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院士邝宇平为家乡拓印掌印

勉励江门学子奋发图强创佳绩
在欢送会上，一枚蕴含着深远意义的

“惊喜彩蛋”骤然绽放，为即将踏上求学征途
的学子注入了前所未有的鼓舞与力量：江门
籍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邝宇平委
托北京五邑海外联谊会为家乡送来自己亲
手拓印的掌印，这份珍贵的印记将被镌刻在
院士路的邝宇平院士雕像上。

邝宇平院士祖籍江门，是清华大学物
理系教授、理论物理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
粒子理论研究，在重夸克偶素物理、TEV能
区物理、有效拉氏量理论等方面做出了重
要工作。

日前，北京五邑海外联谊会组织在京江
门校友前往拜访邝宇平院士，汇报了各自的

学习与生活情况，并为他捎去了家乡今年的
高考捷报。邝宇平院士得知家乡学子在高
考中取得佳绩，深感欣慰。

北京五邑海外联谊会秘书长黄健华
介绍，当时，备受触动的邝宇平院士表达
了对家乡教育事业发展的肯定与赞扬，并
欣然应允为家乡留下一份特别的纪念
——自己的手印。他希望通过这一举动，
为家乡的院士路增添一抹亮丽色彩，激励
更多江门学子汲取榜样力量，勤奋学习，
勇攀科学高峰。将来无论身在何处，都能
心系家乡，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
与力量。

（凌雪敏 黄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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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江门市北京高校新生欢送会举行

助力人才友好型城市建设

策划：谷江民 统筹：王平强 王鼎强

【文物名片】
文物名称：《加属台侨捐建台山中学校
舍侧面图》《台山县立中学校概览》等
年代：民国年间

馆藏方：江门市博物馆
馆藏地点：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娄丹

在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以下简称“侨
博馆”），关于侨乡文教的内容在一个相对单独
的区域，其中有不少关于台山一中的文物，包括
《加属台侨捐建台山中学校舍侧面图》《台山县
立中学校概览》《台山县立中学校十九届毕业同
学录》《台山县立中学学生证》等。这些承载着
时光印记的泛黄文物，见证着百余年来这所学
校的辉煌印记，也能管窥侨校曾在五邑侨乡遍
地开花的繁盛。

一张设计图
管窥台山一中建校盛况

台山一中坐落在著名侨乡——江门市台山
台城城东石花路1号，校舍依山而立。校园建
筑大多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修建，兼具中国与
欧陆风情，富丽堂皇、典雅庄重，为台山洋楼的
典范之作。

存放于侨博馆的《加属台侨捐建台山中学
校舍侧面图》，蓝色为底，白色绘图，恢宏大气，
落款为“加属筹建中校驻域总所刊”。不过记者
采访了解到，这大概率只是当年诸多设计图中
的一份，并没有依其施工建设。

据校史记载，台山一中共有三次建筑高潮，
第一次是上世纪20年代加拿大邑侨捐建教学
大楼。台山一中创立于1909年，最初以台城文
庙（台城二小旧址）为校舍，当时只有4座小建
筑。1919年冬至1926年，因形势发展需要，由
当时的校长黄明超函请旅加拿大邑侨并通过中
国驻加副总领事赵宗坛等发动邑侨捐加币24万

多元，建成校舍1.436万平方米，其中主要建筑
有教学大楼、第一宿舍（即现在的第三宿舍）、饭
堂、卫生室、自来水厕所和更楼等。这是第一次
建校高潮核心工程。

据台山一中校史馆负责人梅振兴介绍，
1920年，加拿大域多利埠宁阳余庆总堂首先成
立捐建台山中学总公所，后来逐步在加拿大各
埠 70 多处成立劝捐分所。仅几个月，便有
9323名华侨捐加币249596元。

1921年，加拿大建校总公所派李勉辰、黄
笏南、马香谱等回国，督办建校，集各著名学
校建筑之所长，规划学校建筑布局、风格。“当
时设计图就有不少，最后选择了广州江宗汉的
设计图纸，选定之后又进行了多次修改。”梅振
兴介绍说，从测绘到设计到施工……直到学校
交付使用，历时 6 年，可见各项标准要求之
高。

