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建于1929年的黎明高级中学（黎
明职业大学前身），是泉州人第一所自主
创办的高级中学。这所学校是人民作家巴
金文学创作的灵感胜地。巴金的作品，曾
像火炬一样照亮过一个时代的青年，而他
给予该校的深厚影响，历经近百年风云，
依然历久弥新。

今年，适逢巴金诞辰120周年，黎明职
业大学以此为契机，举办了“赠书主题书
展”活动，引导师生们从这位泰斗级大师的
人格和作品中汲取成长的力量和营养。

情之所钟，念念不忘
黎明古榕

巴金先生和黎明职业大学的缘分可
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初。巴金先生曾在
1930年、1932年和1933年三次来到泉州
探友、访学、写作，住在当时的黎明高级中
学和平民中学，这两所学校就是如今黎明
职业大学的前身。

位于中山北路的黎大鲤城校区里，屹
立的老榕树，见证了黎明高级中学到黎明
职业大学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巴金先生
在泉州留下的足迹。他曾多次与该校师生
在古榕树下畅谈人生和理想。据不完全统
计，巴金先生有二十几篇文章涉及记叙怀
念闽南、泉州朋友和对黎明高级中学的风
物描写，由此可见巴金对泉州一直怀有深
厚的感情。

在散文《黑土》中，巴金先生写道：“我

们南方的土地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一生
中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在那样的土地上度
过的。”此外，他的著名小说《春天里的秋
天》取材于泉州古城的生活见闻，散文《南
国的梦》记录着泉州的点滴。后来，在他的
《爱情三部曲》作品里，同样有不少以黎大
古榕树为原型的描写。

巴金先生对泉州，特别是黎明高级中
学有着特殊的感情。巴金先生当年还曾经
考虑过在当时的黎明高级中学执教，可惜
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据黎明职业大学
原纪委书记林长红介绍，从1984年梁披
云先生正式创办黎明职业大学开始，巴金
先生就出任黎明大学永远名誉董事长。这
时候巴金先生年事已高且病痛缠身，早已
推掉了社会上的许多头衔，但对于黎明职
业大学提出的要求，他却欣然应允了。

一生情牵，慷慨赠送
7084册书籍

对于作家来说，最珍贵的财富莫过于
书籍。20世纪80年代，巴金先生欣闻黎明
学园（黎明职业大学前身）创建，立即把自
己珍存多年的中外文藏书赠送给学校。迄
今为止，巴金先生给黎明职业大学图书馆
赠送的藏书有12批共7084册，这些图书
以文学类为主，兼有史地、科技类。其中，
有不少新旧不同版本的著作，他都亲笔作
了题签，有的图书除了题签之外还盖有藏
书印。另外，还有不少已经脱版的20世纪

二三十年代的旧版本，如《夜未央》、《家》、
《春》、《秋》、《巴金译文选集》（中文版、日
文版各一部）和《丰子恺画册》等等。“每一
本书都寄托了巴老对学校的缕缕情思和
殷切厚望。给学校的赠书，巴老每一本都
必须亲自挑选整理。曾有一次，他因站在
椅子上挑选书籍给黎大，还不慎跌落骨
折。”黎大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戴莲治表示，

“在整理巴老的赠书时，我们还发现书籍
中还有不少是巴老的妻子、女儿、女婿的
藏书，足见巴老对黎大的感情之深。”

作为黎大永远名誉董事长，巴金先生
一生都惦记着黎明职业大学。“尽管从1933
年以后，巴金先生再也没有来过泉州，但巴
金先生及家人与学校的联系从未中断。”采
访中，林长红回忆起巴金先生对学校的关
爱，如数家珍，件件往事历历在目。

林长红说：“晚年的巴金，身体欠佳，
住院休养，但巴金的家人受他之托，曾数
次来泉州。1986年8月，巴金的女儿李小
林及女婿祝鸿生到黎大访问；巴金胞弟李
济生先生不仅应邀担任黎大巴金研究所
和研究丛书的顾问，还应邀出席了1992
年9月的黎大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为黎
大师生作了题为《巴金的青少年时代》的
专题报告。”

