)7月12日，苏联援华抗战军用汽车两部，行驶在

榆中县金家崖时，遭王伯虎一伙土匪抢劫，并击伤苏联驾驶员数人。案件发

生后，甘肃省政府警察局组织人员进行破案，并在宁定县(今广河县)太子

寺捕获王伯虎等5名匪徒，押抵兰州后处决。

四、违反土地管理案

民国30年(1941年)，兰州博德恩医院经理、英人任守福，立契将兰



·J J2· 兰州市志·外事侨务志·外事往来

州市五泉山东龙口门牌94号宅地一处出卖于陇南同乡会。兰州市政府认为

违反《内地外国教会租用土地房屋暂行章程》之规定，不合法定手续，应依

《暂行章程》第九条规定，撤消其买卖之权，再照原价收为公有，并由政府

准予该同乡会承买，庶主权法令双方均可兼顾。民国30年(1941年)8月

2日省政府批复，尚无不当，准以所请办理。

五、飞机失事案

民国36年(1947年)10月，美国《时代生活》杂志女记者史蒂芬乘由

兰州飞往迪化(今乌鲁木齐)飞机在嘉峪关上空失事，飞机残骸在嘉峪关西

北小学附近发现，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涉外案件

一、破获外国间谍案

1950年，兰州市天主教界开展了以“三自革新”为中心的反帝爱国运

动，在这场革新反帝运动中，先后挖掘出了濮登博(德国人，天主教兰州总

主教区总主教)、赵承明(德国人，天主教兰州总主教区副主教)、海德基

(奥地利人，兰州天主教堂修士)等人私藏的手枪2支，子弹300多发，以

及拆散的电台零件，密码本700余件，书面情报一部，情报照片500多张。

并依法惩办了天主教中的间谍分子。1953年后，濮登博等间谍分子经甘肃

省兰州市人民法院依法惩办，并全部驱逐出境。

1968年3月12日，兰州市公安局破获英国间谍案。在兰州化学工业公

司石油化工厂工作的英国维克斯一吉玛公司工程师乔治·瓦特(英国人)、彼

德·迪卡特(联邦德国人)在中国工作期间，以特务手段窃取了中国的军事、

政治、经济和文化大革命等重要情报，大量偷摄我国禁区照片，严重危害中

国的安全，被公安部门逮捕。1968年3月15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东

方红广场举行公判大会，以间谍罪判处乔治·瓦特有期徒刑3年，彼德·迪卡

特被立即驱逐出境。16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

1969年10月22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宣判大会，判处美国间

谍鲁茨·封·汗林德(联邦德国籍)有期徒刑十年。1965年10月，特鲁茨·

封·汗德林来中国后，以开箱检验员、现场秘书身份为掩护，窃取中国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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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5月，日本留学生土田成人持外国人旅行证来兰旅行。5月14

日，土在乘54次火车从酒泉返兰途中，未经允许，在清水火车站下车，停

留4个小时后又乘244次列车，被该地铁路职工发现。因清水地区为中国重

要军事禁区彳经省公安厅批准，兰州市公安局对其进行了询问，除指出其违

章旅行外，。’尚未发现其它问题，公安机关令其写了书面检讨，给予批评教

育。

1984年9月1日，丹麦人耐勒(Lene，女，20岁)由广州签发入境签

证，有效期至12月15日。1984年12月23日，耐勒从兰州乘汽车至夏河、

武都，所持伪造旅行证被中方发现，令其中止了旅行。

英籍华人窦名魁，1985年应兰州商学院聘请来兰州任教。窦到职后，

学院发现其实际教学水平差，喜与女性结友，经常情绪冲动，到处乱写乱

画，甚至赤身裸体到处乱跑。经兰州市精神病院诊断为“感情性精神病狂燥

症”，在其住院期间，未经兰州市公安机关批准，兰州商学院又派车送窦前

往非开放区临洮县旅行。鉴于兰州商学院严重违反《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法》

第12、18、21条之规定，兰州市公安局限期令窦离境，并对商学院处以

500元罚款。

1988年12月10日，捷克斯洛伐克刘琪卡·考茨娜娃，由北京入境后长

达71天，未向中国公安机关申办居留证件，违反了《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法》

第13条及该法实施细则第19条。根据该法实施细则第42条之规定，兰州

市公安机关对其处以200元罚款。同行者还有米洛斯拉·考茨娜、依瑞·陶茨

娜。

1988年11月2日，苏联人沙什金，由二连浩特入境后，先后经沈阳、

大连、长春等地于1989年3月27日来兰州。其入境后未向中方登记机关申

办临时居留手续，违反《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法》及《实施细则》第13款第

19条。兰州市公安机关查证后，给予沙什金以警告处罚。

1989年12月30日，由中国旅行社兰州分社接待的英国蒸汽机车爱好

者旅行团(6人)和瑞士蒸汽机车爱好者旅行团(2人)去武威，留宿武威

天马宾馆。中国旅行社武威支社明知这批外国人未持去非开放地区的有效证

件，但于1990年元月1日起，先后4天派导游李春梅、张肖浩2人乘宾馆

汽车，陪同8名外国人去天祝县乌鞘岭至九龙沟段的铁路沿线，大量拍摄该

地区的地形、高山、铁路走向和机车运行等。期间，武威市公安局先后于元

月1日、2日前往天马宾馆查验这批外国人的证件，武威支社负责人王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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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编造“旅行证省公安厅已经办了”，“证件在兰州分社”等理由拒绝查验。

元月4日，天祝县公安局派人在现场扣留了8名外国人的护照，制止了他们

的违法活动。经审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法》的有关

规定，元月5日，天祝县公安局依法没收了外国人非法拍摄的24卷胶卷，

令其写出书面检讨，并处以罚款。对直接责任者武威支社的法人代表王正

明，导游李、张等人，令其写出书面检查，并处以罚款。

四、涉外交通事故案

1985年9月20日上午，英国促进旅游团5710团全体35人，从敦煌参

观后返回酒泉途中(其中3名英国旅客坐一辆上海牌小汽车)。车行至兰新

公路846公里处时，与酒泉地质队的一辆北京吉普车相撞。英国人塞德瑟米

尔(60岁)当场死亡，其余人员被急送附近矿区医院抢救。经医院检查，

死者原有心脏病，五根肋骨骨折。英国驻华一秘兼领事兰克·乔·萨维奇先生

为此专程来兰州处理此事。24日，英国促进旅游团驻香港办事处传来死者

家属电报，同意尸体火化，骨灰运回英国。26日上午9时，死者遗体在兰

州华林山火化，骨灰由兰克先生带回北京，再由英国驻华使馆转交其家属。

另外2名伤员由省上派直升飞机，从矿区医院运回兰州治疗，痊愈后回英

国。

1987年11月12日，新西兰公民梅拉妮(Melani Fcranko)，兰州铁道学

院教师。在兰州西站3路公共汽车站乘车时摔伤。事故发生后，该车队负责

人当即将其送往兰空医院治疗，并通知兰州铁道学院，该院副院长张鸿哲与

校办人员立即赶到医院。经诊断为左臂肘部开放型粉碎性骨折。后又移往条

件设施更好的兰州军区总医院治疗，经该院手术治疗，情况良好。

五、敲诈外宾案

1985年5月14日中午，两位美国来宾(1男1女，50岁左右)在兰州

市农民巷农副市场游览时，行至摊贩刘福威摊位前，女宾买了2斤苹果

(1．50元／斤)，付了6元外汇券刚要走时，小贩刘福威依然索要外汇，并伸

手说：“再给一张，再给一张”。外宾见此扔下苹果愤然而去。这是一起敲诈

外宾竹杠，丢中国人脸的涉外事件，造成了不良影响，引起在场群众的义

愤，受到省、市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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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涉外纠纷案

1986年9月，，意大利人费雷奥，随意大利米特拉斯旅行社组织的7人

旅游团来兰州、敦煌旅游。在返回金城宾馆途中，因车内放录音音量大小与

司机发生纠纷。费雷奥用脚猛蹬司机王进奎的右臂，致使方向盘左偏，几乎

造成行车事故。费雷奥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出人境管理法》

第5条规定。兰州市公安机关对费处以150元罚款，并责令其向司机和翻译

当面赔礼道歉。

七、行为违反治安处罚案

1987年5月25日下午，日本人井上恭来兰州旅行期间，到兰州市公安

局外事科反映自己在拉萨被盗去一些食物及书籍等物品，要求给其开损失证

明。因事件发生不在兰州境内，而且失物不属于贵重物品，兰州市公安局外

事科拒绝为其开具证明。井上恭砸翻该科茶几，无理取闹，并对外事警官方

益拳打脚踢，乱喊乱叫，态度粗暴，并在笔记本上写到：“我欲杀中国人”。

井上恭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条例》第8条、19条、22

条和(oe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法》第16条规定。兰州市公安机

关给予井上恭罚款200元和赔偿经济损失35元，注销其原签证，并缩短其

在中国的停留期限，由原来7月5日缩短为6月6日前离境。

1989年9月30日，英籍旅客史蒂芬·约翰尾夫思从新疆红其拉甫山口

入境来中国旅游。11月30日史乘144次列车于12月2日行至兰新线大路

车站时，列车临时停车，史下车购买物品时与小贩发生争执，列车启动后史

欲跳车，列车员许世毅为安全起见上前阻拦，史十分粗野地向许的面部猛

击，致使许的鼻子出血，史第二次再跳时，许忍痛再次制止，史竞双手卡住

许的脖子，致使许鼻软骨右翼骨折。甘肃省公安厅经调查查证后，依法对史

处以治安拘留15天，并责令史负担许的全部医疗费用。

八、外宾猝死案

1988年2月20日，英国专家享利·辛普森(男，55岁，于1987年随美

国凯洛格专家组来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在西安参观游览时感到胸闷、疼痛，

在解放军33医院检查观察数小时后，病状有所缓解，要求出院返回兰州。

其在乘188次列车回兰州途中，病情恶化，心跳、呼吸已停止。到达兰州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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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兰州铁路中心医院医务人员紧急抢救仍无效，上午8时30分诊断为

猝死。英国驻华大使馆通过英国罗兰兄弟国际殡葬公司委托八宝山殡葬管理

处为享利·辛普森办理了尸体处理工作，后空运至北京，遗物转交了英国大

使馆。

1989年7月23日，应中国国际体育旅游公司的邀请，由日本福田文二

先生组织的中日友好祁连山登山队一行8人，在访问兰州、敦煌期间，福田

文二先生突患脑溢血病，经医院多方抢救治疗无效，于1989年8月8日晚

11时病故，终年61岁。8月10日，省体委收到日本驻华大使馆领事部委托

书，中国登山协会派汪铁铭于8月11日专程来兰州，全权处理福田文二先

生遗体火化事宜。日本全团人员在8月12日火化遗体时按日本习俗举行了

悼念仪式。骨灰由其日本同伴携带回国。

1990年4月14日凌晨1时30分，英籍巴巴拉·长梅伦，女，由银光化

学工业公司宾馆房间阳台坠落，当即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于1时46分死

亡。经查，巴巴拉是为了劝阻德国籍克劳斯夫人与丈夫吵架跳楼而意外摔下

去死亡的。根据死者亲属要求，将尸体运回英国。银光公司职工医院对尸体

做了防腐处理，于4月21日将灵柩由兰州空运到北京。

九、出国出走案

1989年10月21日，出国参加培训学习的张亚雯，突然离队，造成一

起出走事件。张亚雯，女，工人，1965年9月生，1987年毕业于西北农业

大学水利系专修班，同年9月分配在兰州市中川绿化站工作。1988年10

月，调入兰州市水电勘测设计院，1989年元月调人省发展灌溉示范项目办

公室，后经市水电局考核推荐，省经贸委选派，于1989年4月下旬同师卓

人等人前往美、法、西班牙等国，执行欧共体援助的培训学习，学习完成后

于10月21日回国。当天，在英国希思罗国际机场候机室登机前，张未告诉

任何人，突然离队，失去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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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侨 胞

侨胞一般指定居在国外的华人，华侨是中国公民。

兰州市是全省归侨侨眷比较集中的地区。据兰州市侨务办公室1990统

计，兰州地区有海外侨胞6000余人。他们与兰州地区的亲友保持着密切的

联系。

第一节 侨胞的分布
-

兰州地区的海外侨胞分布较广。以兰州市侨办掌握的资料按区域划分统

计，兰州地区的侨胞主要分布在以下国家。东南亚地区：主要分布在印度尼

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缅甸、越南等国；东亚地区：主

要分布在13本、韩国、朝鲜、蒙古等国；南亚地区：主要分布在巴基斯坦

国；中东地区：主要分布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约旦、叙利亚等

国；欧洲地区：主要分布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匈牙利、

俄罗斯等国；北美洲地区：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南美洲地区：主

要分布在巴西、阿根廷等国；大洋洲地区：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国。

从时间和信仰上看，50年代来兰的归国华侨和华侨学生，大部分都来

自东南亚等国家，他们的亲人也主要分布在上述国家。80年代移居国外和

留学居住在所在国的新移民，主要分布在欧美等国家。而信仰伊斯兰教的侨

胞主要分布在中东阿拉伯国家。

第二节侨胞的职业

侨胞的职业，是随着侨胞在海外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

的。

50年代，兰州地区归侨侨眷在海外的亲人主要分布在东南亚，他们的

先辈大都是中国沿海一带的渔民和手工业者，由于生活所迫才背井离乡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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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国的。到了东南亚以后，他们大都经济实力弱，文化水平低，主要从事的

职业基本是体力劳动者，个别人也有从事工商业、餐饮等服务行业的。

60年代，经过苦心经营，侨胞的经济实力有了好转，出现了一些实力

雄厚的财团和企业，而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还比较艰难。

70年代以后，特别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后，移居国外和出国留学的中

国公民人数增多，海外侨胞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文化教育不断提高，从

事的职业也发生很大变化。侨胞中出现了一些蜚声海外的科学家和有一定经

济实力的金融家、企业家，有的是大学教授、博士，有的担任了总工程师、

银行经理、公司董事长、商会会长等职务。如原兰州市交通局干部丁肇瑞，

其弟就是著名的美籍科学家丁肇中先生；原省土畜产品进出口公司干部任之

让，其兄就是著名的美籍科学家任之恭先生；原兰州市27中学副校长王炜，

其弟是泰国华人银行副总裁；原兰州市红旗被服厂医师裘诗新先生，其女儿

裘启明就是美国旧金山加州银行总经理。

第三节 侨胞的爱国爱乡

民国21年(1932年)12月23日，新加坡华侨、中国第一个女飞行员

林鹏侠考察西北，来到兰州，留住20余天，考察甘肃及兰州的教育、妇女、

民族、宗教等，并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后著《西北行》一书记其实。

抗日战争时期，厦门大学、集美学校毕业的华侨学生多人，在抗日大后

方兰州工作。民国29年(1940年)5月14 13至24日，爱国华侨领袖、南

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任陈嘉庚，自成都乘飞机到兰州，考察抗战中甘

肃的民气、鸦片、财政等情况。分别会见甘肃省政府主席兼第八战区司令长

官朱绍良、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向傅询问绥远抗

日战事，并慰问之。5月15日，赴榆中县兴隆山拜谒成吉思汗陵榇。参观

兰州街道、黄河中山铁桥。随后赴西宁三四天。陈返回兰州，南洋华侨回国

慰劳团第三慰劳团白天水抵达兰州。次13，．兰州各界数百人开欢迎会。朱绍

良致词后，陈嘉庚致答谢词，并报告慰劳团的目的、南洋各属华侨人数、义

捐工作、抵制敌货等情况。5月24日，陈率第三慰劳团乘汽车离兰州，取

道平凉，赴西安。在陈嘉庚的影响和感召下，原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离休老干

部、马来西亚归侨梁志明于民国28年(1939年)回国，参加了由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在珠江三角洲一带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新中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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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后，他响应党的号召，来到兰州支大援西北建设，为兰州的建设和发展做

出贡献，并先后担任了兰化供销公司副经理，甘肃省侨联常委、顾问等职。

原甘肃省汽修二厂技工、新加坡归侨韩渭元，1939年当祖国半壁河山沦陷，

沿海港口被日寇封锁的危急关头，在国家急需大批汽车司机的时候，他响应

祖国的召唤，参加了陈嘉庚先生组织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毅然

回国投身于滇缅国际运输线军需物资的运输工作，在千里运输线上，他既当

驾驶员又当修理工，曾受到国民政府的嘉奖。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来到大西

北，在兰州汽修工作岗位上，为兰州的建设做出贡献。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华侨回国与亲人聚集日益增多。许多在海外的学

子放弃国外的优裕生活，满腔热情地回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许多华

侨青年也冲破重重阻力回国上学。从1956年到1960年初，为了做好来甘和

在兰学习的归国华侨和华侨学生的工作，甘肃省和兰州市人民政府本着“热

情接待，妥善安置”的方针，先后接待安置了归国华侨和华侨学生300多

人。他们当中有的现已成为著名的科学家，有的已是大学教授，有的还担任

了领导职务。如英国归侨、核物理学家杨澄中，先后担任了中科院学部委

员，中科院兰州分院副院长、省政协副主席；英国归侨、兰州大学教授刘有

成、郑国铝担任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日本归侨、高级工程师金东浩，担任了

甘肃省建筑安装总公司总经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侨务政策的贯彻落实，激发

了广大海外侨胞的爱国热情。1988年，祖籍榆中县的美籍华人窦宗仪，在

政府落实了其家乡的房产后，将补偿的4123元人民币全部捐赠给榆中县文

成小学，以表达对政府的感谢和对家乡教育事业的支持。1989年，祖籍兰

州的缅甸华侨傅凤英，为了支持家乡的旅游事业，向兰州市五泉山公园赠送

了三尊高1．8米、价值上万元的汉白玉佛像。马来西亚华侨姚美良，与兰州

工贸中心合作经销“永芳”高级美容霜获得成功后，为感谢兰州人民的厚

爱，向兰州市少年儿童中心捐赠10万元。香港春晖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徐允

娟，童年和青年时期在兰州渡过，后定居香港；为了报答兰州人民的养育之

恩，从1990年以后，先后在兰办起了“春晖卫生巾厂”、“敦煌海鲜大酒

店”。她率先为“首届中国丝绸之路节”捐款2万元，为发展兰州经济做出

了贡献。

与此同时，生活在兰州地区的归侨、侨眷积极响应省市侨办、侨联的号

召，开展了引进技术、引进资金、。引进人才的“三引进”活动，他们充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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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海外联系广的优势和特点，宣传甘肃，介绍兰州，通过各种渠道招商

引资，为发展兰州争做贡献。缅甸归侨、省侨办副主任杜梅林，经她牵线搭

桥，使兰州炼油厂与香港中旅集团签订了近300万元的合资项目。新加坡归

侨、原市侨联秘书长彭均平，在市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在张掖路办起了“兰

州华侨商店”，解决了12名归侨侨眷子女的就业问题。原卫生部兰州生物制

品研究所工程师、侨眷陈汝樟，通过亲朋好友引进技术，办起了兰州康尼化

妆品公司，年产值达1300万元。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热爱兰州，支持兰

州经济建设的行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称赞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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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归． 侨

称归国华侨，是指回国定居的海外华侨。

的历史中，兰州市由于地处内陆，离海岸线及国境线均有较长距

离，经商贸易大多都局限于黄河两岸，个别兰州籍人士人边境地区经商贸

易，至境外居留定居，如从新疆出境到苏联和从云南出境到缅甸定居。解放

前夕，兰州又有少量学生赴美国、法国留学后定居就业，成为华侨、华人，

兰州市开始有了本地籍的华侨、华人。三四十年代，兰州就有南洋华侨在兰

州工作。由于兰州市本地籍出国定居者数量很少，1949年以前，兰州没有

归国华侨。

第一节 !J3侨的分布

兰州地区归侨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陆续到兰州的，其来分布大略有以下两

种情况。

一、时轴上的分布情况

1956年以后，兰州市被确定为全国12个工业中心城市之一，建立石

油、化工、纺织、机械等工业体系，大批的建设者从全国各地，尤其是沿海

发达地区来到兰州支援祖国建设，其中有一批归国华侨。这使兰州第一次有

了大批的归国华侨。

从1956年到1966年，兰州市已成为西北第二大城市，石油、化工、机

械、冶金等大企业的建立，科教文卫各项事业也有了空前发展。新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极大地增强了海外侨胞对祖国的向心力，他们怀

着对社会主义祖国未来的美好憧憬，纷纷将子女送回国内深造。兰州市民政

局1957普查统计，当时兰州地区共有归侨306人。他们曾侨居18个国家和

地区，大多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少数来自新加坡、菲

律宾、英国、美国、北婆罗州、新西兰、柬埔寨、缅甸、加拿大、南朝鲜、

日本等国家，也有个别来自苏联和朝鲜等国家。主要分布在兰州市中央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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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个单位93人，省级31个单位112人，市级20个单位25人，区级4个单

位7人等83个机关、学校和厂矿企业。其中在兰州大学、兰州医学院等大

专院校上学的华侨学生就有231人。“文化大革命”后，这些毕业于高等院

校的华侨学生，除少数人出国或调外地工作外，绝大多数分配到兰州地区工

作。

据兰州市侨办侨情普查统计，1990年，兰州地区共有归侨252人，绝

大多数分布在兰州地区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大中型企业，并且多数是知识

分子，有组织，有单位，只有个别人是居民和家属。

二、地域上的分布情况

兰州市归侨比较集中的大中型企业主要分布在西固区和七里河区，归侨

比较集中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政府行政机关主要集中在城关区和安宁

区。

兰州地区归侨绝大部分居住在市区，农村没有归侨。

第二节 归侨的职业

兰州地区归侨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文化层次普遍较高，专业技术人员

多。大致分四类：

第一类是大专院校教师。这部分归侨主要分布在兰州大学、西北师大、

兰州医学院、铁道学院、甘肃农大等大专院校，绝大部分是教授或副教授。

他们当中有的人在学术上有很深的造诣，有的是国内知名专家，有的还担任

了中科院院士，如兰州大学的刘有成、郑国铝，他们不仅在学术上有一定的

造诣，担任学校的博导，还是中科院院士。
～

第二类是科研技术人员。这部分归侨主要分布在中科院兰州分院冰川冻

土研究所、沙漠研究所，卫生部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化工部兰州化工机械

研究院，涂料研究所，铁道部兰州勘察设计院和甘肃省地震局、气象局、地

质勘察局等省直研究单位。有的还是研究员，并在科研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绩。如中科院兰州分院的归侨杨澄中、杨针娘，童长江。

第三类是工程技术人员。这部分归侨有70多人，主要分布在兰州化学

工业公司、兰州炼油总厂、兰州铁路局、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兰州通用机

器厂、甘肃省建筑总公司等大中型企业，绝大部分是中高级工程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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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还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如省建总公司总经理、归侨金东浩等。

第四类是在市属文、卫、商等行业工作的职工。他们当中有中小学教

师，有医疗工作者，有行政干部，也有工厂工人b其中，从事医务工作的有

14人；从事中小学教师土作的16人，商业工作的9人，工厂技术工人有28

人，极少数人为城市居民。

第三节 归侨的生活

兰州地区归国华侨主要来源于东南亚等国，也有一少部分是从美国、英

国、西欧等国留学回国的海外学子。他们回国后首次安置地都不在兰州，绝

大部分都是1956年后随着建设大西北，服从祖国召唤来到兰州工作的。对

在兰工作、生活的归侨，党和政府给予了各方面的关心和照顾o

50年代，由于兰州自然条件差，生活比较艰苦，为了让在兰的归侨感

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市委、市人民政府从各方面对归侨给予照顾，每

年春节、国庆等重要节日期间，省市人民政府举办座谈会、茶话会，党政领

导亲自参加，了解归国华侨的工作、生活情况；组织归国华侨和华侨学生参

观和游览革命圣地和名胜古迹，参观重点工程建设，激发归国华侨和华侨学

生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为了做好归国华侨和华侨学生的工作，兰州市

于1960年成立了全省第一个侨联组织——兰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并设立

了专职侨联干部和办公地点，开展了工作。兰州市侨联的成立，对团结和调

动广大归国华侨和华侨学生，更好地投身兰州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

60年代初，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兰的归国华侨和华侨学生工作和

生活上遇到了许多困难，有的身体出现浮肿生病住院，有的经济上出现困

难。为了帮助归国华侨和华侨学生渡过暂时的困难，兰州市人民政府及民政

部门根据党和国家“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优先照顾”的政策，

在各方面对归国华侨和华侨学生给予了特殊照顾：每人每月特殊供应一定数

量的肉、油、大米等食品和增发布票、棉花票；对体质虚弱和有病的归侨和

华侨学生进行集中治疗；对生活特别困难的进行救济和补助。据兰州市民政

局统计，在1961年至1963年期间，市人民政府先后对全市46名归国华侨

和华侨学生发放生活补助金662元，布匹594尺，棉花114斤。兰州电力、

机械、交通等学校根据教育部的规定，也对在校的31名华侨学生发放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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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10036元。这些措施对缓解归国华侨和华侨学生当时的困难，使他们度过

三年自然灾害起到了积极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党和国家的侨务政策

遭到了践踏，侨联组织被迫停止了活动，许多归国华侨和华侨学生也因“海

外关系”受到了迫害，蒙受了不白之冤。但他们仍然热爱祖国，坚信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顶住强加在自己头上的不实之词，扎根兰州，坚守工作，为兰

州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党的侨务工作得到了恢复和

发展，侨务政策得到了贯彻落实，被迫停止了13年活动的兰州市归国华侨

联合会也恢复活动，强加在归国华侨身上的不实之词和冤假错案得到了彻底

平反和纠正，归国华侨又一次获得了新生。

随着党和国家知识分子等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在兰的归国华侨

在各级党政组织的关怀下，许多人加人中国共产党，有的被提拔为领导干

部，有的还担任了省市领导职务。如英国归侨、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副院

长、核物理学家杨澄中担任了甘肃省政协副主席；英国归侨、西北师范大学

教授李学禧被当选为甘肃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美国归侨、兰州市工商联

副主任李名山先后担任了兰州市人大副主任、市侨联主席等职务；缅甸归

侨、省侨办干部杜梅林被选拔担任了省侨办副主任；越南归侨、市第一人民

医院医生陈忠还当选为省人大代表。全市各行各业中涌现了一批归侨侨眷先

进模范人物，分别受到国家和省市侨办、侨联的表彰奖励。与此同时，全市

各级侨务部门积极帮助解决归国华侨在工作、学习、住房、子女升学等各方

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定期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联谊活动和家访慰问，使生

活在兰州的归国华侨切身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爱护。目前兰州地区的归国华

侨只有200多人，他们当中许多人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加人了离退休队伍

的行列。为了让他们愉快地在兰州度过晚年，全市侨务部门仍然关心他们，

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心情舒畅地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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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侨 眷帚二早 价 胥

侨眷是指华侨在国内的眷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媳妇、女婿)、

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儿孙女、外孙儿孙女、抚养人和生活主要

来源依靠华侨的其它亲属。华侨回国后，其国内眷属仍视为眷属。外籍华人

在华的具有中国国籍的眷属，与侨眷范围相等同(享受侨眷待遇)。

第一节 侨眷的分布

兰州地区现有侨眷和港澳眷属约7200人。分布与归侨基本相同。他们

中间大多数都有工作，有单位。居民、个体工商业者、农民只占少数。侨眷

主要分布在兰州市城关、七里河、安宁、西固四个区，榆中县、永登县、皋

兰县和红古区只有少量的侨眷，榆中县较多但分布较散。

兰州地区侨眷从人数上呈上升趋势。据兰州市民政局1957年首次对全

市侨情状况进行普查统计，当时全市58个单位和部门共有侨眷76人。1978

年后，兰州市侨办先后对全市侨情状况进行几次普查统计，其结果如下：

1979年，全市侨务工作对象中有侨眷129人，外籍华人眷属36人，港澳回

归13人，港澳眷属131人；1985年，全市共有侨眷4004人：外籍华人眷

属69人，港澳回归46人，港澳眷属992人；1990年，全市侨眷和港澳眷

属7200人。

侨眷人数变化较大的主要原因：一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少人因

“海外关系”受到冲击和株连，大多数终止与海外亲属的联系，有的不敢暴

露侨眷身份，形成了侨眷在册人数少的状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

央加快落实侨务政策，在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问题，落实一系列侨务政

策过程中，原来不敢暴露身份的侨眷，纷纷向有关单位阐明自己的侨眷身

份，从而使侨眷人数大大增加。二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兰州地区归侨、侨

眷出国或到港澳地区定居的人数不断增多，出国留学者中有不少人定居海

外，他们的亲属仍留在兰州，使得侨眷人数猛增。三是一些台属具有台、侨

双重身份，形成“侨中有台、台中有侨”，也是侨眷人数不断增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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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侨眷的职业

由于兰州地区侨眷人数多，绝大多数分布在市区。所以，他们从事的职

业种类比较多，有工人、干部、营业员、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教职员

工、医护人员、也有个体工商业者，总之，各行各业基本上都有侨眷。尤其

是省市机关、科研机构、文教卫生、大专院校、大中型企业等单位侨眷人数

较多，并且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据市侨办对兰州地区31个单位1872名侨

眷调查统计，其中地级领导干部17人，县级领导干部67人，科级干部108

人；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914人，其中高级工程师、教授336人，工程师、

讲师508人，技术员70人。从上述统计可以看出，兰州地区侨眷具有文化

素质高、专业技术人员多的优势和特点，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促进兰州

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节 侨眷的生活

侨眷的生活和归侨一样，受到了各级党政组织的关怀和照顾。

50年代，兰州地区侨眷人数较少，党和人民政府并没有忽视他们，按

照“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政策，尽可能在各方面给予侨眷关心和照顾。

使兰州地区的侨眷和归国华侨一样心情舒畅的工作和生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侨眷和归侨一样获得了新

生。政治上，过去强加在归侨和侨眷身上的各种冤假错案和不实之词被彻底

推翻，侨眷中许多人加人中国共产党，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各级人大、

政协组织中也有了侨眷代表。如兰州市新桥小学回族女教师、侨眷刘燕，在

教育工作中呕心沥血，连续当选为两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工作上，全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侨务政策，充分发挥

侨眷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大胆选择优秀侨眷知识分子提任领导职务。从

而，使全市侨眷领导干部明显增多。如兰州军区总医院护理师、侨眷黎秀

芳，从事护理工作60多年，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医护事业，1990年获

得“南丁格尔奖”，受到了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兰州化学

工业公司高级工程师、侨眷陈家冠，在化工建筑土作中大胆使用新技术、新

工艺，多次被本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还被选拔担任了领导职



·130· 兰州市志·外事侨务志·侨务

务，1990年，被国务院侨办、全国侨联授予“全国归侨侨眷优秀知识分子”

称号。省安装公司侨眷技术员潘永洽，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刻苦钻研技

术，先后完成技术革新17项，解决了许多生产难题，并光荣地出席了全国

科学大会。

在生活上，对侨眷的子女升学、就业、住房分配、出境探亲尽力给予照

顾。每年春节、中秋、国庆等重大节日期间，市侨办会同有关部门组织联谊

会、座谈会、慰问困难家庭。这些活动的开展，调动了广大侨眷的积极性，

使他们安心工作，扎根兰州，为兰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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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侨务工作

兰州市人民政府重视侨务工作，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各项侨务政策和法

规，维护侨胞、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调动侨胞和归侨、侨眷的积极性，

为兰州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发挥作用。

第一节政策法规

一、贯彻侨务政策

多年来，兰州市委、市人民政府认真贯彻各项侨务政策，根据党的“一

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政策，动员广大归侨、侨眷同全

市各族人民一起，奋发图强，努力工作，为兰州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

献。如随着兰州地区工作、学习的归侨、侨眷和华侨学生的不断增多，为方

便他们同其国外亲属的正常联系往来，市委、市人民政府认真贯彻国务院侨

办《关于归侨侨眷出境探亲和定居待遇问题的有关通知》，切实做好在兰的

归侨侨眷的出国探亲工作；根据国务院侨办《关于安置归国华侨的通知》精

神，60年代，市委、市人民政府积极安置了在兰学习的华侨学生，给他们

分配工作。1984年，市委、市人民政府又妥善安置了来兰的蒙古归国华侨；

根据国务院侨办《关于技工学校招生应适当照顾归侨学生、归侨子女的通

知》，1985年，兰州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对归侨、侨眷子女报考技工学校

可降低20分录取决定的通知》，解决归侨侨眷子女上学难的问题；为解决归

侨侨眷子女的就业问题，1984年，市人民政府会同省侨办，解决了兰州地

区6名归侨侨眷子女就业问题，并安置在市属企事业单位工作；兰州炼油厂

侨眷夏清文因患病身边无人照顾，市侨办出具证明，将其在甘肃崇信县农村

插队的女儿提前抽调回兰，分配到兰炼工作，解决了夏清文的后顾之忧。为

了表彰为兰州建设和发展做出成绩的归侨侨眷，1990年，兰州市侨办下发

了《关于奖励先进归侨、侨眷和侨务工作者的通知》等等。与此同时，各级

侨务部门认真执行国家的政策，在政治上关心归侨侨眷的进步，使他们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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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国内人民一样的政治权利。

二、贯彻《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1990年9月7日，全国人大第七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简称《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这是中

国颁布的第一部关于保护归侨、侨眷合法权益的政策性法规。《归侨侨眷权

益保护法》的颁布，也标志着我国侨务工作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为了认真

宣传贯彻《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依法保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利，兰州市

侨办根据省侨办的通知精神，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宣传贯彻《归侨侨眷权益保

护法》工作。

积极配合国务院侨办做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制订工作。在《归

侨侨眷权益保护法》颁布前，兰州市侨办根据国务院侨办的要求，积极协助

省人大、省侨办做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制定工作，先后召开了20

多次归侨侨眷座谈会，广泛听取兰州地区归侨侨眷的意见和反映，并提出修

改意见报国务院侨办，为进一步完善《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做出了成绩。

认真学习宣传《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为了使《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在该法颁布后，兰州市侨办组织全市归侨侨眷和侨务

干部认真学习，加深对《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重大意义的认识。为了使广

大的归侨侨眷真正做到懂法、用法，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市侨办还向

全市归侨侨眷发放了《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单行本，广泛宣传。兰州铁路

局、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兰州通用机器厂、甘肃省建筑总公司

等归侨侨眷比较集中的单位，也通过本单位的报纸、闭路电视、有线广播宣

传《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通过宣传，加深各级党政组织对《归侨侨眷权

益保护法》的了解，提高贯彻执行《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自觉性。

支持和帮助各级侨联开展工作。侨联是归侨侨眷的群众组织，也是党和

政府团结广大归侨侨眷的桥梁和纽带。为了发挥侨联组织的作用，1960年9

月，兰州市成立全省第一个归国华侨群众性组织——兰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简称兰州市侨联)。市侨联成立后，协助市委、市人民政府团结和调动广大

归侨侨眷积极性，。投身兰州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发

挥了很好的作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侨务政策的贯彻落

实，兰州市委根据中共中央1978年提出的“归国华侨联合会组织应予恢复”

的精神，经甘肃省委同意，当时的兰州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恢复兰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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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国华侨联合会的通知》，恢复了侨联组织活动。随后，市委、市革委会召

开了市侨联组织恢复后的首次全体委员会议，市委书记章桂、副书记李正

廷，省外办副主任潘志仁和市革委会副主任何英出席了会议，听取大家的意

见。在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关怀下，1978年8月兰州市侨联召开了第四次

归侨侨眷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侨联委员会。截止1990年底，市侨

联先后召开了7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随着兰州市侨联活动的开展，推动了

基层侨联工作的发展。1982年8月，中央在兰大中型企业——兰州化学工

业公司率先成立了侨联组织。此后，兰州炼油厂、兰州铁路局、兰州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等归侨侨眷比较集中的单位也先后建立了侨联组织。兰州化学

工业公司等一些基层侨联组织还受到了国务院侨办、全国侨联和省侨办、省

侨联的表彰。到1990年，全市共有43个基层侨联组织。

第二节 落实政策

落实侨务政策是侨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做好侨务工作的重要基

础和前提条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兰州市委、市革委会按照中央和

甘肃省委的有关精神，在全市开展了落实侨务政策工作。

第一阶段，1978年到1981年，全市侨务部门按照兰州市委、市人民政

府的部署和要求，狠抓了对归侨、侨眷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的平反

工作。在组织、人事、劳动i公安等部门的支持下，市外办侨务科对全市历

次运动中遭受迫害的归侨、侨眷冤假错案进行了全面清理和复查，对在历次

政治中被错划为“右派”、打成“里通外国分子”、“反革命分子”和“贪污

盗窃分子”等而被撤职、开除、遣送、判刑的30名归侨、侨眷，落实了政

策。这30名归侨、侨眷中，有19人重新恢复了公职和干部身份，7人户口

转回城镇。1981年，市外办侨务科会同市委组织部、市公安局对全市归侨、

侨眷平反落实的冤假错案进行复查，对原有的结论进行清理，做到彻底不留

“尾巴”，对有“内控”、“内挂”、“限制使用”等歧视性结论的237份档案按

中央有关规定作了清理和销毁。据统计，全市先后共平反和纠正归侨、侨眷

的冤假错案135件；处理侵犯归侨、侨眷合法权益事7件；清理档案430

份。

第二阶段，从1982年到1983年，着重抓了落实归侨、侨眷知识分子政

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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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4月，由兰州市委组织部牵头，市侨办、市公安局参加，用两

个月时间，对全市71个单位落实归侨、侨眷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进行了检

查。在检查中，有关部门对永登县1名归侨知识分子的错案给予撤销原判，

恢复其工作，并补发了工资；对侨眷崔锦标“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损失的

部分物资经协商后作价赔偿；恢复了泰国归侨黄山阴原来的工作；根据永登

一中教师、归侨王炜的要求，将其安排到兰州市27中工作，并提拔担任了

该校副校长；对21名归侨侨眷(其中15名知识分子)档案中留有“尾巴”

的结论进行了纠正；直接检查清理了181名归侨、侨眷知识分子的档案81

卷、237份，各种带歧视性表格9份，私人信件5封，分别由组织销毁或退

还本人。同时，对74名归侨侨眷知识分子住房难问题给予了解决；对部分

归侨、侨眷知识分子专业不对口、夫妻两地分居、子女无工作等问题也按政．

策作了妥善解决；对于一时难以解决的，要求有关单位做好本人的思想工

作。

第三阶段，1984年到1990年，主要抓了落实侨房政策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1984年文件精神和甘肃省侨务办公室的部署，以

及华侨、侨眷的申诉，兰州市侨办会同有关部门，分两步落实侨房政策工

作。由于本市落实侨房工作牵扯单位多，房屋变动大，情况复杂，因而困难

比较大。为了尽早完成这项工作，在市房管部门的配合下，市侨办首先对榆

中县美籍华人丁耀熹、窦宗仪和侨眷窦明华提出的落实榆中县家乡私房的申

诉进行了调查核实，走访当事人和实地查看，查证当年的房产档案材料。经

调查核实，由于丁耀熹、窦宗仪侨房土改中没收年代已久，大部分侨房已拆

除，经报市人民政府及省侨办批准，最终以拨款补偿清退；侨眷窦明华在榆

中县城三间尚存的铺面房，按政策规定退还本人。在落实农村侨房政策结束

后，市侨办与市房产部门对高仲祥、杨德铨、马志远、马进忠、杨虎臣、窦

振威、魁天祥等10户华侨的申诉进行了摸底调查，并按政策对新加坡归侨

高仲祥的房产落实了房权；对阿联酋华侨马进忠在靖远路的房产和外籍华人

杨虎臣在绣河沿的私房都一一落实了政策，有的以拨款方式进行了清退。对

侨眷艾买提江提出退还原住房的申诉，由于其原住房已经拆除，经市侨办工

作人员做思想工作，又根据对归侨侨眷的照顾政策，给艾买提江发放侨房补

偿费10244．38元。西北师范大学教授、侨眷窦振威提出退还在城关区静宁

路194号10间侨房的申诉，市侨办和房产局一道反复调查核实后，将其10

间私房权退还给本人，并发放了产权证，得到了华侨、侨眷的好评。全市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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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华侨、侨眷清退侨房96间(960平方米)，发还侨房补助费3．6万元(计

1093．39平方米)。

与此同时，市侨办还会同有关单位，按照国务院侨办、国家劳动人事部

等单位关于“对60年代初因‘海外关系’被精简的归侨职工和直系亲属应

收回和妥善安置”的精神，对全市6名60年代精简下放的归侨职工申诉进

行了调查核实，并与市交通局、兰州石油学校、窑街陶瓷厂等单位研究协

商，2名归侨已转甘肃省有关部门安置，4名归侨分别按退休、退职办理了

手续。

第三节 日常工作

市侨办作为人民政府的办事机构，严格履行政府职能，竭诚为归侨侨眷

服务，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一系列侨务政策、法律法规，维护归侨侨眷的

合法权益，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努力为兰州市的经济建设服务。

一、侨务信访工作

兰州市各级侨务部门平均每年接到归侨侨眷信访总量在250件左右，特

别是1981年、1982年信访多达400件，信访处理率在97％以上。市侨办妥

善处理了一批历史积案，为稳定侨心和促进侨务工作开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进入90年代，反映历史遗留方面的问题大大减少，说明兰州市平反纠正历