1926年，位于纱帽山麓的台山一中落成，
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欣然题写校名。

第二次建校高潮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侨
胞捐建校舍。1930年秋至1936年10月，因筹
办高中，时任校长黄铁铮亲赴美国长达两年多，
发动邑侨募捐建校经费共24万余元美金，建成
高中校舍3356平方米，这是第二次建校高潮的
核心工程，使得台山一中成为当时全省最大的
县立中学。改革开放后，在政府和海外乡亲、校
友、港澳同胞的支持下，台山一中掀起了第三次
建校高潮。

一本概览
见证百年侨校辉煌

在侨乡文教展区，还有一本《台山县立中学
校概览》，与台山县立中学学生证摆放在一起，有
着浓重的年代感。

记者有幸看到台山一中校史馆珍藏的
《台山县立中学校概览》内容扫描版，共259
页，仅目录就有10多页，记载着当年的校徽、
校训、校歌以及各种照片、图表等。台山一中
百年校庆时，曾任校长的朱伟申写了一篇《百
年校史之“最”》，里面写道：“1926年，旅加邑
侨集腋成裘捐建台山县立中学校新校舍，是
中国海外华侨最早超越姓氏宗亲关系、捐款
人数最多、捐款数额最大的公益事业，这也是
当时中国中学教育界影响最大的第一所大规
模学校。1936年旅美邑侨捐建高中部校舍，
再一次在中国教育界引起了轰动效应。”

“1937年，台山一中成了当时全省最大的
县立中学，美加邑侨的捐款，使当时的台中不仅
在校舍建筑，甚至在设备设施上也远远领先于
国内许多中学。”梅振兴介绍说，与此同时，学校
也由以前的初中四年一贯制改为增加了高中以
后的初、高中三三制，招生从只招男生到男女兼
收。值得一提的是，从1932年起，台山一中还
办起了商科班、农科班、高级土木工程班等职业
教育班。

一所学校
创造县域教育奇迹

百余年来，不断有华侨、港澳同胞捐建台山
一中，蔡元培、林森、廖承志、雷洁琼等著名人士为
校舍题匾。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吴学谦、谷
牧、雷洁琼、王兆国、黄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亲
临视察，台山一中成了当时全国一流的学校。

周恩来总理于1958年7月5日到台山一中
视察后，在国务院一次侨务工作会议休息时对
在场的干部说：“广东有个台山县，台山县有间
台山一中，校舍宏伟漂亮，可以与集美中学媲
美。到广东去的同志，争取到台山一中看看。”

由于华侨的慷慨捐助，台山一中以高标准建
设，设施堪比大城市，并在广州与港澳等地延聘师
资，创造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县域教育奇迹。

百余年来，台山一中没有辜负广大海内外
乡亲的一片深情，培养了7万多名优秀毕业生，
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名牌大学输送了5000
多名毕业生，有上千名校友成为国内外知名专
家、学者，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蔡睿贤、法学家
黄子毅、版画家黄新波、音乐家李凌、教育家李
云扬、文学家刘荒田、经济学家赵元浩和李江
帆、航天工程师叶自强和朱自强、实业家慈善家
马兰芳等。年轻一代校友中，也有不少佼佼者。

这所华侨捐建的学校，经历百年风雨，依然
伫立在纱帽山麓，无声讲述着那段历史，奋力书
写新的辉煌。

台山一中相关文物承载华侨爱国爱乡情

见证百年侨校的辉煌印记

市图书馆
打造“咖香悦读”盛宴

江门日报讯（见习记者/张蓉蓉 通讯员/郭金
莲）南国书香盛宴，咖香漫溢时光。8月17日下
午，市图书馆为广大读者精心策划了一场以“咖
啡·阅读·分享”为主题的特色活动。

活动巧妙地将咖啡的醇香与阅读的乐趣相结
合，通过“咖香漫谈”“咖影时光”“咖艺展示”“咖趣
游戏”四大环节，为市民读者开启了一场集味觉享
受、知识探索与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精彩阅读之
旅。活动特别邀请了阅读爱好者、圆桌部落读书
会成员张立遥老师分享自己的阅读故事。张立遥
分别从“拓展经验，理解他人”“获得力量，治愈自
己”“建立联结，寻找意义”三个层面分享了自己的
爱读书及阅读感受。“好书像咖啡一样，需要细细
品味”引起市民读者的广泛共情，大家深深感受到
阅读给生活带来的美好与温暖。