求真务实，巴金精神
永驻黎园

巴金先生为黎大赠书次数如此之

多，种类如此之丰，在全国高校中实属少
有，学校也因此在图书馆专门建立了一
个“巴金赠书特藏室”。为了纪念与巴金
先生的情谊，黎明职业大学先后成立中
国大陆首家“巴金文学研究所”，现名为

“巴金研究所”，出版学术期刊《巴金研
究》，开设《黎明职业大学学报》“巴金研
究”特色专栏，在学生中还成立“激流文
学社”，定期开展巴金学术研讨活动，并
开展各种纪念活动。

在戴莲治看来，“对巴老的纪念，得用
一颗没有任何杂质的纯净的心灵；对巴老
的纪念，最好的方式就是认真阅读巴老的
著作”。2021年是巴金先生逝世16周年，
当年，黎明职业大学图书馆精选巴金先生
作品片段，发动黎园人倾情诵读，与广大
读者共同品味巴金先生笔下的世遗泉州，
以缅怀、纪念巴金先生，学习“巴金精神”，
引起了强烈反响。

而今，求真务实的“巴金精神”渗透
在黎大校园的各个角落，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黎大学子。在黎明职业大学，文坛
巨匠巴金先生厚重的思想文化、精神文
化珍藏在所有老师和学生心里。无论是
鲤城校区内“古榕树下的巴金”纪念碑，
还是丰泽校区内的巴金藏书，都在无声
润泽着黎大师生，引导着黎大师生感悟
巴金的教诲，学习巴金的品质，成为学
校可持续发展的深厚文化底蕴和重要
精神支柱。

（陈森森）

2024 年 10 月 25 日 星期五6 教 育
□电话：0595-22500029 传真：0595-22500084 E-mail:zkb@qzwb.com
□责任编辑：黄雯靓 □美术编辑：陈惠婉

QUANZHOU EVENING NEWS

黎明职业大学建校95周年系列报道之文化名人篇

黎大：文坛巨匠巴金特别眷恋的地方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张沼婢）南安市
蓬华镇蓬岛村郭氏先后走出26名博士，成
为远近闻名的“博士村”。日前，该村成立蓬
岛郭氏奖学基金，筹集奖学金123万元，以
激励更多学子。

据了解，蓬岛郭氏素有崇文重教的优
良传统，每年都有族人考取大学本科，累计
走出北大、清华学生8名，博士生26名，“博
士村”的美誉度不断攀升，充分展示了良好
学风对教育的影响。

为激励后辈发奋求学，传承优良家风，
蓬岛郭氏第五次续谱董事会倡议成立奖学
基金，并得到了宗亲的热心支持和慷慨捐
赠，短期内筹集奖学金123万元，为蓬岛村
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蓬岛郭氏奖学基金相关负责人郭东宇
表示，希望通过奖优助学，激励学子努力学
习、自立自强，成为品学兼优、德才兼备的
栋梁之材，在学业有成之后报效国家、奉献
社会、反哺家乡。

筹集123万元
“博士村”奖优助学

近日，惠安县在崇武古渡码头举办“国
潮惠安·服育未来”校服发布秀。该活动结
合了校服、惠女、海、落日元素，以“踏浪前
行”“逐梦惠潮”“青春有我”“向海而生”

“国潮惠安”5 个主题篇章向人们展示了常
服、国风、运动、礼服等校服样式，令人耳目
一新。

□融媒体记者 张文璟 张君琳 通讯员
肖晓玲 文/图

泛黄的军人证书，历经岁月洗礼的荣
誉勋章见证了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血与火。
丰泽区94岁高龄的老兵王天水回忆起往
事，止不住热泪盈眶。