史遗留问题取得成功，侨务信访工作逐渐步入正规。

二、为归侨侨眷服务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怀下，在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市侨办先后

帮助60多名归侨侨眷子女解决了就业问题；为579名归侨侨眷子女在初、

高中升学中给予加分或优先录取照顾；协调有关单位为119名归侨侨眷解决

了住房困难。同时，市侨办在协调解决归侨、侨眷调动工作、调整工资、出

境探亲、出国留学或定居咨询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三、宣传实施《权益保护法》等系列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颁布以来，全市各级侨务部门

在大力宣传《权益保护法》的同时，根据甘肃省侨务办公室的有关精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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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本市实际，组织兰州地区归侨侨眷协助省人大制订了《甘肃省实施归侨侨

眷权益保护法》，并注重在实际工作中运用法律武器，有效地维护归侨侨眷

的合法权益。市侨办还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广泛宣传侨务法律法规，参与执法

检查工作100多人(次)，协助解决了6起侵犯归侨侨眷合法权益的事件，

并会同有关部门转发了甘肃省侨办等6部门“关于归侨退休待遇、归侨侨眷

住房就业及其子女升学等若干问题的通知”的文件。

四、为经济建设服务活动

为了使侨务工作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市侨办抓住各种有利机遇，通

过召开会议，利用各种场合，宣传兰州，介绍兰州的投资环境，广泛调动全

市归侨侨眷积极为振兴兰州的经济建设服务。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各级侨务

部门和归侨侨眷“穿针引线”，洽谈成功的经济合作项目共20多个，引进资

金5000万元。同时，市侨办还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积极参与市人民政

府和经济部门组团到美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开展经贸、洽谈、招商

活动，邀请了一大批侨商和外商以及港澳台商人参加一年一度的兰州经济贸

易交流会。 ，

'

五、归侨、侨眷知识分子工作

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市侨办在归

侨、侨眷中深入开展“五个一”(提供一条建议，传递一条信息，介绍一个

人才，引进一个项目，推销一种产品)活动，鼓励归侨侨眷知识分子发挥自

己的聪明才智，为经济建设多做贡献。全市共有50多名做出突出贡献的归

侨、侨眷知识分子受到省市的表彰奖励。兰州炼油厂、兰州铁路局等8个单

位还在国务院侨办召开的“全国大中型企业归侨、侨眷知识分子经验交流

会”上介绍经验，获得了好评。

第四节 侨汇侨供

中国一贯执行保护归侨侨眷侨汇的政策，维护侨汇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国务院颁发的《关于保护侨汇政策的命令》明确指出，“侨汇是侨眷的合法

收入，国家保护侨汇的政策不仅是国家当前的政策，而且是国家长远的政
盐”
月R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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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50年代以后，兰州地区归侨、侨眷和华侨学生

人数不断增多，为兰州市带来了许多侨汇收入。为了做好侨汇供应工作，争

取更多的侨汇收入，支援地方经济建设，根据国务院的有关精神，兰州市先

后于1959年在永昌路百货商店、张掖路友谊商店、南关十字百货商店设立

了侨汇物资供应专柜，南关十字粮站、狄家庄粮站、团结新村粮站开设了侨

汇粮食供应站，对归侨侨眷实行了许多特殊的优惠待遇。如粮食部门对归侨

在原有粮食供应标准的基础上，每人每月增供半斤食油、5斤大米、2斤黄

豆；商业部门发给归侨侨眷一定数量的布票、棉花票，以满足其生活需要。

为了进一步做好侨汇供应工作，兰州市人民委员会组织人民银行兰州支行和

市侨联等6个单位成立了华侨特种物资供应组，加强对侨汇供应的管理。由

于采取了这些措施，使全市侨汇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从1960年的

9598．44元提高到1961年的30159．94元。

1961年以后，由于国际上的种种原因和我国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兰州

市侨汇供应中普遍存在商品种类少、品种花色单调、产品质量差等问题，影

响了侨汇收入。为了扭转这种局面，1962年在省、市委统战部门的支持下，

市侨联与有关部门组成工作组，先后三次深入归侨、侨眷和华侨学生所在单

位、学校和侨汇物资供应站调查了解，并根据国务院《关于凭侨汇增加物资

供应的办法的通知》精神，向市委、市人委作了专题汇报，提出增加全市侨

汇物资供应的报告。同年12月4日，由市民政局牵头召开了有粮食局、商

业局、银行、侨汇供应站等部门负责人和归侨、侨眷、归国华侨学生代表共

55人参加的侨汇工作会议。会上，市民政局领导在关于争取侨汇的报告中，

希望全市归侨、侨眷和华侨学生解除思想顾虑，密切与国外亲人的联系，争

取更多的侨汇，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归侨、侨眷和华侨学生代表就加强改进

侨汇物资供应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会后，市民政局、商业局、粮食局、

兰州支行还分别下发了《关于执行华侨汇款增加物资供应办法》的通知，就

全市侨汇物资供应作了明确规定：1．凡侨汇收入折合人民币100元者，除

按规定供应粮、油、糖、肉、布、高级糕点等6种物资外，再增加供应30

元日用品、一般用品和其它副食品。2．凡侨汇超100元者，按金额大小比

例供应500元者，供应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照相机、收音机、皮衣、毛

毯、毛衣等10种高级商品中的一件；满1000元者，供2件；1000元以上

者，每超过500元再增供1件。3．粮食部门配备较好的大米、面粉、豆类

等食品。4．侨汇供应票由甘肃省商业厅统一印制，由中国人民银行兰州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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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营业部办理发证工作。5．侨汇物资供应票证分4类：1．定量供应的粮、

油、糖、肉、布、糕点、香烟、肥皂等8种。2．日用工业品购买券。3．副

食品购买券。4．高级商品供应票。以上措施对改善在兰州地区工作和学习

的归侨、侨眷、华侨学生生活，引进更多的侨汇产生了积极影响。1963年

以后，兰州地区的侨汇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有力地支援了全市经济建设。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海外华侨的侨

汇被迫中断，侨眷的侨汇收入受到了影响，同时也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

了很大的困难。

1976年以后，随着党的侨务、侨汇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极大地调动了

广大归侨、侨眷争取侨汇的积极性。兰州地区的侨汇也随之不断发展，平均

每年递增39．7％，增加的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了争取更多的侨汇，

兰州市侨汇部门坚持按照“便利侨汇，服务侨胞”的政策，为归侨、侨眷送

汇上门，做思想工作，解决疑难问题，提供方便，使全市侨汇收入比1976

年恢复侨汇时增长了数十倍，1990年上半年侨汇收入达10万美元，侨汇户

已增加到400多户。这对增加国民经济收入、改善归侨侨眷生活起到了一定

的作用。在争取增加侨汇收入的同时，兰州市也积极做好侨汇供应工作。

1978年，兰州市侨务工作恢复后，在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市商业

部门在南关十字、永昌路等百货商店恢复和设立了侨汇供应专柜，并对持有

侨汇券的归侨侨眷给予照顾，优先保证购物需要，并组织一批优质、紧俏的

高档商品，不断满足了广大归侨侨眷的生活需要。

9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逐年

提高，市场供应物资丰富，于是国家取消了侨汇券，归侨、侨眷可以直接到

中国人民银行用外汇兑换人民币，用于购买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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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重大侨务活动

第一节 联谊活动

中共兰州市委、兰州市人民政府历来十分关心归侨、侨眷的工作、生活

情况，每逢春节、中秋、国庆等重大节日、重大事件、重要会议期间，都要

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集会、茶话会、游园等活动，市委、市人民政府领

导亲自参加，与归侨、侨眷畅谈形势、互致问候，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1956年12月25日，甘肃省委统战部、市委统战部联合召集在兰参加

建设和学习的印尼、缅甸、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等国归国华侨50余人，座

谈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切身感受。

1958年元月，市民政局举行全市归侨侨眷联谊会。会上，兰州市人民

政府对全市归侨、侨眷及在兰的华侨学生在工作、学习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

进行表彰，并号召他们继续努力，为建设大西北做出新的贡献。

1961年8月，市侨联组织部分归侨和华侨学生赴延安、南泥湾等地参

观，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1962年11月13日，兰州市归侨、侨眷举行集会，愤怒遣责印度政府

迫害华侨。会上，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陈忠、印度归侨李静娇、侨眷吴

紫江、市侨联委员陈玲、张之良、梁齐德、林鸿华、廖斯级等人发了言，他

们表示拥护我国外交部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就印度当局在全国国内加紧迫害华

侨提出的严重抗议，要求印度政府立即停止对华侨的一切歧视和迫害，切实

保障华侨生命财产安全的正当权利。

1963年8月，兰州市20名归侨青年参加甘肃省归侨青年学习参观团，

先后到延安、黄陵、华山、西安和甘肃省重点工业建设单位参观学习。

1979年元月，市外办、市侨联召开归侨侨眷春节座谈会。会上，全国

侨联委员、兰州市生物制品研究所归侨罗元贵传达了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和第

二次全国归侨代表大会精神。

1983年9月22日，市外办、市侨联联合召开兰州地区归侨、侨眷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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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月，市侨办、市侨联会同省侨办、省侨联召开兰州地区归侨、

茶话会，省、市领导出席会议，飞天书画协会组织了现场书画表

年9月，市侨办、市侨联联合召开中秋座谈会，400多名归侨侨眷

了座谈会，市委书记王金堂到会祝贺并讲了话。

年9月，来自各条战线的500多名归侨侨眷出席了市侨办、侨联

的国庆、中秋茶话会。

年10月，市侨联会同省侨联召开兰州地区归侨侨眷联欢会，400

侨眷代表欢聚一堂，欢度国庆40周年。

年5月，市侨办、侨联在五泉山公园举行兰州地区归侨、侨眷联

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近千人参加了这次联谊会。

做好归侨、侨眷第二代人的工作，市侨务办公室还组织了两次上百

眷子女参加的夏令营活动，通过参观工厂、农村、军营和游览名胜

长知识，开阔眼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与此同时，市基层侨务部

位的实际出发，结合归侨、侨眷的特点，经常开展一些形式多样的

旅游、舞会、观灯、野餐、侨务知识有奖竞赛等，以丰富侨联活动

强侨联活力。

办根据本市侨情特点，积极做好重点侨胞的工作，先后在美国、澳

巴西、一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8个联络点，长期与他们保

系。每年圣诞节、春节来临前，市侨办都给他们寄赠一些祖国风光

贺年卡，并写信问候，使海外侨胞感到祖国的温暖和祖籍国的关

年圣诞节前，市侨办、市侨联印制了1000多封精致的慰问信，通

大归侨、侨眷发往世界28个国家和地区，在华侨华人中产生了巨

。他们纷纷回信表示感i勇}兰州市侨办、侨联的关心，感谢祖国对海

深情厚意。

待工作中，市侨办通过“丝路节”、“兰交会”等途径，专门邀请在

国外政治上有影响、经济上有实力、专业上有成就的华侨、华人来兰州观

光、讲学，鼓励归侨侨眷邀请国外亲友来兰州探亲旅游、洽谈生意。各级侨

务部门在海外侨胞来兰探亲观光时，都给予一定的帮助，提供交通工具，解

决食宿，热情服务，并主动向他们介绍兰州风土人情，陪同他们参观名胜古

迹，游览市容。美籍华人太空专家成中杰、美籍华人物理学教授陈丕森、美



重大侨务活动·旅游接待 ·141·

籍华人张明谅先生和阿联酋华侨马进忠先生等人到兰州参观、探亲，市侨务

部门给予热情接待，以情动人，以诚感人，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

时，兰州市侨务部门还开展了与华侨、港澳同胞第二代的联谊活动。1990

年，市侨办在兰州市少年宫邀请接待了“香港新一代”夏令营团，给他们留

下难忘的怀念。据统计，兰州市各级侨务部门共接待华侨、华人、港澳同胞

团组和个人5000多人(次)，加强了兰州市与海外侨胞、港澳地区的交流和

往来。

第二节 旅游接待

从1978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来兰州探亲访友、旅游观光

的海外侨胞逐渐增多，全市各级侨务部门贯彻“热情接待，多做工作”的方

针，热情接待华侨、华人1500多人。

1979年5月，美籍华人、医学博士宋邦杰来兰探亲，甘肃省委书记宋

平会见宋邦杰博士。在兰期间，宋邦杰应中华医学会甘肃分会的邀请，进行

了两次学术交流。

1983年8月，应兰州市邀请，美籍华人、美国国际氢油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任祖怡博士来兰进行学术交流。

1987年10月，美国甘青宁旅美同乡会会长、祖籍榆中县的美籍华人丁

耀熹来兰探亲。市委书记王金堂、副市长马金荣分别会见了丁耀熹。

1990年5月20日，以泰国国会主席夫人廖碧娟为团长的泰国经济代表

团一行32人来兰州旅游观光。

对一些有代表性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市有关部门给予了较高的

礼遇。如美籍华人物理学教授陈丕森、美籍华人太空专家成中杰、美籍华人

张明谅和阿联酋华侨马进忠等人来兰州后，省市领导亲切会见并宴请客人。

美籍华人丁大卫来兰时，市侨办派车迎送，《兰州晚报》记者进行专访。

美籍华人高士杰是革命烈士高金城之子，纽约中国运通公司总裁。高士

杰应邀来兰参观访问，与兰州市有关部门签订了海外代理等协议，并在兰注

册成立了金城国际商务咨询公司。

据不完全统计，兰州市先后接待的华侨、华人著名人士有：美籍华人、．

红膜专家李韩灵惠博士，美籍华人教授孙立德、窦宗仪、宋邦杰，美籍华人

企业家张明谅，巴西华侨伍拜年；接待的华人华侨、港澳同胞旅游团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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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香港“丝绸之路”侨团，泰国中华总商会代表团，西欧四国侨领参观

团，香港扶轮社旅游团等20多个。



外事侨务志

第三篇 外事侨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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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外事侨务管理机构

治十一年(1872年)，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就在驻兰督署有专司

员。民国初，兰州的涉外事务由甘肃省政府民政厅承办。抗日战争

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在兰设立了特派员公署。新中国成立以后，’兰州

市的外事工作一度由省市统办，后兰州市人民政府先后成立了外事办公室、

侨务办公室。

第一节 外事管理机构

一、清末兰州外事管理机构

清朝末年，清政府在兰州兴办“洋务”，实施“新政”，通过筹借外资，

购置外国机器，聘请外国工匠，在兰州开办工厂、修建桥梁、开设农工矿学

堂等。陕甘总督署设立“甘肃全省洋务总局”，兰州道彭英甲任总办，专门

督办涉外事宜。

二、民国兰州外事管理机构

民国初期，甘肃省政府民政厅(又称民政公署)设立了交涉科，专门承

办在甘的涉外事宜。承办的事项有：1．禁止洋商挂洋行招牌；2．保护外国

侨民；3．办理教民诉讼；4．调查侨民；5．换发外国人护照；6．安置俄国旧

党人员并资遣回国。

民国15年(1926年)甘肃省省长公署成立外交委员会，民国17年

(1928年)12月，外交委员会被撤销，涉外事务仍归民政厅办理。

抗日战争时期，兰州成为中国通往苏联和欧洲的重要交通要道和国际中

转站，外事活动多，苏联政府在兰设立了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国民政

府外交部于民国27年(1938年)3月，也在兰州设立了特派员办事处(后

改为外交部驻兰特派员公署)承办在甘肃的涉外事宜。特派员公署设在城关

区赐福巷14号(今兰州市城关区陇西路西行折南，通武都路)；首任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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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李铁铮，后改派为凌其、黄朝琴。民国30年(1941年)，兰州建市后，

涉外事宜仍有外交部驻兰特派员公署和民国甘肃省政府办理。民国35年

(1946)，苏联驻兰外交代表处撤走，外交部驻兰特派员公署也随之撤销。在

甘的外交事宜有民国甘肃省政府承办。

三、民国时期外国驻兰机构

(一)苏联驻兰外交代表处

民国26年(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中苏友好互不侵

犯条约》，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军用物资支援抗战。为了协调处理

在兰的援华物资，10月，苏联驻华大使馆在兰州设立了外交代表处，负责

处理援华的军用物资和其它外交事宜。代表处初期设在通渭路励志社(今市

政协院内)，后改设在颜家沟。代表处人数最多时达30多人，首任代表为阿

扎诺夫，商务代表为伯牙连茨夫、阿乖,J nt夫等，领事代表为格拉杰夫。民国

35年(1946年)苏联驻兰外交代表处撤销。

(--)苏联驻兰军事代表处

民国26年(1937年)7月，苏联政府根据《中苏友好互不侵犯条约》，

在向中国提供大量军用物资的同时，选派了一批由苏联空军战士组成的援华

航空志愿队和运输志愿队来华协助中国空军对日作战。当时，兰州成为中国

空军的重要战区和训练中心之一，来华的苏联空军志愿队和运输队由新疆飞

抵兰州后，再转飞到全国各大战场。为了保卫兰州地区的空中安全，苏联政

府派遣空军志愿队驻兰州拱星墩飞机场，并于同年10月设立了军事代表处

协调与中国空军的联合作战。军事代表处代表为阿基莫夫中将，副代表为弗

拉季米洛夫。阿基莫夫是个“中国通”，早在20年代初中国大革命时期就曾

来华，担任过冯玉祥将军的军事顾问；副代表弗拉季米洛夫主要从事情报工

作。民国30年(1941年)，德军逼近莫斯科，根据苏联政府的命令，在华

的苏联空军志愿队奉命撤离回国，苏联驻兰军事代表处随之撤销，代表处人

员也同机回国。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事管理机构

(一)兰州市人民委员会外事办公室

该办成立于1960年7月。市委书记李维时兼办公室主任。在此之前，

兰州市外事工作由甘肃省人民委员会统一管理，兰州市副市长魏立人兼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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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副主任。1960年2月23日，中共甘肃省委决定：“省市外事工作机构分

设，兰州市外事工作和专家工作，由兰州市委全面负责”。根据省委的精神，

同年7月，市委成立了外事领导小组，市委书记李维时任组长；市人委成立

了外事办公室，李维时兼主任。1966年1月13日，省委精简机构，撤销了

兰州市委外事领导小组和市人委外事办公室，决定省委直接领导兰州市外事

工作，业务由省人委外办管理。“文化大革命”中，市外事工作被迫停止。

到1978年的12年中，市上没有设立外事机构。

(二)兰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1978年，中央决定兰州市实行对外开放。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

同年10月12日，经上级批准，兰州市革命委员会决定：成立兰州市革命委

员会外事办公室，窦治仁为办公室副主任，编制7人，。办公地址设在友谊饭

店。1979年12月，兰州市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更名为兰州市人民政府外

事办公室(简称为“兰州市外事办公室”)。1983年4月，市政府为了加强

外事工作，任命朱成彪为市外办副主任。同年9月任命为主任。编制19人，

内设秘书科、外事科、侨务科、侨联科。

市外事办公室是市委、市政府负责外事工作的职能部门和办事机构。其

主要职责是：在市委、市人民政府领导下，贯彻执行中央对外工作、侨务工

作的方针政策；检查、督促兰州市外事工作、涉外活动和侨务政策的贯彻落

实情况；组织处理全市涉外事项；接待市委、市人大、市人民政府邀请的重

要外宾和友好城市之间来访的外宾。

表7兰州市外办主要负责人名表

机构名称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备注

主任 李维时 1960．7～1965．4

孙剑峰 1960．7～1965．4

兰州市人 副主任 赵滕 1960．7～1965．4

民委员会 1966．1市人委外事

外事
张志毅 1960．7～1965．4

办撤销
主任 陈志才 1965．4～1966．1办公室

罗凤翥 1965．4～1966．1

副主任
孙兆亭 1965．4～1966．1



外事侨务管理机构·外事管理机构 ·147·

表7 续一

机构名称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备注

兰州市革命
期间有1978年至

委员会外事 副主任 窦治仁 1978．12～1991．12
1980年8月的兰州

市革委会外事组、项
办公室

廷华任外事组副组长

副主任 窦治仁 1979．12～1983．9

副主任 朱成彪 1983．4～1983．9

兰州市人民
主任 朱成彪 1983．9～1991．7

政府办事办

公室
窦治仁 1983．9～1985．9

副主任 王淑雄 1983．9～1985．9

王应彪 1986．10～1991．12

(三)兰州市人民政府援外办公室

兰州市人民政府援外办公室(简称“市援外办”)成立于1979年12月，

是全市负责对外经济工作的专门机构，与市外办合署办公。其主要职责是：

协同省政府做好援外工作；开展国际承包、劳务合作和其它技术服务项目；

对外生产技术合作，科学技术交流、技术引进；联合国多边或其他双边援助

等业务活动。

市援外办成立后，逐步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对外经济合作，在学习各国先

进技术和经验，发展生产、培养人才、增加经济效益等方面取得一定成绩。

由于援外工作涉及面广，1983年11月，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和机构改革

的要求，市委、市政府决定，将市援外办划归市外经贸局。’

(四)兰州市人民政府引进国外智力办公室

兰州市人民政府引进国外智力办公室(简称“兰州市引智办”)成立于

1987年2月28日，是统筹管理全市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领导部门，办公室

设在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与市外办合署办公。1986年6月，根据国务院

《关于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精神，同年9月，市政府根据

市外办的报告，成立了由市政府领导及市外办、市计委、市经委、市科委、

市财政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领导小组，筹建引进国外智力工作机构。

1987年2月市引智办成立后，市外办设智力引进科，其主要职能是：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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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省引智办关于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方针、政策；编制全市引进

作计划；管理引进国外专家和派出培训项目。承办全市的智力引

外办主任朱成彪兼引智办主任。

第二节侨务管理机构

州市民政局社会科

成立后，随着兰州工业建设的发展，来兰州工作和学习归国华侨

不断增多，为了做好他们的工作，1957年10月，根据省委指示

、市人委决定，全市侨务工作由市民政局管理。市民政局内设社

了专职侨务干部。

民政局社会科负责全市侨务工作后，1957年，对全市归侨、侨

查统计。1958年5月，召开了全市首届侨务工作会议，1960年

9月，市民政局组织召开了全市第一届归国华侨代表大会，并在会上成立了

“兰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市民政局局长马德丕(1957年7月至1963年1

月)、副局长许超(1963年1月至1966年5月)分管侨务工作，并分别担

任了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秘书长，帮助指导侨联开展工作。1966年5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兰州市侨务工作遭到干扰和破坏，市民政局社

会科被迫停止。1979年，根据甘肃省委的指示精神，兰州市侨务工作转归

市外事部门管理，市民政局不再承办全市侨务工作。

二、兰州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兰州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简称“市侨办”)，成立于1983年11月，

与市外事办公室合署办公。市侨办是兰州市政府侨务工作的职能部门，也是

全市涉侨事务的办事机构。．

1978年4月，根据甘肃省的指示精神，兰州市侨务工作由外事办公室

主管后，市外办设立了侨务科。1983年11月，根据全市侨务工作发展的需

要，市委、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兰州市侨务办公室，与市外事办公室合署办

公。市外办副主任窦治仁兼任市侨办副主任。1990年7月，市委、市人民

政府任命窦治仁为市侨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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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历届省级外事机构

一、甘肃省委暨兰州市委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

甘肃省委暨兰州市委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简称“指委会”)成立于

1956年1月16日。该委员会由省委宣传、统战、外事、公安、文教、交

际、行政、工会、妇联、贸易、体育等部门组成，甘肃省委委员、省委宣传

部副部长阮迪民任主任，省人委秘书长陆为公、兰州市委副书记王作勇为副

主任。指委会下设办公室，编制3人。1958年4月7日，甘肃省委决定撤

销指委会，成立省委外事领导小组。

二、甘肃省委外事领导小组

甘肃省委外事领导小组成立于1958年4月7日。由阮迪民、贺进民、

刘兰亭、沈求我、王作勇等人组成，阮迪民任组长。1960年2月23日，根

据外事工作和专家工作的增多，省委调整外事领导小组，何承华任组长，阮

迪民任副组长，成员有：蒙定军、刘兰亭、李维时、张金翼、卫波、张士业

等人组成。1963年5月21日，省委决定：外事领导小组由胡继宗、何成

湘、孙剑峰、刘兰亭、李维时、卫波、何英、陈方、张士业等9人组成，胡

继宗任组长，何成湘、孙剑峰为副组长。1966年4月6日，省委调整外事

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决定由胡继宗、何成湘、孙剑峰、刘兰亭、彭应、陈

方、何英、魏立人等8人组成新一届外事领导小组，胡继宗任组长，何成

湘、孙剑峰为副组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省委外事领导小组处于瘫痪

状态，之后，省委再也没有建立新的外事领导小组。

三、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办公室

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办公室(简称“省人委外事办”)，成立于1958

年4月18日．是省政府主管外事工作的职能部门。省人委副秘书长沈求我

任主任，兰州市副市长魏立人、省人委交际处处长张士业为副主任，编制7

人。1958年7月22日，省人委外事办公室更名为“甘肃省和兰州市人委外

事办公室”。省市外事工作实行统一管理。1960年2月23日，根据省委的

决定，省市外事机构分设，原甘肃省和兰州市人委外事办公室改称“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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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委外事办公室”o何承华、孙剑峰先后任主任，阮迪民、卫波、张士业、

魏立人先后任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省人委外事办公室工作受到冲击

被撤销，后由省革命委员会外事组替代。

四、甘肃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甘肃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简称省外事办公室)，成立于1976年4月

9日。当时称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编制9人，蔺进生任主任，潘

志仁任副主任。在此之前，省外事工作由省革委会外事组主管。1978年6

月20日，省委决定葛士英兼省革委会外办主任，谷庆春为副主任。1979年

11月30日，甘肃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将甘肃省革命委

员会改称为甘肃省人民政府。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也更名为甘肃省

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1981年以来，段书宝、毛敌非、程有清先后担任省

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于志欣、王冠俊、凌国英、张嘉沛、谷庆春、杜梅林

等先后为副主任。

第四节 驻兰省级侨务机构

。甘肃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简称省侨办)，成立于1982年7月。是在

原甘肃省外事办公室侨务处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84年7月，省委决定

省侨办为正地级单位，划归政府序列，编制5人。1986年后，由于全省侨

务工作的不断发展，省侨办内设秘书处、侨政处，编制增加到12人。段书

宝、毛敌非、石作峰、自学林先后任主任，杜梅林、马少青、孙宁兰任副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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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苏友好协会兰州分会

1949年10月2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政

治部主任甘泗淇，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等54名在甘肃工作的党、政、军领

导和民主人士发起，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兰州分会筹备委员会，选出21名筹

备委员，甘泗淇任主任，张德生、徐褐夫、王世泰任副主任。由筹委会选出

7人组成千事会，省委宣传部部长赵守攻任总干事，李毓珍、任震英任副总

干事。1951年6月24日，甘肃省兰州市中苏友好协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

在兰州召开。大会讨论并通过了《甘肃省兰州市中苏友好协会章程》和向斯

大林元帅、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会长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致敬电，选出理事

60名，选举邓宝珊为会长，孙作宾、鲁直、吴鸿宾、黄正清、徐褐夫、赵

守攻为副会长，赵守攻兼总干事。办事机构为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文

化服务部、俄文教学部及俄文夜校。会址在民国路(今武都路)24号原省

立图书馆旧址(今城关区法院址)。1958年9月在东岗西路建成新会址中苏

友好馆(今省政府礼堂)。1961年，将中苏友协工作并人甘肃省文联，保留

会牌及会长、理事、秘书长职务。1966年4月8日，中央同意将各地中苏

友协划归外事系统领导。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中苏友协停止工作。

二、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兰州市分会

1950年5月16日，成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兰州支会(后改为

“兰州市分会”。以下简称“市和大”)，李景亭等31人委员，吴鸿宾为主任

委员，李景亭、贺凤梧为副主任委员。50年代，市和大组织过和平大示威，

禁止原子武器签名运动，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投票活动等。其成员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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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团的团员，出席过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亚洲国家会议等。也在兰州

接待过外国友好代表团的访问。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中国进入三年自

然灾害时期，全国各大城市基本停止工作。

三、甘肃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1978年，党中央批准甘肃省兰州市、酒泉、敦煌、嘉峪关等地对外开

放。为适应日益发展的对外友好工作，1980年6月18日，省委决定成立中

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甘肃省分会(简称友协甘肃分会)，并于8月22日在兰

州召开了友协甘肃分会成立大会和第一届理事会议。会上选举葛士英为会

长，吴坚、王世泰、谷庆春、何英为副会长，谷庆春兼任秘书长。‘友协甘肃

分会成立后，在加强对外交流，增进相互了解，促进对外开放等方面做了大

量的工作。1984年2月22日，友协甘肃分会召开第二届理事会，选举产生

了新的领导机构，葛士英为会长，马祖灵、段书宝、流莹、谷庆春、何英为

副会长，张嘉沛任秘书长，沙里士等14人为理事。1987年2月5日起更名

为甘肃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3月，增补宋静存、朱宣人、毛敌非为副会

长。

四、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甘肃分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甘肃分会成立于1980年8月，是甘肃省民间

对外经济贸易团体。1988年6月起，同时使用“中国国际商会甘肃商会”

名称。其宗旨是：开发促进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及各种

形式的中外经济技术合作等活动，促进甘肃同国外经济贸易和科学技术的发

展，增进同世界各国人民经济贸易界的相互了解与友谊。许飞青为会长，郝

介一、刘涤行、刘文正、王德三、‘丁永安、贺进民、秦继周为副会长。
‘

五、甘肃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

甘肃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成立于1986年11月。其宗旨是：根据党和国

家的对外科技方针和政策，结合甘肃省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建设和重大科技

攻关的需要，积极开展国际民间技术交流；引进国外智力、先进技术与设

备；在甘肃举办国际学术会议与专业技术培训班；组织国际科技贸易展览；

聘请外国专家来甘肃工作；组织民间科技贸易团赴国外考察；组织民间科技

研修生赴国外深造。刘德孝为中心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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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甘肃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

甘肃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成立1987年5月。其宗旨是：促进甘肃对外

开放和增进甘肃省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了解，推动甘肃经济建

设的发展和科学、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进步，共同努力为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社会进步作出贡献。卢克俭当选为会长，张吾乐、姚文仓、程有清、罗

孝祖为副会长。 一．

。

七、甘肃省国际人才交流协会
‘

甘肃省国际人才交流协会1987年7月在兰州成立，是专门从事国际人

才交流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其宗旨是：通过国际间人才交流活动，促进甘

，．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财政、教科文卫各界与各国同行的交流与合

作，为甘肃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民间友好往来作出贡献。首任会长刘恕，
· 现任会长程有清，原甘肃省委书记曾任名誉会长。

八、甘肃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甘肃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成立于1988年5月。原名为“中国教育国际交

流协会甘肃分会”。其宗旨是：致力于推进甘肃教育界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

交流与合作，促进甘肃省教育事业的发展。协会有理事单位40个，理事30

名。张昌言为理事长，马培芳、胡之德、白光弼为副理事长。

九、甘肃省国际友好联谊会

·‘甘肃省国际友好联谊会成立于1988年8月。其宗旨是：同世界各国友

好团体、知名人士、社会活动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接待国外来访的友好

团体和个人；应邀组织有关人士出国考察和访问；开展内部和对外文化艺术

．交流；研究和探讨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毛敌非、‘程有清先后任会长，杨信

宏等任副会长。
，

十、甘肃省国际文化传播与交流协会

甘肃省国际文化传播与交流协会于1988年4月筹备，1991年6月正式

成立。其前身为“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甘肃分会”，它是全省国内外文

化传播与交流的民间团体。其宗旨是：通过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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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等领导域的交流活动，加强甘肃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了解与合作，为

兴甘肃经济和社会进步服务。该会每3年举行一次代表大会。延涛为会

，王道义、段文杰为名誉会长。

十一、兰州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兰州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简称“兰州市对外友协”)原名是中国人民

外友好协会兰州市分会，成立于1983年10月。后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

和甘肃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批准，改为现名至今。该会是市委、市政府领

下的地方人民团体，是兰州市开展民间外交的重要机构。该会的主要任务

：(1)通过民间渠道，配合政府外事部门开展对外友好交流工作。(2)认

贯彻执行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开放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3)

过各种活动广交朋友，增进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扩大

州市在国际上的影响。友协常设机构是兰州市对外友协办公室，设在市外

。首任会长为何英，秘书长朱成彪。 、一

第二节 华侨团体

一、甘肃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甘肃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简称“甘肃省侨联”)成立于1980年12月，

省委领导下由归侨、侨眷组成的全省性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归

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桥梁和纽带。甘肃省侨联是甘肃省政协的组成单位，

是中国侨联的团体会员，并接受中国侨联的工作指导。

甘肃省侨联成立后，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帮助归

侨、侨眷解决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组织和推动全省归侨、侨眷

充分发挥自己的有利条件，为四化建设，争取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出了贡

献。1980年12月，甘肃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选举李学禧为省

侨联主席，杨汉烈、陈奕爱、陈忠为副主席。1984年11月，甘肃省第二次

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上，选举李学禧为主席，苏才增、金东浩、陈奕爱为副

主席，杨汉烈、罗元贵、曲子贞为顾问，张功全为秘书长。1990年5月，

在甘肃省第三次归侨侨眷代表上，选举金东浩为主席，苏才增、郑卫汉、刘



兰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简称“兰州市侨联”)成立于1960年9月，是

市委、市人民政府领导下由归侨、侨眷组成的全市性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

联系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桥梁和纽带。

新中国成立之后，兰州市认真贯彻执行党的侨务政策，全市先后接待和

安置了归侨、侨眷、侨生270多名。到1960年，全市归侨、侨眷和侨生中，

有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有40多人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先进

工作者和“四好”学生。为了进一步调动归侨、侨眷和侨生的积极性，更好

地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兰州市成立了归国华侨联合会。兰州市侨联成立

后，在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党的侨务政策，

团结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在促进兰州经济发展，维护祖国统一、振

兴中华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受到了全国华侨联合会的表彰。1960

年到2002年，兰州市侨联先后召开了9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归侨陈平

波、陈忠、李名山、李肇康、李建民、杜逸等先后当选为市侨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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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外事侨务会议

新中国成立以后，兰州市共召开各类外事、侨务工作会议25次。其中，

事方面：全市性的工作会议4次，经验交流会议6次，座谈会议10次；

务方面：全市性侨务工作会议5次。

第一节 外事会议

一、兰州市第一次外事工作会议

兰州市第一次外事工作会议，于1982年3月23日至25日在兰州市友

饭店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有：市属各部门及各涉外单位的负责人共96

。会议传达了全国和全省外事工作、旅游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和交流了

78年以来特别是1981年兰州市外事工作和旅游工作的经验，讨论制定了

82年全市外事、旅游工作的措施、办法和任务。兰州市副市长何英到会

了重要讲话。

二、兰州市第二次外事工作会议

兰州市第二次外事工作会议，于1986年5月21且至23日在榆中县招

所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有：兰州市辖各县、区、市属各局(委)及兰州

分区、新闻、学校、医院、企业、饭店共92个单位的负责人共112人。

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有：学习中央对外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有关规定，传达全

外事工作会议精神，总结1982年至1985年全市外事工作，讨论加强外事

口管理的有关措施。会上，兰州市副市长马金荣代表市委、市人民政府作

题为《全面贯彻中央外交政策，加强外事统一领导，努力开创我市外事工

新局面》的报告；市外办主任朱成彪代表市外办作了工作报告；市委宣传

、市卫生局、3512工厂、雁滩乡等单位作了专题发言。会议还讨论了进

步搞好全市外事旅游工作的措施和办法，提出了目标和任务。



三、兰州市第三次外事工作会议

兰州市第三次外事工作会议，于1990年6月26日至28日在友谊饭店

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有：全市102个涉外单位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共180

多人。这次会议是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召开的一次重

要会议。会上，与会代表学习了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在全国外办主任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传达了第四次全国外办主任会议、友好城市工作会议和全

省外事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了1986年以来的全市外事工作；讨论和研究了

贯彻中央和省上三个会议精神的具体措施。兰州市市长柯茂盛在会上作了重

要讲话，市外办主任朱成彪作了工作报告，市外办引进处处长杜振中、涉外

处处长金仁甫作了专题发言。会议还修订了《兰州市关于加强外事归口管

理，进一步做好邀请来访接待工作的若干规定》。

四、1984年兰州市涉外工作会议

兰州市涉外工作会议，于1984年3月6日至9日在兰州市胜利饭店召

开。参加会议的代表有：兰州市三县五区、市属有关局、委、办共49个单

位85人。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地方外事、涉外工作的特点和需要，

对全市外事工作干部、接待服务人员进行一次业务培训。会上组织学习了中

央一系列外事工作的方针、政策和规定，重温了涉外人员守则，进行了国际

形势和外事知识教育。

五、1984年地方外事工作研讨会．

兰州市地方外事工作研讨会，于1984年8月6日至13日在兰州举行。

兰州市外办和市友协联合主持了本次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有：北京、上

海、大连、成都、洛阳、西安、天水、酒泉等城市外办和友协负责人共15

人。兰州市市长王道义，市委副书记马培芳，副市长何英、张效善及市外办

主任朱成彪、副主任窦治仁、王淑雄等出席了会议。研讨会上，上海、大

连、西安、成都等市外办介绍了外事工作和开展友好城市工作经验。这次会

议密切了兰州市与兄弟城市外办之间的联系，增进了友谊，为开拓兰州市外

事工作创造了条件。



西北地区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座谈会，于1988年10月5日至7日在兰州

召开。陕西、青海、宁夏、新疆、甘肃五省(区)及西安、兰州两市引进办

等负责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国务院引进办主任、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王遒到

会讲话。

座谈会由甘肃省副省长刘恕主持，会上，西北五省市相互交流了工作经

验，探讨了西北地区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发展趋势和战略。会议期间，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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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长柯茂盛、副市长马金荣与王道主任就兰州市引进外智工作、机构设

置、人员配备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议还形成了加快西北地区引智工作的

《纪要》。

九、西北片外事工作座谈会

西北片外事工作座谈会，于1989年4月3日至6日在兰州召开。陕西、

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甘肃等省、自治区和西安、兰州两市外办等负

责人共25人出席了会议。甘肃省常务副省长张吾乐、省政府副秘书长孔令

鉴、省外办副主任张嘉沛、省友协副会长谷庆春、兰州市副市长杨良琦、市

外办主任朱成彪等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国务院外办主任

钱永年出席了会议并作了形势政策讲话，八省市外办负责人汇报了各自的工

作，交流了经验。座谈会上，与会代表还观摩了有关外事录相资料，参观了

兰州化学工业公司、五泉山公园和农贸市场。

第二节 侨务会议

一、兰州市第一次侨务工作会议

兰州市第一次侨务工作会议，于1958年5月29日在市政协礼堂召开，

会期2天。参加会议的代表有：在兰机关、学校、厂矿企业的归侨、侨眷和

华侨学生共36人。出席指导本次会议有甘肃省政协、省民政厅、省外事办

公室和市政协、市委统战部、．市人委办公厅、市人委交际处、市教育局、市

团委等9个单位的领导和负责人。会上，市民政局负责人传达了方方在全国

侨务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总结了1958年兰州市侨务工作，提出了1959

年侨务工作意见。省民政厅、市委统战部领导分别作了重要指示。这次会议

对全市侨务工作的开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二、兰州市第二次侨务工作会议

兰州市第二次侨务工作会议，于1962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在兰州

召开。参加本次会议的代表有：市属各系统单位党委、人事部门和兰州市城

关区委统战部，以及6个省级单位负责人共36人。会上，张应举同志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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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政府传达了省委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组织学习了中央关于当前侨务政

策等有关文件。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侨务工作的重要性，通过学习与会同志对

正确贯彻“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侨务政策有了全

面的了解；对侨汇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对归侨、侨眷的“海外关系”

有了正确认识。这次会议明确了政策，提高了认识，为今后兰州市侨务工作

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三、兰州市第三次侨务工作会议

兰州市第三次侨务工作会议，于1981年7月23日至24日在兰州召开。

参加本次会议的代表有：市属各县区、市级各局、有关单位负责人共80多

人。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传达学习中央领导和国务院侨办负责人在全国侨务

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总结交流了全市侨务工作经验；研究讨论了贯彻

全国侨务工作座谈会精神的具体措施。这次会议是兰州市恢复侨务工作以

后，市委、市人民政府召开的第一次侨务工作会议，推动了兰州市侨务工作

的全面开展。

四、兰州市第四次侨务工作会议

兰州市第四次侨务工作会议，于1984年7月24日至25日在兰州召开。

参加本次会议的代表有：市属各县区及有关部、局、办公室主任(或政治部

主任)共50多人。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传达贯彻全国侨办主任会议和

全省侨务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中央领导同志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

安排部署全市侨务工作的任务。

五、兰州市第五次侨务工作会议

兰州市第五次侨务工作会议，于1989年11月23日至25日在兰州召

开。参加本次会议的代表有：市辖各县、区及各市属部、委、办、局有关负

责人共70多人。这次会议是根据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侨务工作辖地

管理的指示精神，为加强兰州地区侨务工作管理，市政府召开的一次重要会

议。会上，传达学习了全国和全省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和分析了兰州市

侨务工作的现状和特点，提出了关于加强全市侨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会议

还就建立健全全市侨务工作组织机构作出了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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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等19人为委员。

