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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班”为何这么牛？

12月 23日，“粤滇扶贫协作”联合
主题采访活动媒体团一行来到云南省
怒江州，走进怒江州民族中学。这是一
所建在山上的学校，海拔约一千米，学
生们的琅琅书声在大山里回荡。

记者了解到，怒江州作为全国“三区
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落后一直是人
才培养的掣肘。在以往的高考中，怒江
州在云南省所有地州中几乎年年垫底。

“珠海老师的到来，改变了这一
切。他们给学校注入了新动能。”怒江
州民族中学校长王永生告诉记者，珠海
派来的都是骨干教师，优中选优，克服
了各种困难，带来了先进的教学理念，
成绩立竿见影。“签订帮扶协议以来，珠
海市教育系统先后有28人次驻怒江州
民族中学帮扶支教。目前在我校支教
的珠海教师共有 9名，其中有 8名高级
教师，1名一级教师。”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2020年 7月，
怒江州民族中学首届“珠海班”50名学
生，高考平均分达到600分，一本上线率
100%，近20人被南京大学、同济大学、武
汉大学等985院校录取，三分之二的学生
被211院校录取，创怒江州历史最好成
绩。此外，泸水一中和兰坪一中高三的

“珠海班”也取得本校历史最好成绩。
来自珠海的数学老师王丹在怒江

已经支教3年了。“刚开始我们把珠海那

套教学模式带过来，本以为会立刻见效，
没想到由于学生们底子薄，反而跟不上
压力大。”王丹说，后来支教老师们因地
制宜，甚至采取一对一教学的模式，渐渐
摸索出一套适应当地的教学方法。

怒江州民族中学副校长张何林说，
珠海的教师来到后，积极主动适应，迅速
融入角色，不仅高质量地完成了珠海班的
教学任务，还承担了指导学校课程设置、
校本课程开发、课题研究、校园文化建设
等工作，充分发挥了引领和辐射作用。

“怒江班”拓宽就业渠道

怒江有“珠海班”，珠海则有“怒江班”。
珠海市对口怒江州扶贫协作工作

组成员赵强告诉记者，在珠海9所中职
技工学校按“1+2”和“0+3”模式开办职
业高中“怒江班”，目前在读怒江籍初高
中毕业生 1646 人，其中建档立卡户学
生 1387 人。已毕业 53 人，其中 2 名优
秀学生被录取到德国留学半年。

珠海市对口怒江州扶贫协作工作
组成员王雨晨表示，珠海专门制定针对
性措施，对于建档立卡贫困学生 100%
免费接收、100%推荐就业，“怒江班”学
生可获生活和交通补助，免除在珠海学
习期间所有费用。

此外，珠海还派出师资力量在怒江
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针对帮扶。来自
珠海的帮扶教师潘志超对羊城晚报记
者表示，刚开始时候，这些学生不太习

惯珠海的教学模式，后来教师尽量对每
个学生“定制化”辅导，收效甚佳。

支教老师郑长波透露，“珠海 4 所
中职技工院校组团式帮扶，重点打造烹
饪、汽修、护理等骨干专业，交流学校管
理、专业建设、教学研究等多方面的教
育经验。”此外，珠海帮扶工作组利用寒
暑假时间，组织怒江学生1017名，到珠
海相关企业参加假期社会实践活动。

数据显示，珠海市在东西部扶贫协
作工作中，为 85 所学校建设智慧课堂
95间；选派教师 170 人（206 人次）到怒
江支教；6次组织 461 名怒江师生到珠
海开展“江海情·青春梦”“七彩阳光与
爱同行”等研学活动。

“珠海班”“怒江班”都是粤滇扶贫协
作的一个缩影。粤滇同心，山海可鉴。据
统计，五年来，广东省用心、用情、用力，坚
持“中央要求、云南所需、广东所能”，累计
投入教育帮扶资金 8.04 亿元，组织 180
所学校与云南166所贫困县学校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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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知道，供港水用的是东江水，可香港不在
东江流域，如何引东江水至香港？这就不得不提一
项巨大的运输工程——东深供水工程（东江-深圳供
水工程）。