随后，两位青年读者带来呆萌搞笑、轻松诙谐
的咖啡主题配音秀表演，使得“咖啡虽好切莫贪杯
啊”“小朋友不可以喝咖啡哟”等科普知识深入人
心。在“咖艺展示”环节，咖艺大师何健斌为市民
读者分享了侨都咖啡文化，“咖趣游戏”有奖问答
穿插于整场活动，为活动增添了愉悦的氛围。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众多市民读者热情参
与。在连廊一角，黎健婷女士带着8岁的女儿和5
岁的儿子在挑选绘本。她向记者分享道：“孩子们
都很喜欢这次活动，看到他们对书籍感兴趣我也
很开心，希望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越办越好。”

“海丝情·华侨梦”钢琴
演奏主题分享会举行

江门日报讯（见习记者/张蓉蓉）近日，由江
门市博物馆主办的第四届江门艺术季系列活动
——“海丝情·华侨梦”钢琴演奏主题分享会在中
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举行，活动首次将钢琴与
博物馆进行融合，给现场观众带来“音乐与文物交
织”的华美乐章。

演出分为“远行”“浮游”“思乡”“沉淀”“归来”
五个乐章，通过音符的巧妙编织，勾勒出一幅幅沧
桑的历史画卷，生动再现了老一辈华侨的生活轨
迹和心路历程，引领听众穿越时空，感受华侨对梦
想的执着追求与对家乡的深切眷念。

每部分的演出都安排有访谈交流环节，由工作
人员为观众带来与演出主题对应的馆藏文物鉴赏。
精彩的演奏和动情的解说，赢得观众阵阵喝彩。

博物馆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近年来，市
博物馆整合各类优势资源，持续开展多个集互动
性与体验性、经典性与创新性、多样性与趣味性为
一体的文化宣传系列活动。

非遗研游+健康安全教育
主题活动举行

江门日报讯（见习记者/张蓉蓉 通讯员/曾
茜） 8月15日，50多名青少年在研学导师带领
下，来到新会陈皮产业小镇参加非遗研游+健康
安全教育主题活动。

当日，青少年们亲手制作了柑普茶，沉浸式体
验非遗制作技艺。还深入探索中药优选种植示范
基地、新会陈皮生态养护仓、陈皮黄金窖等多个产
业板块，近距离感受现代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独特
魅力。并在研学导师带领下，深入了解柑普茶的
历史渊源、文化知识以及非遗制作技艺，新版制作
专属的非遗柑普茶，传承新会陈皮文化。

活动期间，新会陈皮产业小镇在非遗课程中
穿插了交通安全、校园安全、用电安全、预防溺水、
消防安全、居家安全等安全教育视频，并由研学导
师进行安全科普，与研学团队共同开启一场关于
安全与健康的探索之旅。

据介绍，今年7月到10月，中科协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科普大联动，新会陈皮产业小镇作为江
门市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为暑期研学团队接连打
造多场非遗研游+健康安全教育主题活动盛宴，
参与开展“科创筑梦—生命安全与健康”主题科普
活动，暑假以来，共对上千名青少年普及相关知
识，有效地将“生命健康与安全”装进青少年心中，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精神。

江门的秋天，阳光依旧灿烂，暑气未消。在
开平在园，树荫下成了避暑的绝佳之地。仿佛
能听到一位七旬老人在大树下低声吟诵着《归
乡》：“廿载苦栖迟，故园梦里思。已忘村落路，
犹忆园中嬉。童子远窥客，亲娘泣认儿。归乡
今遂愿，从此不分离。”这是吴荣治先生离家20
年后，归乡探望母亲时所作的诗。青砖绿瓦间，
微风细雨中，诗声依旧，而母子二人却不在了。

一直以来，我市民政部门致力于推动慈善
公益事业高质量发展，得到海内外侨胞的大力支
持。吴荣治先生作为华侨华人的杰出代表，创业
有成后不忘桑梓，回到开平投资办实业，大力支
持当地文化教育和美丽乡村建设，累计捐资近
5000万元，慈善公益事业一做就是一辈子。