兰州市第四次归国华侨代表大会

市第四次归国华侨代表大会，于1978年8月21日至25日在兰州

次大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兰州市侨联召开的一次规模最大的代表

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兰州市召开的首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

在兰中央部属企业、省市级工商、科技、文教、卫生、财贸等各条

侨、侨眷及特邀的港澳台同胞代表共99人。市委第一书记王耀华、

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和全国侨务

精神，总结兰州市侨联三届委员会的工作，选举产生兰州市侨联第

会组成人员。陈忠当选为市侨联主任，谢芳云、项廷华为副主任兼

罗元贵等25人为委员。

兰州市第五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

市第五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于1980年8月5日至8日在兰州

席这次会议的归侨、侨眷和特邀代表共153人。市委书记章桂、副

等到会祝贺。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审议兰州市第四届委员会工

传达全国侨联工作座谈会精神，修改并通过兰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举产生兰州市侨联第五届委员会组成人员。李名山当选为兰州市侨

谢芳云、窦治仁为副主席，廖斯级为秘书长，朱云等28人为委员。

兰州市第六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 、

市第六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于1984年5月12日至16日在兰

出席会议的归侨、侨眷代表及港澳特邀人士共124人。市委副书记

副市长张效善等到会祝贺。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传达全国第三次侨

，听取和审议市侨联第五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市侨联第六

组成人员。李名山再次当选为市侨联主席，王炜、廖斯级、李瑞

平、李健民为副主席，彭均平为秘书长，叶剑青等28人为委员。

兰州市第七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

市第七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于1990年7月4日至7日在兰州

席本次会议的归侨、侨眷代表和特邀人士共150人。市委书记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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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市长柯茂盛等出席了大会。甘肃省侨办副主任杜梅林、兰州市委副书记

高崇华分别作了重要讲话。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听取和审议兰州市侨联第六

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兰州市侨联第七届委员会组成人员，李肇康当

选为市侨联主席，李健民、宁美阳为副主席，周迎平为秘书长，丁映琪等

36人为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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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外事管理

第一节 出国人员和外国人来兰审批

一、派遣临时出国人员审批

1990年以前，兰州市派遣临时出国人员由市外办审核后报省外办审批，

之后，中共甘肃省委制定派遣临时出国人员审批手续调整办法，共10条，

主要内容是：

(一)兰州市政府负责审批兰州市属前往我国有外交关系国家的人员出

国事宜；

(二)凡有正、副地级党政干部(不含企业)参加的各类出国团组由兰

州市政府审核后报省政府审批；企业组团有相应职级领导干部参加的，报省

外办审批。

(三)对经省科委审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机电产品出口企业、邮电产

品出口企业和经省政府批准的有外贸进出口经营权的省直企业集团、重点外

贸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人员等，临时出国开展经销及售后服务活动，

执行同一任务时实行一次审批、一年内多次有效的办法。年内再次出国由企

业出具同意的函件，直接报省外办办理护照签证。

二、外国人来兰审批及管理规定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这一时期兰州市外事工作由省

市统办、对外国人来兰审批及管理主要由甘肃省人委外事办公室负责。在兰

的外国专家接受国务院有关部(委)、甘肃省人委外国专家处的领导。1992

年以后，兰州市所属单位邀请的因公出入境外国人由兰州市人民政府负责审

批。审批程序：

I．单位应先填写(邀请外宾申请表)，由归口部门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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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即可前往，不需办理旅行证件。(2)外国人申请前往非开放地区旅游，

一律谢绝；如因情况特殊需要前往，接待单位要事先征得省军区、省外办、

省公安厅同意，持省政府批件到省公安厅办理“外国人旅行证”后方可前

往。(3)来甘肃省旅游的外国人一律不准使用自备车辆，有关单位和个人如

遇到外国人租用车辆前往非开放地区，应一律拒绝。

三、对因公出国的其他管理规定

1990年以前，兰州市派遣临时出国人员按照甘肃省关于派遣临时出国

人员规定执行，之后，中共兰州市委、兰州市人民政府为进一步加强因公临

时出国(境)管理制定了实施细则，主要内容有九项：

(一)严格控制用公费出国(境)。因公临时出国(境)团组和人员，必

须有明确而具体的出访任务，坚决杜绝一般性考察学习和没有明确公务目的

及实质内容的出国(境)活动。

(--)严格审批因公出国(境)经费。申报出国(境)任务要注明经费

来源和用汇数额。对使用市财政拨款的出国(境)团组，经费严格按照财政

部、外交部《关于临时出国人员费用开支标准和管理办法的规定》审查申

报，凡超出标准部分一律不予核拨。、

-．(三)因公出访团组人员，应严格执行外事纪律和有关规定，不得以任

何理由改变计划绕道旅行或擅自延长在境外的停留时间。

(四)原则上不组织跨地区、跨部门的因公出访团组，如确有必要，必

须从严掌握。

(五)对确需派出的培训团组和人员，必须纳入兰州市年度出国培训计

划，严格审查培训内容和培训时间，审查境外接待单位的培训资格。培训的

课题应当紧密结合兰州市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又是国内培训难

以解决的问题。参加培训的人员要严格按照条件选送，要与培训专业有直接

关系，培训结束后将直接从事该项工作。



·166· 兰州市志·外事侨务志·外事侨务管理

(六)党政机关干部，尤其是处级以上干部，无论从何渠道出国(境)，

都必须先报市外办审核。

(七)凡使用市财政拨款或企事业单位经费派遣出国(境)的，必须严

格按照因公出国(境)管理规定的渠道公派出国，任何团组和个人不得通过

因私渠道(如旅行社)出境。凡由因私渠道出访者，费用由本人自理，单位

不得报销，否则视为典型的公费出国旅游。如发生此类情况，市外办要行使

外事督查权，查清真相，除责令主办人写出书面检查外，对部门主要负责人

在全市范围内通报批评，并由组团单位负责追缴所有参团人员的境外费用，

自查处之日起三十Et内如数交公。情节严重又不听劝阻的，按党纪政纪给予

严肃处理。

(八)出国团组或个人回国后十五天内将出访工作总结报市外办，三十

天之内将护照交市外办统一保管。否则，吊销或作废其护照，五年之内不予

办理因公出国(境)任务。

(九)坚持因公出国(境)“一支笔”审批制度。坚持“三宽三严”的审

批原则，即：经贸、科技交流出国从宽，考察培训从严；企事业人员出国从

宽，党政干部出国从严；使用留成外汇从宽，使用非贸易外汇从严。

审批及管理原则

(一)兰州市人民政府是国务院、外交部授权的有因公l临时出国(境)

审批权的单位。

(二)兰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是全市外事工作归口管理部门，是市

政府具体负责全市因公临时出国(境)任务的审批、审核及管理的职能部

门，督查兰州市市属人员临时出国(境)的有关事宜。

(三)兰州市市属人员因公临时出国、赴香港、澳门执行公务，实行

“一支笔”审批制度；坚持统一领导，分层负责，“三宽三严”的原则(即：

经贸、科技交流出国从宽，考察培训从严；企事业人员出国从宽，党政干部

出国从严；使用留成外汇从宽，使用非贸易外汇从严)。

审批权限

(一)兰州市及所属县区企事业单位人员前往与我国有外交关系国家的

人员因公临时出国(境)事宜，均由兰州市外办承办，兰州市政府审批。

1．市属行政、企事业单位组织的因公临时出国(境)团组及有正、副

县级党政干部参加的各类因公临时出国(境)团组由市外办审核、市政府审

批，市直管及以上干部还需报市委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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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副地级党政干部参加的各类因公临时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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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团组由市政府

审核后报省外办、省政府审批。

3．副省级党政干部参加的出国(境)团组，由市政府报省外办、省政

府审核后报中央外事办和外交部审批。

(二)兰州市市属人员因公赴香港、澳门从事经贸活动的团组，由市外

办审核、市政府审批；从事非经贸活动的团组由市政府报省外办审核后报国

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审批。

报批程序 ．

凡有因公临时出国(境)任务的单位及个人须按要求如实填写《因公出

国或赴港澳任务申请表》，说明出访的具体任务。执行友好交流和业务交往

任务的，还必须附上双方交往的背景材料、本次出访理由；执行合同或参展

的，必须附上相应的合同章节、外方要求和团组准备情况的说明；再次申请

出国手续的个人，必须注明是否持有因私护照、是否申请过因私签证、是否

有被拒签证情况等，由单位主管领导签字和加盖公章后送行政主管部门分管

外事的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

出访任务及人员审定

(一)出访任务的审定，以党中央、国务院的规定为准则：

1．因公组团出访，应有明确的目的和具体的工作任务；

2．严禁以各种名义用公费变相出国(境)旅游；

3．严禁利用因私渠道办理公费出国(境)手续；

4．严禁随以盈利为目的团组出访。

(二)出访人员的选派，应进行必要的资格审查：

1．出国(境)人员必须拥护党的方针、政策，热爱祖国，作风正派，

严守机密，廉洁奉公，遵守外事纪律，工作表现好，身体健康。

2．出国(境)学习、进修的人员，应有相当的外语水平。

3．出访人员一般应有二年以上的本职工作经历。

4．对即将办理离休、退休手续的人员，不再派遣出国(境)执行公务。

5．县以上领导干部出访必须纳入兰州市年度因公出国(境)计划，实

行计划管理。个人不得向组织提出要求，更不能自行对外联系出访任务。

6．确需派出的培训团组，必须纳入兰州市年度出国培训计划，严格审

查培训内容、培训时间及境外接待单位的培训资格。

7．团组人员结构要合理，坚持少而精的原则。少数人能完成的任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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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超派人员参加；能一次完成的，不得安排多次出访；能在国内解决的，不

得找借口到国外去。

因公护照的管理

(一)因公护照实行统一管理，统一造册，集中保管，由市外办负责因

公护照的申办、发放、收回和保管工作，其它部门和个人不得私自申办和存

放。

(二)出国人员在出国办理签证前五天内，方可向市外办办理护照借用

手续，并按规定使用护照。回国后，应于30日内主动归还，无故不归还者，

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三)团组在境外访问期间，应坚持护照统一保管的原则。如遇特殊情

况须分发个人时，要采取相应的保管措施防止丢失，事后立即集中保管。

(四)如护照遗失，应立即向市外办报告，同时报护照签发机关(在国

外报我国驻当地使领馆)，并按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办理报失和补证手续。

(五)因公出国(境)人员在外只能持一本有效护照。

(六)因公出国(境)人员同时持有因私护照的，不批准因公出国(境)

任务。

(七)因公赴港、澳通行证的管理，参照因公出国护照的管理办法执行。

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或赴台湾访问

(一)领导干部申请因私出国(境)或出访台湾时，同样应先报市外办

办理呈报批手续，未经批准，不得自行到公安部门、对台办办理出国(境)

手续或赴台手续。市公安局、市对台办应依据市外办出具的审批呈报批准件

予以办理。

(二)各级领导干部出国(境)探亲、旅游和办理其它私事，一律不得

接受外商或驻国(境)外中资机构(企业)的资助。

(三)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或赴台湾访问，在办妥因私出国护照或

往来港澳通行证或赴台通行证后，要立即向市外办和所属单位党组织报告并

登记。报告和登记的内容包括持证人姓名、职务、发证机关、发证日期、有

效期限、证件号码和证件使用情况等。

(四)各级领导干部申请因私出国(境)或因私访台，费用由本人自理，

单位不得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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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来访外交官的接待和外国记者管理

一、对来访外交官接待的规定

兰州市对来访外交官的接待依照甘肃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1990年7

月制定的相关规定执行，主要内容为：(1)各国驻华使馆外交官来甘开放地

区进行公务活动，须在出发前两周，由有关使馆向省外办直接发电报或公函

提出，同时报告外交部礼宾司；(2)使馆外交官(大使、公使、参赞)来甘

进行公务活动，由省外办接待；(3)有关部门如因工作需要，拟邀请外国驻

华使馆人员来访，须事先征得省外办同意，报省政府批准，邀请函由省外办

发出，并抄送外交部；(4)会见按对等原则；(5)地方外办，不受理外国驻

华使馆人员去非开放地区旅行的申请。

二、对外国记者的管理规定

兰州市对外国记者的管理依照甘肃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制定的相关规

定执行，共20条。主要内容：甘肃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统一负责来甘采

访的外国记者的管理工作，具体负责接待外国驻华记者、国宾团随行记者、

省政府邀请经外交部批准来甘采访的外国记者。凡未经省外办同意，擅自来

甘肃省采访的外国记者，一律不予接待，并速告省外办报外交部新闻司处

理；外国记者来甘采访，原则上只限于开放地区；我公职人员接受外国记者

采访，须经本单位领导批准或授权；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应以我为主。合理采

访，尽量予以满足，对其不合理要求，应予婉拒；外国记者的采访必须按接

待计划进行，如发现非法采访或从事与记者身份不相符的活动，应立即予以

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报告；如遇突发性重大事件，由省政府批准对外表态口

径，未批准之前，任何单位和个不得擅自对外表态。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

接受外国记者的信函、电话采访；以旅游身份来甘肃省的外国记者，不得从

事采访报道活动。



·J7D· 兰州市志·外事侨务志·外事侨务管理

第三节 对涉外人员和涉外单位的管理

一、对涉外人员的管理教育

兰州市对涉外人员的管理与教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国务院

外事办公室及甘肃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的涉外规定进行。因公出国(境)

团组均须接受出访前的外事教育。

凡发生因公临时出国(境)人员逾期不归、出走和其它严重违反外事纪

律现象，有关团组应及时报告市外办。

团组回国后，应于15日内以书面报告形式汇报出访情况，出访报告交

市外办。

二、涉外单位

涉外单位根据对外交往(包括对外经贸、经济文化交流、接受外宾参观

考察等)的需要，由省、市人民政府分别确定。1982年以前，兰州市涉外

部门和单位确定仅23个。1982年以后，兰州市对外开放不断扩大，涉外部

门和单位逐渐增加，到1988年全市已有248个。

(一)市级涉外单位

兰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兰州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兰州市人民政府引进国外智力办公室 兰州市人民政府外商投资管理办公室

i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兰州分会 兰州市委统战部

城关区人民政府 七里河区人民政府

安宁区人民政府 西固区人民政府

红古区人民政府 榆中县人民政府

皋兰县人民政府 永登县人民政府

兰州市城关区雁滩乡人民政府 兰州市安宁区安宁堡乡人民政府

兰州市公安局 兰州市旅游局

兰州市财政局 兰州市税务局

兰州市环保局 兰州市园林局

兰州市卫生局 兰州市教育局

兰州市文化局 兰州市水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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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电信局

兰州市林业局

兰州市二商局

兰州市机械电子工业局

兰州市民族宗教局

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榆中县外事旅游局

兰州市经济委员会

兰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兰州市体育运动委员会

兰州市妇女联合会

兰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兰州市公安局外事处

兰州市消防大队

兰州市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所

兰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兰州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兰州市轻音乐团

兰州化学工业公司

兰州长风机械集团公司

兰州炼油厂

兰州通用机器厂

兰州炭素厂

兰州煤制气厂指挥部

兰州轴承厂

兰州造纸厂

兰州木器厂

兰州地毯总厂

兰州热水瓶厂

兰州第一毛纺织厂

兰州第三毛纺织厂

兰州布鞋总厂

兰州市农牧局

兰州市一商局

兰州市二轻局

兰州市轻纺工业局

兰州市广播电视局

国家安全局兰州安全局

兰州市计划委员会

兰州市农业委员会

兰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兰州市外经贸委员会

兰州市台湾同胞联谊会

兰州市经济协作办公室

兰州市交通大队

兰州市供销合作社

兰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兰州市连海经济开发区

兰州市歌舞团

兰州铁路局

兰州钢铁集团公司

兰州市自来水总公司

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

兰州铝厂

兰州高压阀门厂

国营五0四厂

兰州水泵厂

兰州平板玻璃厂

兰州大庆木器厂

兰州塑料厂

兰州搪瓷厂

兰州第二毛纺织厂

兰州棉纺织厂

兰州胶鞋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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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美高皮鞋厂

兰州震旦皮革厂

兰州毛条厂

兰州黄河啤酒厂

兰州佛慈制药厂

兰州毛纺织机械厂

甘肃省纺织机械厂

西北油漆厂

西北铁合金厂

甘肃化工机械厂

兰州欧亚工业有限公司

兰港毛衫有限公司

兰州市饮食服务公司

兰州工贸商场

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兰州市结核病院

五泉山公园

水上公园

兰州饭店

兰州金城宾馆

兰州友谊饭店

兰化宾馆

兰州人民广播电台，

兰州日报社

甘肃省兰州第一中学

兰州市第十四中学

西北师大附中

兰州市东郊小学

兰州市实验幼儿园

(二)省级涉外机构

兰州皮革厂

兰州维尼纶厂

兰州啤酒厂

兰州制药厂

兰州汽车齿轮厂

兰州第一印制罐厂

刘家峡水电厂

窑街矿务局

甘肃电视机厂

甘肃省轻工机械塑料编制厂

兰州桃海钢门钢窗公司

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南关百货大楼

兰州飞天商场

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兰州市口腔病医院

白塔山公园

兰州市少年宫

兰州飞天大酒店

兰州宁卧庄宾馆

兰州胜利宾馆

中H友好会馆

兰州电视台

兰州晚报社

兰州市第二中学

西北中学

兰州职业技术学校

兰州市七里河小学

兰州市城关区保育院

甘肃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甘肃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甘肃省人民政府引进国外智力办公室甘肃省外商投资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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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计划委员会

甘肃省建设委员会

甘肃省科学技术委员会

甘肃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

甘肃省财政厅

甘肃省商业厅

甘肃省电力工业厅

甘肃省轻纺工业厅．

甘肃省税务局

甘肃省交通厅

甘肃省卫生局

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甘肃省供销合作社

甘肃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甘肃省旅行社

甘肃省陇海旅行社

甘肃省金城旅行社

甘肃丝绸之路旅行社

兰州假El旅行社

兰州飞天大酒店旅行社

中国青年旅行社甘肃分社

甘肃省保险公司

甘肃旅游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兰州金城旅游服务公司一 。

中国旅游服务公司甘肃省分公司

国家外汇管理局甘肃省分局

中国工商银行甘肃省分行兰州市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兰州市支行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

甘肃省科学院

甘肃省地震局

甘肃省经济委员会

甘肃省教育委员会

甘肃省体育运动委员会

甘肃省文化厅

甘肃省农业厅

甘肃省广播电视厅

甘肃省二轻工业厅

甘肃省石油化学工业厅

甘肃省气象局

甘肃省环保局

甘肃省旅游局

甘肃省邮电管理局

甘肃省经济协作办公室

甘肃省国际文化传播交流协会

甘肃省华涧旅行社

甘肃省希望旅行社

甘肃省国际体育旅行社

兰州旅行社

兰州丝路国际旅行社

中国国际旅行社甘肃分社

甘肃省中国青年旅行社国际部

甘肃省海外旅游总公司

兰州东方旅游公司

兰州招商国际旅游公司 一

中国出国人员服务总公司兰州分公司

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兰州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甘肃省分行兰州支行

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

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

甘肃省轻工研究院

甘肃省西电工程指挥部



兰州市志·外事侨务志·外事侨务管理

甘肃省灌溉实验中心

西北航空公司甘肃省管理局

甘肃电视台

新华社甘肃分社兰州记者站

甘肃工业大学

甘肃农业大学

兰州铁道学院

甘肃省保育院

甘肃省歌剧团

甘肃省民族歌舞团

甘肃省机械工业学校

甘肃省包装公司

甘肃省轻纺供销公司

甘肃省工艺美术公司

甘肃省化工进出口公司

甘肃省机械工业设备配件供应公司

甘肃省引大人秦工程指挥部

甘肃日报社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

兰州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

兰州医学院

西北民族学院

甘肃省博物馆

甘肃省杂技团

甘肃省艺术学校

甘肃省电子公司

甘肃省机械集团公司

甘肃省装饰设计公司

甘肃省二轻供销公司

甘肃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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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91年一2003年兰州市外事侨务工作纪略

外事往来

1991年以来，特别是1992年兰州被国务院批准为内陆开放城市后，外

事往来发展迅猛。到2003年，全市共接待各类外国友人计831265人(次)。

因公出国进行友好访问、参观考察、洽谈业务的团组也与日俱增。仅副市长

以上的团组出访共42次。

一、来 访

1991年至2003年，兰州市共接待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外国友人，其中

有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界要员、驻华使节等。

(一)国家元首

尼日尔总统马马杜·坦贾访问兰州

2001年6月9日，尼日尔总统马马杜·坦贾及夫人一行23人对甘肃和

兰州进行工作访问。在兰访问期间，马马杜·坦贾总统一行参观榆中县东岭

雨水集流示范点。

2003年11月22日至23日，应胡锦涛主席邀请，瑞士联邦主席库什潘

一行29人，抵达兰州和敦煌访问，库什潘主席一行在兰州参观永登县中川

镇兔墩村农户，史喇口村蔬菜大棚，兰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潘卫平陪同库什

潘主席在兰参观。

(二)政府首脑

日本国前首相竹下登在兰作短暂停留

1994年8月15日，日本国前首都竹下登、日中友协会长平山郁田赴甘

肃敦煌，参加敦煌石窟文物保护陈列中心竣工典礼途中，在兰州中川机场作

短暂停留，甘肃省和兰州市负责人到机场迎送。

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等访问兰州

1998年11月21日，加拿大总理让·克雷蒂安一行70人对甘肃和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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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为期1天的正式访问。访问中，让·克雷蒂安总理一行参观兰州市皋兰

县忠和乡丰登村，并援助皋兰县忠和乡丰登村、水源村雨水集流人畜饮水项

目17．887万元人民币，七里河区阿干镇七坪岭村、黄峪乡赵家清村雨水集

流援助资金20．1216万元人民币。

(三)政界要员

1998年8月26日，埃塞俄比亚政府高级代表团，在社会复兴与发展基

金会总经理(正部级)何塞法·阿布拉哈博士率领下抵达兰州，就甘肃及兰

州扶贫工作进行考察访问。 ．

2001年8月25日，应全国人大邀请，以美国阿拉巴马州共和党联邦参

议员理查德·谢尔比为团长的美国参议员代表团一行8人访华，并抵达甘肃

省和兰州市参观访问。

(四)驻华使节

1996年11月19日，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尤瓦纳一行来甘肃和兰州友

好访问。

1997年8月10日，日本国驻华大使佐藤嘉恭携夫人来甘肃和兰州参观

访问。

1997年9月1日，外交部组织外国驻华使馆新闻官员马琼记者一行20

人，来甘肃和兰州进行采访活动。

1998年9月23日，加拿大驻华大使霍华德·贝祥一行来甘肃和兰州进

行工作访问，旨在了解加拿大在我省援助项目执行情况，并为加拿大总理访

华做准备。

2000年8月17日，尼日利亚驻华大使奥拉贡朱·阿德萨为团长的尼日

利亚代表团对甘肃和兰州进行访问。

。2002年5月，美国兰辛市政府代表团一行8人访问兰州，签订友好交

流协议书。

2002年8月31日，为贯彻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西部地区对外开

放和交流，外交部组织60多个国家驻华使节及国际组织驻华代表一行82人

来甘肃和兰州参观访问。

(五)友好城市

2002年8月，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市长马丁·谢维斯，抵达兰

州访问。

2002年8月，日本秋田市市长佐竹敬久率友好代表团一行20人，抵达



4年5月，以市委书记李虎林为团长的兰州市经贸代表团赴美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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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招商访问，在洛杉矶举办经贸洽谈会。

1994年10月，副市长梁猷魁率兰州市经济技术考察团，一行7人赴日

本考察。

1994年11月，市长朱作勇等人参加中国社科院组团，赴美国考察。

1994年11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士绝率团，一行5人赴土库曼斯

坦进行友好交流。

1994年12月，市长朱作勇率团，一行6人赴日本进行友好交流。

1995年2月，副市长史振业率团，一行5人赴澳大利亚访问。

1995年3月，市委副书记高崇华率团，一行6人赴美国访问。

1995年3月，副市长梁猷魁参加国家科委组团，赴比利时参加新亚欧

大陆桥市长培训班。

1995年4月，副市长宋乃娴参加中国市长协会组团，赴德国参加城市

管理研讨会。

1995年5月，市委书记李虎林率团，一行5人赴日本八户、静冈、福

田友好访问。

1995年6月，市长朱作勇率团，一行5人赴香港访问。

1995年11月，市委副书记王振军参加国家体改委组团，赴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法国进行国企改革与再安置考察。

1996年3月，副市长梁猷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俊学率兰州市经

贸团赴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友好访问。

1996年4月，副市长宋乃娴随全国女市长代表团赴加拿大友好访问。

1996年4月，市长朱作勇率兰州市人民政府友好代表团赴美国访问。

1996年4月，副市长宋乃娴随中国经贸团赴新加坡进行经贸洽谈。

1996年5月11日至25日，市政协副主席于广义率兰州市新闻技术考

察团，赴El本秋田市考察。

1996年6月5日至18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炳午率兰州市医疗考察

团，赴美国访问，并签订了《兰州——美国内华达大学开展友好交流协议

书》。

1996年7月，市委书记陆浩、市长朱作勇、副市长张玉舜、杨咏中等

12人，“兰交会”前夕赴香港招商，邀请宾客。

1996年8月，副市长马琦明率兰州市经济管理与税务考察团，赴德国、

香港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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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0月，市委副书记高崇华等4人赴德国进行经济技术考察。

1996年11月，市委副书记王振军率兰州市教育考察团赴美国访问。

1996年12月，市委书记陆浩、副市长张玉舜随中国国际贸促会代表

团，赴日本、韩国进行投资促进考察。

1997年1月，副市长梁猷魁率兰州市经贸考察团，赴埃及、肯尼亚、

南非等国进行经贸考察。

1997年1月，市政协副主席金恒理率兰州市考察团，赴新加坡进行教

育考察。

1997年3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用强率兰州市考察团，赴德国进

行城市建设考察、培训。

1997年3月，市长朱作勇、副市长杨咏中随甘肃省经贸洽谈团，赴香

港、澳门等地进行经贸洽谈、投资促进、邀请“兰交会”宾客。

1997年4月，市政协主席杨良琦率兰州市培训团，赴东南亚等国进行

经济及行政管理培训。

1997年5月，副市长杨咏中率兰州市经贸考察团，赴泰国进行“兰交

会”招商引资。

1997年5月，市委副书记高崇华、副市长宋乃娴率兰州市城市规划考

察团，赴德国、意大利考察。

1997年5月，市纪委书记黄新光率兰州市考察团，赴美国进行金融、

保险考察、培训。

1997年6月，市委副书记王振军率兰州市经贸交流团，赴美国访问。

1997年9月，副市长张玉舜随中国贸促会经贸考察团，赴西欧三国考

察。

1997年9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炳午率兰州市考察团，赴德国进行

经贸考察。

1997年10月，副市长王恩渭等5人赴香港参加“97中国投资政策研讨

会”及经贸洽谈会。

1997年10月，副市长杨在溪随建设部访问团，赴法国、意大利等国参

加国际贫困地区论坛会议。

1997年10月，副市长马琦明率兰州市考察团，赴东南亚进行教育、卫

生交流及考察。

1997年12月，副市长宋乃娴、秘书长张兴照赴香港进行项目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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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5月，副市长王恩渭率兰州市经济友好代表团，赴俄罗斯友好

访问。

1998年5月，副市长杨咏中率甘肃省经贸代表团，赴香港、澳门进行

经济、贸易考察、招商。

1998年5月，市委组织部长李希率兰州市考察团，赴德国进行社区管

理考察o
。

1998年6月，市委书记陆浩率兰州市友好代表团，赴英国、葡萄牙等

国友好访问，并与英国达成11个方面的合作项目。

1998年7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石宝士率兰州市考察团，赴美国友

好访问。

1998年7月，市纪委书记黄新光率兰州市考察团，赴德国进行经济管

理考察。

1998年9月，市长朱作勇、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倪安民率兰州市人民

政府友好团，赴英国、俄罗斯、葡萄牙等国友好访问。

1998年9月，副市长陈冬芝随全国友协访问团，赴法国、比利时等国

友好访问。

1998年10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炳午、常务副市长张玉舜率兰州市

友好访问团，赴新西兰、澳大利亚友好访问。

1998年11月，市委副书记高崇华率兰州市友协访问团，赴澳大利亚、

新西兰进行社区管理考察。

1998年11月，副市长杨在溪率兰州市农业考察团，赴美国就引进优良

农作物品种进行考察。

1999年3月，市委书记陆浩率团，一行6人赴澳大利亚友好访问。

1999年3月，副市长杨咏中等3人参加国家贸促会组团，赴美国进行

经贸洽谈考察。

1999年4月，市长朱作勇率团，一行5人赴韩国、日本友好访问。

1999年4月，副市长史振业等2人参加中国市长协会组团，赴德国、

波兰、俄罗斯进行商务经贸考察。

1999年5月，副市长王恩渭等2人参加国家贸促会组团，赴德国、比

利时进行经贸考察。 ，。

1999年5月，副市长马琦明率兰州市教育考察团，一行4人赴英国、

法国考察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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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7月，市委副书记李希率兰州市社区建设考察团，一行6人赴

美国考察。

2000年4月，副市长宋乃娴赴香港进行经贸项目洽谈。

2000年5月，副市长王恩渭一行3人参加省进出VI贸易集团公司组团，

赴日本进行设备考察。

2000年5月，市委书记王军率团，一行6人赴英国、葡萄牙、匈牙利

友好访问。

2000年5月，市委副书记高崇华率团，一行8人赴毛里塔尼亚、俄罗

斯、法国友好访问。

2000年5月，市政协主席王振军率兰州市城市规划考察团，一行5人

赴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考察。

2000年6月，副市长杨咏中等2人参加省人民政府组团，赴法国、英

国、瑞士进行“兰洽会”新闻发布活动。

2000年9月，市长张玉舜一行2人参加国家建设部组团，赴德国考察。

2000年10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克勤一行7人赴英国进行友好交

流。

2000年10月，副市长杨在溪率兰州市环境绿化工程考察团，一行7人

赴英国、以色列进行考察。

2000年11月，市委副书记李希率团，一行8人赴澳大利亚、新西兰友

好访问。

2000年12月，副市长杨咏中率团，一行5人赴英国、德国友好访问。

2001年2月，市委副书记张志银一行2人参加省旅游局组团，赴美国、

加拿大进行国际旅游参展促销活动。

2001年2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忠廉率团、一行6人赴南斯拉夫、

法国友好访问。

2001年2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克勤率兰州市财税及房屋改革考

察团，一行6人赴英国、德国考察。

2001年4月，副市长马琦明率一行2人赴美国、韩国、香港考察。

2001年5月，市长张玉舜率团，一行8人赴香港招商。

2001年7月，市委书记王军率团，一行7人赴俄罗斯、希腊、毛里塔

尼亚友好访问。

2001年7月，市委副书记左灿湘率团，一行5人赴日本友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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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市长张玉舜率团，一行8人赴俄罗斯、奥地利、埃及友

好访问。

2001年9月，市政协主席王振军率兰州市城市管理考察团，一行7人

赴日本考察。

2001年10月，副市长王恩渭率兰州市社会福利事业考察团，一行6人

赴美国、香港进行考察。

2001年10月，常务副市长郝鹏参加中央组织部组团，赴澳大利亚参加

培训。，

2001年10月，副市长杨在溪一行5人，参加省建设厅组团，赴南非、

瑞典进行城市建设考察。

．2002年6月，副市长刘亚军率团，一行7人赴澳大利亚、新西兰进行

经贸洽谈。

2002年7月，市委书记王军率团，一行9人赴美国、巴西友好访问。

2002年7月，副市长陈冬芝一行2人赴泰国参加第四届亚洲市长论坛。

2002年9月，市长张志银率兰州市经贸考察团，一行10人赴德国、埃

及考察访问。 ．．‘：

2002年9月，市委副书记陈琳率兰州市城建管理团，一行7人赴德国、

英国、香港考察访问。
‘

2002年9月，副市长郝鹏一行7人赴俄罗斯、南斯拉夫、斯洛伐克友

好访问。
，’

2002年10月，市委副书记左灿湘一行6人赴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

宾友好访问。

2002年10月，副市长杨在溪率兰州市城市建设考察团，一行9人赴南

非、肯尼亚、津巴布韦、瑞士考察。

2002年11月，市政协主席赵士通参加省友协组团，赴英国、芬兰进行

科技经济考察。

2002年12月，市委副书记张余胜率兰州市教育体制考察团，一行11

人赴美国、香港考察。

2002年12月，副市长马琦明一行9人参加省经济合作厅组团，赴阿联

酋、沙特、土耳其参加交易会。

2003年4月，市委副书记王军率团，一行9人赴澳大利亚、菲律宾友

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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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8月，常务副市长郝鹏参加中共中央组织部组团，赴美国培训。

2003年10月，市长张志银率团，一行8人赴美国、墨西哥友好访问。

(二)对口团组

1991年2月，兰州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李怀德一行5人，赴苏联哈萨

克加盟共和国进行电视交流节目的友好访问，为期10天。

1991年4月，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研究员王成怀一行3人赴日本考察，

研讨合作项目，为期10天。

1991年4月，兰州市卫生局局长朱子扬一行5人，应日本秋田综合病

院邀请，赴日本秋田市考察访问，交流医疗技术，研讨两市医疗方面的对El

交流事宜，为期10天。

1991年4月，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工程师宁磊一行5人，应日本实验

动物中央研究所邀请，赴日本访问考察，为期14天。 ：

1991年5月，兰州长风机器厂副厂长李宝泉一行4人，赴日本考察技

术管理，为期一个月。

1991年6月，蓝星化学清洗集团公司总经理任建新一行3人，应邀赴

日本进行商务洽谈，为期7天。

．1991年6月，兰州市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朱兆臣随同建设部组团，

赴朝鲜进行城市建设综合考察，为期14天。

1991年7月，兰州市永登县县委书记张性忠，兰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阎

慈英随同甘肃省教育代表团，赴泰国进行教育交流访问，为期10天。

1991年8月：甘肃省总工会副主席王有发随同中国工会代表团，赴蒙

古考察访问，为期7天。

1991年8月，兰州市政设计院高级建筑师梁盛亮一行4人，应邀赴日

本进行太阳能办公楼的设计技术论证等方面的考察研讨，为期12天。

1991年9月，兰州市环境监测站高级工程师侯喜福，应邀赴日本考察

有关大气监测网络事宜，为期8天。

1991年10月，兰州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李怀德一行5人，赴哈萨克斯

坦共和国进行电视交流节目的友好访问，为期10天。

1991年12月，甘肃省检察院检察长王平随同中国人民检察代表团，赴

菲律宾进行友好访问，为期7天。

(三)赴外参加学术会议

1．任继周参加国际干旱、半干旱地区草地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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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2月，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教授任继周赴英国参加国际干旱、

半干旱地区草地会议，为期10天。

2．余四九赴菲律宾参加国际协作会

1991年2月，甘肃农业大学讲师余四九应邀赴菲律宾马尼拉，参加应

用免疫分析技术加强亚洲动物繁殖和疾病诊断第2届研究协作会，为期8

天。

3．高志强参加第11届国际师范教育研讨会

1991年3月，甘肃教育学院讲师高志强应邀赴美国巴拿马城参加第11

届国际师范教育研讨会，为期8天。

4．孔令鉴等人赴新加坡参加典礼活动

1991年3月，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副秘书长孔令鉴一行4人赴新加

坡参加H2—26—1海洋石油钻井模块下水典礼活动，为期10天。

5．王安华参加第10届欧洲光电学术会议

1991年4月，甘肃省科学院副研究员王安华赴葡萄牙里斯本参加第10

届欧洲光电学术会议，为期10天。

6．梁有军赴泰国参加国际研讨会

1991年4月，甘肃省药品检验所主管药师梁有军应邀赴泰国，随同国

家卫生部代表参加国际研讨会，为期10天。

7．白焕章参加国际地区信息系统会议

1991年4月，甘肃省信息中心主任白焕章赴捷克布尔诺参加国际地区

信息系统会议，为期15天。

8．刘国栋参加国际扫描系统研究学术会

1991年5月，兰州医学院附属二院泌尿科教授刘国栋赴美国华盛顿参

加国际扫描电镜对泌尿系统结石研究学术会，为期14天。

9．马以念赴葡参加OMEP学术会议

1991年5月，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马以念赴葡萄牙出席OMEP学术会

议，为期13天。

lO．曾明忻参加农村妇女参与发展研讨会

1991年5月，甘肃省经贸委外经处处长曾明忻赴泰国参加农村妇女参

与发展研讨会，为期7天。

11．罗则中等人参加第10届国际铝冻工艺专题会

1991年5月，兰州铝厂工程师罗则中一行2人应邀赴挪威参加第10届



洛哥参加提高骆驼生产性

度尼西亚参加第3届亚洲

赴美国参加国际糖尿病联

合会议，为期9天。

15．齐鹏致参加第2届国际炭素学术会议

1991年6月，兰州炭素厂工程师齐鹏致一行3人赴美国参加第2届国

际炭素学术会议，为期8天。

16．丹志江参加法律与社会学者国际会议

1991年6月，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丹志江应邀赴荷兰参加法律

与社会学者国际会议，为期20天。

17．马英昌等人参加亚洲史学第12次国际会议

1991年6月，西北师范大学教授马英昌一行2人应邀赴香港参加亚洲

史学第12次国际会议，为期7天。

18．徐靖中参加国际消费者联盟第13届会议

1991年7月，甘肃省消费者协会副会长徐靖中赴香港参加国际消费者

联盟组织第13届会议，为期7天。

19．张新鼎赴日参加物理教育研讨会

1991年7月，西北师范大学附中高级教师张新鼎赴日本参加物理教育

研讨会，为期14天。

20．刘仁秀参加第3届国际电介质特性及应用会议

1991年7月，甘肃省电力工业局工程师刘仁秀应邀赴日本参加第3届

国际电介质特性及应用会议，为期7天。

21．孙万仓参加第8届国际油菜会议

1991年7月，甘肃省农科院助理研究员孙万仓应邀赴加拿大参加第8

届国际油菜会议。为期10天。‘

22．马培芳等人参加亚太地区教育计划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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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7月，甘肃省教委副主任马培芳、甘肃省教科所副所长张铁道

应邀赴泰国清迈府参加亚太地区促进女童及环境不利人口集团初等教育计划

会议。为期14天。

23．沃彩金参加蒙古学国际学者夏令营研讨会

1991年7月，西北民族学院讲师沃彩金赴蒙古国参加蒙古学国际学者

夏令营研讨会，为期7天。

24．雷虎兰赴日参加人类活动和环境有关会议

1991年8月，甘肃省环保局工程师雷虎兰赴日本参加人类活动和环境

地理信息系统变化会议，为期8天。

25．王生朴参加第10届国际环境生物地球化学会议

1991年8月，甘肃省环保局环境监测中心主任王生朴应邀赴美国旧金

山参加第10届国际环境生物地球化学会议，为期12天。

26．马名驹等人参加第9届国际逻辑学等大会

1991年8月，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马名驹、西北师范大学讲师

周冠华等人赴瑞典参加第9届国际逻辑学、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为

期28天。

27．刘天威赴苏参加中国文化研究会

1991年8月，甘肃省京剧团演员刘天威赴苏联莫斯科参加国际“星座”

中心财团文化事务协作联合会举办的中国文化研究会活动，为期两个月。

28．刘忠山参加第11届国际钱币学大会
‘

199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甘肃分行副研究员刘忠山赴比利时布鲁塞

尔参加第11届国际钱币学大会，并顺访苏联，为期17天。

29．陈乾参加中美干旱学术会议

1991年9月，甘肃省气象局副研究员陈乾应邀赴美国阿利桑那州的图

森参加中美干旱学术会议，为期9天。

30．章定生参加第33届国际养蜂会议

1991年9月，甘肃省养蜂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章定生赴南斯拉夫

参加第33届国际养蜂会议，为期26天。

31．陈延诚参加第15届国际制图会议

1991年9月，甘肃省计委工程师陈延诚赴英国参加第15届国际制图会

议，为期13天。

32．曹玉清等人参加第4届香港品质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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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9月，甘肃省质量管理局高级工程师曹玉清一行3人赴香港参