1930年，祖籍广东梅州的王天水在印
尼出生。1932年，他随父母回到中国。1949
年，王天水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王天
水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担任炮兵营观测班战
士，负责绘地势、测射程和修正方向。他回
忆道：“战场上，到处都是火光，根本分不清
前方和后方。为便于受伤后的包扎，大家剃
了光头，并把自己的姓名、所在部队番号做
了记号，写在自己的衬衣角上。”

战场上，生死只在分秒间。有一次，敌

人的火力太猛了，敌机投下的炮弹在沟渠
里炸开，溅起的泥土几乎将王天水掩埋，造
成他的腿、眼睛、耳朵多处受伤。他醒来后
发现，四周不少战友已经牺牲了。王天水
说，战争是残酷的，但是战友们都将生死置
之度外。战场上的生活艰苦无比，行军途
中，他们连一碗粥都会在战友间相互推让，
不舍得吃。

1952年，王天水回国。在部队，他先
后担任过战士、观察员、文员、军械员、一
级文书等职。1956年2月，王天水复员转
业到地质部门工作，他业务娴熟、态度热
情、有责任心，勤勤恳恳地踏实工作，被单
位授予过“先进工作者”6次，“优秀共产

党员”1次。1990年5月，王天水退休。
退休后的王天水，并没有让自己闲下

来。他积极参加社区党建活动，在所在的丰
泽区华大街道地质社区继续发挥余热。他用
自己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亲身经历激励社
区青少年儿童发奋学习，用艰苦奋斗的精神
影响着社区内的党员，为社区居民上了一堂
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泉州的变化很大，发展很
快。现在到处都是高楼大厦，都
是宽敞的马路、高架桥、高速公
路、铁路。这样的变化，是过去做
梦都想不到的。”作为一名归国
华侨和抗美援朝老兵，王天水在

泉州的生活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子女都已
成家立业。如今，王天水与儿子王磊同住。
王磊说，父亲常会给孙子讲述他和战友英
勇作战的故事。近年来，父亲常到国防教
育基地、学校、社区宣讲抗美援朝故事，弘
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激励年轻人
沿着先辈的足迹扛起时代重任。

□融媒体记者 张君琳 通讯员 王树声

抗美援朝老兵 坚守初心使命

活力赛场燃金秋

校服秀展现惠女元素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陈森森）近日，泉
州市实验小学的教师团队前往该校洛江校
区举行了2024年秋“5G+专递课堂”联研活
动，以进一步深化“名优校+”教育发展共同
体建设，推进“5G＋专递课堂”试点工作深入
开展，加强协同教研，实现互促共进。

魔镜猜谜、设置悬念、模仿表演……活动
现场，泉州市实验小学叶进老师现场执教一堂
英语绘本故事课，为洛江校区的孩子们开启了
趣味盎然的学习旅程。教学中，叶老师引导学
生提取图片、对话视频的信息，通过设置悬念，
带领学生深入思考。并通过预测对话、模仿表
演，帮助学生在真实语境中理解故事内容。学
生在课堂上不仅获得了语言技能的训练，更领
悟了生活中与人相处的智慧。

现场教学结束后，泉州市实验小学总
校、洛江校区以及洛江二校区的老师一起围
绕“5G+专递课堂”的应用与发展展开深入
探讨。该校党支部书记何君虹表示：“一校三
区共学共研，从幼小衔接、双新培训、班主任
工作、跨学科主题研讨等方面举行全方位联
研活动，‘5G+专递课堂’的常态开展更是为

‘名优校+’教育发展共同体建设提供更深
入、更紧密的路径，鼓励结对教师依托‘5G+
专递课堂’试点工作，以‘双师’的协作共进，
赋能课堂的提质增效。”

此次活动的开展搭建了优质的交流平
台，该校将继续发挥名优校的示范辐射引领
作用，通过双线联研促进师生的共同发展。

教研联动赋能课堂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陈森森）近日，石
狮市石光中学举办全校心理委员培训会。