香港三面环海，本地淡水资源奇缺。20世纪60
年代初期，华南地区遭受罕见大旱，香港水荒更为严

重，数百万居民用水困难。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中央财
政拨款3800万元支持，1964年，东深供水工程全线展开
施工，从1965年3月1日起，正式向香港供水，至今已安全、

优质、不间断对港供水50余年，被誉为维持香港运转的“生命
之源”，也对沿线东莞、深圳等地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本期《初心粤迹——中共广东百年史话》为您讲述建设
东深供水工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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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东深供水工程
托起香港“生命之源”

东深供水东莞桥头段 羊城晚报记者 王俊伟 摄

““江海情江海情，，携携手行手行””
广东珠海教育扶贫云南怒江广东珠海教育扶贫云南怒江，，怒江有怒江有““珠海班珠海班””，，珠海开珠海开““怒江班怒江班””

香港遇大旱，300多万居民遭水荒
20世纪 50年代末60年代初，香港经济开始

起飞，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工业的快速发展，生活
和工业用水严重不足。香港有关人士向广东省
委第一书记陶铸提出建议，请广东帮助香港解决
缺水问题。当时，分管港澳工作的廖承志向国务
院总理周恩来汇报了此事，很快决定引东江水供
应香港，解决香港同胞饮用淡水问题。

1959 年 11 月 15 日，深圳水库正式动工，最
高峰时总人数近 4 万人投身于建设中。深圳水
库于1960年 3月建成。11月 15日，宝安县人民
委员会代表与港英政府代表在深圳正式签署供
水协议，由深圳每年向香港供水 50 亿英加仑
（2270 万立方米）。1961 年 2 月 1 日按协议规定
正式对港供水。

1962年 9月至1963年 5月，华南遭受罕见大
旱，香港九龙地区水荒严重，300多万居民用水困
难。港英政府宣布限制用水量，每 4 天供水一
次，每次 4 小时，平均每人每天仅得 20 公升水。
居民每天大排长龙等水。港英当局向广东省政
府请求援助。广东省人民政府表示欢迎香港派
船到珠江就近汲取淡水。香港便派船到番禺莲
花山汲取淡水。从 1963 年 6 月到 1964 年 3 月，
共运去淡水30多亿英加仑，解了燃眉之急。

获国家支持，广东“北水南调”为港供水
之后，广东省人民政府进一步想办法帮助香

港解决水荒威胁，决定兴建东深供水工程，以增
加对香港和九龙地区的淡水供应。1963年 12月
8日，周恩来总理出访非洲路过广州，召集有关人
员开会讨论具体方案。广东提出三个方案，周恩
来听了汇报后，同意广东提出的从东莞县桥头镇
引东江水，利用石马河道，通过八级抽水站把东
江水提高水位46米后注入雁田水库，再开挖3公
里人工渠道注入深圳水库，再通过钢管送水到香
港的设计方案。这一方案，既可以解决港九地区
供水问题，又可以使沿线 10多万亩农田免受干
旱。周恩来还要国务院计划委员会从援外经费
中拨出 3800 万元作为这个项目的专款，还指示

物资部门大力支持，尽快设计开工。
1964 年 4 月 22 日，粤港双方代表在广州正

式签订协议，规定将于1965年 3月 1日开始增加
供水给香港九龙地区，每年供水6820万立方米，
如港英当局需额外增加供水量，广东省视供水设
备能力适当增加；额外增加的供水量由双方代表
另行协议决定。