加第4届品质圈案代表大会，为期7天。

33．惠树人参加第18届国际小型企业大会

1991年9月，甘肃省工商管理局局长惠树人随国家工商局代表团，赴

美国田纳西州参加第18届国际小型企业大会，为期7天。

34．吴同俊等人参加国际滑坡泥石流预测与防治讨论会

1991年10月，甘肃省民政厅处长吴同俊一行3人应邀赴日本参加国际

滑坡泥石流预测与防治讨论会，为期10天。．

35．马培芳等人参加教育革新国际会议

1991年11月，甘肃省教委副主任马培芳一行2人，赴菲律宾参加第3

届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教育革新国际会议，为期10天。

36．万纯洁等人参加国际输血会议

1991年11月，甘肃省红十字血液中心站站长万纯洁一行2人，赴香港

参加国际输血协会西太平洋地区第二次地区性会议，为期5天。

37．施建刚等人参加国际合作社联盟亚太地区会议

1991年11月，甘肃省供销合作联社高级经济师施建刚一行2人赴泰国

参加国际合作社联盟亚太地区农业委员会第25届会议，为期8天。

38．夏云阶参加第4届亚太地区老年医学学术会议

1991年11月，兰州医学院主任医师夏云阶赴日本参加第4届亚太地区

老年医学学术会议，为期12天。

39．邢祖林参加第6届国际肺癌学术会议

1991年11月，兰州医学院教授邢祖林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参加第6届国

际肺癌学术会议，为期15天。

40．高才大参加国际安老会议

1991年12月，甘肃省老龄委副主任高才大应邀赴香港参加国际安老会

议，为期6天。

41．左连凯赴泰国参加青年发展研讨会

1991年，甘肃省经贸委项目官员左连凯应邀赴泰国曼谷参加青年发展

研讨会，为期7天。

42．刘铁军参加第8届中澳高级管理人员讨论会

1991年，兰州铝厂厂长刘铁军赴澳大利亚参加第8届中澳高级管理人

员讨论会，为期14天。



与

州

市又先后与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杨市、俄

罗斯奔萨州奔萨市、英国乔利市、毛里塔尼亚努瓦克肖特市等5个外国城市

结为友好城市。截至目前为止，兰州市已与7个外国城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

系。见附表1 。 ．

附表1兰州市与国外城市建立友好城市时间表

国外友好城市名称 缔结友城关系时间

兰州市 日本国秋田县秋田市 1982．8．5

兰州市 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市 1992．5．1

兰州市 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 1996．4．18

兰州市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杨市 1997．11．29

兰州市 俄罗斯奔萨州奔萨市 1998．9．20

兰州市 英国乔利市 2000．9．27

兰州市 毛里塔尼亚努瓦克肖特市 2000．9．25

一、与秋田市的友好交流

1991年4月，以兰州市卫生局长朱子扬为团长的兰州医疗卫生考察团5

人访问秋田市，参观秋田市主要医疗机关。

6月，兰州市水墨画友好交流团参加在秋田市举行的“秋田市·兰州市

文化交流联合水墨画展”。

6月，秋田市自来水公司技术交流团一行6人访问兰州。

10月，以兰州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名誉会长李源和为团长的兰州市友

好交流团一行6人访问秋田，就扩大新的交流事项进行协商。同月，秋田市

派遣日中友好乒乓球队8人(初中生，高中生男女各一名，领队4人)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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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进行友谊比赛及接受训练指导。

1992年2月，日中友好青年交流推进协会访问兰州市，与兰州市青年

进行交流活动。

5月，兰州市自来水公司技术交流团一行6人访问秋田。

7月，秋田市派遣4名农业技术指导访问兰州，。就协力开发农产品事项

进行协商。

8月，兰州市人民政府友好代表团一行6人访问秋田，参加缔结友好城

市10周年庆祝活动。

9月，以市长石JJI炼治郎为团长的秋田市友好交流团一行177人访问兰

州，并参加庆祝缔结友好城市10周年庆祝活动；秋田市小学生友好交流团

一行13人访问兰州。

10月，秋田市立综合病院院长柿崎善明为团长的秋田市医疗考察团一

行5人访问兰州；副市长王振军率兰州市少年棒球队一行19人访问秋田并

举行友谊比赛。+

1993年11月，以兰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马琦明为团长的兰州市摔跤

队一行6人访问秋田并参加友谊比赛；秋田市邀请兰州市2名药膳专家在秋

田举办药膳讲座。

1994年4月，以市体委主任傅延明为团长的兰州体育交流团一行15人

访问秋田，参加秋田市新体育馆建成仪式，签署了兰州·秋田体育协会间的

交流协议。

7月，为甘肃·秋田友好会馆建成，秋田市政府投资500万日元(县、

市共1亿日元)。甘肃·秋田友好会馆是为纪念中13邦交正常化20周年和甘

肃省与日本国秋田县缔结友好省县10周年而修建的友好纪念建筑。1991年

初，甘肃省外事办公室与日本国秋田县企划调整部开始会商，同年10月12

日，甘肃省与秋田县正式签订建馆协议书，确定由双方投资修建，由甘肃省

外事办公室负责修建和竣工后的管理工作。工程由甘肃省建筑勘察设计院设

计，中国有色第八冶金公司承建，于1992年7月动工，1994年7月竣工。

会馆总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总投资人民币1631．18万元，其中日方投资

1亿日元，折合人民币445．2万元，甘肃投资1185．98万元人民币。1994

年7月28日，甘肃省省长张吾乐与日本国秋田县副知事池田竹二郎为会馆

的落成开馆举行了剪彩仪式。会馆建筑有独特的园林风格，设备功能齐全，

集住宿、餐饮、文化娱乐为一体。会馆为事业性单位，企业化管理。实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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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外办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会馆位于兰州市城关区南昌路西

段金城盆景园北。

10月，秋田市体育交流团一行13人、秋田市自来水技术友好交流团一

行6人访问兰州。

1994年8月，秋田市立综合病院友好交流团一行5人访问兰州。

10月，兰州市自来水技术友好交流团一行6人访问秋田市。

12月，兰州市小学生友好交流团一行6人访问秋田市。

1995年1月，以市长朱作勇为团长的兰州市人民政府代表团一行6人

访问秋田市，签订了1996年度两市友好交流协议书。

5月，秋田市自来水技术友好交流团一行5人访问兰州并进行技术指

导。

10月，兰州市医疗技术交流团一行6人访问秋田市。

1996年5月，兰州市新闻技术友好交流团一行8人访问秋田市，与该

市有关部门交换了意见。

7月，以副市长史振业为团长的兰州市人民政府友好代表团一行6人访

问秋田市，就双方交流事项进行协商。

8月，秋田市医疗友好考察团一行5人访问兰州。

8月，秋田市自来水技术交流团一行6人访问兰州。

8月，以秋田市第二副市长工藤升为团长的秋田市友好代表团3人，与

秋田友好访问团一行134人共137人，乘包机访问兰州，就新的交流事项进

行协商。

11月，兰州市自来水总公司技术交流团一行6人访问秋田。

1997年7月，以市长石川炼治郎为团长的秋田市政府、市议会友好代

表团一行6人访问兰州，就中日的两市间长期交流事项交换意见并签署协

议。
、

9月，以兰州市少儿活动中心书记杨文材为团长的兰州市青少年友好交

流团一行13人访问秋田，与秋田市青少年进行交流联欢。

11月，兰州市医疗卫生考察团一行5人、兰州市自来水总公司技术交

流团一行5人分别访问秋田市。

1998年1月，兰州市自来水总公司技术员2人抵达秋田研修。

3月，秋田市青少年国际理解促进事业高中生一行4人访问兰州，与兰

州市青少年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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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秋田市自来水技术友好交流团一行4人访问兰州市。

8月，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2名医师赴秋田进行医疗技术研修。

1999年5月，兰州市自来水总公司技术交流团一行5人访问秋田市。

7月，秋田市青少年国际理解促进事业高中生一行10人访问兰州，住

普通市民家庭，与兰州市青少年联欢、交流。

9月，兰州市少儿活动中心副主任马柄军率兰州市青少年友好交流团8

人访问秋田，与秋田市青少年进行交流。

9月，秋田·兰州会成立5周年纪念联合书画展在秋田举行。

2000年8月，秋田市自来水友好交流团访问兰州。

8月，秋田市医疗友好考察团访问兰州。

2001年11月，秋田市政府企划调整部副部长三浦广笑及企划调整课课

长木元浩司一行2人前来兰州进行工作访问，商谈举办2002年两市结好20

周年纪念活动事宜。

附表2兰州市访问秋田人数统计表(1982年一2001年)

交流团分类 友好代表团 教育青少年 文化 体育 技术 经济 合计

人数 89 2 109 40 113 8 361

团数 16 21 5 3 27 1 73

附表3秋田市访问兰州人数统计表(1982年一2001年)

交流团分类 友好代表团 教育青少年 文化 体育 技术 经济 合计

人数 664 41 109 78 58 11 961

团数 21 4 16 8 16 3 68

另：兰州市派往秋田市短期技术研修生57人(1984—1997年)；

秋田市派短期文化研修生91人到兰州(1984一'1997)

二、与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市友好交流

1991年1月，土库曼斯坦对外友协主席一行4人访问兰州，阿什哈巴

德市新任市长萨尔贾耶夫随团来访，与兰州市签署了兰州一阿什哈巴德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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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副主任夏常胜率兰州市经济友好代表团一行3

签署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

2月2日，阿什哈巴德市副市长巴巴耶夫率经济友

好代表团一行8人访问兰州市，签署了两市友好交流会谈纪要，并达成了9

项意向书。

4月，兰州市市长柯茂盛率兰州市人民政府友好代表团访问阿什哈巴德

市，5月1日两市正式签暑了缔结友好城市协议书。

6月1日至6月8日，土库曼斯坦驻俄罗斯大使馆一秘拜拉姆抵兰访

问。

6月17日至6月26日，土库曼斯坦友协副主席萨默多夫一行3人应邀

抵兰访问。

8月21 El至9月8日，土库曼斯坦国家建设部副部长杜尔德耶夫一行2

人抵兰访问，与兰州市签署了友好合作协议书。

9月，阿什哈巴德市副市长图瓦克比比率政府友好代表团一行7人抵兰

访问，与兰州市签署了友好会谈纪要。

1993年2月，兰州市建委主任丁克勤率兰州市经济考察团访问阿什哈

巴德市，就创建“阿什兰”搪瓷合资公司事宜与有关方面进行洽谈。

8月，土库曼斯坦建设部部长奥拉兹·默汗麦道夫一行2人抵达兰州访

问，洽谈有关创建“阿什兰”搪瓷合资公司事宜。

1994年1月，兰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代百锁率兰州市友好代表团访

问阿什哈巴德市。

12月，兰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士绝率兰州市友好代表团一行3人，

访问阿什哈巴德市。 -一 一

1995年9月，兰州市政协副主席叶彦家率兰州市经济友好代表团一行3

人访问阿什哈巴德市。

1996年8月17日至8月27日，阿什哈巴德市副市长阿塔耶娃·古里扎

玛尔率政府友好代表团一行5人访问兰州，参加了’96兰州丝绸之路经贸

洽谈交流会。

10月，兰州市市长朱作勇率兰州市人民政府友好代表团访问阿什哈巴

德市，参加了阿什哈巴德市五周年国庆日，并与该市签订1997年交流协议

书等文件。 一



器的研究中心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有世界著名的英特

(Intel)公司电脑芯片制造厂、AT&T通讯技术公司、森迪亚(Sandia)国

家实验室、航天、航空技术中心等高科技部门，这里亦是率先使用放射性同

位素来识别癌肿瘤的地方。新墨西哥州大学设在该市，有25000名来自美国

和世界50多个国家、地区的学生。在经济方面，阿市设有美第110号外贸

区，与法、德、日、以色列等国有贸易来往，目前同中国的贸易开展尚少。

新墨西哥州华人协会有2000多人，活动非常活跃，华人高科技工作者在该

州占有相当的比例且影响很大。

(二)建立友好城市的由来

为适应对外开放的要求，促进兰,ks，I市外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1994年5

月，甘肃省委副书记、兰州市委书记李虎林率团访美时，向我驻洛杉矶总领

事馆表示了在美寻找友好城市的意愿。

1995年4月，鲁盈科领事向兰州市推荐了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

市。5月，阿市友城基金会第一副会长、华裔友人奚庆恒教授通过鲁领事给

兰州市友协寄来了阿市的情况资料，转达了阿市市长希望了解兰州市，拟委

托该市所在州华人协会主席陈逸年来兰访问、考察的愿望。6月底，兰州市

友协回寄了市况资料，并以市友协会长张玉舜(兰州市副市长)的名义正式

邀请陈逸年来兰考察访问。10月，兰州市友协向甘肃省友协通报了上述情

况，得到了省友协的支持和帮助。11月初，陈逸年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美

双边友城会议并如期来兰，参观了兰州市科研部门、学校、商场、博物馆，

游览了市容。兰州市市长朱作勇、省外办副主任曹任得、省友协副秘书长费

亚夫等会见了陈逸年。陈逸年转交了阿尔伯克基市市长马丁·谢维斯给兰州

市市长朱作勇的邀请书，盛邀兰州市政府代表团于1996年4月访美，参加

阿尔伯克基市建市200周年纪念活动。信中说，届时阿尔伯克基市的7个友

城也将派代表参加庆祝活动。马丁·谢维斯市长在信中还说：在他的建议下，

市议会不久将通过与兰州市结好的决议。11月底，兰州市市长朱作勇致函

表示接受阿尔伯克基市的邀请，决定明年派团访问阿尔伯克基市，以使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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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增进友谊，同时，鉴于阿尔伯克基市与台湾省华莲市已建立友城关

系，朱作勇市长在回函中明确阐述了我对台原则，希望在严格信守中美两国

建交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建立两市的友好关系。12月21日阿尔伯克基市议会

正式通过与兰州市结为友好城市的决议。

(三)与阿尔伯克基市交往情况

1995年11月，美国新墨西哥州华人协会主席陈逸年应邀来兰访问，转

达了阿尔伯克基市希望与兰州市发展友好城市关系的愿望。．

1996年4月，兰州市市长朱作勇率兰州市人民政府友好代表团访问阿

尔伯克基市，4月18日，两市正式签署缔结友好城市关系协议书。

1997年6月，以马丁·谢维斯市长为团长的阿尔伯克基市政府暨友好人

士代表团一行25人访问了兰州，与兰州市签署了两市友好交流协议书。

11月，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陆浩率兰州市友好代表团应邀访问了阿尔

伯克基市，就科技、文化、商贸等方面达成了合作意向。

1998年7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石宝士率兰州市人民政府友好代表

团应邀访问了阿尔伯克基市。

四、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杨市

(一)杨市概况

YOUNG SHIRE COUNCIL杨郡政务委员会——我们习惯称“杨市议

会”)

人口：大约2万2千人，其中：郊区人口约9，000人，市区人口约11，000

人。海拔：432．2米。位置：新南威尔士州南部，在堪培拉西北130公里

处。

面积：2，667平方公里 。
。

，

公共交通：航空，汽车。高速公路主要有奥林匹克大道，汉费里劳尔森‘

高速公路。

气候：夏季，最高温度26℃一40℃，冬季最低温度0℃。降水量：平均

660毫米(从550毫米地区到750毫米地区，雨季一般从每年的6月到10

月)。

旅游胜地：南部高地和堪培拉地区游览点。旅游参观：水果地，金矿开

采参观点。住宿：7个汽车旅馆，4个酒店，11个农场等。

饮食：餐厅，咖啡屋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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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市标志：一束樱桃花杨市是新南威尔士州最大的农场分布区，以盛

产优质樱桃(Cherry)闻名遐尔，此外，还有葡萄，油桃(Nectarine)等水

果。

农工产品：燕麦、养鸡，猪，羊，出产羊毛；生产钢制品、天然气、自

来水。

现任市长：Mr．John walker约翰·沃克

首席执行官：Mr．Adrain Hanrahan阿丁·汉洛汉

(二)建立友好城市的由来

1994年11月，兰州市对外友好协会顾问、中共兰州市纪委书记黄新光

代表兰州市随全国友协代表团参加了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的澳地方政

府协会年会。会间，黄新光书记向与会澳方代表介绍了兰州市的情况，表达

了兰州市计划在澳洲发展一个友好城市的愿望。当时，即有几个城市表示对

此很感兴趣，愿意与兰州市就此进行进一步的磋商，这几个城市中就有杨

市。随后与兰州市有了书信和人员的来往、交流。

1995年8月，兰州市举办经贸洽谈交易会期间，接待了新南威尔士州

经贸考察代表团，杨市牧场协会秘书长丹尼尔·戴克先生做为该团成员，特

别考察和了解了兰州市的几个毛纺厂、地毯厂及兰州市农牧局等，通过兰州

市外经贸委达成了向兰州市有关企业提供优质澳毛，向兰州市农业科学研究

所提供优质种羊的意向。12月，兰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应邀赴杨市，对杨

市的几大牧场进行了参观考察，在综合分析了兰州市肉羊品质和繁育场地的

情况下，与杨市牧场协会技术人员一道，就引进该市优质肉羊种羊，建立兰

州市种羊优良品种基地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洽谈。

1996年3月兰州市经委又组织兰州市毛纺、畜牧、制酒等行业的技术

人员分赴杨市有关单位接受了为期近一个月的专业技术培训。

6月，兰州市与澳大利亚城市友好工作得到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文化处

的重视和支持，当时杨市也正在请中国使馆为他们在中国物色友好城市。由

于杨市与兰州市已有近两年的友好交往，情感和实质性交流基础扎实，因此

杨市很快选中兰州市，并于10月即致函负责联系此事的中国驻澳使馆文化

处一秘茹贤女士，通报了杨市议会专门召开会议初步同意与兰州市结好的消

息，并希望茹贤女士能协助尽快实现这一目标，茹贤即将这一情况和杨市提

供的该市的市情介绍材料传真给兰州市外办，兰州市外办也随后回寄了有关

兰州市的市情材料和录像带。11月初，杨市市政总管斯迪夫·麦可格拉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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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致信茹贤，信中说杨市1997年一1998年市财政预算已做了安排，准备拨

专项资金来发展与兰州市的友好关系。同时，决定同意兰州市的提议，于

1997年适当的时候派杨市政府、议会代表团访问兰州市，也欢迎兰州市派

团访问杨市。12月，茹贤女士离任回国途中专程来兰并向市长朱作勇转交

了由杨市市长托尼·休森、议长麦克·格若斯、友好城市联络官员(议员)马

丁三人联合签署的信函，信中说，“杨市对同兰州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有极

大的兴趣，我们坚信杨市与兰州市的合作和友城的建立将会大大促进两市在

经济、贸易、科技、文化、教育及旅游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并决定，“1997年7

月一9月间派6人代表团访问兰州市”，茹贤女士还带来了杨市市长赠送朱作

勇市长的一件精美的插花玻璃杯，表达了杨市对兰州市的友好情谊。

1997年4月16日，杨市议会正式做出决议，同意杨市与兰州市缔结友

好城市关系，同时通过了市政府提议的访问兰州市政府及议会代表团人员名

单。同年8月，杨市政府接受兰州市政府的邀请，来兰参加了“兰交会”。

11月，兰州市市长朱作勇率兰州市人民政府友好代表团访问了杨市，并于

29日两市正式签署协议书，缔结为友好城市。

(三)与杨市的友好交流

1997年8月，以市长托尼·休森为团长的杨市代表团应邀访问兰州，两

市就缔结友好城市关系进行了会谈。

11月，兰州市市长朱作勇率兰州市人民政府友好代表团应邀访问了杨

市，11月29日两市正式签署缔结友好城市关系协议书。

1998年10月，兰卅I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炳午、副市长张玉舜率兰州市

人民政府友好代表团应邀访问杨市。

1999年6月，甘肃省委副书记陆浩率兰州市政府友好代表团应邀访问

杨市，签署了两市友好交流合作协议。．一

8月，以市长托尼·休森为团长的杨市商务友好代表团应邀访问兰州，

参加了1999年“兰洽会”。

．2000年11月，兰州市委副书记李希率兰州市人民政府友好代表团应邀

访问杨市，向杨市“中国花园”赠送了标志性“铜奔马”雕塑。

2000年8月，以市长盖瑞·巴雷为团长的杨市政府友好代表团应邀访问

兰州，参加了2002年“兰洽会”。

10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及南部特区各市市长考察团抵兰参

观访问，杨市市长约翰·沃克做为主要团员随行。



织经济、教育代表团两次到奔萨进行实质性考察。双方先后签署了“两省

(州)政府间合作意向书”，“兰州医学院康发公司与奔萨国立别林斯基师范

大学交流协议”(该校为俄罗斯联邦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之一)。根据交流协

议，并于1997年3月和8月向别林斯基大学选送了两批共78名留学生，赴

俄攻读本科和研究生学业。此外，兰州亚美众望公司在外交部及俄驻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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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的帮助下，在奔萨成立了“奔萨亚美公司”，双方的实质性合作已经开始。

1997甘肃·兰州交易会期间，以奔萨市副市长里哈夫斯基·弗拉季米尔·伯

拉卡谢耶维奇为团长的奔萨市政府友好代表团一行4人对兰州、白银两市进

行了为期5天的参观访问。代表团对与兰州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态度十分积

极主动。经过友好洽谈，两市签订了缔结友好城市关系意向书。11月，奔

萨市市长卡拉什尼科夫给朱作勇市长发来专函，邀请朱作勇市长1998年率

市政府友好代表团赴该市进行访问和实地考察，共同商讨双方在经济、文教

卫生和科学技术等领域里发展友好交流与合作事宜。

1998年9月，市长朱作勇率兰州市人民政府友好代表团访问了奔萨市，

并于9月20日两市正式签署缔结友好城市关系协议书。

(三)与奔萨市的友好交流

1996年10月1日至12日，应奔萨州政府的邀请，以省政府副秘书长

何光第为团长，以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李继昌为副团长的甘肃经济友好代表团

一行5人赴奔萨市进行友好访问。

1997年3月和9月，兰州医学院康发企业公司董事长宋江山先后组织

经济，教育代表团两次到奔萨进行是实质性考察。

8月，奔萨市副市长哈夫斯基率奔萨市政府友好代表团访问兰州，参加

了1997年“兰洽会”。

10月，兰州亚美众望公司在外交部及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的帮助下，在

奔萨市成立了“奔萨亚美公司”。

1998年5月，兰州市副市长王恩渭率兰州市人民政府经济友好代表团

访问奔萨市。

8月，奔萨市副市长别斯巴洛夫率奔萨市政府友好代表团访问兰州，参

加1998年“兰洽会”。 ．一一 一

9月，市长朱作勇率兰州市人民政府友好代表团访问奔萨市，9月20日

两市正式签署了缔结友好城市关系协议书。

六、英国乔利市

(一)乔利市概况

乔利市位于英国曼彻斯特西北部，处于西北高速公路网中心，沿M6国

道27号和28号可进入英格兰中部、南路和北部以及苏格兰；沿M61国道8

号可进入曼彻斯特，由曼彻斯特国际机场又可飞向世界各地；沿M62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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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进入利物浦和约克郡，交通十分便利。该市Adington和Withnell地区还

享有直辖区身份，可获得区域特别资助。

乔利市目前有近10万人口，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人口呈稳步上升

趋势。市区内拥有良好的初、中级教育设施，周围有7所大学。该市曾是英

国航空防御有限公司皇家军械厂总部所在地，近几年由于国防工业的重建，

大部分生产已终止。目前乔利市的主要公司包括：英国航空防御有限公司皇

家军械厂(行政总部)、计算机科学公司(英国总部)、栅C土木工程有
限公司、Bentwood有限公司(服装厂家)、GPT电信有限公司、多方分销有

限公司、Latham、grossley&Davis(会计事务所)。

为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乔利市政议会组建了经济开发与旅游部以及乔

利当地企业服务处，提供商务咨询和信息，潜在基金资助、商业融资、政府

部门等方面的指导服务等，并在利用场地和地产数据库等方面提供实际帮

助，同时对小型和新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二)建立友好城市的由来

1997年，欧盟开始实施“欧中地方政府联络计划”j该“计划”要求由

欧盟的两个成员国的两个城市与中国的一个城市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即“2

+1”计划。目的是：

1．在发展合作的基础上，探索欧盟和中国地方政府间建立联络项目的

潜力；

2．通过加强地方政府联络项目伙伴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交流，以利于

未来合作发展；

3．积极支持中国改革开放。

通过华人友好人士推荐，经英国乔利市上报欧盟批准，同意兰州市与这

个城市共同参加该联络计划，这样，兰州市就成为中国第一个参加欧盟“2

+1”计划的城市，并由此受到了外交部、全国友协的高度重视。

根据两个城市共同制定的行动计划及时间表，三年间，双方互寄各自城

市的情况资料，并进行了4次由城市主要领导人带队的政府代表团的互访，

由此，双方加深了了解，增进了友谊，就经贸、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里的

合作交流及互派研修生等问题达成了共识和协议。

1998年5月30日至6月9日，由乔利市议长约翰·威尔逊为团长的乔

利市政府代表团访问了兰州市，参观了兰州市的学校、企业及文化设施，同

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就合作交流项目进行了探讨。访问结束时，由两市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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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乔利一兰州理解备忘录。7月，应乔利市的邀请，以市委

书记陆浩为团长的兰州市人民政府代表团回访了这个城市，受到了热烈的欢

迎。通过实地考察，对乔利市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代表团与有关方面达成了

11个方面的合作意向。、

乔利市对与兰州市的交往非常重视，1998年7月，专门起草了十几页

的报告向欧盟有关部门汇报两市互访的详细情况。其中写到：几次互访“使

我们加深了对‘欧中地方政府联络计划’意义的认识，中国需要与西方的联

系、友谊及互相理解；毫无疑问，欧洲和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需要也在不

断增加。这是一个经济开始振兴、有巨大潜力而不能被轻易忽视的大国”。

很显然，对方也是把兰州做为了解中国，与中国开展交流合作的一个窗口对

待的。10月，以市长朱作勇为团长的兰州市人民政府代表团赴奔萨市签署

结好协议书时，应邀对乔利市进行了访问，就互派语言研修生、医务人员培

训、青少年交流等方面达成了协议。 一

1999年10月，乔利市政府及议会代表团访问兰州，就两市发展友城关

系再次进行了探讨，双方签署了2000年友好合作交流协议书。2000年2

月，乔利市议长约翰·威尔逊特邀请我驻曼彻斯特总领馆汪耀祥总领事对乔

利进行工作访问，表示愿积极发展两市友好关系，开展经贸交流合作。
· 2000年5月下旬，乔利市政府及议会再次邀请兰州市代表团访问乔利

市，市委书记王军率团应邀前往，受到热情接待。双方在相互理解和信赖的

基础上，经过友好、坦诚的会谈，共同签署了“两市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交

流备忘录”，确定了2000年9月在北京参加“2000年中国国际友城大会”

期间，正式签订两市结为友好城市关系的协议书，还确定了各个领域的合作

交流项目。

(三)与乔利市的友好交流’ ‘一 ，
一

1997年5月30至6月9日，由乔利市议长约翰·威尔逊及葡萄牙迈亚

市国际关系部主任罗格俊为团长的两市政府代表团访问了兰州市，与兰州市

共同签署了《乔利一迈亚一兰州理解备忘录》。

1998年7月，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陆浩率兰州市人民政府代表团

应邀访问了乔利市。

10月，市长朱作勇率兰州市人民政府友好代表团应邀访问了乔利市。

1999年10月，以乔利市政府首席执行官杰费瑞·W·戴维斯为团长，乔

利市副议长丹尼斯·爱德杰雷为副团长的乔利市友好代表团一行5人应邀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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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兰州，与兰州市签署了2000年友好交流合作备忘录。

2000年5，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军率兰州市人民政府代表团应邀访问

了乔利市，两市签署了缔结友好城市意向书。． ，

9月，乔利市议长约翰·威尔逊率乔利市政府及议会代表团应邀参加了

在北京举行的2000年中国国际友城大会，并于9月27日与兰州市共同签署

了正式缔结友好城市协议书。

12月，副市长杨咏中率兰州市人民政府友好代表团应邀访问乔利市。

2001年6月，省委副书记李虎林率兰州市人民政府友好代表团应邀访

问乔利市。

七、毛里塔尼亚努瓦克肖特市

(一)努瓦克肖特市概况

努瓦克肖特是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的首都，位于毛里塔尼亚西部，

濒临大西洋。受热风侵袭，四季干旱。7、8、9月气温较高。最高可达

40℃。11月至2月气候较为凉爽。年降雨量53毫米。努瓦克肖特原是个仅

有200人左右的村落，村民以渔牧为主，1957年7月24日被定为毛里塔尼

亚首都，1958年3月5日开始城市建设，首届政府在帐蓬内办公。现有人

口近70万，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二。努瓦克肖特行政上是与各省同级的独

立特区，下设9个县和努瓦克肖特市。军事上属第六军区管辖。努瓦克肖特

是全国的政治、文化、商业、．金融中心，现有各类公司、企业及30多家中

小工厂(主要生产轻工业和手工业产品)。有8所高等院校，10家旅馆，7

家银行，3座大清真寺以及近30个外国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努瓦克肖

特是全国交通枢纽。有公路通向全国各主要城市，首都机场是毛里塔尼亚主

要对外交往口岸，有通往巴黎和邻近国家的航班。中国援建的友谊港是毛里

塔尼亚最大的深水港，年吞吐能力为90万吨，承担全国90％的进VI任务，

是毛里塔尼亚的生命线。

(二)建立友好城市的由来

应中国外交部部长唐家璇邀请，1999年6月22至6月23日，以毛里

塔尼亚外交部长艾哈迈德·乌尔德·西德·艾哈迈德为团长的毛里塔尼亚友好

代表团一行5人在我国外交部亚非司、礼宾司有关负责人的陪同下对甘肃省

兰州市进行了友好访问，郭琨副省长接见了代表团。访问期间，代表团参观

了甘肃省科学院自然能源研究所榆中太阳能基地及中科院兰州沙漠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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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甘肃省太阳能利用和沙漠治理技术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回国后，毛里塔尼

亚外长致函我外交部和驻毛里塔尼亚使馆，希望首都努瓦克肖特市能与兰州

市结为友好城市。根据毛里塔尼亚的要求，兰州市回函提出了“先交流后结

好”的交往步骤。2000年初，毛里塔尼亚外交合作部照会我驻毛里塔尼亚

使馆，再次邀请兰州市派代表团访问努瓦克肖特市。在征求全国友协有关负

责人意见后，经请示甘肃省外办，兰州市人民政府友好代表团于5月20日

至5月24日对努瓦克肖特市进行了友好访问。努瓦克肖特市方面对代表团

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较高的礼遇，专门成立了由7人组成的陪同团，陪同兰

州市代表团的所有参观活动。除安排代表团有目的地参观学校、博物馆、妇

女培训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单位外，还特意组织了两次工作会谈。市长

迪迪说，中国政府对毛里塔尼亚在经济上给予了极大的援助，对此毛里塔尼

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目前两国的交往仅限于国家与国家之间，民间交流虽

然也有一些，但是很少，‘而市级的交往努瓦克肖特与兰州都属第一家，也是

第一次，所以希望能迈好第一步。中国驻毛里塔尼亚使馆对代表团访问也做

了大量的协助工作。在使馆的支持和帮助下，访问结束时，两市签署了关于

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意向书。2000年9月在北京参加“2000中国国际友城大

会”期间正式签署结好协议书。，

(三)与努瓦克肖特市的友好交流

2000年5月，市委副书记高崇华率兰州市人民政府友好代表团应邀访

问了努瓦克肖特市，两市签署了缔结友好城市意向书。

9月20日一25日，以市长哈斯尼·乌尔德·迪迪为团长的毛里塔尼亚努

瓦克肖特市政府友好代表团一行4人应邀来兰进行友好访问，并参加了在北

京举办的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大会。大会期间，与兰州市正式签署两市缔结友

好城市关系协议书。 ．

，一

2001年8月，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王军率兰州市人民政府友好代

表团应邀访问了努瓦克肖特市，签署了2002年两市友好合作交流协议书。

八、实质性交流

一是经过双方政府及民间的共同努力，这7个友好城市已经或正在成为

兰州市对外贸易、科学技术和人才交流的重要媒介，为兰州市经济、贸易、

科技、文化、教育、城建、体育、卫生、饮食等众多领域的全面交流与合作

开辟了重要的途径，为发展兰州市经济、文化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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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7个友城的交往中，双方一是坚持政府间领导定期或不定期互访，讨论交

往中的重大问题，签署来年友好交流项目，每逢对方领导人事变更或传统节

日，都互致函电祝贺或慰问。平时注意发挥各阶层官方及民间友好人士的积

极性，使得友好交往长流水，不断线。二是坚持互派研修生，有目的地学习

对方先进技术和经验，使之成为友城交往中最具实质性、省钱、效益快的交

流项目。到2003年，兰州市共派出专业研修生54人(次)，使兰州市在蔬

菜瓜果保鲜、优良品种培植、环境保护、自来水以及医疗护理、心胸外科手

术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三是坚持平等互利原则，开展经济技术领域里

的实质性交流。迄今为止，已促成地方产品展销、供水自动控制和监测手

段、果树品种更新优化、心胸外科手术、商业管理、煤制气建设、饮食文

化、青少年交流等10多个友好合作项目，并通过友城渠道引进资金30万元

人民币，1000万日元。 ．

，

九、友好交流城市

为了扩大对外交流范围，拓展对外合作交流领域，兰州市在与7个国外

城市缔结为友好城市关系外，还与9个国家的12个城市建立了友好交流关

系城市，加强了同上述城市的联系。这12个友好交流关系城市是：美国密

执安州首府兰辛市、美国亚特兰大市、日本青森县八户市、静冈县庵原郡、

爱知县刈谷市、葡萄牙大波尔图区迈亚市、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匈牙利

克波什科瓦市、南斯拉夫莱斯科瓦茨市、埃及法尤姆省、斯洛伐克兹沃伦

市、菲律宾阿尔贝市等。

国际交流与合作

一、援 华

为了争取更多的外援，促进兰州的经济发展，从1991年以来，兰州市

先后通过多种形式，共执行国际多双边无偿援助项目21项，受援金额

3292．5万美元。援助机构联合国粮农计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共同体、澳大利亚驻

华大使馆、英联邦、加拿大、新西兰、荷兰、日本等国家和国际组织；项目

涉及医疗保健、基础教育、农技培训、人畜饮水等国际工程承包、劳务合作、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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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咨询服务项目48项，合同总金额4200万美元，输出各类劳务854人(次)。

先后在乌克兰、香港、匈牙利、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开办企业或设立机构

28家，合同总投资2142万美元。部分援助项目执行情况概要如下：

(一)兰州二热供热管网工程

兰州二热供热管网工程，1984年国家计委批准可行性研究报告，1991

年省建委批准项目初步设计，工程总投资29237万元，建设工期3年，1996

年12月签署利用13本政府贷款协议，1997年8月转贷，1998年1月贷款生

效，8月取得省建委核发的开工许可证，19日正式开工，至2000年工程已

基本竣工。其中日元贷款1720百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4700万元)，内配资

金14537万元。主要建设供热主干线31．92公里，热力站69座，配套建筑

5868平方米，供热面积540万平方米。

工程于1998年开工后，建成管网32公里，热力站68座，生产营业性

配套建筑6700平方米，供热能力已达540万平方米，实际供热440万平方

米，有效改善了兰州市大气污染严重状况。

(二)兰州市供水扩建工程

兰州市供水扩建工程于1996年5月国家计委批复该工程项目建议书批

准立项。1998年2月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建设期限为1998年一2002年。

兰州市供水扩建工程初步设计审查批准后，正式开工建设。1998年省建委

批准项目初步设计，工程概算为100126万元。其中日元贷款3451百万日元

(约折合人民币28760万元)，内配资金71366万元。工程规模为新建取水与

输水能力为45万立方米／13。工程建成后，黄河地面水夏季高浊度时最大取

水能力为180万立方米／日，过滤水能力为70万立方米／日。主要工程内容

包括：扩建和改造一水厂、二水厂，新建和改造输、配水管网系统三方面的

内容，共有57个子项目。一 一
．，

截止2002年，已完成工程量的90％，累计完成投资68746万元，完成

日元贷款招标采购29．19亿日元。

(三)兰州市七里河安宁污水处理厂工程

兰州市七里河安宁污水处理厂工程是中国政府与13本海外协力银行签署

的第四批日元贷款项目。1996年12月31日国家计委批准该工程项目建议

书，1998年12月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受国家计委委托完成了该项目的可

行性研究报告论证。2000年3月国家计委批复该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2000年12月省建设厅批复七里河安宁污水处理厂工程初步设计。工程总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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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39715万元，其中日元贷款1429百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1908万元)，内

配资金27806万元。主要建设日处理污水20万立方米污水处理厂一座，跨

黄河管桥一座(黄河穿越管道)，污水提升泵房三座和配套污水管网，工期

三年(2001年一2004年)。

(四)兰州市给排水扩建项目(自来水公司)

资金来源：第四批中国与日本协议贷款。

数 目：34．5亿日元。

期 限：1998年至2026年。

签协议时间：1998年5月。

(五)兰州市燃气公司扩建工程

资金来源：第四批日元协议贷款。

数 目：11亿日元。

期 限：2006年至2026年

签协议时间：1998年。
。

二、援 外

兰州在对外经济合作中，执行了多项援外任务。其中由省建总公司援建

的“多哥人民联盟之家”，荣获“国际墨丘利和平金像奖”；津巴布韦体育场

被穆加贝总统誉为“中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的纪念碑”。市医务工作者

连续多年参加由甘肃省组织的医疗队，在马达加斯加以辛勤的劳动和高超的

医术换来了非洲人民的尊重和信任。

1999年，市体委派乒乓球教练、兰州铁道学院教师王利民，赴日本秋

田市执教2年。

1999年，市卫生局派兰州妇幼保健医院副院长周生娣，参加省卫生厅

援非医疗队赴非洲马达加斯加共和国，工作1年。

2000年，市体委派武术教练1名，赴日本秋田市执教。

2002年，市政府派甘肃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兰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榆中县文化馆馆长梁玉龙，赴日本秋田市工作3个月。

三、经济交流与合作

1992年7月，国家批准兰州为内陆开放城市以来，先后出台了《兰州

市鼓励外商投资若干政策规定》、《兰州市进一步扩大对内开放若干政策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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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关于切实改善投资环境的若干规定》等一系列优惠政策，成立了

“兰州外引内联投资项目联合服务办公室”，实行“一个地点办公、一个窗口

对外、一站式服务”，投资软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坚持每年举办一届“兰洽

会”，利用多种形式开展招商引资、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对外开放取

得显著成效。截止2001年底，全市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350户，，实

际利用外资10．77亿美元。投资分别来自38个国家和地区，涉及石油化工、

冶金、机械、电子、医药、纺织、农副产品加工等28个行业，单项合同平

均外资额提高到124万美元。甘肃兰炼中旅石化有限公司、兰州黄河啤酒有

限公司等三家外商投资企业已进入中国最大的500家外商投资企业行列，固

定资产过亿元的外商投资企业已达到22家，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兰州市经

济发展新的重要的增长点。兰州已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合作关

系，全市有各类外贸企业130多家，出口商品主要有五金、化工、机电、有

色金属、纺织、医药、粮油食品、土畜产等10大类、近500多个品种，

2001年全市进出口总额4．6亿美元，其中出口3．1亿美元。

继1992年兰州市成功举办了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宏大的节会——“首届

中国丝绸之路节”，奏响了兰州建设内陆开放城市的序曲之后，1993年，市

委、市人民政府决定，为促进兰州市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

的发展。从当年起，每年8月举办“兰州丝绸之路经贸洽谈交易会”(简称

“兰交会”)，以扩大兰州知名度，吸引海内外客商，繁荣地区经济。至1996

年已成功举办了四届。1997年省人民政府决定，从1997年起“兰交会”改

为省、市联办，以省为主的方式举办。1999年“兰交会”更名为“中国兰

州投资贸易洽谈会”(简称“兰洽会”)。截止2003年，“兰洽会”已成功举

办了十二届。

(一)首届中国丝绸之路节
’

1992年9月10至18日，举办了兰州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宏大的节会

——“首届中国丝绸之路节。”这是一次旨在重振丝绸之路雄风，提高甘肃

和兰州的知名度，加快兰州对外开放步伐的节会。应邀参加首届中国丝绸之

路节的中外宾客共12800多人，其中来自美国、德国、El本、韩国、独联体

等41个国家的外宾和港澳台同胞1000余人。节会期间还接待国际旅游宾客

7300多人。中外来宾参加了文化交流、艺术表演、学术研讨、经济合作、

商业贸易、金融洽谈、科技交流、横向联合、区域协作、旅游观光等活动，

其内容之丰富、规模之盛大、影响之深远，在兰州地区是空前的。首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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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节期间，经济科技和商贸活动非常活跃，成果显著。节会期间，引

进外资5141万美元。

(二)第一届“兰交会” ，

第一届兰州丝绸之路经贸洽谈交易会(简称“兰交会”)于1993年8月

18日至23日在兰州天河大厦举行。

应邀参加兰交会的中外宾客4211人，其中来自日本，韩国、泰国、俄

罗斯、新加坡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315人，签订外资项目合同46个，资金

6．61亿元，其中引进外资6672万元；进出口贸易成交额1097．21万美元，

其中出口总额1083．21万美元。

1993年兰州丝绸之路经贸洽谈交易会是兰州市探索内陆开放城市建设，

采取多层次，多种形式，开展对外招商活动的一次成功的尝试，也是继1992年

首届中国丝绸之路节赴香港招商之后，对外开放招商引资的重要举措。

(三)第二届“兰交会”