活动现场，学生心理辅导中心张军老
师为同学带来精彩讲座，讲解了助人常用
技术、理念，危机情况的识别、应对措施、上
报途径等重要内容。他提醒：“心理委员是
学校与学生的重要沟通桥梁，心理委员在
发现同学有心理困扰时，要遵循保密原则
并恰当处理隐私问题，遇到危机事件要及
时报告老师。”在培训活动中，各心理委员
纷纷表示，将进一步发挥职能作用，认真了
解班级学生心理健康情况，普及宣传心理
健康知识，积极帮助同学解决心理问题。

此次培训有效提升了该校心理委员的
心理安全素养，为学生健康成长营造良好
环境。下一步，该校将持续开展活动帮助心
理困扰者，向广大师生传播心理健康知识，
提供心理帮助，守护师生身心健康。

培训学生心理委员
守护同学身心健康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陈森森）日前，
省教育厅印发《关于做好2025年普通高
校招生体育类专业省级统一考试工作的
通知》，明确2025年福建省普通高校招
生体育类专业省级统一考试（以下简称

“体育类专业省级统考”）将于 2024 年
11月18日—27日进行。

2025 年我省体育类专业省级统考
报名和缴费统一安排在高考报名时进
行，详见《福建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
会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5 年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报名工作的通
知》。体育类专业省级统考不接受现场
报名与缴费。已网上缴费但未参加体
育类专业省级统考的考生，视为自动
放弃考试资格。

考生须于2024年11月13日持本人
有效居民身份证到普通高考报名确认点
所在的县（市、区）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签
领《体育类专业省级统考准考证》（须经
县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盖章），并在准考
证正面考生签名栏处签上本人姓名，同
时须签订《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

据悉，凡报考 2025 年普通高考物
理科目组体育类、历史科目组体育类
的考生均须参加体育类专业省级统考
（只报考高水平运动队的考生或教育
部和国家体育总局联合组织的运动训
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的
考生除外）。

2025年体育类专业省级统考设100
米跑、立定三级跳远、原地推铅球、800米
跑四个项目。每个项目满分值为25分，总
分100分。评分办法按《福建省普通高校
招生体育类专业省级统一考试测试方法
与评分标准（2023年修订）》执行。

2025 年体育类专业省级统考由福
建师范大学具体组织实施，考试地点
设在福建师范大学旗山校区，各地考
生考试安排详见《2025 年福建省体育
类专业省级统考时间安排表》。参加
2025 年体育类专业省级统考的考生须
在指定时间，持本人《体育类专业省级
统考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到考
点报到，办理相关手续，并按要求在规
定时间内参加体育类专业省级统考，
逾期不予补考。

考生专业考试成绩、位次等信息将
于考试结束后20个工作日内在省教育考
试院门户网站（www.eeafj.cn）上发布，
届时考生可凭本人账号及密码，登录网
站查询。

高招体育类省级统考
11月18日开考

阳光运动强体魄，五育并举展风采。近期，我市各中小学相继举办2024年秋季运动会，师生们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
志和拼搏精神投入比赛。泉州七中、南安一中、晋江市华泰实验小学等学校的参赛选手在紧张激烈的赛场上挥洒汗水，场
外的观众热情高涨，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家长志愿者默默守护赛场秩序，比赛不仅展示了同学们的体育竞技水平，更
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加深了同学们的友谊。 □融媒体记者 陈森森

欢快的舞蹈欢快的舞蹈、、动感的节奏动感的节奏，，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
（（泉州七中泉州七中 供图供图））

助跑助跑、、起跳起跳、、落地落地，，一气呵成一气呵成。（。（南安一中南安一中 供图供图））

孩子们正在进行跳高比赛孩子们正在进行跳高比赛（（晋江市华泰实验小学晋江市华泰实验小学 供图供图））

培训活动有效提升了心理委员的心培训活动有效提升了心理委员的心
理安全素养理安全素养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