2023年11月18日，著名旅港实业家、慈善
家，香港润成纺织集团主席，江门市侨商总会首
席创会会长，江门市侨联名誉主席，五邑大学校
董会主席吴荣治因病去世，享年84岁。

虽然吴荣治先生已离我们而去，但他对江
门慈善公益事业的贡献，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故乡情 家乡情
吴荣治先生一生爱国爱港爱乡，少年时离

乡闯荡，事业有成后不忘初心，回乡投资兴业。
不遗余力地支持家乡的慈善事业发展，致力于
广府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先后被授予江门市和
开平市首批“荣誉市民”、江门市侨联名誉主席、
振兴开平特别贡献奖、“第四届世界广府人十大
杰出人物”等多项荣誉称号和奖项。

吴荣治先生出生于开平市长沙街道平原
村，16岁时前往香港，先是进了一家小型制衣
厂当学徒工，并自费报读夜校丰富自身知识。
1973年，他凭借所学制衣技术和服装设计知
识，当上了一家制衣厂厂长。1979年开始，他
先后创办顺成、顺昌整理厂和有成整染厂等企
业。1995年至2004年，他担任香港工业总会
染色及整理分组主席。

时刻牵挂着家乡的吴荣治先生，最关心的
是家乡的教育问题。“我喜欢年轻人，喜欢和学
生在一起，喜欢参与教育事业。20年来，我在
开平市教育局的支持下，每年举办‘在园杯’小
学生语文知识竞赛，为家乡教育事业尽绵薄之
力。”吴荣治说，他自幼就爱学习，可为生活所
迫，初中毕业后就没有再上学，“在拼搏的那些
年里，我深刻地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希望家乡
的孩子有机会好好读书。”

吴荣治先生长期致力于支持侨乡文化教育
事业发展，作为五邑大学第三届校董会主席，他
心怀祖国、情系家乡，率先垂范，关心和支持五
邑大学建设和发展，曾先后捐资近500万港元，
并多次发动亲朋好友捐资助学和介绍知名学者
来校讲学。

不仅如此，吴荣治先生担任五邑大学校董
会主席期间，还创建了吴荣治创新创业学院，捐
资2500万港元成立五邑大学吴荣治创新创业
基金。“我在五邑大学仿佛是读了一所永远不会
毕业的大学，能不断地学习到许多新的东西。
成立创新创业学院，则是一份我自认为还算满
意的功课。”吴荣治说。

乡情不变 真心不改
吴荣治先生十分关注家乡的发展，开平碉

楼与村落世界申遗项目，正是以其为代表的一批
乡贤出钱出力，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为
此奋斗了8年时间”，并最终申遗成功。2008年
11月，吴荣治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广东省开
平碉楼与村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特别贡献奖”。

“他不仅捐资100万元支持开平碉楼与村
落申遗，还写文章介绍开平碉楼，又四处奔走邀

请国内外专家学者一起来江门考察，对开平碉
楼与村落的开发与保护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相关知情人士介绍。

记者此前与吴荣治先生交流时，他分享，自
己小时就住在碉楼里，对碉楼有着深厚的情
感。而且他认为，开平碉楼与村落申遗，对国
家、对江门、对开平特别是对华侨有着非凡的意
义。2007年6月28日，开平碉楼与村落在第
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进行表决的当天，吴荣治
专程从香港赶回家乡开平，与乡亲一起见证开
平碉楼与村落申遗成功的历史性时刻。

吴荣治先生生前最喜欢说的，便是“公益”
与“慈善”，这也确实是他生命中坚持做的事
情。在他回到开平投资办实业的30多年里，一
直为家乡文化教育事业、美丽乡村建设、赈灾救
灾等各项公益项目出钱出力。

虽然吴荣治先生已经离世，但他的爱国爱
乡精神和大爱美德，由他的女儿吴慧君继续传
承。她积极投身于促进江门和港澳融合工作，
将父亲的遗志发扬光大。

吴荣治先生的故事，是侨乡的骄傲，是慈善
的典范，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一盏明灯，照亮着
我们前行的道路。 （江门日报记者/张华炽）