第二届“兰交会”于1994年第四届中国艺术节期间的8月18日至27

日举行。4000多名中外嘉宾参加了艺术节和“兰交会”的活动。

’94“兰交会”期间，兰州市对外经济合作项目30项，总投资1．7亿

多元，其中引进外资1025万美元，签订内联项目77项，总投资5．5亿多

元。

据初步统计，节会期间实现进出口贸易成交总额98万美元，商品、物

资、工业品和农产品交易总额2．7亿多元，科技成果转让项目10项，成交

额350万元。

(四)第三届“兰交会”

第三届“兰交会”于1995年8月18日至23日举行。参加节会的中外

宾客3600多人。节会期间共签订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项目28项，合同引进外

资3980．5万美元，外贸进出口总额实现1200．44万美元，其中出口

1060．44万美元。

节会期间的工业品展销会面向国内外开放，参展的各类企业多达500

家，外资企业占40％，竞争气氛浓。参展产品档次高，名优新特产品多，

14大类、上万种产品吸引了省内外大量客商和市民。

(五)第四届“兰交会”

第四届“兰交会”于1996年8月18至22日举行。

节会之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香港《大公报》社、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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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发布会，扩大了节会的影响。中外嘉宾7000

多人参加了节会。

据统计，节会期间共签订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合同28项，总投资

84012．6万元，其中引进外资额达4761．68万美元，占合同投资总额的

47％。外贸进出151成交总额1658．17美元，其中出口成交额1177．7万美元，

进口480．47万美元。

(六)第五届“兰洽会”

第五届“兰洽会”于1997年8月18日至24日举行。

从本年度起“兰洽会”改为省、市联办，以省为主的方式举行，名称为

“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简称“兰洽会”，届次与“兰交会”相接)。

参加本届兰洽会的中外宾客7700多人，其中包括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

的数百余名外宾。节会期间共签订各类合同70多项，合同总金额54．66亿

元，其中引进国外资金2．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21．2亿元。签订各类协议

49项，协议金额55．03亿元，其中国外资金3．8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32．16亿元，国内资金8．87亿元。主要利用外资合同有兰州中川机场改扩

建、兰州市环境综合治理等项目。

此次参加节会期间展销的还有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

(七)第六届“兰洽会”
。

第六届“兰洽会”于1998年8月26日至8月30日举行。

历时5天的“98兰洽会”，参会的中外宾客8000多人，12个国内团组

和26个海外团组参与了本次节会；共签订合同113项，合同总金额11．6万

元。其中引进国外资金3821万美元。

节会期间，省市人民政府联合召开了建设兰州商贸中心座谈会，国家五

部委办局负责同志对兰州商贸中心建设情况进行了现场考察。 一

(八)第七届“兰洽会”

第七届“兰洽会”于1999年8月26日至8月30日举行。

参加本届洽谈会的中外宾客达8000多人，其中来自美国、日本、法国

及香港、台湾等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510多人；还有40个国家和地区

的外商代表团74个。

节会期间引进国内外资金25．26亿元，其中引进国外资金合同32项，

总投资12．09亿元，引进外资8991万美元。

(九)第八届“兰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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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兰洽会”于2000年8月26日至8月30日举行。

参加本届兰洽会的中外宾客有7640多人，其中，有来自美国、日本、

法国、英国、德国、荷兰、俄罗斯以及香港、澳门、台湾等6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嘉宾近740人；来自国家经贸委、外经贸委、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国

务院研究室、国家国内贸易局、国家机械工业局和全国30多个省市区的宾

客和参展商约6600多人；有全国15个省市区的1200多个企业代表团。

本届兰洽会组织筛选了670多个项目，其中有96个重点项目向国内外

广泛推介，寻求合作。统计：本届洽谈会共签订合同226项，总投资88．68

亿元，其中引进外资1．27亿美元。

(十)第九届“兰洽会” ．“

第九届“兰洽会”于2001年8月26日至8月30日在兰州举行。

本届兰洽会招商引资和展销精品的主题明确，参会宾客多、规格高、规

模大，进一步提高了甘肃和兰州在国内外的声誉。据统计，参加本届兰洽会

的中外宾客有11000多人，其中来自美国、日本、法国、俄罗斯、澳大利

亚、韩国、马来西亚以及香港、澳门、台湾等49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910

多人。组织筛选了621个招商引资项目参加本届兰洽会，着重推介和展示涉

及交通、轻纺、医药、食品、有色冶金、石油化工、机械电子、高科技农业

和旅游开发等领域的项目，其中绝大多数项目都受到了国内外客商的青睐，

顺利成交。兰洽会期间共签订招商引资合同164项，合同总额62．7亿，其

中，引进国外资金合同38项，合同总金额20．3亿，引进外资2．1亿美元。

四、智力引进

兰州市引智办成立后，为全市工业、农业、科技、教育、医疗等行业聘

请了来自日本、美国、以色列、澳大利亚、韩国、瑞典、荷兰等国家的技术

专家150多人(次)，技术指导涉及果树栽培、蔬菜培育、养鱼、造纸、塑

料产品、医疗、畜牧、花卉栽培、环保、酿酒、面粉加工、毛纺、日语培训

等领域。同时，派往美国、日本培训的研修人员56人(次)，他们分别在医

疗、农业、教育及语言等方面进行了专业研修和学习。

(一)引进外国专家

兰州实行对外开放后，从国外引进技术和设备的同时，为引进技术项目

服务的外国技术人员纷至沓来。从1990年到2000年以来，全市按合同规定

前来工作的外国专家技术人员达57批，87人(次)。详见附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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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才培训

‘为了加强与国际友好城市间科学技术交流，从1990年至2000

市先后派出78名有关专家分别赴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和地区

和专业学习。详见附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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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务工作

一、兰州市归侨、侨眷代表大会

兰州市第八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于1995年8月在兰州召开，出席本

次会议的归侨、侨眷代表和特邀人士共200人，市委副书记陈学亨、副市长

杨良琦等出席了大会。省侨办副主任杜梅林、市委副书记陈学亨分别作了重

要讲话。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听取和审议兰州市侨联第七届委员会工作报

告，选举产生兰州市侨联第八届委员会组成人员，李健民当选为市侨联主

席，宁美阳、郑宝贵、张玉芳为副主席，周迎平为秘书长，丁映琪等41人

为委员。

兰州市第九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于2000年12在兰州月召开，出席本

次会议的归侨、侨眷代表和特邀人士共200人。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

王晶中、副市长宋乃娴等到会祝贺。省侨办副主任杜梅林、市委常委、市委

统战部部长王晶中分别作了重要讲话。会议主要任务是：听取和审议兰州市

侨联第八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兰州市第九届委员会组成人员，杜逸

当选为主席，张玉芳、叶启智、王泰广为副主席，周迎平为秘书长，丁国成

等52人为委员。

二、归侨侨眷的权益保护

兰州市作为省会城市，侨务工作量大、面宽，侨务工作对象占全省

50％。据统计，2000年兰州地区有侨务工作对象16000余人，其中归侨252

人，侨眷、港澳眷属9800人。他们在国外的亲属有6800多人，分布在世界

5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近60％的侨务工作对象是侨、台交叉，既是侨眷也

是台属，具有双重身份。

1．高知识性。兰州市归侨、侨眷知识层次较高，获得技术职称的有

1174人，其中获高级职称的有346人，中级职称828人。在各单位都是科

研、教学工作中的骨干。如兰大有归侨、侨眷50名，其中教授、副教授28

人，其余大部分为讲师。兰化公司有归侨、侨眷181人，其中高工29人、

工程师41人。

2．多数非甘肃本地籍。兰州市归侨、侨眷大部分是五、六十年代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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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北时从沿海、内地来的，祖籍为广东、福建者居多，而本省、本市本地

籍的较少，只有百十余人。

3．相对集中。兰州市归侨、侨眷主要集中在中央、省部级驻兰的大中

型企业、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中，约7000人，占全市归侨侨眷总数的

70％。市、县、区属机关、企事业单位中的归侨侨眷2200人，占30％。

4．组织凝聚力强。目前兰州市已有43个侨联分会。由于归侨侨眷的高

知识性、非本籍性及特殊的身份，他们联系密切、凝聚力强，对侨务政策、

侨务工作十分关心，热衷于侨联的各项活动，是本单位工作中的一支骨干力
且
里0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及《实施办法》颁布以后，兰

州地区各企事业单位也都十分重视“两法”的宣传和普及。兰州铁路局、兰

州炼油化工总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兰州通用机器厂、甘肃省建筑工程总

公司等单位分别利用本单位的报纸、闭路电视、有线广播进行宣传，组织召

开多层次的归侨侨眷和干部职工座谈会。通过舆论宣传，使广大干部和群众

对侨务工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重要意义有了更加

明确的认识，提高了广大群众和归侨、侨眷学法、用法的自觉性。兰州市还

印制5000份《侨务法律法规汇编》，发到各有关单位及归侨、侨眷手中，举

办了全市侨务干部培训班，系统地培训和学习了《侨法》及相关业务知识。

通过对《新侨法》的宣传，使全市侨务工作出现了三个显著变化：一是广大

归侨、侨眷理直气壮的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多了；二是群众对归侨、侨眷有

了较全面的认识，侨务部门的影响力提高了；三是归侨、侨眷合法权益越来

越多地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关心。

在宣传、普及侨务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市侨务部门十分注重在工作中应

用法律武器，有效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几年来，依据《侨法》，处

理了6起侵犯归侨、侨眷合法权益的案件，积极落实了兰州籍、阿联酋华人

马进忠的侨房政策，解决了印尼归侨唐民生的工资待遇和儿子的就业问题。

在处理上级侨务部门转来的信访案件中，市侨办还依法受理3起侨商在

兰投资企业的经济纠纷案，如兰州庄氏医疗设备公司被砸、经理被打一案，

澳大利亚华侨赵燕升经济纠纷案等，受到省、市人大和政府领导的重视，经

多次交涉，案件处理正朝着有利于保护侨商合法权益方面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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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侨服务工作

兰州市侨办始终把为侨服务工作做为一项基础工作，常抓不懈，把党的

侨务政策通过具体服务工作，贯彻到归侨、侨眷及海外侨胞中，使他们切实

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颁布以来，兰州

地区共有75名归侨、侨眷担任了县级以上领导职务，6人担任了地级以上

领导职务，114人担任了省、市、区(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积极参政

议政。 、

(二)为贯彻好新《侨法》，省、市人大民侨工委对全市各县(区)学

习、宣传、贯彻新《侨法》的情况进行了检查和调研。省、市人大领导在肯

定侨务工作成绩的同时，根据新《侨法》第四条的规定，对县(区)侨务机

构设置不健全、不规范的问题提出意见。市政府对此十分重视，明确县

(区)政府必须有一名领导分管侨务，确定一名专(兼)职干部负责此项工

作，并核拨经费予以支持，以利侨务工作的开展。

(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做好归侨、侨眷知识分子的工作，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市侨办召开了座谈会，号召归侨、侨眷开展“提供

一条建议，传递一条信息，介绍一个人才，引进一个项目，推销一种产品”

的五个一活动，全市共有50余名做出突出贡献的归侨、侨眷知识分子，受

到省上的表彰和奖励；兰州炼油厂等8个单位还为国务院侨办召开的“全国

大中型企业归侨、侨眷知识分子经验交流会”报送了交流材料，获得了与会

代表的好评。

(四)《侨法》的贯彻落实。省侨办、省教委等省上6厅局联合下发“关

于归侨退休待遇、归侨、侨眷住房就业和其子女升学等若干问题的通知”

后，市侨办积极与市上相应部门联系，’会同市教委、市财政局等6个单位，

向各县(区)、市直各部门转发了这份文件，使上级文件精神，从教育、财

政、城建、劳动等多个方面，得到贯彻落实。

在学习贯彻好新《侨法》的同时，兰州市响应国侨办的号召，积极争取

了三笔侨心工程款，用以建设市郊区县乡侨心小学。具体是：澳门中资企业

捐款50万元人民币，建设皋兰县丰登村侨心小学教学楼工程。美国世贤集

团公司董事长、美籍华人柯约瑟捐款30万元人民币，建设永登县龙泉寺乡

第二中心小学教学楼工程，该校建成后更名为“永登世华侨心小学”，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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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侨办主任郭东坡亲笔为该校题写了校名。香港周生生国际集团公司先后给

城关区中山路小学捐款220万元，建成了新教学楼，更新了教学设备，该小

学更名为兰州中山小学，现已成为兰州市标准化小学。迄今为止，兰州市共

接受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捐款300万元。

四、信访工作

市政府侨务办公室在侨务来信来访工作中，始终坚持以法行政，强化领

导责任制，分级负责、归VI办理。依照及时、就地依法解决问题与思想疏导

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完善领导责任制，把本市、本单位职权范围内的侨

务信访问题解决好，有效地防止了躲避矛盾、推诿扯皮i矛盾上交的问题。

真正做到了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止2002年底，全市直接受理华侨及

归侨侨眷来信来访126人次(件)，经国务院侨办和省侨办转来侨务信函11

件。来信来访所反映的问题，涉及到房产遗留问题的占19．3％，归侨侨眷

离退休人员工资待遇、出国定居探亲、医疗待遇的占23．1％；子女升学、

就业、侨眷下岗要求再就业的占26．9％；涉侨经济纠纷占30．4％。从受理

信访所反映的问题来看，涉及房产和生活方面的事件逐年下降，而涉侨经济

纠纷事件则呈逐年上升趋势。

(一)集中力量攻克一些信访工作中的难点，使一些久拖未决的信访案

件得到彻底解决。原籍兰州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华人马进忠，他的房产问题

前后拖了8年，一直未能解决。马进忠多次来兰上访，到侨务部门反映问

题。他在兰州市靖远路200号(紧靠白塔山公园大门东侧)有土木结构楼房

三层，共19间房屋。1958年私房改造时，马进忠侨居国外，国内房产被改

造由白塔山公园占用。马进忠国内亲属被迁往王保堡城84号4间平房居住。

1987年，市侨办接到马进忠的申诉材料后，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地调查了

解工作。市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将其部分房产，即一、二层楼退还给马进忠

本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颁布后，市侨办又对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结合调查了解的新情况，认为应全部

退还其房产。为此，经市侨办与市房产部门、园林部门、白塔山公园多次协

商，取得一致意见，市人民政府批复市房产局给马进忠落实侨房政策的报

告，房产手续一次办理完毕。侨务部门经过艰苦工作，将马进忠原住房内居

住的5户居民，迁往它处居住，逐一向住户宣传侨务政策，做耐心细致的思

想工作，最后得到居民理解，很快搬迁，使这个久拖未决的问题，在《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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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保护下，得到妥善解决。

(二)通过信访发现问题，为侨办实事。截止2001年底，市侨办协助有

关部门直接解决了60余名侨眷子女就业问题；为579名归侨、侨眷子女在

初、高中升学中给以加分或优先录取照顾；协调有关单位为119名归侨、侨

眷解决了住房，还协调解决了大量归侨、侨眷工作调动、调资、出入境探

亲、留学等问题。这一切，受到了归侨、侨眷及海外侨胞的好评，扩大了对

外影响，赢得了侨心，调动了广大归侨、侨眷的积极性。

兰州市属县(区)侨务部门，也重视开展信访工作。城关区侨务部门，

通过信访了解到归侨、侨眷在住房就业方面存在的困难后，在分房条件相同

的情况下，优先为20多名归侨、侨眷解决了住房问题，使他们搭上了福利

分房的“末班车”。同时，区上积极为归侨、侨眷提供条件，牵线搭桥。根

据他们的具体要求，帮助推荐到劳动部门给予招工。几年来，经过多方协

商，为刘莹、潘金盛等多名侨胞及其子女解决了就业问题，解除了他们的后

顾之忧。同时，对归侨、侨眷及其子女愿意到区属集体企业工作或愿做临时

工的，基本都给予安排_o对愿意自谋职业搞个体经营的，也放宽条件，使其

尽快上岗经营。在归侨、侨眷的工作调动方面，只要本人联系好新单位，劳

动、人事部门都能够随时提供便利条件，办理有关调动手续，使之到适当的

工作岗位发挥才能。

五、华侨华人社团和港澳同胞捐资助学

1999年以来，在省侨办的领导和支持下，兰州市响应侨办号召，积极

开展为西部大开发“送科技、送温暖、送希望”活动，争取了五笔侨心工程

款，用以建设兰州市郊区县乡侨心小学。具体是：

(一)1999年12月，经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穿针引线，香港周生生

集团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君廉，向兰州市城关区教育局捐资200万元人民

币，拟新建一所小学。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及有关方面协调，校址选定在城关

区中山路小学。2000年9月，该校竣工后，校名改为“兰州市中山小学”。

在落成典礼仪式上，周君廉及夫人来兰祝贺。鉴于周君廉爱国爱乡，无偿捐

资扶助兰州市教育事业，兰州市人民政府授予周君廉“兰州市荣誉市民”称

号。由于城关区教育局对捐建学校从教学、设备、质量等诸方面进行了严格

的管理，使周君廉深为感动，为此周君廉于2001年向该校捐款20万元人民

币，作为优秀教师、优秀学生的奖励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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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月，以澳门中资企业协会副会长、中国银行澳门分行总

经理朱赤为团长的中资企业考察团，向皋兰县教育局捐资50万元人民币，

用于忠和乡丰登村小学修建教学楼。教学楼于2001年10月建成后，校名更

改为“皋兰县丰登希望小学”，国侨办国内司司长周中栋来兰对该工程进行

了验收，并参加了竣工典礼。皋兰县近300多学生和教师进入新教学楼学习

和进行教学活动。

(三)2001年3月，美国世贤集团公司董事长柯约瑟，向永登县人民政

府捐资30万元人民币，用于龙泉寺乡第二中心小学教学楼建设。2001年7

月15日教学楼竣工并正式投入使用。400多名学生和教师进入宽敞明亮并

有暖气的教室读书学习。根据柯约瑟的要求，学校更名为永登县龙泉寺乡

“世华侨心小学”，教学楼命名为“永铭楼”。2001年10月，柯约瑟又向永

登县世华小学学生赠送了价值3万元的学习用品。

(四)在国务院侨办和省政府侨办的支持下，2002年1月，香港特别行

政区祈福新屯公司董事长彭磷基向兰州市捐资25万元人民币，用于榆中县

甘草店镇咸水岔村小学的重建。在捐资监理委员会的指导下，该校于3月开

工，12月竣工。2003年1月18日，举行该校名命名和工程落成典礼仪式。

(五)2002年3月，兰州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接待了以法国华侨华人

会主席林加者为团长的法国华侨华人回国贺岁团，该团支持中国西部教育事

业发展，向兰州市城关区教育局捐资36万元人民币，以扶助兰州市100名

优秀贫困小学生完成学业。此项捐款由省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监督使用，

并设立专用帐户；兰州市城关区教育局作为百名优秀贫困生代理单位，具体

负责学生征选及资金发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成立了

由省、市外事(侨务)办公室主要领导和负责人以及城关区政府、城关区教

育局有关领导组成的捐资监理使用委员会，以保证资金的合理使用。

1999年以来，兰州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在上级侨务部门的支持下，

为兰州市教育事业接受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侨心工程捐款共计364万元

人民币。侨心工程款在使用过程中，都分别成立了捐资监理使用委员会，对

工程质量和资金的使用方向起到了保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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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事侨务管理机构

一、组织机构

1990年5月24日，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复，同意将兰州市外办秘书

科、引进国外智力科、涉外科、侨务科改为处，原定科级建制不变。

1992年11月15日，兰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复，同意将兰州市外事

服务社更名为兰州市外事交流服务中心。原科级建制，事业性质，经费来源

自收自支不变。

1993年2月13日，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复，

同意兰州市外事办公室增设礼宾处，增加行政编制5名，增编后外办编制

30名。

1994年1月，市委决定兰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归市委领导，由市委统

战部归口管理，其机构级别和编制不变，市外办减少编制4名。

1994年11月3日，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复，同意兰州市外事办公室增

设友城处，人员编制内部调剂解决。

1997年11月9日，市政府关于印发兰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职能配

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决定内设机构涉外处改为出国(境)

管理处，引进处改为外国专家处、礼宾处改为礼宾接待处、友城处改为国际

交流处、侨务处改为侨政处。行政编制23名，后勤服务人员事业编制3名o

1998年12月1日，市委组织部批准成立兰州市国际人才交流协会。

1998年3月11日，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复，同意设立兰州市电子邮件

工作站，与兰州市外事交流服务中心合署办公，增编2名，全额拨款。编制

增加后，兰州市外事交流服务中心(兰州市电子邮件工作站)共计事业编制

7名，其中全额拨款2名，自收自支5名。

二、市外办主要领导成员

1991年8月一1993年11月

党组书记、主任：陈良

副主任：王云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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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调研员：金仁甫

1993年11月一1996年元月

党组书记、主任：吴申陆

副主任兼侨办主任：王云瑞

助理调研员：金仁甫

1996年元月一1998年8月

党组书记、主任：吴申陆

副主任兼侨办主任：王云瑞

副主任：金仁甫

助理调研员：尹继国

1998年8月一2002年7月

党组书记、主任：吴申陆

副主任兼侨办主任：金仁甫

副主任：梁亚翊

助理调研员：尹继国

2002年7月至今

党组书记、主任：吴申陆

侨办主任、外办副主任：梁亚翊

副主任：火照程



·233·

(一)包修兰州黄河铁桥的合同和电报①

1．总办甘肃全省洋务总局彭英甲等与德国

泰来洋行喀佑斯拟定包修兰州黄河铁桥合同②

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十一日

立合同德商天津泰来洋务喀佑斯，今蒙陕甘总督部堂升(允)定购兰州

黄河铁桥一道，经喀佑斯与甘肃藩、臬、道、洋务局，议定修桥一切章程，

订立合同，开列于左：

——黄河两岸均是石岸，修盖铁桥须长过南北两岸。南岸至北岸共长中

国七百尺左右，合德国三百左右密达，德国一密达，合中国广尺二尺八寸。

然铁桥尺寸不必拘定，务必长过两岸石岸，修得便于上下行人，往来车马。

临修时，须由甘肃洋务总局允准洽心，方算合法。

——铁桥上面东西横宽，共德国八密达，合中国二十二尺四寸。

——铁桥中间有大栏杆两道，高由一密达八十生的至五密达左右，横宽

六密达，为中间往来能行大车。两边各有小栏杆一密达，两边道均作为来往

行人之路。

——铁桥共厚在五十生的外，桥上面用加厚铁托板条。托板条上或铺木

板，或铺石头子。泰来行遵甘肃吩示，办理齐全，桥两头由桥底算起，高于

两岸一密达。至桥上如铺石头子，常年收拾归甘肃自办。

——架铁桥柱脚，由南岸至北岸，均用铁心参合洋灰石子灌浆。柱脚宽

与桥同，由南至北共四大柱脚，桥孔共五孔。洋灰柱脚两边均有分水箭，柱

脚底下东西横宽八密达半以外，南北横宽三密达以外，柱脚顶上东西横宽八

①录自甘肃省档案馆编《天下黄河第一桥)，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此合同先后拟定三稿．此为第三稿，也是正式签押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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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达，南北横宽二密达。深由河底极坚固之处修起。无论若大冰力，泰来行

保管无事。议定包做此桥，照外洋优等章程，尚有八十年保险在内，不准有

丝毫差错，最要者，不准偷工减料，违者认罚。

——铁桥料件，三十三年五月全须到天津，甘肃由天津运料，不拘时

日，每车不过一千二百斤料件。头期运至甘肃省动工日起，限十八个月修理

完备。统桥价、杂费，一切全算在内，共议定天津化宝行平银拾陆万伍千两

整。此外，并无分文花费。

——交银限期分四期。立合同后，天津德国领事官允准泰来行包修此

桥，当由天津交德国领事官转交泰来洋行银伍万两，为头期。各料件由德国

上船，接到德领事官电报，再交银叁万贰千伍百两，为二期。委员在天津将

料件如数逐件点收清楚，立有详细收单，再交银叁万贰千伍百两，为三期。

至十八个月，一切桥工全告竣后，再交银伍万两，为四期。每期交银，德国

领事官均须给与收照为凭。再此事经手人员如有丝毫回成，与受同罚。

——修桥之先后，无论何时，倘有河水涨发，或河水开冻之际，冰水流

急，伤损此桥，包固限八十年，如限内稍有损伤，泰来行包管赔修。

——保固八十年限期之内；无论冬夏，倘因起蛟，河水涨发，水势过

大，水已进城，因蛟水神力将桥冲坏，与泰来行无干。除起蛟外，桥有损

坏，泰来行一定赔修。

——如到期不能将桥修完，无论河底是否石沙、泥土、水眼等类，既经

泰来行议定包修，桥价使去大半，务必如期竣工。倘稍有不符合同之处，不

但使去桥价，按照原领之价，如数退回，而且在退回桥价外，泰来行甘愿照

原领银数认罚。

——所有修桥材料由德国运至天津，水脚保险及洋工华匠来往工作，无

论有何事故，统归泰来行保管，不与甘肃相干，亦无求赏津贴等项之说。

——修桥材料由天津运至甘肃，归甘肃自运。既议定每车不准过一千二

百斤，原为易于转运。如有重大料件，难于运动，归泰来行自运，甘肃不

管。如途中有损坏桥上材料等事，泰来行保管修理。如路上有遗失料件等

事，与泰来行无干。

——工程工匠及司事人等，随带一切使用机器、物件，盘费脚价并工程

司工价薪水，亦均在桥价以内，概不加费。

——修桥时须用船数只，木杆、麻绳等项，工匠人等住处一所；均求甘

省代为预备应用。尚祈派兵丁数人看守料件，而免有遗失等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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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修桥机器等件，求甘省运材料大车捎来。修桥工竣

件，泰来行自行运回天津，但须求甘肃官家代为雇车，泰来行出

南新乡火车站。

——铁桥由泰来行当时将桥身一律油好，工竣后泰来行所剩

甘肃洋务局收存，以备嗣后每年上油一次。油系何名?如何油法?均经泰来

行开具详细清单，教明油法，以免差错。

——喀佑斯自调工程司德克来甘，详细考究明白，即时订立合同。所有

工程司来往盘川，工价，甘肃不管。如桥能修成，俟竣工后，甘肃在拾陆万

伍千两外，送喀佑斯银贰千两，为酬工程司来往盘川之项。如桥不能修，喀

佑斯花费一切，不管合同，均作罢论。

——立合同后，喀佑斯求先发给护照一纸，以便津、沪洋关验放，以上

章程十八条，写立华文合同八纸，呈督宪备案一分(份)，详请咨存外务部

一分(份)，分存藩、臬、道署、洋务局各一分(份)，交银时，交天津德国

领事官一分(份)，交泰来行喀佑斯一分(份)，各分执以为凭证。

大清国总办甘肃洋务局兰州道彭(英甲)(押)

大清国甘肃布政使司布政使丰(伸泰)(押)

大清国署甘肃按察使司按察使白(遇道)(押) ·

大德国泰来洋行喀佑斯(押)

2．甘肃洋务总局就铁桥告竣、桥价结清、德罗回津事

致天津瑞林祥、德国领事馆、泰来洋行电

宣统元年(1909)七月初五13

“天津瑞林祥赵春亭鉴：七月十五日至协同庆取行平化宝银五万两，乞分

神矣。八月十五日交德国领事官转交泰来洋行，系桥价末期银两。仍应照旧

掣取签押收条，寄甘为凭，并先电复。彭。尾。印。

天津德国领事官鉴：桥工告成，德罗初五回津，特此奉闻。甘肃洋务

局。尾。印。

天津泰来洋行鉴：桥工告成，款与德罗算清，德罗初五回津，特此奉

闻。甘肃洋务局。尾。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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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甘肃农工商矿总局

与比利时等国签订的部分合同①

1．该局与比国参赞订立合同文

甍焉霪为订立合同事兹因比国参赞林阿德之父林辅臣前奉陕
甘总督部堂升批准，开办玉门石油制造洋烛、洋胰，并种萝卜造糖、葡萄

造酒，拟设立甘肃制造油烛糖酒公司。即聘用林辅臣为公司总办，并先赴比

雇匠、购机。讵料林辅臣中途病故，今其子比国参赞林阿德情愿接办，即聘

用林阿德会同甘肃农工商矿局商酌，取其见效速而成功易者先为，次第举

办。现据该参赞雇就五金、化学矿师贺尔慈、纺织制造师穆赍、路矿工程师

戴世拔三人来甘，指授学徒，并购到机器，拟先试办矿务、织呢、制造等

事。将从前所议制造烛、胰、糖、酒各务暂以缓办，并请注销旧日合同。且

议定，不另立公司，不用洋股，亦不令该参赞人股，将来有无利益悉归中

国。

国家承认以免利权外溢，与该参赞另行订立合同，彼此签押。兹将议定

各条开列于左：

一、甘肃试办矿局、织呢、制造等事，系由甘库拨款开办，延聘比国参

赞林阿德与甘肃农工商矿局会同办理。该参赞应认明，矿产为甘肃自有之

利，即应认明农工商矿局为甘肃自主之局，所有一切应办事宜，须会同农工

商矿局禀明。

陕甘总督部堂听候指示办理。倘农工商矿局所拟办法如有未尽完善之

处，该参赞务须仿照最优之办法商酌改拟，以为久远之计。

二、该参赞雇来矿务、纺织、制造工程师贺尔慈等三人，应即订立合同

三份，由甘肃农工商矿局与该参赞、及该三人商酌订立之合同，该三人与农

工商矿局及该参赞应各执一份，以为凭据。如订立合同以后，甘肃农工商矿

局考察矿产并不畅旺，或多窒碍，并一切纺织、制造各务亦无成效，应由甘

肃农工商矿局知会该参赞即行停止，该参赞及该三人亦即将合同交出，作为

废纸，不得异议。又不能无故停止，致旷厥功。

① 录自《兰州文史资料>第ll期《清末洋务运动与兰州近代工业的兴衰)(戴晨光整理)。



矿师、工头等务必尽心教导，不得自秘其术，使学徒无从法守。倘Et后学徒

中有精矿学及练习纺织、制造各务者，应由农工商矿局派充各项要职，该参

赞务须与洋匠一律看待。

四、该参赞驻甘多年，素有闻望，既承甘肃农工商矿局委用管理矿务、

织呢、制造各务，亟宜督率该矿师、工头等认真办事，广辟利源。该矿师、

工头等，既为甘肃农工商矿局所雇，甘肃农工商矿局如欲兴办新奇制造工艺

等事，为该矿师、工头等所娴习者，虽合同内未曾注明，亦必听甘肃农工商

矿局吩示办理，不得托故推诿，亦不许另加薪水等费。该参赞与该矿师、工

头等，有与局员会商事件，尤须和衷共济，以期俱臻妥协，无负委任。

五、试办矿务、纺织、制造各事，凡应用华人工匠，自应由该参赞选择

收用。惟添雇洋匠，须与甘肃农工商矿局妥为核议，不得径行引用。至购新

式机器，需款更巨，尤宜会商办理。

六、甘肃试办矿务、纺织、制造各事，原为兴利，且以联络官民，预息

纷争为要，应由甘肃农工商矿局，会同该参赞酌派照料委员一人，又设管理

帐务司事二人，其薪水口食均由局筹备。至开办以后应用员绅，俟届时再由

农工商矿局斟酌派委。

七、该参赞既为甘肃农工商矿局所聘，应由局每月支给薪水、夫马费银

三百两，自开办之FI起算。其该参赞之故父，先时领去库平银二千两，作为

赴比雇匠、购机。来往川资，现经病故，并照华官出洋例，给予三个月薪水

以示体恤。

八、甘肃农工商矿局聘该参赞办理矿务、纺织、制造各事，倘兼办玉门

石油造烛、造胰、造糖、造酒等事时，如系合办，每月只总给薪水、夫马费

银三百两；如系分办，则除薪水、夫马费外每月加给夫马费银四十两，以资

办公。

九、该参赞承办甘肃矿务、纺织、制造各事以一年为期，期满有效，仍

留接办；倘无成效，或有不遵定章贻误工程情事，不拘年限，即行辞退，原

立合同注销，其薪水各费亦即于辞退之Et停止。惟不得无故辞退。如该参赞

所雇矿师、工头等，或办无成效，或旷误工程，由甘肃农工商矿局知会该参

赞，令该矿师、工头等即行辞退，亦不得无故辞退。 、．

十、该参赞久居甘肃，并非聘自外洋，如有事故被甘肃农工商矿局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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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退，或自己不愿承办自行辞退，无论回国与否，甘肃农工商矿

旅费JIl资。

凡局、厂办事人员，无论华、洋皆须剔除积弊，华员自督办以下

奖赏外，须立誓不赚公家一钱；洋员自该参赞以下创造应得薪

外，亦须立誓不赚甘肃公家一钱，以期彼此相信，弊绝风清。该

师、工头等，除管理矿务、纺织、制造各务应办事宜外，凡甘肃

许干预，违者议罚。

该参赞既议定，愿支薪水，不分红股，如将来各工程获有利益，

费用，并按值面抽七五，作为落地税报效国家。既酌给局员奖赏

，其余红利无论多寡概归甘肃公家，与该参赞及该矿师、工头等

旧日合同因该参赞之父赴比，雇匠、购机限六个月开办，此次订

肃农工商矿局与该参赞议定，立合同之日即行开办，该参赞不得

虚縻公费，如该参赞延不开办，或因别事纠缠不能分身，则此合

，由甘肃农工商矿局另行聘人接办，该参赞不得异言。

该参赞如果办事认真，获得厚多，即不幸殁于厂所，甘肃农工商

六个月薪水作为恤银，以酬劳绩。如开办并未获利，则只给于两

现已另行订立合同，应缮具华文五份，甘肃农工商矿局与该参赞

0

案一份，送甘肃藩、臬两司各一份，并请将旧Et合同注销，．其余

农工商矿局与该参赞各执一份，以照信守。

督办甘肃全省农工商矿总局

承办甘肃矿务纺织制造各事比国参赞林阿德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九日订于甘肃省城农工商矿总局

2．定购比国铜矿机器合同

藩、臬、道农工商矿总局今奉

堂升谕，据比国参赞林阿德摺称：包购开办铜矿机器一架，物

经彼此商定订立合同，所有价值银两一切办法条章开列于左：

凰山铜产繁多，比国参赞林阿德，自愿为甘肃农工商矿局包购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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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机器一架，钻铜、磨砂、炼铜各项器具皆全，实价兰平银十五万两。由比

国至兰州运脚，及厂内第一年杂用银五万两，共合兰平银二十万两，议准并

无丝毫回成。机器到甘肃，安置齐备，林参赞管保每日能炼成红铜一万斤。

凤凰山铜产，管保能作二十年取用不匮，自开办之日起算，至满足一年后，

甘肃农工商矿局大获利益，始将林参赞机器价银及运费等项二十万两照数付

给。如一年所出之铜，不救此项机器价银，仍准一年后由甘肃农工商矿局随

时计算红利多寡陆续交还。此项机器价银，甘肃农工商矿局与林参赞商明，

具价银清交后，不拘年限，林参赞亦不索取甘肃公家一毫利息。

林参赞所买机器，到凤凰山铜厂安炉、盖房，及沿途运脚，并厂中一年

雇用洋人工、食、杂用银两，均在机器价银二十万两以内，并不另用甘肃公

家分文。惟此项机器每日无论如何用法必出铜一万斤，只准增多，不准减

少。至委员薪水，每日所用煤炭，仍由甘肃公家自备。

凤凰山铜矿，并未人有林参赞洋股。此项机器系甘肃公家置买之物，林

参赞系甘肃公家聘请办此机器之人，所有铜厂一切事务，须听甘肃农工商矿

局总办调度，林参赞只可督率矿师、工头等极力工作，不许干预别事。

此合同彼此商酌暂时签字，作为草底，俟详明

陕甘总督部堂奏咨批准后，方可作为实据；设或驳斥，此草合同即为废

纸。

林参赞生长甘肃，素有闻望，既经甘肃公家聘请，办此机器开采铜矿，

亦当与委员、地方官和衷共济，参谋公益。该铜矿所得红利，除还机器价银

及一切杂用外，其余共有若干所为十分，准以一成奖给林参赞作为花红，以

示鼓励。然此系试办一年合同，如机器价银给完，如何办法，再为商酌，另

订合同。至林参赞应得薪水，仍照旧立合同，按月开支，不得托故他往。

此合同照缮华文七份分存：
_’

外务部
’

农工商部

陕甘督辕、甘肃藩、臬二司、农工商矿总局及林参赞各执一份以昭信守。

总办甘肃农工商矿总局兰州道彭

甘肃布政使司布政使丰

署甘肃按察使司按察使白

比 国 参 赞 林 阿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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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3．定购比国淘金机器合同

立合同甘肃藩、臬道、农工商矿总局今奉

陕甘总督部堂升谕，准与比国参赞林阿德订立合同，定购淘金机器一架，

添购织呢机器多件，彼此商定先立草底合同。所有机器件数、价值银两，及

一切办法章程开列于左：

淘金机器，凡打石开山、分砂、碾石、过水、炼金、分金、火机蒸锅一

律齐全，并不短少。所需材料、运费、保险税厘等项，由比国送至兰州，共

计实价兰平银四万两。

织呢局新式气锅、热水锅、烤水锅一全份，马力机器一架、顺毛机器二

架、纺线机器二架、绕线机器三架并带轮子倍线机器、割毛机器、压呢机

器、打水机器各一架。厂内需用皮袋等件，及包箱保险、运脚税厘等项，由

比国送至兰州共需实价兰平银八万两整。所有织呢应用零星物件，另有林参

赞手开清摺存查。

淘金机器，林参赞管保每日能作砂子伍万斤，出金二十两。织呢机器系

分上、中、下三等，极细至极粗。林参赞管保每El能织呢五十丈，呢面宽七

尺，无论加染何色均无不可。织呢机器每El用煤准两吨，合中国三千二百

斤。

织呢局雇用外国人四名：织呢一名、纺线一名、染呢一名、管机锅炉一

名，每名每月薪水银三百两。淘金机器，准用外国矿师一名、机器匠一名，

每名每月薪水银三百两。均由林参赞经手雇用，仿照向雇外国人章程办理。

惟用人之事，专归甘肃农工商矿局总办作主酌量雇用。无论用何国人i总以

能安机、织呢、淘金为要，局外人不许滥竽。

雇用洋匠不准误工，如有误工之处，照日查算，扣除薪水，并另雇妥

匠，以免旷工。

新章凡立合同必奏咨奉

旨议准后方能定议，此二项机器合同，彼此商酌暂时先行签字，作为合同草

底，俟详明

陕甘总督部堂奏咨批准后方可定为实据，设或驳斥，此草合同即作罢论，

成为废纸。

此二项机器价银十二万两整，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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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批准后交林参赞价银二万两，作为头期；机器由比国上船交银二万两，作

为二期；淘金、织呢二项机器到甘，安设齐全，。三月以后粗、细各呢每日实

能织成五十丈，金厂砂子每日实能做出五万斤，得金二十两，再交银八万

两，作为三期。如机器不能使用，与合同所订不符，此二项机器，仍归林参

赞取回，甘肃农工商矿局并不给与一钱，前二期交银四万两，林参赞一并退

还甘肃农工商矿局，作为无事。惟三期交银议准并无丝毫回成。

织呢局系甘肃自有之局，金厂系甘肃自有之利，置办此项机器即为甘肃

公家之物，林参赞系中间托买此二项机器之人，以能织呢、能淘金为止，其

余一切事务并不与林参赞相涉。所用之人，均由甘肃农工商矿总局总办随时

调度。

林参赞应许织呢局添购机器后，除羊毛煤炭外，所需大小机器应用物件

务须预备双份，林参赞管保十年足用，不得稍有缺乏。

淘金机器，系林参赞派贺尔慈估算添购；织呢机器，系林参赞派穆赍逐

件估算，所买物件足备淘金、织呢之用。如别国人接手声言淘金、织呢物件

少有缺短，仍令由林参赞照数补购，将贺尔慈、穆赍照外国法律议处。

此二项机器合同，须认定与林参赞一人商订，无论有何事故，林参赞不

准转兑别人。

织呢局前后院落房屋，林参赞已派穆赍绘图贴说足备工作，如机器到

甘，不得托言地方窄小耽延时日。织成之呢，无论粗细均要比照林参赞所呈

呢样方合程度，不能以甘肃水坏、煤劣、委过于土性不宜。

林参赞闻望素著，既为甘肃公家承办此二项机器，务当尽心竭力，以辟

利源。应得薪水仍照旧立合同按月开支，不准托故他往。

此二项机器缮具华文七份分存

外务部

农工商部

陕甘督辕、甘肃藩、臬二司、农工商矿总局及林参赞各执一份以昭信

守。

总办甘肃农工商矿总局兰州道彭

甘肃布政使司布政使丰

署甘肃按察使司按察使白

比 国 参 赞 林 阿 德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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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延聘比国化验师合同

甘肃农工商矿总局

琶喜套篓蓑嵩德为订立合同事。查化验师贺尔慈，系甘肃农工商矿乒于光
比国化验师贺尔慈

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经比国参赞林阿德由比延聘来甘，担任化验矿

质、查勘矿地、教授矿学各责任。原立合同两年期满，复于三十四年续订合

同，内注明一年期满，务于毕业学生十五名，再行续订合同，或一年，或二

年，由甘肃农工商矿局作主等语。现经一年期满，所有化验学生除因故退学

者五名不计外，其余十名业经学堂总办及农工商矿总局派员考试，均已一律

毕业，自应续订合同二年。以资执守。前合同应由贺尔慈呈交农工商矿局注

销，所有自宣统元年四月二十七日起，至宣统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止。悉以此

次所立合同为凭。兹将商订合同各条开列如左：

贺尔慈仍充化验厂化验师及矿务学堂化学教习，每月薪水照旧库平银四

百五十两，按月由农工商矿局及学堂各半支领。其将来回国川资银五百两，

并格外两个月薪水银九百两，仍照前议办理，若由农工商矿总局派出查矿，

每日另给车马伙食各费库平银四两；如带练习查勘学生，则学生之车马川资

，由农工商矿局核发。

续订二年期内，贺尔慈并无不合，而甘肃公家或因故不用，由全年及格

外，两月薪水并回国川资银两全行发给。若系贺尔慈于续订期内违误公事，

有犯条规；或自行离差回国，无论何时即行截止薪水，回国川资及格外两月

薪水亦一概不能支给。

贺尔慈因故不能化验、教授，倘逾一礼拜，须由贺尔慈自觅程度相当之

人代理，其代理薪水由贺尔慈自认，与甘肃公家无涉。平时除星期、年、暑

照例给假外，每日仍照旧订课程若干钟点不得无故旷课。如在假期内有急须

化验之矿质，贺尔慈仍当照常化验，不得以假期籍口。

每化一矿其金类者，注明若干分数合于金类之气石，各原质亦必注明何

质若干?其无金类之矿，亦必注明何质若干分?交监化验委员列表备查。每

化一矿至迟不得过三日，倘化验迟延及以有金类误为金类、分数多少大相悬

殊，及查矿贻误，均任听农工商矿总局随时辞职，其薪水川资照第二条贺尔

慈自行辞退一层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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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验学生由贺尔慈自行挑取，客藉中法文程度稍优者十名，开列姓名，

呈由学堂及农工商矿局总办核阅。贺尔慈担任务须二年期满毕业，其毕业程

度以能认识矿苗、化验矿质、辨别化验所需各药料为合格，其毕业各生尤当

认真教授，精益求精，不得以已经毕业遂置度外。此外凡化学诸生，亦当一

视同仁，随班授课，不得随时敷衍，致负甘肃公家委任之意。

贺尔慈担任毕业学生二十名，既经指定姓名，应由学堂及农工商矿局将

贺尔慈指定之学生询明，二年期内不准无故退学，自误课程。倘该学生中有

实在不得已而退学者，应由贺尔慈预先挑补。期满之日，不得以学生自误藉

口。

贺尔慈既为矿务学堂教习，自当遵守本学堂规则及通行约章。如学生中

有不率教者，贺尔慈可禀商学堂总办，随时责饬剔退以外，学堂总局各事不

许干预。

续订合同二年期满，贺尔慈于化验、教授各事并无贻误，可否再续订合

同，抑或辞退之处，应由学堂及农工商矿总局总办详请

督宪批示办理，贺尔慈不得自由。 ：

此合同各条，系农工商矿局与林参赞、贺尔慈当面议定，绝无更改。如

贺尔慈将来有不遵照合同情事，农工商矿局惟原奉督宪派委代雇人比国参赞

林阿德是问。

此合同照缮华文五份，签字后以一份详呈

督宪备案，其余四份，农工商矿总局、矿务学堂、与林参赞、贺尔慈各执一

份，以昭信守。

甘肃农工商矿总局

甘．肃 矿 务 学 堂

比 国参赞林阿德

比国矿学化验师贺尔慈

宣统元年六月二十六日

西历一九O九年八月十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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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延聘比国机器匠工合同

比国参赞林阿德

甘肃农工商矿总局总办为订立合同事。甘肃农工商矿总局，托由比国参赞

比国机器匠工斯戛利亚 ；

林阿德代聘安设机器及管理机器匠工一名。兹据林阿德聘定机器匠工斯戛利

亚来甘，所有商订合同各条开列于左：

此合同按照中国向来延聘外国匠工章程以三年为期，斯戛利亚于光绪三

十三年十一月初五到甘之日起至宣统二年十一月初五止，三年期满，合同作

废。

斯戛利亚由林阿德经手代聘来甘，原定每月薪水库平银二百两，系专充

金厂安设机器及管理事宜，兹因斯戛利亚到甘之后，即帮同织呢局修理机器

并经管电灯锅炉等事，一年以来不辞劳苦。斯戛利亚来甘即带有家眷，月仅

薪水银二百两，不敷日食用度，甘肃公家因念其竭力工作，现又与之议定，

无论本省何处局厂，如有安设机器及管理之事，派令前往工作，斯戛利亚即

须听从甘肃公家调遣，不得稍有推诿，因此，格外体恤，自宣统元年正月初

一起，每月加给薪水银五十两，其未赏加以前概不补给分文。

斯戛利亚由比来甘，甘肃公家支给川资银五百两并两个月薪水，将来期

满回国，亦给川资银五百两并两个月薪水。斯戛利亚所有来甘资银五百两并

两个月薪水及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以前各月薪水，甘肃公家业已一概

付清。

斯戛利亚如由甘肃公家派令省外各处局厂工作，往来途次每日支给车马

资等费银四两，此外不能另行雇给车辆。若出省已抵局厂，回省已抵省城，

由此项车马川资等费一概停给。斯戛利亚若非由甘肃公家派令出省，不准任

意他往。

斯戛利亚在省，应听农工商矿总局总办差遣。如派往金厂工作，应听农

工商矿总局总办饬由矿师戴得根调度。如斯戛利亚或有违背合同，不守定

章，旷误工作，及在局厂内外各处滋生事端，与人斗殴等情事，农工商矿总

局立将斯戛利亚辞退，原立合同作废，其薪水各费均于辞之日一概停止不
厶＆
}口0

斯戛利亚于三年之内因故不愿在甘，或甘肃公家考查得斯戛利亚无安设

机器及管理工程实据，则回国川资并两个月薪水一概不给，立即辞退，应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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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异言。如三年未满甘肃公家无故不用斯戛利亚，而斯戛利亚实无过失，必

须由辞退之日算给一年全薪水及回国川资银五百两。

安设机器及管理事宜，均系运动之件，难保不无危险，如斯戛利亚不幸

有性命之忧，则甘肃公家在应给回国川资及两个月薪水外，再格外赏给两个

月薪水，以示优恤；如因病故，亦仍只给两个月薪水。斯戛利亚现系甘肃雇

用之人，又带有家眷一口来甘，公家自应一律保护。

斯戛利亚在甘如有疾病，经过一个月之外，其所办之事他人复不能代

理，应按照中国向来聘用外国匠工章程，由甘肃公家只延外国匠工接办，甘

肃公家给斯戛利亚两个月薪水并川资五百两，听其自行回国。若斯戛利亚实

因管理机器伤损手足身躯，致成废疾，虽无性命之忧，而终身不能工作，则

甘肃公家格外体恤，准照第七条内，因危险身故除应给回国川资并两个月薪

水外，再格外赏给两个月薪水，此外不能再予分文。

斯戛利亚除因实在患病告退外，如系因事告退，必须于四个月前通知农

工商矿总局，以便另延他人，斯戛利亚仍必俟接替之人到甘方准动身，以免

有误工作。

此合同协同林阿德订立，因林阿德系甘肃公家聘用办事之人，又系代购

机器之人，斯戛利亚系林阿德经手代聘之人，局厂乃甘肃公家设立之局厂，

利权乃甘肃公家应享之利权，林阿德与斯戛利亚均不准干预外，其余若斯戛

利亚或有不遵守本合同内订立各条之处，惟代聘人林阿德是问。将来斯戛利

亚期满回国，或经农工商矿总局辞退之后，甘肃公家无论延聘何国人接替，

林阿德、斯戛利亚两人应均不得异言。

此合同照缮华文四份，呈送

陕甘督宪备案一份，甘肃农工商矿总局及林阿德、斯戛利亚各执一份，以昭

信守。其余甘肃藩、臬、道、各衙门、及洋务局均呈抄送备查

甘肃农工商矿总局总办

比国参赞林阿德

延聘比国机器匠工斯戛利亚

大清宣统元年正月， 日

西历一九O九年正月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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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聘英国化铜分铜工师合同

比国参赞林阿德

甍喜鬻衢棠霎为订始喊查黼粗黼总局在窑街设立机器
英国化铜分铜工师韩森

官铜厂，因化验矿师戴得根合同将满，不愿续订合同，自应另聘工师以备接

办，兹仍由林阿德及贺尔慈代聘英国化铜分铜工师韩森一名，现已抵甘，当

即订立合同以资信守。所有本合同各条开列如左：

甘肃农工商矿局，聘定韩森为窑街官铜厂化铜分铜工师，自宣统二年五

月初三日到甘之日起以二年为限。至宣统四年五月初三日为期满，仍照草合

同原议，每月薪水伙食库平银三百二十两，以中国平色为定，无论外国佛郎

价格涨落，不得藉口增益。
、

。韩森自外国来甘，照草合同所议，由甘肃公家支给川资津行平银五百

两，并在途两个月薪水库平银六百四十两，连汇费加平共合兰平银一千二百

二十八两九钱六分，由林阿德经手，预先汇给韩森领用讫，如韩森在途或因

患病风雨阻隔，以致资斧不足，甘肃公家再不加给分文，将来期满回国，+共

川资及在途两个月薪水仍照来甘之数发给。

韩森既承充官铜厂化铜、分铜工师，自机器安齐开炉之日起，必须日夜

分化，不得停炉，由矿质化黑铜，由黑铜分净铜，均系韩森责任，如或不能

称职，即甘肃公家立时辞退，其应领川资薪水银两概不发给。惟日夜二十四

点钟不能停炉，韩森一人碍难支持，除另聘帮化匠二人外，余均照前议办

理。

韩森既为甘肃省公家聘定，承充官铜厂分铜化铜工师，自应常川住局，

不得任便他往。其次，马夫及一切应用各物，并往来省城盘费，均须自备，

甘肃公家不管。倘由甘肃公家派往别处办矿，仍照章每日发给夫马库平银四

两。

官铜厂现派矿务学生六名实地练习，韩森既为工师，自应于化铜、分铜

各事随时指示学生等领受，不得自秘其术，有误课程，而该学生等亦应尽心

听从韩森指教。

韩森如因病不能分化矿质，应自请程度相当之人代理，其代理人薪水由

韩森自行承任，甘肃公家不管。如无可代理之人，以致停炉逾三礼拜，应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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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扣除薪水。

韩森如合同未满，或因别故不愿在甘，自请回国，薪水即于辞退之H停

止，共川资及在途两个月薪水亦不付给。如韩森本无不合，甘肃公家因事辞

退，仍应照合同年限支给薪水。韩森住各铜厂应遵铜厂委员调遣，如不恪守

合同各条，或不服委员调遣，或在附近村庄藉端滋事，除即行辞退外，以代

表人林阿德、贺尔慈是问。

机器本极危险之物，如韩森自不小心有伤肢体成为废疾，或竞有性命之

忧，甘肃公家当另聘工师接手，所有韩森例支薪水即应停止，除回国川资及

在途两个月薪水照章发给外，再另给两个月薪水以示体恤。

此合同照缮华文十份详赍

督宪鉴核一份咨移

臬

藩司、兰州道及札发官铜厂备案各一份，其余四份，甘肃农工商矿总局与林

阿德、贺尔慈、韩森各执一份，以昭信守。

比 国 参 赞 林 阿 德

甘肃农工商矿总局

比 国 化验师 贺 尔 慈

英国化铜分铜工师韩森

宣统二年五月十三日订立

西历一千九百一十年六月十六号

7．延聘吕宋国化铜匠工合同

英国化铜工师韩森

甘肃农工商矿总局

比国参赞林阿德为订立合同事。查甘肃农工商矿总局，

吕宋国化铜匠霎亚雪
在窑街建立机器官铜厂前，已聘定英国韩森为化铜分铜工师，兹因开炉

之后日夜不停，韩森一人不能兼顾，自应添雇匠工，以资帮理。现由比国参

赞林阿德、英国工师韩森，代雇帮化铜、分铜洋匠霎亚雪，原订草合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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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森所报之外雾鲨磊系属错误，自应童正，该洋吁现已抵甘，．当即订立合

甘肃农工商矿总局雇定攀亚耋为窑街官铜厂帮化铜、分铜匠工，自宣统
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到甘之日起，以二年为限至宣统四年十一月十八日为期

满，每月准给薪水伙食库平银一百六十两，以中国平色为定，无论外国佛郎

价值涨落，不得藉口增益。

霎亚耋自外国来甘，照草合同所议，由甘肃公家支给j|J资津行平银五百
两并羞途两个月薪水，‘即由林阿德经手，预先汇给霎亚雪领用讫，如
篓亚耋在途或因患病、风雨阻隔，以致霉斧不足，甘肃公家不能再给分文，
将来期满回国，其川资及在途两个月薪水仍照来甘之数发给。

篓亚雪既承充官铜厂帮化铜、化铜匠工，自机器安齐开炉之日起，必须
日夜分化，不能停炉。一切工作，篓亚耋当与帮同韩森办理，如不能称职，
即由甘肃省公家立时辞退，所有薪水及川资银两概不发给。至于日夜二十四

钟点每人各占时刻若干，临时由韩森派定，不得少存懈志，旷误工作。

霎亚雪既为甘肃公家雇定之匠工，自应常川住厂，不得任便他隼。其伙
食夫马及一切应用各物并往为省城盘费均须自备，甘肃公家不管。倘由甘肃

公家派往他处办理公事，仍照章每日发给夫马费库平银四两；若非公家派往

分文不给，以示限制。

攀亚耄如因病不能工作，自应请人代理，其代理人薪水银两由篓亚耋自
行承担，甘肃公家不管，如无人代理，以致旷工逾三礼拜，应按日扣除薪

水。

霎亚耋如合同未满，或因别故不愿在甘自请回国，薪水即于辞退之日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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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其川资及在途两个月薪水亦不付给。如蓁亚雪本无不合，甘肃公家或因

此合同系会同林阿德、韩森订立，经篓亚雪认可签字，绝无更改，两年
以内合同未满，霎亚雪不得藉故挑剔，如将来期满回国或自行告退或收甘肃
公家辞退，无论另雇何国人接替，林阿德、韩森、霎亚雪均不得有异言。

篓亚耋专为帮任化铜、分铜各事，所有厂内使用之人，除指挥命冬夕}：，
其开革顶补以及请假挂号，均由尘办、帮办、各委员主持，攀亚耋不得干

任化铜、分铜之责，每日除礼拜休息外一概不准停工，如

即由铜厂坐办委员随时禀明总局，总办照合同办理。

事以后，凡各委员以及各矿师人等，无论有无公事，彼此

貌，庶免有简亵之嫌。

厂匠工，帮同韩森化铜、分铜，均应听凭总局总办及铜厂

委员并韩森调遣，如霎亚耋不服调遣，不遵约束，或任性妄为，或藉端滋
事，或有不遵照合同等情，除即行辞退外，农工商矿总局惟以代雇人林阿

德、韩森是问。

铜厂机器本极危险之物，如篓亚雪稍有不慎以致击伤身体，或因公家派
往他处跋山涉水，不幸有性命之忧，则甘肃公家除应给在途两个月薪水及回

国川资外，格外赏给两个月薪水，以示优恤。若系病故，则只给以两个月薪

水，其额支薪水即于病故之日停止。

此合同照缮华文十一份，详赍

督宪鉴核一份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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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国 参 赞 林 阿 德

甘肃农工商矿总局

英国化铜工师韩森

吕宋国化铜匠工赖多

吕宋国化铜匠工李亚当

大清宣统二年十一月 日

西历一千九百一十年十二月 号

(三)兰州市人民政府布告①

市秘字第Jk-四号

为巩固革命秩序，保护外侨旅行安全起见，兹颁布《兰州市外侨旅行暂

行办法》，仰各外侨一体遵行。

此布

兼市长 吴鸿宾

副市长 孙剑峰

一九五O年二月十一日

附：兰州市外侨旅行暂行办法

兰州市外侨旅行暂行办法

一、凡外侨欲离开兰州赴他地旅行者，需到市公安局请领旅行证。

二、清领旅行证之外侨，须亲自到市公安局填写申请书，缴存其居留

证，并缴纳手续费(按一份国内陆地平信计算)。如由外埠来兰州之旅行证

尚未缴销者，应即缴销。

①此件录白《甘肃日报》1950年2月15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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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欲离开兰州迁往他地居留之外侨，须先到市公安局填写迁徙申请

书，经审核批准后，持申请书到该管分局或派出所注销户口，再到市公安局

办理旅行手续，并缴回其居留证，迁徙人可凭旅行证向迁往地之公安机关申

请居留。

四、旅行证有效期间，由市公安局视路程远近及交通工具决定。

五、准许旅行之地点，由市公安局按当时实际情况决定，旅行外侨，应

遵守批准之地点、路线及交通工具(如因故须更改地点、路线及交通工具

等，则应在动身前向市公安局申请)。如在旅行途中，须更改地点、路线及

交通工具，或因特殊情况(如疾病或交通障碍等)，势须在中途停留者，须

向当地公安机关申请，经该公安机关准许加签后，方可通行或停留。

六、凡由外埠来兰州或经过兰州之外侨，须于投宿后，即亲自到市公安

局呈验其旅行证及护照，并遵照《兰州市户口管理暂行办法》向该管分局或

派出所呈报户口。

七、过境之外侨，于过境期间，因特殊情形(如疾病或交通障碍等)，

不能于旅行证有效期间，到达最终目的地者，须于该证明书期满时，到市公

安局申明理由，市公安局得酌实际情形处理之。

八、凡旅行外侨，因重大原因，不能于旅行证有效期间，返回兰州时，

可向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延期。

九、凡外侨于旅行期间，有违犯本办法及人民政府法令之行为时，得由

当地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之。

十、外侨出外旅行返兰州后，限当日到市公安局缴销其旅行证，换回居

留证。

十一、本办法如有未尽事宜得随时修改之。

十二、本办法自公布之日施行。 t一

(四)兰州涉外间谍案

1．日本间谍横田、江崎寿夫等在兰州被处决

芦沟桥事变之前，日本帝国主义派遣间谍、特务，秘密渗透到我国额济

纳旗和甘肃省安西县，阴谋和法西斯德国联手包围苏联和蒙古共和国；同时

在我国西北的甘、青、宁三省制造民族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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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夏，范长江在中国西北角采访，到额济纳旗二里子河地方，被

日本特务机关发现，要加害于他。范长江迅速离开这里，昼夜兼程，脱离险

境，即通过地方政府转报南京。南京国民政府电令李翰园前往额济纳旗，取

缔这些特务机关，对El本特务“保护出境”。

李翰园于1937年春由兰州取道酒泉前往额济纳旗执行任务。当时酒泉

驻有马步芳所部的一个旅，旅长马步康积极协助，以全旅作后盾支援李翰园

进旗办案。李翰园带一个排的官兵35人，加工作人员共50多人，做好准备

工作后，于1937年6月下旬，乘骆驼沿弱水北进。

当李翰园及所率的武装官兵，沿弱水到达青山头时，正碰上这里举行赛

马大会，李翰园当即欣然参加，并在大会上对大众讲话揭穿13本特务的阴

谋，告诚群众不要受特务欺骗，协助政府把日本特务抓起来。正在此时，有

一个化装成蒙古医生的13本特务，听了李的讲话以后，就骑着骆驼逃跑了。

李翰园即命令当地保安队副队长巴音肯谢格带人把他抓回来。被捉的这个13

特叫松本平八郎，缴获手枪一支。经审问，他供述了该特务机关的有关情

况。李翰园押着他星夜兼程，经察汗套海、西庙、哈尔哈，1937年7月7

日下午到达旗政府所在的东庙。李翰园先拜访了图王和他的弟弟塔王，送了

礼物，说明来意，加以安慰劝勉，又晓以大义，请他们协助办案。当夜12

时正，李翰园命令所带官兵将这几个间谍、特务的武装解除，一个一个逮捕

起来，一起关压起来。逮捕了江崎一伙之后，于第二天押着他们去搜查东庙

日本特务机关部，并逮捕了5名帮助这些间谍、特务做坏事的汉奸。在搜查

中缴获手枪、手提机枪、子弹、军刀、无线电台、卡车、军马、骆驼和军用

地图及文件等。从文件中看出，他们恶毒的阴谋是组织阿(拉善旗)、额

(济纳旗)、青(海)、蒙古共和国，分裂中国；以东庙军用飞机场为中心，

轰炸我国西北的城市。

7月12 13，李翰园乘3辆汽车，押解江崎寿夫等10个13本间谍、特

务，取道公婆泉经金塔县到达酒泉。之后，根据情报，派军队将准备在安西

设另一特务机关的横田(中将)等3人逮捕。横田的任务是在安西建立与希

特勒飞机的航空点，企图德、日空军联合，切断中苏国际交通，内而包围中

国，外而进攻苏联和蒙古共和国。

在额济纳旗和安西共捕获日本间谍、特务13人，为虎作伥的汉奸5人，

由李翰园押解于1937年9月2日到达兰州。当这伙歹徒进入兰州市区时，

引起市民们的怒骂，有些老奶奶也抡起拐杖要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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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江崎一伙押解至兰州时，局势发生巨变。此时，“八一三”上海战事

发生，全国同仇敌忾，抗日情绪亢奋，在此情势下，国民政府便于9月问，

迅速地将江崎寿夫等13个日本间谍、特务，5个汉奸统统在兰州安定门外

行宫处决。被处决的这些日本间谍里面，一个少将，一个中将，级别不低；

还有那5个汉奸，均被处以极刑。

2．德国间谍濮登博在兰州受审

兰州审判德国间谍濮登博，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4月。

濮登博于1924年来到兰州，在颜家沟修建天主堂，名义上是传教，实

际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间谍。在日机轰炸兰州的时候，他居然把一面法西

斯的“蛎”字旗高插在天主堂的建筑物上。兰州湛蓝的天空竞飘荡起法西斯

的旗子，引起兰州市民的抗议，国民党警察局也觉得不像话，便进行干涉，

不准再挂。

解放后，濮登博积极行动，搜集兰州有关情报并破坏宗教界的“三自爱

国运动”。当时，中共甘肃省委经请示中央之后，处理这一披着宗教外衣搞

间谍活动的涉外案件。

逮捕濮登博那天，兰州市公安人员衣着整齐、精神饱满，健步踏进拱形

大门的天主堂，对濮登博宣读了公安机关的命令以后，就把他和另外几个外

籍教士铐起来带走，押送至看守所看管起来，一面在他们的住处搜查出拆散

了的电台一部，左轮手枪一支，藏在井里的手枪及冲锋枪子弹多枚，希特勒

的大小像各一张，希特勒小刺刀一把，上面刻有“在危急中要忠信、希特勒

法律批准”的字样，偷拍的兰州城防要塞的照片若干，李岗堡地图46张，

金家崖地图4张，青家驿地图1张，《德国哨外军火厂武器目录》一册，希

特勒著《我的奋斗》一册，中国妇女小脚绣花鞋9只，专门拍摄中国落后面

及残疾人的照片若干⋯⋯

兰州市公安局经过艰苦的认证和审问，弄清了全部案情。

濮登博最后表示认罪，并请求中国人民对他宽免。同案还有法籍修士贝

达义利用在天主堂所办的公教医院当医生之职，对一些女病人注射麻醉剂进

行奸污。

贝达义的这一兽行激起了兰州市民的愤慨。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人民法

院经过审理，庄严宣判：濮登博等人因不遵守我国人民政府法令，搜集情

报，进行间谍活动，判处驱逐出境；法籍修士贝达义因其罪行严重，判处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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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出境!

’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判处英国间谍罪乔治·瓦特判决书

间谍罪犯乔治·瓦特(GEORGE·wA，丌)，英国籍，男，三十九

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以英国“维克斯一吉玛公司” (VIPERS

ZIMMERKTO)工程师的身份来华。

经本院查实，罪犯乔治·瓦特在来华前接受了英国“维克斯一吉玛公司”

负责人、英帝国主义间谍分子杰伊(R、F、W、J、AY)布置的情报任务，

来华后以工程师身份为掩护，进行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间谍活动，积极为

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效劳。该犯在华期间，以特务手段，窃取了我国军

事、政治、经济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重要情报，大量偷摄我国禁区照

片，严重地危害我国的安全，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罪恶重大。

罪犯乔治·瓦特所犯间谍罪行，证据确凿，本人也供认不讳，本应从严

惩处，但本院考虑到该犯有悔罪表现，根据我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

策，决定从轻处刑。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六条第一款，

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处英国间谍罪乔治·瓦特有期徒刑三年。

对罪犯的犯罪工具照像机一架予以没收。、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



·255·

1．中华人民共和国甘肃省兰州市与土库曼斯坦

阿什哈巴德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协议书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甘肃省兰州市市长柯茂盛为一方，

以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市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萨尔贾耶

夫·巴特尔·库尔班诺维奇为另一方，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库曼斯坦政府为加强合作而致力于建立双方间

的友好关系，我们认为兰州和阿什哈巴德两市间的友好联系有助于和平事

业，双方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及进一步的合作。为此，双方都有巩固和发展合

作，并作出各自贡献的愿望。这也符合兰州和阿什哈巴德两市人民的愿望。

现达成下列协议：

第一条本协议是在两国间已有的友好关系的条件下，确定兰州与阿什

哈巴德市两市间友好合作的基本方针，以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两国间的友好关

系。

第二条兰州和阿什哈巴德两市一致同意定期互相交换对方在市政管理

工作及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经验和信息。

第三条两市认为，通过参加洽谈、会议等方式进行各个领域里的平等

交流，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双方间的合作。尤其是要重视以下方面：

——系统交流市政管理方面的经验

——交流两市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方面的经验

——发展稳定、互利的经贸合作

——进行文化交流。组织有关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情况及艺术、考古

和历史等方面的展览的信息及新闻发布情况。

第四条双方同意轮流在两市间举办“兰州和阿什哈巴德周”，每年一

次。

第五条两市一致同意为使本协议具体化，每两年制定一次具体措施。

第六条本协议用同样有效的中俄两种文字书就，于1992年5月在阿

什哈巴德市签署。



德市代表

夫·巴特尔·

维奇



兀pe且c他鲫eHHbIfi M9pOM ropo且a JIaH且米oy KE MAO IIIEHr’oM，C且pyrofi

YqHTbISa，I yCTaHOBJleHHe,lIpy)KeCTSeHHbIX OTHOLLIeHHi；I Me)K且y TypKMeHHCTaHOM H

KHTafiCKOfi HapoRHofi Pecny6nHKOfi，npHJlaraeMbie 1-[paBHTe01bCTBaMH 06enx

CTpaH yCH．nH牙M牙ynpOqHeHH兄CoTpy且HHqeCTBa Me)I(且y HHMH，

I-[pH3HaBafl，qTO,／Ipy)KeCTBeHHbIe CBfl3H CoTpyJI,HHqeCTBa MeeKly ropo且,aMH

Amra6aT H J1aH皿)I(oy MOFyT cnoc0612TBOBaTb且e．ny MHpa， B3aHMOHOHHMaHHfl H

。

u

且aJlbHeHⅢero CoTpy且,HHqeCTBa MeeKly HapO且aMH，

ⅡBH)KHMbleⅨe21aHHeM BHeCTH TaKHM HyTeM caofi BK21a且B yKpenJieHne H pa3BHTHe

CoTpy且HHqeCTBa，

YqHTbIBafI B3flHMHOe cTpeM2IeHHe rpa)I(且aH 060Hx ropo且oB K B3aHMHOMy

oCrrpy且HHlIecTBy Me)K且y AmFa6aT H JIaH且)叠(oy，

工br0BopH删cb 0 HH玳ecJIe且y10u工eM：

CTATb只I

HacToumee CorJlameHHe HMeeT KeSIbIO onpe且,eflHTb OCHOBHble HanpaBJleH Ha

coTpy,／],HHqeCTBa Me)K且y AmraSaTOM H J-[an／DKOy B paMKaX且,py)KeCTSeHHblX

OTHOIlleHH；；I，cymecmBytOm,HX Me)Fdly cTpaHaMH c KeJIbK)HX z,a,nbHefilnero

pa3BHTHfl H yKpenJleHHa·

(、TATb兄Ⅱ

I'opo,m Amm6aT H d-[aH且)KOy且OFOBOpHJIHCb 0 peryJlFIpHOM B3aHMHOM 05MeHe



1 992 rosa B ropo且e Amm6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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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HMeHH ropo且a AmraoaTa Or HMeHH ropo且a JIaH且)Koy

巳由／
d

Cap砧KaeB BaTblp

钥巧破
Map Ke Mao HIeHr，Map



·260· 兰州市志·外事侨务志·附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甘肃省兰州市与

美利坚合众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

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协议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甘肃省兰州市和美利坚合众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

市，根据中美两国建交公报原则，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巩固

并发展两市的友好合作，经过友好协商，双方同意建立友好城市关系。

一、双方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教育、体

育、卫生、人员等方面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发展。

二、双方领导人和有关部门保持经常的联系，以便就双方交流与合作事

宜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协商。

三、本协议书于1996年4月18日在阿尔伯克基市签署，并自签字之日

起生效。

四、本协议书用中文、英文两种文字写成，一式两份。两种文本同等作

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

甘肃省兰州市市长

(签字)

1996年4月18日

美利坚合众国

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市长

(签字)

1996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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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Order

CHARTER 0F AFFILIATION

The undersigned，hesire berein the affiliation between Albuquerque，New

Mexico，U．S．A．and Lanzhou，Gansu，P．R．C．within the organization

Sister Cities International．

It is further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e object and purIx)se of this affiliation

shaU be：

To cause the people of the two cities to understand one another as individuals，as

members of their Communtiy，as citizen of their country，and as part of the

family of nations．

To foster continuing relationship of mutual concern and respect between the

officials and people of the City of Albugueraqe and the City of Lanzhou．

To undertake any activities and program as well as provide to one another

appropriate aid，comfort，education culture and foster and promote friendly

relations，economic development，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respeet．

Witness whereof，we have made，subscribed and acknowledged this Charter of

Acceptance as of the Eighteenth day of April，1 996．

Mayor。

City of Albuquerque，NM，

U．S．A

Mayor

City of Lanzhou，Gansu，P．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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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City Council of Albuquerque，U．S．A

t



两

方

卫

市



·264· 兰州市志·外事侨务志·附录

AGREEMENT ON THE琰、TABLISⅧⅥ】巳NT OF A SISTER C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NG SHII也COUNCIL，NEW SO唧WALES OF AUSTRALIA

AND

THE CITY OF LANZHOU，GANSU PROVIN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rough the liaison of the Cultural Office of the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Australia，Young Shire Council in the State of New South

Wales of Australia and the City of Lanzhou in Gansu Provin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Joint Comrnuniqu6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Australia and the Peopel’S

Republic of China，have reached agreemen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ister City

relationship beween the two cities on the basis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trtlSt．

The two cities agree tO carry out，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various forms

in the fields of economy，trade，health，personnel，etc．to promote

con'll"n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Both City’S will keep in constant contact and actively introduce the other

city’S historic evolution，social conditions and customs as wall as urban

constrution in order tO enhance mutual understanding．

This agreement has been prepared in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both texts

being equally authentic．

This agreement shall enter into force on the date of its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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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y Hewson

Mayor
’

Shire of Young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物缪
f

n l叫’1

Zhu Zuoyong

Mayor

City of Lanzhou

Gansu Provinc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市，根据中俄两

进中俄两国人民

关系。

文化、教育、体

进共同繁荣和发

方交流与合作事

字之日起生效。

两种文本同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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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yCTaHOn．ⅡeHHH nopoRHeHI胁[X OTHOIlIeHHIq MeeKly ropo且asx Henaa

I-[eHaeHCKO螽06aamm pocc曲cK曲魄且epau蛐H Jlanb,dKoy IIpoBnml【lIH Fam,cy

KHTafiCKOg Hapo且nofi Pecny6：mral

OCHOBblBaflCb Ha npHnKHnax，H3IIo：KeHHblX B KOMMIOHHKe 06 yCTBHOBJIeHHH

][HHJIOMaTHqeCKHX OTHOmeHHfi MeeKly POCCHfiCKOfi映且epaLLHe许H KHTafiCKOfi

l-laloo,n,HOfi Pecny6nnKOfi，

cTpeMFICb K且aJlbHefimeMy yKpenaeHHIo M pa3BHTHIo OTHOmeHH崩I,lIpy：；HK6bl H

CoTpy且HHqeCTBa Me>K且y ropo且aMH 1-IeH3a H,．TIaHbq)Koy．CO,U,efiCTBy只

B3aHMOFIOHHMaHHIO H丑,pym6e MeYKjly HapO且aMH POCCHfiCKOfi(1)e且epaKHH H

KHTafiCKOfi H_apo且,uofi Pecny6anKrt，

CTOpOHbI nyTeM,／Ipy)KeCTBeHHbIX KOHCyJlbTaKHI：I npnman K cor．qameHmo 06

ycTaHOBJIeHHH nopo且HeHHblX OTHORIeHHfi Me>K且y ropo且aMH HeH3a H J-gaHbq)lKoy．

1．CTOpOHbl 06aay酊rca Ha B3aH MHOlTI OCHOBe ocytKeCTBa只Tb 06MeH H

COTpy且HHqeCTBO B pa3JIHqHblX cqbepax且e只TEⅥbHoCTH： 3KOHOMHKe，ToproBae，

HayKe,TeXHHKe,KyJlbType，06pa30BaHUH，cnopTe，3JⅡ,paBOOXpaHeHHH H，nyTeM

06MeHa且eaeraKHflMH，CFIOC06CTBOBaTb 06meMy npoKBeTaHHD H pa3BHTHIO．

2．PyKOBOJI,HTe31H H COOTBeCTBylOIKHe opraHH3aKHH 06010且Ho 6y且yT

兀。且丑ep)KHBaTb HeperyJl牙pHbIe KOHTaKTbl B Ile．nflx corJIaCOBaHHfI BonpocoB，

CBfl3aHHble C 06MeHaMH， H CoTpy且HHqeCTBOM， a TflK>Ke B BOnlX)cax，

n畔TaB-兀只Iouwx B3aHMHbI崩!HHTepec．

3．HacTo只Ⅲee coraameHHe COCTaB．I_IeHO B ropo且e I-[eH3a POCCHhCKOfi(1)e且,epaKHH

20 CeHT只6pfl 1998 ro／工a H BCTyDaeT B CHa]y CO且H牙ero HO且HHCaHHfl．

4．HacToalKee corJiallleHHe COCTaaJIeHO B 且Byx 3K3eMnJ_Iflpax， Kax(且bI Ha

pyCCKOM H KHTaklCKOM f13blKaX，npHqeM 06a TeKCTa HMeIOT o且HHaKoBy}o CHay．

3a ropo且HeHza I'IeH3eHCKOfi 3a ropo且MaHbq)：Koy

06aaCTH POCCHfiCKOfi咖epauHH HpOBHHKHH FaHbcy K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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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兀aaa ropo且a 1-leHabl Map ropo且a,J--I丑Hbq)Koy

溉 侈和
上口，口5；1 9，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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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华人民共和国甘肃省兰州市与

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努瓦克肖特市

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协议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甘肃省兰州市和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努瓦克肖特

市，根据中毛两国建交公报原则，为进一步巩固并发展两市的友好合作，增

进中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经过友好协商，双方同意建立友好城市

关系。 ，‘

一、双方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在贸易、科技、文化、体育等方面开展

各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和发展。

二、双方领导人不定期互访，有关部门保持经常性联系，以便就双方交

流与合作事宜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协商，充分交换意见。

三、双方一致同意积极介绍对方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城市建设等情

况，以加强相互了解。

四、本协议书用中文、法文两种文字写成，一式两份。两种文本同等作

准。

中华人民

甘肃省兰

市长(签

国 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

努瓦克肖特市

市长(签字)

二ooo年九月二十五日 二ooo年九月二十五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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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OCOLE DU JUMELAGE

entre la Ville de Nouakchott de la R6publique

Ville de Lanzhou de la Province du Gansu de la

musulmane de Mauritanie et la

R6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Conform6ment au principe du Communique conjoint sur 1’&ablissement des

relations diplomatiques Sino-Mauritanie dans le but de renforcer la comprehension

et 1’amiti6 entre les peuples des deux pays et de consolider et de d6velopper la

cooperation amicale existante entre les deux Villes．La Ville de Nouakchott de la

Republique musulmane de Mauritanie et la Ville de Lanzhou de la Province du

Gansu de la Re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ont decid6．a la suite des

consultations amicales，d’6tablir des relations de jumelage entre les deux Villes

ont convenu les points suivants；
．

1．1es deux parties entreprendront，de manieres diversifi6res，les&hanges et les

coop6rations 6conomiques，eommerciales，scientifiques，techniques，sportives，

cultureles,d’education，de sante et de personne pour promouvoir leurs

prosperit长et d6veloppements communs．

2．Les responsables et des departements concemes des deux parties mantiendront

constantement des contacts pour discuter de ce qui eonceme les&hanges et la

eoop&ation entre eux et d’autres sujets d’interet commun．

3．Les deux parties sont bien d’accord de renforcer leurs connaissances au

travers de presentation de 1’6volution historique，des conditions et moeurs

locales，des constructions et du d6veloppement de ville，etc．

4．Le present protocole est r6di96 en chinois et en francais，en deux exemplaires

originaux qui font 69alement Loi．Ce protocole est en vigueur a partir de la date

de signature．

Ville de Nouakchott de

la R6publique musulmane

de Mauritanie

Ville de Lar屹hou de la

Province du Gansu de la

R6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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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re，Mr

Fait le 25 Septembre 2000

．

e殇呷l妇

№纵

蛳

，

√

．肥V弘巧№刁1，儿h



·272· 兰州市志·外事侨务志·附录

6．中华人民共和国甘肃省兰州市与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乔利市

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协议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甘肃省兰州市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乔利市，

根据中英两国建交公报原则，为增进中英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巩固并发

展两市的友好合作，经过友好协商，双方同意建立友好城市关系。

一、双方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教育、体

育、卫生、人员等方面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和发展。

二、双方领导人和有关部门保持经常联系，以便就双方交流与合作事宜

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协商。

三、协议书于2000年9月27日在北京签署，并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四、本协议书用中文、英文两种文字写成，一式两份。两种文本同等作

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

甘肃省兰州市

市长(签字)

渺彳

谨代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乔利市议会

议长(签字)

Q卫．厶．W_觚．
J

反对党领袖(签字)

夕铷七扫·
自由民主党领袖(签字)

二ooO年九月二十七日 二ooo年九月二十七日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ESTABLISHMENT OF

FRIENDSHIP．CITY RELATIONSHIP

LanzhC)u，GanSu Province of the People’Republic of Chin．a and Chorley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Joint Comrnuniqu6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m Ireland，for the purpose of further enhancing and

developing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ities and promoting

nlutual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ship between the people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m Ireland，and through friendly

CONsuItations，have reached agreemen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friendship—city

relationship．

1．The t、^幻sideS will carry out，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various forms in the fields of

economy，trade，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education'sportS，

health，personnel，etc．to promote COITllTI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2．Regular cOntacts shall be maintained between the leaders amd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the two sides tO facilitate consultation on th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s well as matters of common 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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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his Agreement，signed on 27th September，2000 in Beijing，shall enter

into force on the date of its signature．

4．This Agreement has been done in duplicate in the Chinese and English，both

texts being authentic．，

(Signed)
Leader of the Council

夕铷七扫
(Signed)
Leader of the Opposition

(Signed)
Leader of the Liheral Democrat Group

Signed on behalf of the

Borough Council，Chorley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Date：

2 1．q．二∞旬·

(Signed)

Mayor

City of Lanzhou

Gansu Provinc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ate

泷钐V

．忙

．梳觚吡4舭W盼艮
{呈

．m卫址q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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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差全巽董冀黑菖蓁妻姜差嘉票友好交流意向书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菜茨克瓦斯市一9。一⋯””一”

应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莱茨克瓦斯市政府的邀请，以兰州市人大副主任

丁忠廉先生为团长的兰州市政府友好代表团一行6人于2001年3月19日至

23日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莱茨克瓦斯市进行了友好访问，代表团在莱茨

克瓦斯市期间，拜会了莱茨克瓦斯市政府，参观考察了莱茨克瓦斯市工厂、

农场。双方在充分交换意见和友好协商的基础上，就发展两市友好合作关

系，开展经贸领域里的合作交流达成如下意向：

1．两市愿意积极发展友好关系，建立长期的友好合作交流，不定期地

互派友好代表团访问；

2．两市政府积极支持和促进开展经贸、农业领域里的合作交流；

3．两市愿意并积极支持和介绍对方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自然资源

以及城市建设等情况；

4．两市政府鼓励民间往来，加强两市人民的相互了解。

本意向书所到内容由两市有关部门协调具体实施。

本协议书由中、南①两种文字书写，内容一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

甘肃省兰州市

人大副主任

)