桑梓情深 慈善永续
——怀念江门籍慈善楷模吴荣治先生

江门日报讯（记者/凌雪敏 张翠玲 通讯
员/黄峥） 8月17日，由市委统战部指导，江门
市北京高校联合校友会筹备组举行“北京欢迎
你”——2024年江门市北京高校新生欢送会，
为今年我市考入北京高校的约100名学子欢送
饯行，60多名新生代表及30多位家长代表参
加活动。

活动现场气氛融洽，同学们相互介绍、加
微信，有的还找到了考上同一所高校的“准校
友”。中国传媒大学大一新生张子瑶收到了一
份有文旅书籍、文创产品的学生礼包以及一个
纪念行李箱。“在这里我认识了许多同样在北
京求学的同学，找到了‘大部队’，以后在外上
学不孤单了。”她说。

活动中，活跃在各行各业、心系江门的北
京校友纷纷向同学们送上殷切祝福。祖籍江
门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矿物学家叶大年寄语新
生，同学们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取北京的高校，
是江门的光荣和骄傲。希望同学们珍惜利用
好北京高端学府资源，在自己的求学经历中留
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江门市北京高校联合校友会筹备组顾问、
得实集团董事长张可治向同学们分享了自己
的求学心得，建议同学们要注重培养自学、独

立思考能力，规划好发展目标，并为之奋斗，拼
搏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江门市高新技术工业园有限公司员工陈
伟瑜被中国科学院大学录取为硕士研究生，对
此，陈伟瑜怀揣着期待，他说：“江门高新区是
全省首个安全应急特色产业园区，我将在应急
管理专业深造，深入学习应急救援装备、应急
通信、安全应急前沿新材料等细分领域，为江
门的应急事业贡献力量。”

据了解，目前市委统战部正在筹备成立五
邑海外联谊会分支机构——江门五邑海外联
谊会北京高校联合校友工作委员会，推动打通
各类人才“南北通道”，助力江门与北京两地互
融互通。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人才倍增”工
程，大力推进“侨都青年人才全球汇聚行动”，
全力打造人才友好型城市，识才、爱才、育才、
用才、敬才的氛围在江门蔚然成风，越来越多
的五邑青年投身基层、服务家乡，积极拥抱“大
桥经济”“双通道”机遇，奋力迈向“万亿GDP城
市”，江门人才故事仍在继续书写……

当日，江门北京校友信息登记系统同步发
布，为江门的北京校友搭起联络交流的平台，
聚焦青年人才，提升人才服务，助力新时代人
才强市工作。

←台山一中坐落在台城城东石花路1号，校
园建筑大多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修建。

↑存放于侨博馆的《加属台侨捐建台山中
学校舍侧面图》。

相关新闻

8月19日晚，CCTV4系列片
《文脉粤传》将带观众走进江门

挖掘展示侨乡城市文脉
江门日报讯（记者/黎禹君） 8月19日22:00，

CCTV4《走遍中国》栏目5集系列片《文脉粤传》
将带观众走进江门，关注江门独特且具有年代感
的历史建筑，深入挖掘并展示其背后深邃而独特
的城市文脉。

在江门，除了林立的现代高楼，还能看到许多
特别的楼，如神秘的碉楼、中西合璧的骑楼，还有
经过改良的竹筒楼。这些独特且具有年代感的

“楼”，是江门的城市记忆。本期节目，节目组将带
领观众走进墟顶老街、启明里、赤坎华侨古镇、开
平碉楼与村落、骑楼建筑群等，去触碰那些沉睡的
记忆，感受那历久弥新的文化韵味。

江门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文化遗产资源
丰富，现有广东省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
与村落，拥有1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4条国家
级历史文化名村、17条国家级传统村落、5片省级
历史文化街区，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239处、不可
移动文物1770处，有34项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
遗产以及著名侨领司徒美堂等诸多侨界名人故
（旧）居，传承和发展历史文化条件得天独厚。日
前，江门启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

《走遍中国》是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一
档大型专题报道栏目。8月13日至20日，该栏目
推出5集系列片《文脉粤传》，聚焦广东潮州、汕
头、湛江、江门、中山等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传
承、利用、发展，展现古城、古街、古镇蕴藏的城市
文脉，反映广东省城市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的生动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