再埔

①南．指南斯拉夫文。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莱茨克瓦斯市

料饥也椤。
二oo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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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ka Srbija

SKUPSTINA OPSTINE U隆KOVAC

Broj：Sluzbeno

24．03．2001．godine

L e s k O V a c

NAMERA

o

PRUATELJSKOJ RAZMENI ZMEDU

～LANDZOU GANSU PROVINCUI

IZ NARODNE REPUBLIKE KINE

LESKOVCA

SAVEZNE REPUBLIKE JUGOSLAVUE

Na poziv leskovackih opstinskih vlasti iz Savezne Republike Jugoslavije，

delegacija dobre vole koju vodi g—din Ding Zhonglian iz opstine Landzou，

Narodna provincija Gansu bili SU U prijateOsk01i poseti u Leskovcu od 2 1．do 23．

marta 2001．godine．

Tokom boravka u Leskovcu delegacija je bila u sluzbenoj poseti opstine

Leskovac i posetila fabrike i farme u gradu．

Obe strane postigli su sledeci dogovor 0 razvoju saradnje na bazi uzajamnog

razumevanja i poverenja：

1．Oba grada ca aktivno promovisati prijateljske veze，uspostavice se dugurocna

saradnja i razmena i bice uzajanmih godisnjih poseta．

2．Obe strane aktivno podrzavaju saradnju i promovisu i razmenu rla polju

ekonomije。trgovine i td．

3．Obe strane ce raditi na promovisanju idvidualne istorije evolucije，lokalnih

uslova i obicaja，prirodnih resursa，urbanisticke izgradnje i td．

4．Obe strane ce podrzavati nevladine kontakte i jacati uzajamno poverenje metu

ova dva nar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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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mji sadrzaj bice koordiniran i izvoten od relevantnih faktora ova dva

grada．

Namera je napisana na engleskom i kineskom Sa identicnim sMrzajem．

POTPISUJE

Lanzhou NPC

Gansu provincjia

NR Kina

)

POTPISUJE

PREDSEDNIK SKUPSTINE OPSTINE

Prof．dr Dragoljub Zivkovic

垆卜之步’
LESKOVAC

S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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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华人民共和国甘肃省兰州市与美利坚合众国密西根州

兰辛市建立友好合作城市关系协议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甘肃省兰州市和美利坚合众国密西根州兰辛市，根据中

美两国建交公报原则，为进一步巩固并发展两市的友好合作，增进中美两国

人民的了解和友谊，经过友好协商，双方同意建立友好合作城市关系。

一、双方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教育、体

育、农业、卫生、人员等方面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发

展。

二、双方领导人和有关部门保持经常的联系，以便就双方交流与合作事

宜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协商。

三、本协议书于2002年5月23日在兰州市签署，并自签定之日起生

效。

四、本协议书用中文、英文两种文字写成，一式两份。两种文本同等作

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

甘肃省兰州市

副市长

哪如
9签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兰州市国际友城委员会

副主任

(签字)

2002年5月23日

美利坚合众国

密西根州兰辛市

副市长?妒
(签字)

美利坚合众国

兰辛市友城委员会

主席

如眈彤渺一

(签字)

2002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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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BETWEEN

THE CITY oF LANSING

THE STATE OF MICHIGA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THE CITY OF LANZHOU

GANSU PROVINC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ooPERATIVE FRIENDSHIP CITY RELATIoNSHIP

The City of Lansing，the State of Michigan，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City of Lanzhou，Gansu Province，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ct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Joint Communiqu6 Oil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shing tO enhanc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ship between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people，and consolidate and develop friendl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ities；． 一
一

Have reached agreement，through friendly consultations，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operative Friendship City relationship．

1．The two will carry out，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exchanges arm cooperation in various forms，in the fields

of economy，trade，science and technology，culture，education，sports，

agriculture，health，personnel，etc．to promote C01nlTlon prosper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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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Regular contacts shall be maintained between the leaders and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the two sides to facilitate consultations on th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s well as matters of common concern．

3．This agreement，signed on May 23，2002 in Lanzhou，shall enter into

force on the date of its signature

4．Done in duplicate i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both texts being

authentic．

(David Morris Wiener)

Deputy Mayor

the City of Lansing

the State of Michiga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彳如
(Barbara Roberts Mason)

Chairperson

Board of Directors

(Hao Peng)

Executive Deputy Mayor

the City of Lanzhou

Gansu Provic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iang Yayu)

Deputy Chairperson

Lanzhou International

Lansing Regional Friendship-Cities

Sister Cities Commission Commissi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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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霖雾黑嚣嚣扣一向书斯洛伐克共和国兹沃兰市一’。一⋯“一～。

应斯洛伐克共和国兹沃兰市市长弗拉基米尔·曼卡先生的邀请，以中华

人民共和国兰州市常务副市长郝鹏先生为团长、兰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副主任梁亚翊为秘书长、兰州市交通局局长杜联洲先生、兰州市国家税务局

长张敬先生、兰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局副局长李志强先生、兰州市公路运输管

理处副处长杜明飞先生、兰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国际交流处处长汤立女

士为团员的兰州市政府友好代表团一行七人，于2002年10月5日至10月8

日对兹沃兰市进行了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代表团拜会了兹沃兰市政府，参

观了兹沃兰市的城市建设、交通设施、工厂企业、医院、学校，并对兹沃兰

市的经济贸易、税收管理等进行了考察、了解，在此基础上，双方表达了进

一步发展两市友好关系和交流合作的愿望，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意向：

一、两市愿意积极发展友好关系，建立长期的友好合作交流，不定期地

互派代表团访问；

二、两市政府积极支持和促进开展经贸、农业领域里的合作交流。兰州

市配件供应公司拟于适当的时候，在兹沃兰市独资开办一家中餐馆及一家中

华武术馆，对此项目，两市政府表示将给予多方面的支持。

三、两市愿意积极支持和介绍对方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自然资源以

及城市建设等情况；

四、两市政府鼓励民间往来，加强双方市民的相互了解。

本意向书所到内容由两市有关部门具体协调实施。

本意向书由中、斯两种文字书就，内容一致。

双方另签署俄文文本一份，如有对中斯文本内容理解不一致的部分，以

俄文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

甘肃省兰州市

常务副市长

斯洛伐克共和国

兹沃兰市

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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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o二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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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vrh priatel’skej spoluprdce

medzi mestami Lanzhou／provincia Gansu／CL’R

a mestom Zvolen／Slovenskd republika／

Na Z6klade pozvania primdtora mesta Zvolen Ing．Vladimira Manku V

dnoch 5．1 0．一8．10．2002 navstivila priatel’sk6 delegdcia mestskej

samospr6vy mesta Lanzhou，slovensk6 mcsto Zvo|en．

Delegdcia sa skladala z nasledovnych clenov·

pan Hao Peng——wkonny viceprimdtor mesta Lanzhou——veduci delegdcie

pani Liang Ya Yu—gener61ny tajomnik a zdstupca riaditel’a Uradu

zahranicnych veci mestskej samosprfivy mesta Lanzhou

pan Du Liang Zhou—。veduci dopravn6ho odboru mesta Lanzhou

pan Zhang Jing——veduci Danov6ho uradu mesta Lanzhou

Pdn Li Zhi Giang—zdstupca riaditel’a kanceldrie zahranicneho obchodu mesta

Lanzhou

P6n Du Ming Fei—zdstupca riaditel’a kanceldrie zahranicneho obchodu mesta

Lanzhou

pani Tang li—zdstupca riaditel’a kancel6rie zahranicneho obchodu mesta

I．anzhoLl．

Pocas tohto pobytu delegdcia viedla dvojstrann宅rokovania 90 samosprdvou

mesta Zvolen．zozndmila sa SO stavom a vystavbou infrastruktury mesta ako ai S

rozvojom ekonomiky，obchodu a danov6ho syst6mu mesta．

Na z6klade vz6jomn6ho porozumenia，obidve strany vyjadrili vafjomuy

zdujem nad’alej rozvijat’priatel’sk6 vzt’ahy a spolupr6cu．

Po vz五jomnych rozhovoroch obidve strany dosli k nasledovnym z6verom：

1／ Obidve mestd su ochotn6 aktivne rozvijat’priatel’sk6 vzt’ahy a

vzojomnu komunik6ciu formou nepravidelnych vz6jomnych vymen delegdc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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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2／ Obidve me—std budfi podporovat’ekonomick6 a obchodnu spoluprdcu．ako

aj spoluprdcu na poll pol’nohospoddrstva．Na z6klade garancie obidvoch miest

budu6 V blizkej budfcnosti realizovan6 nasledovn6 projekty：

一otvorenie cinskej restaurdcie V meste Zvolen

一otvorenie skoly Nu sku／Kung Fu／v meste Zvolen．

3／ Obidve mestd si navzAjom predstavia historiu，。obycaje，mestskd

vystavbu a bub6u O tomto vymienat’n6zory

4／Predstavitelia obidvoch miest bubfu podporovat’vz6jomnd komunikdciu

za ficelom vzfjomn6ho spoznania．

Horeuveden6 ndmety spoluprdce bub6 navmjom k00rdinovan6 a realizovan宅

spoluprdcou prislusnych oddeleni mestskych 6radov．

Tento ndvrh spoluprdce je napisany v einskom， slovenskom a ruskom iazvku

fl m6 zodpovedaj flci Si obsah．

V pripade rozdielnosti vyklMu ustanoveni tejto dohody je rozhoduj6ce znenie v

Fuskom jazyku．

Hao Ing．Vladimir Manka

Prvy viceprimdtor mesta Lanzhou Primdtor meSta Zvolen

CorJlatttenHe o／lpy>KeCKOM CoTpy且HHqeCTBe Me>K且y ropo且aMH JIaHb咣oy
(npOaHHttHn Fa．bc--y，Hap021Ha玎pecny6aHKa Knvafi)，H rop0且0M 3B伽eH
(C_,JIOBaI_I,Kait pecny6aHKa)

Ha OCHOBaHHH npnraamenHn M：3pa ropo,皿a 3Boae．，HH)K． BSla且,HMHpa_／ViaHb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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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8．oKT只6p只

a且MHHHCTpaU,HH ropo且a

2002 rosa rlOCeTH,na 且py冰ecTBeHHa只 且,eJ]eraRnu

J[a HbqZKoy ropo且3aoaeH．

B KaqecTPIe且eJleraToB BblCTynaJlH·

FOCFIO且HH Xao HeHr一1 BHLKeMap ropo且a J[_aHbqH<oy，pyKoBO]1,HTeJIb且e．neratLHH．

rocno>Ka JIHaH只IO —
OTBeTCTBeHblFI ceKpeTapb且eJ]eraiJ,HH． 3flMeCTHTefflb

3aBe皿yIou姆ro KaHReJl习pHefi HHOCTpaHHBIX且印 npn aJI,MHHHcTpaI_I,HH ropo且a

ffiaHbq玳oy， ：‘

rocr]o丑,HH皿J[HaHb q_玳oy一3aBe且,y[OLRHfi ynpaBJleHHeM TpaHcrlopTa ropo且a

JIaHbLI)I(oy，

I'(X：HO,／I,HH LI)KaH H,HH一3aBe且yIo山|H]}i Ha。qarOBblM OT且eJIOM ropo且a J[-aHbqH‘oy．

rocno且HH JIH LL、KH I工naH一3aMeCTHTe2Ib 3aBe且yIo岬ro BHe3KOHOMHqeCKOPI

Ka HuJe．兀兄pHe曲，

rOCIIO,／I．HH且y MHHr Ceil一3aMeCTHTeJIb 3aBe且y枷ILer0 BHe3KOHOMHqeCKOI?I

KaHKe．兀flpHefi，

I'(KWIO)Ka TaH YI．一3aMeCTHTeJIb 3aBe且y10u姆ro BHe3KOHOMHqeCKOPI KaHUe．．qapHefi，

Bo BpeMfl CBOeFO npe6bIBaHH只B ropo且,e 3Bo．qeH，且e．nerau,H BeJla,I],ByXCTOpOHHHe

neperoBopbl C qJleHaMH caMoynpaaJmHHfl ropo且a 3BOJlea，03HaKOMHJlaCb C

CO：TORHHeM H CTpOeHHeM nHCppacTpyKTypbI ropo且a．H l"aK>Ke C pa3BHTHeM

3KOHOMHKH，voproaJTH H Haaaroaofi CHCTeMO崩I ropo且a．

Ha OCHOBaHHH B3aHMHOFO I-IOHHMaHHR，06e CTOpOHbI Bblpa3HJlH HHTepec K

B3aHMHOMy 丌po且伽)壬(eHHl0 H y册y缸eHHl0 且py水ecTBeHHbIx OTHOIJJeHHIll H

CoTpy且HHqeCTBa．

Hocm npoBe}I,eHHa B3aHMHblX pa3rosopog，oSe CTOpOHbl npHm：m K叩e且y的u工HM

3,2KJItoqeHH只M 1

1．06a ropo且a COFJIaCHbl aKTHBHO

rIo／ulep)KHBaTb B3aHMHylO CBfl3b

pa3BHBaTb JIpy)：KeCTBeHrtbIe OTHOIJJeHHR H

dpOpMOfi B3aHMHOFO HeperyJmpHoro oSMeHa

皿eJleraL【HflMH．

2． Croa mpo且a 6y内VT丌Q皿Ⅱ印砌髓Tb 3KOHOMHqeCKoe H 10proaoe∞印”HH㈣，Ka K

H CoTpyRHHqeCTBO B 06J1acTH ceJIbCKOFO x03aITICTBa．Ha OCHaBaHHH l"apaHHH

oroeHx FopojI,OB ，
B 6．arl水afimee BpeMR 6y且yT peaJ-lH30BaHHbI cJle且yIomHe

l'IpOeKTbl：



OTCTBeHHb[M 3a p朗．玎H3aL‘Hfo arrHx FI_13CIeKTOB，yCTaHOBH．玎ropo且JIaubq水oy，

中HpMy H3 ropo皿J-[aHbq>Koy，nocTaBJHOU_Ky]o 3aFIqflCTH

06a ropo且a 03aaKOMfITCfl C ncropnefi，KyJIb'rypo崩!，06blqaflMH，HpHpO且,HbIMH

pecypCaMH H OCHOBHblMH CTpOl4KaMH，H 6y且,yT 06 Y'rOM 06MeHOBaTbCfl MHeHHeM

H OnbITOM．

)KHTeJIH 06eHx FOpO且OB 6y且yT no皿且印ⅨH髓Tb B3aHMHylO CBfl3b， c Li,eJlblO

B3aHMHOFO y3HaBaHHf[·

Bbtme npHBe且eHHble npeM]o>KeHHfl ooTpy且HHⅥecT明6y且yT KoopjI,HHHpOBaTbCfl

H peaJ]H30BaTbCn CoTpy且HHqeCTBOM onpe,Ⅱe2ieHHblX OT且,e2IOB a且,MHHHcTpaLl,HH·

31"o COr．nauleHHe 0 CoTpy且HHqeCTBe HaHHCaHHO Ha KHTa葫[CKOM，CJIOBalLKOM H

pycCKOM f13blKaX，H HML：Ⅺrr COOTBeCTBylOU_Iee coRep)KaHHe．B cayqae pa3HOfi

TpaKTOBKH corJIa山eHH只．06e CTOpOHbl 6y且yT JI,eI治CTBOBaTb cor．．rlaCHO pyCCKOMy

nepeB0皿y corJIaKIeHHU．

Xao

1 BHKe Mapa ropo丑,a J-[_aHbq)Koy

r．3aones，8．OKTfl6pfl 2002

HH)I(．Baa且HMHp MaHbKa

Map ropo且a 3BOa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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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侨务工作制度

1．兰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工作细则

(1990年7月15日)

根据《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章程》、《甘肃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工作细

则》，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特制定如下工作细则：

一、兰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简称市侨联)是在兰州市委、市政府领导

下的归侨、侨眷组成的全市性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归侨、侨眷和

海外侨胞的桥梁和纽带。兰州市侨联是甘肃省侨联的团体会员，遵照《中华

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章程》进行工作，并接受甘肃省侨联的指导。

二、兰州市侨联的主要任务是：

1．积极参加市内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活动，广泛联系归侨、侨眷和

海外侨胞，反映他们的意见、要求。参与政治协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促

进廉政建设。

2．参与市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归侨、侨眷代表、委员人选

的协商和推荐工作。

3．协助制定我市有关侨务工作的具体规定；宣传党的侨务政策；协助

和督促有关部门落实各项侨务政策，优先做好归侨、侨眷知识分子和民族侨

务工作。

4．依法维护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合法、正当权益，为他们提供法律

咨询服务；教育归侨、侨眷遵守我国宪法和法律，维护社会主义法制。

5．协助海外侨胞同我市发展经济、技术、贸易、旅游等方面的合作友

好关系。扶持侨属企业，兴办和管理好侨联自办企业。

6．支持和协助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兴办文化教育和各项社会公益事

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7．密切与海外侨胞及其社团的联系，加强对外民间交往，认真做好接

待服务工作，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

8．鼓励和组织归侨、侨眷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贯彻执行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在

各自岗位上作出贡献。宣传表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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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

9．鼓励归侨、侨眷发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移风易俗，艰苦奋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公

民。

10．鼓励归侨、侨眷密切与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的联系，为

促进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与和平统一而努力。

11．健全侨联机构，加强组织建设，提高人员素质，讲求办事效率，树

立廉洁作风，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热忱为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服务。

三、市侨联实行团体会员制，逐步推行个人会员制。

1．市侨联为地方侨联组织，每届任期五年，本市辖区内的各类机关、

大专院校、厂矿企事业单位的侨联(小组)是基层侨联组织，每届任期三

年。

2．各基层侨联(小组)经自愿申请经市侨联常委会批准后，方可成为

市侨联团体会员，接受市侨联的指导，参加市侨联的有关活动。

3．各基层侨联(小组)可逐步实行个人会员制，并应建立会员制度。

会员应参加所属市侨联(小组)的有关活动，对侨联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

并对侨联工作人员监督。

4．各基层侨联应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办事机构，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

由所在单位提供必要的活动经费。密切与会员的关系，为他们做好服务工

作。

5．会员有义务遵守侨联章程，维护侨联声誉，反映归侨、侨眷的意见

和要求，贯彻执行侨联的决议，完成所属侨联(小组)布置的工作任务。

四、市侨联的最高权力机构是：

全市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由上届市侨联委

员会召集，其代表由基层侨联和有关方面民主协商，按代表条件选举产生。

市侨联常委会根据委员人数确定名额，但名额不得超过代表的十分之一。

五、全市归侨、侨眷代表大会的职权是：

1．审议和批准市侨联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

2．讨论和决定市侨联的工作任务；

3．选举市侨联委员会委员；

4．制定、修改市侨联工作细则；

5．推举和聘请市侨联名誉职务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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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决定市侨联其他重要事项。

六、全市归侨、侨眷代表大会期间，市侨联委员会贯彻执行全市归侨、

侨眷代表大会的决议，讨论并决定侨联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每年召开一次全

体委员会议，由常务委员会召集。市侨联委员会在必要时可补选或增选委

员，但增选委员不得超过原有委员的五分之一。

市侨联委员会委员，任期五年，在市归侨、侨眷代表大会推迟或提前召

开时，其任期应相应延长或缩短。

七、市侨联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主席1人，副主席3人，秘书长1人，

副秘书长1人，常务委员若干人，组成常务委员会。

市侨联委员会闭会期间，由常务委员会行使市侨联职权，领导会务。常

务委员会由主席、副主席根据工作需要召集。

八、市侨联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组成主席办公会议，处理日常工作，

具体工作由市侨联办公室办理。

为发挥市侨联委员会的作用，市侨联可根据工作需要组织委员工作组，

如经济、联络、宣教等部，建立侨联与委员的联系制度，并聘请若干名基层

侨联干部，归侨、侨眷联络员，具体办法由常委会议决定。

九、全市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市侨联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都必须

有过半数的成员出席方能开会，有应出席会议过半数成员的同意，才能通过

决议。

十、市侨联名誉主席可参加市侨联委员会议和常务委员会议；市侨联名

誉委员可参加市侨联委员会议。

2．兰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工作职责

兰州市侨联是在市委和市政府领导下，联系兰州地区归侨、侨眷、港澳

眷属的人民团体。主要职责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广泛团结海

内外侨胞；不断增进同外籍华人的亲戚情谊，为发展兰州经济建设做好穿针

引线、搭桥铺路的服务工作。

一、团结广大归侨、侨眷准确掌握侨情，争取侨心。及时准确地向市

委、市政府反映侨联信息，反映归侨侨眷的呼声、意见和要求，争取市政府

的支持，为他们排忧解难。

二、认真处理好归侨、侨眷和华侨的来信、来访工作，积极协助有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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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务政策、协助有关部门解决他们在住房、子女升学、就业和脱

面的困难和问题。

三、大力开展侨务宣传工作，配合新闻单位、积极宣传侨务方针、政

策；加强各级侨联间的联谊和协作，拓宽与华侨、华人、港澳同胞的联谊渠

道。

四、协同有关部门热情做好前来探亲旅游、观光讲学的华侨、华人、港

澳同胞的接待工作。

五、大力支持为祖国四化建设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归侨、侨眷、华

人；对自愿捐赠的华侨、华人给予鼓励。

六、积极支持协助华侨、华人、归侨、侨眷在兰州以各种形式兴办企业

和事业；大力发展和管理好自办企业，为繁荣我市经济做贡献。

七、教育归侨、侨眷和华侨遵守我国宪法和侨居国的法律。

八、积极协助市台联做好台胞、台属和台转侨的新移民的工作；积极配

合有关部门与台湾“三通”，为促进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与和平统一而努力。

3．兰'ktl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工作制度

一、认真贯彻党的侨务方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照全国侨联章程开

展侨务工作，坚持民主协商及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行常委集体领导和分工

负责的制度。 ．

二、对重大问题由驻会副主席汇总议题，提交常委会讨论审定，常委会

议由主席主持。

三、驻会副主席贯彻执行常委会决议，领导会务，主持处理El常工作。

四、市侨联涉及侨务方针政策的重大事项，应及时向市政府侨办请示汇

报。

五、市侨联专职工作人员应按机关岗位责任制履行工作职责，加强对侨

联干部的思想教育、法制教育和涉外教育、不断提高业务素质。遇有重大问

题应及时提交主席办公会或常委会讨论解决。

六、常委要团结归侨、侨眷，经常深入到归侨、侨眷中去，加强调查研

究、协调各部门的工作关系，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切实解决归侨、侨眷存

在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提高办事效率，推动市侨联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关

心市侨联工作；按时参加市侨联的各种会议和活动。

七、为加强市侨联的管理工作，应实行逐级负责。专职工作人员要在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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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副主席的领导下，完成好各自分管的工作。涉及原则性的问题．，要及时请

示汇报，经领导批复后，再办理；涉及需领导签发的文件、公函等，严格按

规定办理。

4．兰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会议制度

我会在归侨、侨眷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实行全委会、常委会及主席办公

会议制度。按照市侨联工作细则管理条例开展市侨联的各项工作。

一、全委会由主席召集，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其主要内容是：

1．讨论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听取工作汇报，增补选委员。

2．传达学习市委、市政府的重要文件及其他重大事项。

二、常委会由主席召集，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一次，其主要内容是：

1．讨论决定开展侨联工作实施具体方案。

2．检查、督导本会机关工作进展。

3．讨论决策本会自办企业的管理事项。

4．讨论决定本会开展重要社会活动的方案。

5．讨论推荐归侨、侨眷参与社会各界活动的代表人选；推荐归侨、侨

眷中的各类先进人物代表；推荐出席有关会议的代表人选等事项。

三、主席办公会议由主席召集，两月召开一次，需要时请常委及委员等

有关人员参加。其内容是：

1．学习传达市委、市政府及上级侨务部门的有关指示，学习侨务政策，

钻研业务，提高侨务工作水平，贯彻执行全委、常委会决议。

2．布置工作任务，通报工作计划安排。

3．总结汇报个人工作，检查机关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
～ 4．讨论提交向常委会汇报的议题。 一

5．讨论机关内的工作事项。

5．兰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机关岗位责任制

驻会副主席职责：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真贯彻执行党的侨务工作路线、方针，政策，

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团结广大归侨、侨眷，

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

2．传达贯彻上级机关的指示和决定，负责研究提出贯彻执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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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向市侨办请示汇报侨联工作。

3．协助主席全面贯彻执行全委、常委会的工作决议。

4．领导会务日常工作，研究解决机关行政业务等有关问题。

5．负责审定、签发本会各类文件、公函、文电及宣传稿件；审批机关

内各项经费开支；批办自办企业的有关事项。

6．广泛联谊归侨，侨眷，深入调查了解侨情，听取归侨、侨眷的意见、

呼声，并协调有关部门妥善解决。 一

7．承办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

驻会秘书长职责：

1．认真执行党的侨务方针、政策。协助驻会副主席及时汇总侨情并通

报常委。负责整理办公会议议题并提出建议方案，积极改进侨务工作。

2．检查侨务工作进展情况，指导专职工作人员开展各项工作，严格遵

循本会规章制度，咨询侨务政策，处理存在问题。

3．组织本会专职干部的业务学习、业务培训，关心工作人员的工作、

思想和生活。

4．管理侨代会、全委会、常委会的组织工作；负责起草拟定会议报告、

决议、纪要、文件等文稿工作。研究提交各种会议讨论的议题建议。

5．负责检查本会岗位责任制的执行情况；协调我会与各地、各部门、

各单位的工作关系；热心为基层侨联服务，广泛联系归侨、侨眷，听取他们

的呼声，反映和意见。 ·，

6．承办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专职工作人员责任制(内勤)

具体分工管理的工作项目是：

1．文秘：负责各种会议的事务、记录、文件的校对、打印和发送；分

发会议通知，联系接待。

2．文档：负责收发文的登记、传阅、立卷及归档；急件应立即登记，

送阅主管领导。管理好行政公章、印鉴章、公函；‘出具公函证明。负责电话

登记、送阅及催办。接待归侨、侨眷的来信来访。

3．行政事务：管理机关财产的登记，与市外办及自办企业的财务往来，

办公用品的购置、保管与发放，办理机关内的福利，负责机关的安全、防

火、防盗等保卫工作。

4．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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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职工作人员责任制(外勤)

1．外联工作：深入归侨、侨眷所在单位和家庭，调查侨情，建立侨情

调查登记，收集侨情信息；与各级侨联联络侨务关系，互通有无；协助归

侨、侨眷解决困难；参与侨务涉外接待工作和社会各界的邀请活动。

2．经济管理：承办我会所属企业按协议应办的具体事宜；积极扶持归

侨、侨眷投资办企业，吸引侨汇、侨资；联系归侨、侨眷做好“三引进”的

调查摸底、协调等工作。
‘

3．宣传工作：加强兰卅侨务宣传工作；通过新闻单位，多渠道、多形

式地宣传报道兰州市侨务工作信息。

4．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七)侨务名录

一、1959年在兰州工作和学习的部分归国华侨和华侨学生名录

廖进美 梁进娣 姚甘文 叶奎 罗元贵

陈石宝 罗石 曹丽杨 余洁章 马慧娟

周长铨 林新茂 黄庚声 王杰福 杨才祥

黄捷科 张元良 李维丝 杨洪棋 邱珍生

何颜花 赖媚妹 卓汉章 谢芳云 周玄光

张韵如 叶美淤 凌烂 陈玲 马青

戚世权 谢崇芳，林志南 谢景芳 沈云龙

廖斯级 梁嘉祥 陈旭 金东浩 桂国英

温灼康 狄明 李展平 何学贞 黎静

黄腾腾 刘秀灼 江英 黄丽弦 梁志明

张伙华 黄妙碧 唐民生 曾梅珍 黄来法

刘筱英 符君玉 李贤坤 黄天源 徐建启

唐文盛 韩广丰 林淑容 梁居坤 成关华

邓昆生 林关禄 刘汗文 黄盛荣 黄钻勇

刘汉鸣 叶金陵 李永胂 熊茂水 陈昕

廖振雄 黄运堂 文来纯 郑独奋 张励贞

张清忠 何学真 梁民达 徐志文 李乃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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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萌

杨国民

郑正平

葛唐艳

梁炳文

陈绍杰

李东涛

陈永实

黄德行

陈贻俊

赖佛水

冯奋河

李藩星

陈锐南

芦沛烈

张育光

吴远情

余嘉兴

蔡渭燕

刘镇英

刘志标

黄耀群
· 杨云

黄国祥

张城

郑卫汉

张绍文

吴一东

黄英能

丘韵英

龚桦

杨针娘

林静友 吴桂兰 岑松茂 罗碧玲

倪隆清 曾振通 兰淑珍 张玉珊

黄武胜 白石 谭广汉 黄吉元

温松兰 林水金 陈玉联 陈慧玉

肖永年 吴添彬 于锡群 潘春山

李梅芳 徐家驰 黄镇东 刘石术

宋荣生 李如珍 苏景通 蔡善勋

黄碧昌 李家良 黎长 余芸世

‘苏世光 陈丽霞 苏莹珍 潘于明

蔡家有 刘振波 覃延松 黄国元

肖甲友 李金海 郑益伦 吴炳棠

吴思伦 张权清 罗佑祥 朱欢怡

杜亚宰 黄惠聪 甘素珠 李国雄

丘举莲 祝庆年 张瑞珍 温思梅

何伟仁 韦深缄 邓廉溪 许于成

严仲仁 陈文森 刘世明 韦坤童

杨金亮 张耀粼 陈浩华 赖春花

刘求德 李文彬 林木兰 林步莲

蔡?胃莺 李梅娇 张仕粼 郑步云

彭玉花 马荣昌 黄中南 陈作宾

杨静娇 谢木茂 罗云 陈增

黄锦河 梁世娣 韦文昌 黄碧霞

陈奕爱 刘源顺 符祥化 曾令坚

许幼兰 李学禧 廖碧华 黄衍鹿

郑立群 黄乙达 许剑云 林志明

郭先权 潘焕明 吴茂强 郑南华

周长岭 丘昌彪 曾娥 林鸿华

杨涛 彭志汉 邱秀拜 江宝康

陈美凤 韩钰 黄敬民 丘三荣

陈忠 彭均平 陈平波 廖集善

蒋巧莲 罗鸿儒 苏晋兴 郭藩欣

(241名)



附表6省直属机关归国华侨统计表

性 民 出 生 归国时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原居住国 备注别 族 年月 间(年)

李卫芳 男 汉 省林业厅 原副厅长 印尼 逝世

陈耀仁 男 汉 1945．5 省林业厅 副厅长 泰国 1950

岳宝香 女 汉 1943．5 省外贸厅 干部 蒙古 1963

李功受 男 汉 1924．6 省水利厅 高级工程师 美国 1957

林志南 男 汉 1931．1 省水利厅 高级工程师 泰国 1948

杜子彬 男 汉 省水利厅 干部 泰国 1948

王如英 男 汉 省水利厅 干部 缅甸 1951

陈瑞铭 男 汉 1951．10 省水利厅 干部 新加坡

黄爱民 男 汉 1928．1 省卫生厅 高级工程师

冯书田 男 汉 1932．4 省气象局 干部 朝鲜 1952

谭增业 男 汉 1940．8 省地矿局 高级工程师

陈洁雄 女 汉 1935．3 省地矿局 会计师 新加坡 1952

纪经敏 男 汉 1936．6 省地矿局 工程师 泰国 1952

张伟明 男 汉 省地矿区调队 工程师 马来西亚 1951

蔡美浩 女 汉 1929．12 省地震局 工程师 马来西亚 1951

钟碧玲 女 汉 1942．9 省地震局 工程师 印尼 1953

杨国君 男 汉 1940．11 省食品总公司 工程师

郑卫汉 男 汉 1940．4 省侨联‘ 副主席 泰国 1952

程学丽 女 汉 1942．3 省侨联 副秘书长 马来西亚 1956

苏才增 男 汉 省侨联 原副主席 缅甸 1952 调福建

罗元贵 男 汉 省侨联 原秘书长 印尼 1954 逝世

杜梅林 女 汉 1942．5 省侨办 副主任 缅甸 1960

符碧蕾 女 汉 1932．6 省歌剧团 干部 新加坡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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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6 续一

性 民 出 生 归国时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原居住国 备注

别 族 年月 间(年)

浦兆富 男 汉 1946．10 省京剧团 干部 日本

巩存兰 女 汉 1966．7 省中旅社 干部 蒙古 1983

许幼兰 女 汉 省人民医院 护理长 印尼 1954

梁居坤 男 汉 1938 兰医二院 检验师 马来西亚 1954

徐志文 男 汉 1932．11 省煤矿设计院 经济师 印尼 1941

罗光勇 男 汉 1933．12 省煤矿设计院 工程师 马来西亚 1953

黄帼辉 女 汉 1934．11 省煤矿设计院 护理师

朱英枢 男 汉 1939．12 省地质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印尼 1945

吴淑卿 女 汉 1943．9 省地震研究所 干部 新加坡 1950

曾纪伟 男 汉 1931．1 省水利科学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美国 1941

杜子林 男 汉 1937．10 省水电勘测设计院 高级工程师

曾永再 男 汉 1931．7 省环境监测中心 工程师

王仲纯 男 汉 1944．7 省服装鞋帽研究所 工程师 日本

赵华 女 汉 1974．8 省体工大队 干部 蒙古 1983

附表7大专院校归国华侨统计表

性 民 出 生 归国时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原居住国 备注

别 族 年月 间(年)

朱子清 男 汉 1933．3 兰州大学 教授 美国 1935 逝世

谢晓安 男 汉 1935．8 兰州大学 教授 印尼 1936

杨惠荣 女 汉 1925．11 兰州大学 副研究员 苏联 1938

江先国 男 汉 1939．6 兰州大学 副教授 缅甸 1944

陈述恕 男 汉 1920．11 兰州大学 副研究员 泰国 1944

聂崇礼 男 汉 1910．10 兰州大学 教授 美国 1948

郑国铝 男 汉 1914．3 兰州大学 教授、博导 美国 1951

仝允栩 女 汉 1918．8 兰州大学 教授 美国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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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 续一

性 民 出 生 归国时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原居住国 备注

别 族 年月 间(年)

龚桦 女 汉 1935．7 兰州大学 副教授 缅甸 1952

梁民达 男 汉 1934．4 兰州大学 副教授 日本 1953

刘有成 男 汉 1939．7 兰州大学 教授、博导 美国 1953

朱云 女 汉 1932．8 兰州大学 教授 缅甸 1955

朱顺 女 汉 1911．2 兰州大学 家属 缅甸 1972

邵惠珍 女 汉 1933．3 兰州大学 家属 苏联 1938

李学禧 男 ．汉 1918．5 西北师大 教授 英国 1950 逝世

刘兰英 女 汉 1929．12 西北师大 印尼 1938

黄腾鹏 男 汉 1934．12 西北师大 教授 越南 1939

王金水 女 汉 1930．7 西北师大 干部 苏联 1945

李秉德 男 汉 1912．7 西北师大 教授、博导 法国 1949

苏志民 男 汉 1930．12 西北师大 副教授 马来西亚 1951

杨寅 女 汉 1950．7 西北师大 副教授 德国 1951

廖斯级 男 汉 1929．7 西北师大 副教授 马来西亚 1953

字尔、衡 女 汉 1927．1 西北师大 讲师 马来西亚 1953 逝世

罗碧玲 女 汉 1925．6 西北民族学院 教授 越南 1950

刘桂枝 女 朝鲜 1947．1 西北民族学院 讲师 朝鲜 1952

张文薇 男 汉 1934．11 兰州医学院 副教授 泰国 1982

杨虔贞 女 汉 1913．12 兰州医学院 马来西亚 1926 逝世

赖玉玲 女 汉 1955．1 兰卅l医学院 印尼 1958

林芳玉 女 汉 兰州医学院 护士 泰国 1982

于素兰 女 乌克兰 1941 兰州医学院附一院 医 生 苏联 1941

胡春农 男 汉 1921．2 兰州铁道学院 教授 英国 1951

刘秉铖 男 汉 1938．4 兰州铁道学院 干部 朝鲜 1953

郑宝贵 男 汉 1939．12 兰州铁道学院 副教授 印尼 1960

李淑梅 女 汉 1927．4 甘肃农业大学 干部 苏联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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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 续二

性 民 出生 归国时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原居住国 备注

别 族 年月 间(年)

陈北享 男 汉 1921．8 甘肃农业大学 教授、博导 美国 1950

谢铮铭 男 汉 1914．11 甘肃农业大学 教授、博导 英国 1951

张旭光 男 汉 1937．5 兰州石化学校 高级讲师 印尼 1960

王如寅 男 汉 1950．4 省水利学校 实验师

吴照雄 男 朝鲜 1939．9 兰州电利学校 高级工程师

罗伯平 男 朝鲜 1938 兰州师专 教师 新加坡

附表8科研设计单位归国华侨统计表

性 民 出 生 归国时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原居住国 备注

别 族 年月 间(年)

陈兴荣 男 汉 1933．3 中科院兰州地质所 研究员 泰国 1939 逝世

杨澄中 男 汉 1913．4 中科院兰州分院 副院长 英国 1951 逝世

陈奕爱 女 汉 1921．9 中科院兰州近物所 研究员 缅甸。 1951

中科院兰州冰川冻
童长江 男 汉 1938．8 研究员 马来西亚 1950

土所

中科院兰州沙漠研
杨针娘 女 汉 1936．6 研究员 印尼 1954

究所

中科院兰州沙漠研
石庆辉 男 汉 1930．12 研究员 印尼 1956

究所

林锡祥 男 汉 1939．3 中科院地质研究所 副研究员 印尼 1956

李维丝 女 汉 1935．5 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 马来西亚 1949

杨才祥 男 汉 1929．3 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 马来西亚 1951

马慧娟 女 汉 1935．7 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 工程师 印尼 1952

周长铨 男 汉 1934．9 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 印尼 1952

黄庆声 男 汉 1929．5 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 印尼 1952

林新茂 男 汉 1927．4 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 印尼 1952 逝世

林玉莲 女 汉 1939．5 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 印尼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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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8 续一

性 民 出 生 归国时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原居住国 备注别 族 年月 间(年)

韩斗铉 男 汉 1934 中石化兰州设计院 朝鲜 1937

李正基 男 汉 1935 中石化兰州设计院 朝鲜 1942

李长彬 男 汉 1940．2 中石化兰州设计院 高级工程师 新加坡 1946

南仁植 男 朝 1940．7 化工部兰州涂料所 党委书记 朝鲜 1943

金万会 女 朝 1937．1 化工部兰州涂料所 朝鲜 1945

黄仕夫 男 汉 化工部兰州化机院 工程师 马来西亚 1956

化工部兰州自动化
罗德偿 男 汉 高级工程师 印尼 1956

研究所

化工部兰州自动化
李德松 男 朝 高级工程师 朝鲜 1945

研究所

王彤 男 汉 1944．12 兰州煤矿机研院 高级工程师 朝鲜 1953

蓝淑珍 女 汉 1933．9 兰铁局设计院 工程师 印尼 1953

赖继红 女 汉 1933 铁道部第一设计院 高级工程师 印尼 1953

凌兰 女 汉 铁道部第一设计院 高级工程师 印尼 1953

谢芳云 女 汉 铁道部第一设计院 工程师 马来西亚 1941 调外地

戚进权 男 汉 1929．11 铁道部第一设计院 越南 1940 调外地

张韵如 女 汉 1935．9 铁道部第一设计院 缅甸 1945

李妥德 男 汉 1935．4 铁道部西北研究所 马来西亚 1938

附表9大中型企业归国华侨统计表

性 民 出 生 归国时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原居住国 备注

别 族 年月 间(年)

梁志明 男 汉 1919．3 兰化供销公司 副经理 马来西亚 1939 逝世

魏殿祥 男 汉 1942．4 兰化供销公司 副总工程师 朝鲜 1946

王翠华 女 汉 1944．5 兰化公司机关 干部 朝鲜 1948

林鸿华 男 汉 1929．7 兰化公司机关 干部 越南 1949 逝世

罗一兵 男 汉 1935．5 兰化技校 教师 马来西亚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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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9 ：续一

性 民 出 生 归国时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原居住国 备注

别 族 年月 间(年)

欧阳涛 男 汉 1941．2 兰化公司橡胶厂 干部 越南 1948 逝世

金瑞国 男 朝 1928．10 兰化生服公司 工人 朝鲜 1944

李振才 男 汉 1916．7 兰化化建公司 ’工．人 苏联 1938

金荣达 男 朝 1941．8 兰化化建公司 干部 朝鲜 1950

蔡常添 男 汉 1939．9 兰化化建公司 高级工程师 印尼 1957

沈国胜 男 汉 1941．8 兰化石化厂 工人 马来西亚 1950

宋新民 男 朝 1947．12 兰化化纤厂 干部 朝鲜 1951

彭琪良 男 汉 1936．7 兰化职工医院 副主任医师 印尼 1953

李任新 男 汉 1935．6 兰化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印尼 1955

李瑞荣 男 汉 1941．5 兰州炼油厂 高级工程师 马来西亚 1955 调外地

黄运堂 男 汉 1936．11 兰州炼油厂 工程师 泰国 1942

郭藩欣 男 汉 1934 兰州炼油厂 工程师 印尼 1954

罗广兵 男 汉 1940．11 兰州炼油厂 干部 泰国 1955

郑正平 男 汉 1931．12 兰石厂 高级工程师 日本 1953

叶旭初 男 汉 1938．4 兰石厂 工程师 日本 1939

陈美风 女 汉 1935．8 兰石厂 干部 印尼 1939

白 石 女 汉 1933．11 兰石厂 工程师 新加坡 1948

彭志汉 男 汉 1924．2 兰石厂 新加坡 1951

宗成祥 男 汉 1934．1 兰石厂 干部

韩香兰 女 汉 1941．7 兰石厂 高级工程师 朝鲜 1953

彭卓汉 男 汉 1938．1 兰通厂 高级工程师 马来西亚 1944

林玉莲 女 汉 1936．9 兰通厂 工人 马来西亚 1950

李肇康 男 汉 1939 兰通厂‘ 总工程师 印尼 1956

廖丽英 女 汉 1938．7 兰通厂 干部 印尼 1960

邓敬祥 男 汉 1939．9 兰铁局机务段 经济师 马来西亚 1936

张蔚 男 汉 1938．12 兰铁局兰西车辆段 高级工程师 泰国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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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9 续二

性 民 出生 归国时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原居住国 备注

别 族 年月 间(年)

文国雄 男 汉 1936．12 兰铁局工程总公司 工程师 新加坡 1949

甘树金 男 汉 1926．4 兰铁局工程总公司 新加坡 1951

王秀英 女 汉 1939．3 兰铁局西固车站 朝鲜 1952

王秀玉 女 汉 1943．9 兰铁局西车站 干部 朝鲜 1953

沈作云 男 汉 1936．11 兰铁局兰州车站 朝鲜 1953

张玉珊 女 汉 1934 兰铁局技校 教师 印尼 1953

郑兰芳 女 汉 1926．4 兰铁局职工家属 居民 越南 1946

肖国胜 男 汉 1940 兰州平板玻璃厂技校 校长 印尼 1960

王珠妹 女 汉 1943 兰州平板玻璃厂技校 干部 印尼 1960

金东浩 男 汉 1928．8 省建总公司 总经理 日本 1937

陈昶 男 汉 1921．7 省建四公司 工程师 日本 1939

刘源顺 男 汉 1939．7 省建第二安装公司 经济师 马来西亚 1954

潘春山 男 汉 1924 省建四公司 工程师 朝鲜 1937

陈绍杰 男 汉 1934．8 省建四公司 干部 泰国 1949

庄名华 男 汉 1927．11 省建木材厂 工人 泰国 1935

梁灿坤 男 汉 1933．2 省建运输公司 干部 越南 1954

王庆仁 男 汉 1934．8 省建四公司 干部 朝鲜 1952

桂国英 男 汉 1933．8 省建三公司 干部 新加坡 1951

孙丰魁 男 汉 1951．7 四冶西北分建安 干部 印尼 1952

江美颜 男 汉 1938．12 万里机电厂 干部 马来西亚 1948

韩渭元 男 汉 省汽修二厂 工人 新加坡 1939 逝世

罗光儒 男 汉 1935 窑街矿务局 教师 柬埔寨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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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0市属行政事业单位归国华侨统计表

性 民 出 生 归国时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原居住国 备注

别 族 年月 间(年)

李名山 男 汉 1919．7 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 美国 1951

彭均平 男 汉 1924．9 市侨联 原秘书长 新加坡 1949

蔡国盛 男 汉 1941．3 市外贸局 副局长 马来西亚 1949

陈文仁 男 汉 1940．9 市外贸局 干部 泰国 1960

黄荣卿 男 汉 1937．7 市教育局 干部 缅甸 1942

黄山萌 男 汉 1935．1 市公安局 干部 泰国 1938

姜云喜 男 汉 1904．3 兰州军区总医院 工人 苏联 1938

陈景远 男 汉 1934．12 市第一人民医院 干部 泰国 1940

李长雨 男 汉 1937．7 市第一人民医院． 干部 朝鲜 1950

陈忠 男 汉 1930．6 市第一人民医院 医生 越南 1952 去香港

赵培粤 男 汉 1933．7 市七里河区医院 医生． 越南 1952

曾 娥 女 汉 1934．5 市七里河区医院 医生 越南 1952

唐民生 男 汉 1936．5 市七里河区医院 医生 马来西亚 1953

张伙华 男 汉 市西固区医院 医生 马来西亚 1952

冯振 女 汉 1929．3 市卫生防疫站 干部 越南 1945

熊怀远 男 汉 1938 兰州一中 教师 泰国 1949

王炜 男 汉 兰州市二十七中学 副校长 新加坡

韩琳丰 男 汉 1929．8 市回民中学 教师 泰国 1947

陈之炳 男 汉 1938．8 市第七中学 教师 缅甸 1948

左侨南 男 汉 1929 市第十一中学 教师 新加坡 1937

黄伟章 男 汉 1934．3 市安宁区中学 教师 泰国 1938

朱德高 男 汉 1932．5 市红古区政协 干部 日本 1945

袁志凌 男 汉 1937．3 市侨联教材部 干部 缅甸 1967

王鸿源 男 汉 1911．7 市商业局 干部 印度 194l

王德利 男 汉 1933．3 市商业局 技工 日本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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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0 续一

性 民 出 生 归国时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原居住国 备注

别 族 年月 间(年)

王泽宗 男 汉 1904 市商业局 营业员 苏联 1933 逝世

江宝康 男 汉 1930．8 市商业局 营业员 泰国 1936

张美棣 女 汉 1926．9 市商业局眼镜商店 营业员 日本 1944

陈启明 男 汉 1933．12 马来西亚 1950

宋秉绛 男 汉 1937．12 美国 1950

张彩英 女 汉 1944．6 市城关区五泉粮站 营业员 印尼 1960

曹荣狮 男 汉 1937．5 市城关区学校 干部 缅甸 1942

黄敬民 男 汉 1927．8 市七里河区乡镇局 干部 泰国 1949

赵秋高 男 汉 1921．3 市七里河区粮食局 干部 苏联 1946

附表ll市属企业归国华侨统计表

性 民 出 生 归国时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原居住国 备注

别 族 年月 间(年)

秦修本 男 汉 1909．2 市建材厂 工人 苏联 1939

监兄德 男 汉 1905．11 市汽车修理厂 工人 马来西亚 1939 逝世

黄辉康 男 汉 1930．12 市蓄电池厂 干部 缅甸 1942

刘攸准 男 汉 1937．11 市铸造厂 工人 毛里求斯 1940

何与珍 女 汉 1927 市交通运输队 工人 马来西亚 1936

张锦江 男 汉 1926．5 市长通电线厂 工人 泰国 1947

佟松贞 女 汉 1932．4 市排水公司 干部 苏联 1938

刘福海 男 汉 1944．1 兰卅I长青边贸公司 总经理 朝鲜 1952

列积厚 男 汉 1921．1 朝鲜 1952

王道德 男 汉 1944．2 市电信局车队 工人 苏联 1946

周宝珠 女 汉 1947．2 市七里河区木器厂 工人 新加坡 1952

马青山 男 回 1927．2 市政公司 工人 约旦 1945

于树茂 男 汉 1934．8 市长新电表厂 干部 朝鲜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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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 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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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2兰州地区历届市政协归侨侨眷委员名录

姓名 性别 归侨或侨眷 何届政协委员会、职务

裘诗新 男 侨眷 政协兰州市一、二、六届委员会委员

陈忠 男 归侨 政协兰州市二至七届委员会委员

赵献文 男 侨眷 政协兰州市二至七届委员会常委、副主席

路成铭 男 侨眷 政协兰州市三至四届委员会委员

金东浩 男 归侨 政协兰州市五至七届委员会委员、常委

黄美玲 女 侨眷 政协兰州市七届至十一届委员会委员、常委

马志博 男 侨眷 政协兰州市七届至十届委员会委员、常委

李名山 男 归侨 政协兰州市七届委员会委员

陈景远 男 归侨 政协兰州市七届委员会委员

王炜 男 归侨 政协兰州市七届委员会常委

周李升 男 侨眷 政协兰州市第七至十届委员

张照忠 男 侨眷 政协兰州市第七、八届委员

郑正平 男 归侨 政协兰州市八届委员会常委

彭卓汉 男 归侨 政协兰州市八至九届委员会常委

叶剑青 男 侨眷 政协兰州市八至九届委员会委员

丁映琪 男 侨眷 政协兰州市八至十届委员会委员 ．

丁肇瑞 男 侨眷 政协兰州市八届委员会委员

薛照熙 男 侨眷 政协兰州市八届委员会委员

蔡友标 男 侨眷 政协兰州市八届委员会委员
。

⋯

杜逸 女 侨眷 政协兰州市八至十届委员会委员、十一届常委

金文微 男 侨眷 政协兰州市八届委员会委员

刘启珠 女 侨眷 政协兰州市八届委员会委员

杜明娜 女 侨眷 政协兰州市八至十届委员会委员

童长江 男 归侨 政协兰州市八届委员会委员

窦香兰 女 侨眷 政协兰州市八届委员会委员

黄耀康 男 侨眷 政协兰州市八届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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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2 续一

姓名 性别 归侨或侨眷 何届政协委员会、职务

程浔 男 侨眷 政协兰州市八届委员会委员

谭诚 女 侨眷 政协兰州市八届委员会委员

王义芳 女 侨眷 政协兰州市八届委员会委员

李肇康 男 归侨 政协兰州市九至十届委员会常委、委员

徐允娟 女 港眷 政协兰州市九至十一届委员会常委

陈文仁 男 侨眷 政协兰州市九届委员会委员

陈浩 男 侨眷 政协兰州市九届、十一届委员会委员

袁志凌 男 归侨 政协兰州市九届委员会委员

陈启民 男 侨眷 政协兰州市九届委员会委员

佟秉文 男 侨眷 政协兰州市九届委员会委员

林禾杰 男 侨眷 政协兰州市九届委员会委员

周海麟 男 侨眷 政协兰州市九届委员会委员

马国昌 男 侨眷 政协兰州市九届委员会委员

裘诗唐 男 侨眷 政协兰州市九至十届委员会常委

何庆华 女 侨眷 政协兰州市第九、十届委员

张玉芳 女 侨眷 政协兰州市十、十一届委员会常委

陈刚 男 侨眷 政协兰州市十届委员会常委

宁美阳 男 侨眷 政协兰州市十届委员会委员

叶启智 男 侨眷 政协兰州市十、十一届委员会委员

、

江先国 男 归 侨 政协兰州市十届委员会常委

张惠芳 女 侨眷 政协兰州市第十届委员

周迎平 男 侨眷 政协兰州市十、十一届委员会委员

魏光华 男 侨眷 政协兰州市十、十一届委员会委员

吴申陆 男 侨眷 政协兰州市十届委员会委员

白以信 男 侨眷 政协兰州市十届委员会委员

宁杨锁 男 侨眷 政协兰州市十届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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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2 续二

姓名 性别 归侨或侨眷 何届政协委员会、职务

李伟 男 侨眷 政协兰州市十届委员会委员

水天庆 女 侨眷 政协兰州市九、十届委员会委员
、

●

李平 女 侨眷 政协兰州市第九、十届委员

吴冰 男 侨眷 政协兰州市第十一届委员

丁目迪 男 侨眷 政协兰州市第十一届委员

王恩涌 男 侨眷 政协兰州市第十、十一届委员

王泰广 男 侨眷 政协兰州市第十一届委员

李萍 女 侨眷 政协兰州市第十一届委员

杨诚 女 侨眷 政协兰州市第十、十一届委员

张俐 女 侨眷 政协兰州市第十、十一届委员

主席：

副主席：

秘书长：

委员：

陈平波

马德平

廖集善

陈忠

罗元贵

陈忠

廖集善

罗元贵

三、兰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名录

兰州市侨联第一届委员会

(1960年9月至1963年1月)

马来西亚归侨

市民政局局长

印尼归侨

越南归侨

陈玲陈平波陈政治龚华(女) 林鸿华

廖振雄黄武胜黄瓒永张元良张绍文

邱端好马德平

兰州市侨联第二届委员会

(1963年1月至1965年11月)

主席：陈忠越南归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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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廖振雄马来西亚归侨

谢芳云 (女)印尼归侨 ．

许超市民政局副局长

秘书长：许超(兼) 副秘书长：罗元贵

常委：陈忠廖振雄廖斯级谢芳云(JX) 许超

罗元贵邱端好苏晋兴潘春山

委员：陈忠陈奕爱(女) 许超张元良张玉珊(女)

朱云(女) 罗元贵罗鸿儒罗壁玲(女)

谢芳云(女) 林鸿华苏晋兴蒋巧莲(女) 梁居坤

邱端好潘春山廖振雄廖斯级

兰州市侨联第三届委员会
‘

(1965年11月至1966年5月)

主席：陈忠越南归侨 一 。

副主席：许超市民政局副局长

廖振雄马来西亚归侨

谢芳云 (女)印尼归侨

秘书长：许超(兼) 副秘书长：罗元贵

常委：陈忠许超廖振雄廖斯级

罗元贵邱端好苏晋兴潘春山

委员：陈忠许超陈奕爱(女)

张玉珊(女) 朱云(女) 罗

罗鸿儒谢芳云(女) 林鸿华

蒋巧莲(女) 邱端好潘春山

谢芳云(女)

陈登兴张元良’

元贵罗壁玲(女)

苏晋兴梁居坤‘

廖振雄廖斯级

兰州市侨联第四届委员会

(1978年5月至1980年8月)

主任：陈忠越南归侨

副主任：谢芳云 (女)印尼归侨、

项廷华兰州市革委会外事组副组长

秘书长：项廷华(兼) 副秘书长：罗元贵

常委：陈忠项廷华谢芳云(女) 罗元贵邱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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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张玉珊(女) 廖斯级苏晋兴潘春山

委员：陈忠项廷华陈奕爱(女) 罗元贵罗鸿儒

谢芳云(女) 邱建龙邱端好罗碧玲(女) 张伙华

郑正平张玉珊(女) 苏可山苏晋兴朱云(女)

林鸿华符碧蕾(女) 袁志凌窦中兰叶洪辉廖斯级

郭潘欣黄敬民梁居坤潘春山

注：当时侨联主席、副主席称谓主任、副主任，后又改称为主席、副主

主席：

副主席：

秘书长：

常 委：

兰州市侨联第五届委员会

(1980年8月至1984年5月)

李名山美国归侨

谢芳云 (女)印尼归侨

窦治仁市侨办副主任

廖斯级(兼) 副秘书长：邵永强

李名山窦治仁谢芳云(女) 廖斯级邵永强

陈忠罗元贵邱端好张玉珊(女) 苏晋兴

林鸿华郭潘欣裘诗新

委员：陈忠李名山 朱云(女) 苏晋兴苏可山

陈奕爱(女) 张伙华叶洪辉张玉珊(女) 罗元贵

罗鸿儒罗碧云(女) 窦治仁郑正平窦中兰

’林鸿华彭均平谢芳云(女) 邱端好邵永强

符碧蕾(女) 黄敬民桂国荣袁志凌郭潘欣
一 裘诗新廖斯级李健民

一
～

一

兰州市侨联第六届委员会

(1984年5月至1990年6月)

主席：李名山美国归侨

副主席：王炜新加坡归侨 ．

廖斯级印尼归侨

李瑞荣印尼归侨

郑正平日本归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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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民‘侨眷1989年5月增补

均平副秘书长：叶剑青(兼)

常．委：李名山

郑正平

林鸿华

委员：王炜

．苏晋兴

郑宝贵

廖斯级

窦中兰

袁志凌

李瑞荣王炜陈忠叶剑青符碧蕾(女)

郑宝贵杨针娘(女) 苏晋兴周长铨

廖斯级桂国荣彭均平裘诗新李健民

李名山李小东李瑞荣李肇康李健民

苏可山 陈忠杨针娘(女) 郑正平

张伙华罗宏儒林鸿华罗碧玲(女)

叶剑青朱云(女) 彭均平桂国荣

(女) 兰淑珍(女) 周长铨符碧蕾(女)

黄敬民裘诗新

兰州市侨联第七届委员会

(1990年7月至1995年8月)

主席：李肇康印尼归侨

副主席：李健民侨眷

宁美阳 (女)侨眷

秘书长：

常委：

周迎平副秘书长：伍晓彤(兼)

王云端王道一宁美阳(女) 李文仁李肇康

李健民周迎平周长铨杨针娘(女) 郑宝贵

郑正平·龚桦(女) 吴晓彤

委员：丁映琪丁馨(女) 叶剑青李文仁王云端

一毛清筠(女) 王道一李肇康马国昌(回) 李健民

沈淬明刘燕(女、回) 马志博(回) 陈景远

杜明娜(女) 杜逸(女) 杨纪申 宁美阳(女)

张伙华张应中佟冬文(女) 郑正平郑宝贵

龚桦(女) 郑亿喜周迎平周长铨袁志凌

伍晓彤韩晓玉(女) 黄仕夫蔡友栋赖楚卿(女)

朱曾恪许世璞(女) 杨针娘(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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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侨联第八届委员会

(1995年8月至2000年12月)

主席：李健民侨眷

副主席：宁美阳 (女)侨眷

郑宝贵印尼归侨

张玉芳 (女、回)侨眷

秘书长：周迎平

副秘书长：叶启智(兼) 伍晓彤(兼) 魏光华(兼)

常委：马国昌(回) 宁美阳(女) 叶启智许世璞(女)

伍晓彤李健民张玉芳(女、回) 周迎平郑宝贵

杨振强魏光华

委员：丁映琪马全吉(回) 马国昌(回) 马倩如(女)

马志博(回) 王虎宁美阳(女) 叶启智 江先国

孙杰许世璞(女) 朱曾恪朱辅之刘秉钺刘锡鹏

伍晓彤林景植李健民李肇康迟宗良余建民

陈依(女) 陈希平陈秀蓉(女) 陈景运张蔚

张玉芳(女、回) 张先正 张伙华 张应中 杜明娜(女)

杨振强周迎平郑宝贵赵华(女) 胡命堂

姚春发高恩福袁志凌彭卓汉魏光华

主席：

副主席：

秘书长：

常委：

兰州市侨联第九届委员会

(2000年12月～)

杜逸女，

张玉芳 (女

叶启智侨眷

王泰广侨眷

周迎平

丁目迪(回)

许世璞(女)

侨眷

、回)侨眷

马国昌(回) 王虎王泰广 叶启智

杜逸(女) 余建民张玉芳(女、回)

吴冰陈希平陈秀蓉(女) 杨丽娟(女) 周迎平

席大先魏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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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员：丁国成丁目迪(回) 马全吉(回) 马国昌(回)

马倩如(女) 王虎王泰广王恩涌 叶启智

江先国 白昱 孙杰孙晓霞(女) 许世璞

朱浩刘新兰(女) 刘维庆吕太乙，李萍(女)

杜逸(女) 杜明娜(女) 邱玉梅(女) 余建民

张蔚张玉芳(女、回) 张先正张佩兰(女)

吴冰吴秀恋(女) 陈伟强陈希平陈秀蓉(女)

陈昭华(女) 杨丽娟(女) 杨宽大杨彦皋周迎平

罗云帆罗明焕胡文惠(女) 姚春发“郝大明

席大先袁志凌童长江彭卓汉董化琪(女)

解宏彬(女) 蒋兆远魏光华魏浚鸿戴义民

四、1978年以来荣获全国和省级侨务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名录

(1)国务院侨办、全国侨联表彰侨务工作先进集体及个人。

1982年国务院侨办、全国侨联表彰在侨务工作中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

人。其中在兰的受表彰单位和个人如下：
1

一全国侨务工作先进集体：

兰州炼油厂党委宣传部

兰州化学工业公司侨联

全国侨务工作先进个人，见附表13。

附表13 1982年国务院侨办、全国侨联表彰先进个人

姓名 归侨或侨眷 工作单位及职务

徐应铨 归侨 兰州炼油厂研究所主任工程师

李挺芳 侨眷 化工部兰州化工机械研究院主任工程师

石庆辉 归侨 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助理工程师

史美良 归侨 甘肃省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地质工程师

汪汉卿 归侨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物所副研究员

‘ 许振婉 归侨 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院副总工程师

杜梅林 归侨 甘肃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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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全国侨联表彰的侨联工作积极分子，见附表14。

附表14 1986年全国侨联表彰的积极分子

姓名 归侨或侨眷
。

工作单位及职务

郑亿喜 归侨 兰州化工机械厂侨联主席

李瑞荣 归侨 兰州炼油化工总厂侨联主席

孙在群 兰州铁路局设计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1989年国务院侨办、全国侨联表彰的优秀归侨侨眷知识分子，在兰的

先进个人见附表15。

附表15 1989年全国优秀归侨侨眷知识分子

姓名 归侨或侨眷 工作单位及职务

刘有成 归侨 兰州大学化学系教授

杨针娘 归 侨 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副研究员

黄仕夫 归侨 化工部兰州化工机械研究院工程师

金东浩 归侨 甘肃省建筑工程公司总经理

陈家冠 侨眷 兰州化学工业公司主任工程师

吴小美 侨眷 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魏俊美 侨眷 兰州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潘光炎 归侨 兰州化机院高级工程师

陈耀仁 归侨 甘肃省林业厅副厅长

张宜珠 侨眷 兰州市第二十七中学教师

南仁植 归侨 化工部兰州涂料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李钟亮 侨眷 甘肃省水利厅总工程师

傅文德 侨眷 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院工程师

1990年10月，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为了在全国掀起普及侨务知识

的高潮，通过《华声报》和中央电视台举行了首次全国范围的“侨务知识大

赛”。兰州市广大归侨侨眷和侨务干部积极响应，全市各基层侨联组织归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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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干部纷纷学习侨务知识，认真答题邮寄参赛。侨眷伍晓彤抽取了

本次大赛的“优胜答卷奖”，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分别授予兰州市归国

华侨联合会和兰州通用机器厂侨联“全国侨务知识大赛优秀组织奖”。

1999年7月，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授予兰州

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全国侨务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2001年6月，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授予兰州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全

国侨务信访工作先进集体”。

(2)甘肃省政府侨办、甘肃省侨联表彰的侨务先进集体及个人
‘

1982年甘肃省人民政府侨办、甘肃省侨联表彰在侨务工作中做出贡献

的单位和个人。其中在兰的受表彰单位和个人如下：

先进集体
’

兰州炼油厂党委宣传部

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

兰州化学工业公司侨联 ．

先进个人见附表16。

附表16 1982年甘肃省人民政府侨办、甘肃省侨联表彰的先进个人

姓名 归侨或侨眷 工作单位及职务

石庆辉 归侨 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助理工程师

李名山 归侨 兰州市侨联主席

兰淑珍 归侨 兰州铁路局设计院工程师 ．

龙程波

任何桐

蔡美浩 归侨 甘肃省地质局工程师

罗光男 归侨 甘肃省煤矿设计院工程师

龚桦 归侨 兰州大学副教授

许振婉 归侨 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院副总工程师

汪汉卿 归侨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物所副研究员

徐应铨 归侨 兰州炼油厂研究所主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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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 续一

姓名 归侨或侨眷 工作单位及职务

李挺芳 侨眷 化工部兰州化工机械研究院主任工程师

黄主平

邝婉文

刘祖耀

李炎柱

孙钟亮 归侨 兰州铁路局检验师

孙向明

高颖娣

杜梅林 归侨 甘肃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干部

1986年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表彰“甘肃省各界人士为统一祖国、振兴

中华做贡献”先进个人，其中受到表彰的兰州地区归侨侨眷先进个人如下，

见附表17。

附表17 1986年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表彰先进个人

姓名 归侨或侨眷 工作单位及职务

李卫芳 归侨 甘肃省林业厅副厅长

张旭光 归侨 兰州化学工业公司职工大学讲师

郑正平 归侨 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职工大学副校长

李肇康 归侨 兰州通用机器厂合作生产办公室主任工程师 ．

陈奕爱 归侨 中国科学院兰州近物所副研究员

杨针娘 归侨 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副研究员

俞惟乐 归侨 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郑国铝 归侨 兰州大学生物系教授

李学禧 归侨 西北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

郑宝贵 归侨 兰州铁道学院讲师

李钟亮 归侨 兰州铁路局检验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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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甘肃省人民政府表彰在甘工作30年归侨，其中兰州地区归侨如

下。

罗碧玲许幼兰李妥德曾永再林鸿华梁志明黄仕夫

杨德松罗德偿郑正平 白石韩香兰林志南杨功受

李维丝黄庆声林玉莲林新茂杨才祥周长铨陈汝樟

马慧娟邱珍生杨针娘陈欣荣石庆辉廖斯级黄腾鹏

王金水苏志民李东涛张复德张伟明徐志文罗光勇’

赖继红张韵如戚进权朱云仝允栩梁民达聂崇礼

郑国铝刘天怡刘有成陈庆诚杨惠荣 吕忠恕龚桦

兰淑珍邓敬祥王茂成张翠芳李名山 张伙华韩琳丰

左侨南陈景远胡春农林达美金庆章陈启明 (共62名)

1990年甘肃省人民政府表彰优秀基层侨务干部名录，其中兰州地区优

秀侨务干部如下。

张美芳佟家梯郑亿喜陈登兴张铁锚丁丽君王科年

张杰颉顺本孙在群李小东苏眉生孙培娥陆立仁

张玖应黄光璋姜政文杜立窦中兰于向东薛希平

韩剑波董静杨正明谢肇新

1999年5月，甘肃省人事厅、甘肃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甘肃省归

国华侨联合会表彰侨务工作先进集体。在兰受表彰单位如下：

兰州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兰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兰州铁路局侨务办公室

兰州大学侨联

中科院兰州分院党委办公室

兰州炼油化工总厂党委统战部

兰州机车厂侨联。

(3)中共兰州市委、兰州市人民政府表彰全市侨务工作先进集体、先

进个人和归侨、侨眷先进个人名单

1995年中共兰州市委、兰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对10个侨务工作先进集

体、20名侨务工作先进个人，30名归侨、侨眷先进个人予以表彰。

侨务工作先进集体(10个)



重要文献辑录·侨务名录 ·3』7·

七里河区政府办公室

安宁区政府民族宗教侨务科

兰州炼油化工总厂党委统战部

兰州化学工业公司侨联

兰州大学侨联

兰州医学院侨联

西北民族学院侨联

兰州机车厂侨联

兰州通用机器厂侨联

兰州平板玻璃厂党委组干部

侨务工作先进先进个人(20名)，见附表18。

附表18兰州市侨务工作先进个人

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张建伟 兰州市政府侨办侨务处处长

马玉才(回) 红古区委统战部部长

马金莲(女) 省气象局人事处主任科员

马艳(女) 兰州铁道学院党委宣传部政工师

王科年． 甘肃农业大学党委统战部科长

刘三才 兰化公司党委统战部助理政工师

刘克文 兰州万里机电厂党委宣传部助理工程师

白云霞(女、回) 兰州市安宁区政府民族宗教侨务科副科长

白彩兰(女) 兰钢公司党委宣传部统战专干

乔晨生 兰州大学党委统战部部长

肖成绩 连城铝厂厂长办公室秘书

赵殿义 永登县政府民族宗教科科长

张玫殷(女) 省水利厅人事处副县级调研员

胡海元 兰州铁路局党委宣传部文教科科长

周卫林 兰州市教育局政治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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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8 续一

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郭宝琴(女) 兰州市侨联办公室主任

潘峰 兰州市自来水总公司宣传部政工员

薛希平 兰炼电视台台长

蔺静芬(女) 兰州通用机器厂党委工作部政工师

魏晓玲(女) 省建总公司人事处经济师

附表19归侨、侨眷先进个人(30名)

归侨
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或侨眷

宁美阳(女) 侨眷 兰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财政局局长

丁溥贤 侨眷 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马全吉 侨眷 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党委宣传部副主任

毛清筠(女) 侨眷 兰州市侨声汽车修理部经理

叶剑青 侨眷 兰州市第十二中学高级教师

白光 侨眷 兰州西固热电厂改建工程处工程师

权亮 侨眷 兰州机车厂体协秘书长

刘文灵 侨眷 兰炼仪表厂经营成套公司经理

朱曾恪 侨眷 省建总公司劳动服务公司经理

许世璞(女) 侨眷 兰州医学院体育教研室讲师

伍晓彤 侨眷 兰州平板玻璃厂子弟中学一级教师

杜逸 侨眷 兰州市医药公司驻厦门办事处副主任

宋国强 侨眷 兰化公司农林公司绿化办助理工程师

周迎平 侨眷 兰州市侨联秘书长

林景植 侨眷 化工部化机院化机进出口业务部经理

林松蒂(女) 侨眷 中科院兰州分院中学高级教师

林志南 归侨 省水利厅农水处高级工程师

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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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9 续一

归侨
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或侨眷

姚春发 侨眷 兰州钢铁集团公司纪委科级检查员

孙源中 侨眷 兰州市榆中县政协退休干部

袁志凌 归侨 兰州市侨联科教器材服务部副经理

郑宝贵 归侨 兰州铁道学院外语组副教授

张娴(女) 归侨 西北师大成人教育学院副教授

张应中 侨眷 西北民族学院讲师

秦结夏 侨眷 兰州市西固区百货公司会计

龚桦(女) 归侨 兰州大学化学系副教授 ，

徐方琦(女) 侨眷 化工部涂料所人劳处副处长

韩剑波 侨眷 兰州通用机器厂工具处处长

韩筱玉(女) 侨眷 兰州军区总医院内科主任医师

蔡美浩(女) 归侨 省地震局工程师

楼曾德 侨眷 甘肃工业大学副教授





编 后 记

《兰州市志·外事侨务志》的编纂工作，自1989年底组建班

子开始，前后经历了12个春秋。其中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及志

书初稿的编纂于1999年底基本完成，初审、复审于2003年底前

先后完成，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付印o 2000年5月市外办主任

吴申陆即对这部志书的付印出版问题进行了研究，千方百计筹措

了印刷经费，并组织人力对这部志进行了重新审定，对1991年

到2000年的全市外事侨务工作进行了收集整理，编纂了近十年

的全市外事侨务工作纪略，填补了志书出版前这段时间的空白，

提高了志书的编纂质量和史料价值o

《兰州市志·外事侨务志》在编纂过程中，首先抓了篇目的设

计与提炼，经市地方志办公室审定后，才着手资料征集和材料归

纳的。由于采取了这种按“纲”选材、依“领”裁衣的方法，所

以使编纂的效率大大提高；在内容确定上，围绕各个时期的外事

侨务工作业务，力求如实地反映其改革演变的全过程和本来面

貌，并尽可能做到市、区(县)两级兼顾，面与点兼顾，使志书

尽可能地达到了真实、全面；在结构成布局上，分篇、章、节、

目，以类集事，事从类归，横排纵述，以使布局合理，层次分

明，便于阅检；在体裁设定上，以述、记、志、图、表、录等集

之，以志为主；文体上采用现代汉语记述文体，力争做到寓观点

于实事记述之中。

编纂外事侨务志，是兰州自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置

榆中县、汉武帝年间置金城县至今两千多年来的第一次。。无论是

对编纂这部志书的领导者来说，还是对从事这部志书编修的具体

工作人员来说，都经历了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

过程。志书从撰写初稿到总纂定稿，曾经五次修改篇目，四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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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并多次召开专题评审会予以核实审定。总纂定稿前曾三次征

求了市地方志办、市外办领导及机关处室和部分老同志的意见，

经多次评审、修改、补充后才正式定稿复印，体现了修志的严谨

性和对历史的负责精神。可以说，这部志书达到了史料真实有

据，具有资政、存史作用。

编修《外事侨务志》是一项艰苦的劳动过程，应从浩繁的史

料中抽检，从社会各方面搜索和提炼。所以，自市外事侨务志办

成立以来，修志人员先后走访了近百个单位，170多名知情人士，

查阅了大量资料，积累卡片资料，图表照片数百张，为修志奠定

了良好基础。在修志的10余年间，主编吴申陆同志从总体谋篇

布局到各个章节的文字审改、事实校正，给予了全过程的组织领

导和把关；主笔摆敏具体负责志书工作，为志书编撰尽心尽力，

任劳任怨，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市志办李曰柱承担责任编辑工

作；市外办机关、市外办属单位先后有满亚林、李鸿秀、霍宇

箭、杨林春、陈玉林、汤立、王临川、周迎平等同志参与志书各

个阶段的修订工作，为志书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在该书的

编纂过程中，兰州市志办副主任金钰铭、邓明、编纂处处长李日

柱等人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并给予了具体的帮助和指导，李焕义亦

提供了资料，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o

2004年元月5日至2月15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批准成立

《外事侨务志》终审委员会，对志稿进行终审，继尔通过终审。

终审委员会组成人员及分工：

吴申陆，兰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兰州市外事侨务

志编纂委员会主任，本志主编，主审外事部分、机构与人员的相

关部分、附录中的外事部分及全书政治观点。

梁亚翊，兰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市侨务办公室

主任，兰州市外事侨务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本志副主编，主审

侨务部分及附录中的侨务部分。

火照程，兰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兰州市外事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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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本志副主编，主审重要文献辑录及全书

外语部分。
。

高子贵，兰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委员、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

任、《兰州市志》副主编，主审全文，侧重语言文字、政治观点。

金钰铭，兰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兰州市志》常务副

主编，主审全志政治观点、体例、行文、负责终审工作。

邓明，兰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兰州市志》副主编，

主审全志史实和编辑说明、概述、大事辑要、外事、侨务。

李日柱，兰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处处长，《兰州市志·外事

侨务志》责任编辑，主审全志体例、行文、数据、图表。

终审结束后，在市外办的大力支持下，编纂人员会同本志责

任编辑根据各终审委员的意见，对志稿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和完

善工作，并选定了照片资料。2004年3月26日，市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批准出版印刷。在交付印刷前，市志办金钰铭同志于校对

期间对全稿逐字逐句再次仔细审校，发现并纠正了百余处史实、

措辞、标点、数据、姓名等方面的错误。金钰铭与责任编辑李日

柱连续五次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校对。兰州大学出版社、兰州新华

印刷厂为高质量、短周期出版印刷本志，给予了大力支持和配合。

《兰州市志·外事侨务志》是我市外事侨务工作有史以来的第

一部外事侨务专业志。由于1840年至1949年10月前的战乱烽

火，致使1949年前的外事侨务史料保存不多；由于1967年至

1970年因“文化大革命"将市民政局撤销，致使1950年至1970

年侨务工作大量资料遗失；同时也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水平与能

力有限，加之外事侨务工作的记述的时间跨度大，资料又不够完

整，所以其所反映的多是1950年以来的史实，1950年前的则相

对较少，且其错漏之处也在所难免。为此，诚请各位专家、同仁

和读者给予谅解和指正。

兰州市外事办公室《外事侨务志》编纂办公室

2004年4月





编纂说明

兰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一)盛世修志，以志存绩；八年耕耘，始告付梓。1987年

4月，中共兰州市委、兰州市人民政府决定“立即组建机构，配

备专人，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开展市志纂修工作o”翌年3

月，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第一次地方志工作会议，部署了1988

年～1992年的全市修志工作，《兰州市志》的编纂工作自此全面

展开。"-3年市委批准《(兰州市志)编纂方案(试行)》，拟定

《兰州市志》由78部专志组成，经市级各部门和单位分纂后，由

市地方志办公室总纂。1992年6月，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第二

次地方志工作会议，部署了1992年～1995年的全市修志工作，

调整《兰州市志》为70卷，并将《兰州市志》的编纂改为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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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分卷一步总纂成志，分卷审定出版。当年8月，市委批

修订的《(兰州市志)编纂方案》。到1996年5月，已有40

志完成编纂，先后交付审定，其中第49卷《人事志》于

1995年7月5日首先通过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会议审查并

批准出版，《兰州市志》从此进入一边编纂一边审定出版的阶段o

(二)全新观点，系统记述；服务当代，垂鉴后世。《兰州市

志》的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关于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思想，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党的“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力求

科学、系统、实事求是地记述兰州自然和社会的历史进程并反映

其客观规律，从而使《兰州市志》成为兰州历史上第一部记载兰

州市情的科学文献。因此，编纂、出版《兰州市志》，对于兰州

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现实的和久远的社会效

益，将为各级党政领导进行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发展各项社会

事业的决策提供丰富的历史借鉴和可靠的客观依据；为广大人民

群众提供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为社会各界

和国内外人士提供“宣传兰州、了解兰州、认识兰州”的基本素

材；为今后进行兰州市情综合的和专项的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三)合理编排，完备体例；科学扬弃，努力创新。《兰州市

志》是一部多卷本城市志书。全志按照建置区划、自然环境、人

口、城建和环保、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的顺序，分为

70卷共73册，设计总字数为2300万字，平均每卷(册)30万

字，分卷(册)编纂、审定、出版。全志以总述、大事记为纲，

以建置区划志为经，其他各专志为纬，横分门类，纵向记述。各

卷内采用述、纪、志、传、图、表、录、考等多体裁相结合，宏

观综述与微观分述相结合的方法记述，并根据构成事物的各要素

性质和层次，分为篇、章、节、目四层，节以上横分，目以下纵

述。各卷之间既保持记述内容的有机联系性，又具有行业侧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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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对独立性。在编纂中，于继承旧志编纂的合理因素，遵从新

志编纂一般原则的同时，对有关问题作如下处理：关于志书断限

问题。规定上限不作统一规定，虽然兰州历史上编纂过县志、市

志，但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编纂社会主义新市志是第一

次，不能是旧志的简单延续和重复。所以，各专志要在对史志资

料进一步搜集、整理、挖掘基础上，追溯事物的发端；下限定为

1990年底，但对一些重要决策、重点科研项目、重大工程建设、

重大事件等内容为彰明因果，可适当下延至1991年。为充分记

述现状，反映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在各专志附录之首设{1991

年～199×年兰州市××工作纪略》，概要记述志书下限至志稿送

审前的各行业新情况。全志贯通古今，以今为主，侧重记述1840

年以来特别是兰州设市(1941年)以来的史实，突出记述兰州解

放以来(1949年)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史实。关于

城市和农村问题。确定《兰州市志》以记述城市事物为主，兼及

所辖农村。通过记述尽可能充分反映城市的辐射力、影响力和对

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所起的带动作用，反映市管县体制下的

城乡协作、互为依托的关系。关于隶属关系问题。 《兰州市志》

的记述不受部门和行政隶属关系的局限，以市属内容为主，兼记

省部属、部队属、县区属内容；在宏观内容、总量统计、具有兰

州地方特色意义的内容等方面的记述，均尽可能包含政区内不同

隶属关系下的事物；关于市志各卷的统一性问题。规定市志各卷

(册)同为《兰州市志》的组成部分，在编纂指导思想、方法、

程序、体例、行文、装帧、版式上保持一致。据此，全志设全市

性的《总述》、《大事记》，各卷设行业性的《概述》《大事辑要》；

全志各卷设《兰州市志·总序》、《兰州市志·凡例》，同时设本专

志的《序》、《编辑说明》；全志设《人物志》记载已故人物，各

卷设人物表录记载在世人物，并用“以事系人"方法记述已故和

在世人物的活动；全志设《文献志》，收录古今重要文献资料，

各卷设《附录》，收录行业性重要文献；全志各卷采用兰州市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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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局的统计数据，通过审定、修改、责任编辑处理等环节，消除

卷(册)间的数据和其他记述的矛盾；各卷正文和辅文的各部分

都按统一规定排序；从而使整部《兰州市志》具有内容上的整体

性、形式上的一致性o

(四)精心组织，众手成志；专家指导，各界襄助。《兰州市

志》的编纂在中共兰州市委领导下，由市人民政府主持，市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组织实施o 1988年3月，市委批准成立了由市长柯

茂盛为主任组成的编纂委员会。1993年7月，市委对其成员进行

调整o 1995年8月，市委再次调整了编纂委员会，由市长朱作勇

任主任，确定了《兰州市志》主编、副主编人选。自1988年以

来，各市级部门和单位相继成立市志专志的编纂委员会，具体负

责市志专志的编纂。市辖各县、区也成立县(区)志编纂委员

会，组织编纂县(区)志。全市1300余名专兼职修志人员投入

编纂工作，驻兰部队、中央、省部属企事业单位支持和参与编

纂，提供资料、承担撰稿、参加审稿o 15位来自高等院校、科研

单位、文博图书机构和政协文史研究机构的老学者担任《兰州市

志》学术顾问，指导编纂。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

学院等单位的20多位学者直接承担《兰州市志》部分卷的编纂

工作。，一些驻兰省级部门的老领导、老专家关心支持市志编纂，

参与资料搜集、撰稿、审稿。兰州大学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

美编室、兰州新华印刷厂、张掖地区河西印刷总厂为确保《兰州

市志》的出版印刷质量做了大量工作。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

室克服重重困难，在拟定方案、规范，培训修志人员，搜集史志

资料，指导编纂业务，组织三级审定、研究史志理论等方面，进

行了艰苦细致而又卓有成效的工作。值此《兰州市志》进入出版

之际，谨向所有关心、支持修志工作，并为《兰州市志》的编

纂、审定、出版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致以衷心的敬意和谢意1

1 996年5月1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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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历任工作人员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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