这是一项实现广东“北水南调”的宏伟工
程。工程于东莞桥头采用东江水，通过拦河筑坝
及建立一系列抽水站，逐级提升水位，改变东江
支流石马河水由北向南倒流，将水输送到香港。
东江水通过新开的底宽80米、长3公里的人工河
道引入，水流入第一个桥头抽水站的集水池，由
抽水机站提升5米，流入石马河道，再经过司马、
旗岭马滩、塘厦、竹塘、沙岭、上埔等共 8个抽水
站提升，最后水流入雁田水库。雁田水库放水入
白泥坑渠道，令东江水流入深圳水库，然后由压
力钢管输送到深圳三叉河交水点由港方接收。

逾万人奋战一年，解香港缺水之苦
东深供水工程于1964年全线施工。为了解

决劳动力问题，从广州动员5000名待业青年，从
东莞、惠州、宝安等地动员 5000 民工投入施工，
高峰时期投入的工人及民工达2万多人。整个工
程的土建项目在汛期施工，许多基础工程是在水下
5米-10米的困难条件下进行的，施工过程中，曾连
续遭遇5次台风暴雨的袭击。经过一万多人一年
奋战，闯过重重难关，东深供水工程按期胜利完工。

1965年2月27日，在东莞塘厦举行的落成庆
祝大会上，香港有关方面向大会赠送两面锦旗，
题词为“饮水思源，心怀祖国”和“江水倒流，高山
低首；恩波远泽，万众倾心”，充分表达了香港同
胞对祖国政府和人民的无限感激之情。1965年
3月1日，开始供水。

东深供水工程建成以后，除了负担供水港九
地区，还负担灌溉东莞、宝安两地沿线农田16.85
万亩，排涝6000亩和向深圳镇供应生活用水每年
3000万立方米。香港同胞从此解除了缺水之苦。

（资料来源：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
共广东历史简明读本》）

在云南怒江州民族中学高三“珠海班”就读的白族学
生王鑫源，每天都早早来到教室早读。12月23日，在课
间休息的时候，王鑫源告诉羊城晚报记者，高二学期结
束后，他到珠海参加夏令营后，对他触动很大，“我看到
了漂亮的城市，很好看的珠海学校，我也想考个好学
校，走出大山，以后能为家乡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江海情，携手行。”按照中央关于东西部
扶贫协作的部署，从2016年起广东省珠
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怒江州。五年来，
珠海市、区两级财政累计投入教育
帮扶资金 0.978 亿元，组织两地
129所学校开展结对帮扶，在怒
江 3所学校开设 14 个普通高

中“珠海班”。

扶贫粤滇 协作
交出高质量答卷

文文//羊城晚报记者羊城晚报记者 林曦林曦 图图//羊城晚报记者羊城晚报记者 杨奇杨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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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龄风度融汇千年文脉
韶城处处镌刻九龄印记
文/张文 沈明礼 蔡仁银
图/韶关市委宣传部

“2020广东风度九龄诗歌周”开启，韶关深入挖掘
九龄文化资源、打造九龄文化品牌

白水生迢递，清风寄潇洒。
张九龄极大丰富了韶关厚重的历
史文化。传承和弘扬九龄精神，
倡导其“以民为本，德望为先，
才杰廉明，尚直宽和”的风度气
节，弘扬其刚正不阿、清正廉洁
的为官品格，传承其春风大雅、
有美必宣的道德文章，也成为
韶关市委、市政府和韶关人民
的共同心愿。

在充分调研论证、广泛征求
意见的基础上，韶关市决定规划建
设韶州历史文化博物馆（风度阁），
以更好地传承弘扬和活化利用包
括九龄文化在内的优秀历史文化，
彰显韶关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提升

韶关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形象。
据了解，韶州历史文化博物

馆位于浈江、武江、曲江三区交界
处，博物馆建筑面积为4334平方
米，是韶关这座粤北古城文化建
设新亮点。今年 10月 14日博物
馆主楼已封顶，目前主体工程已
经完工，进入装修阶段。

韶关市还提出，继续深入挖
掘丰富九龄文化资源，加强保
护传承利用工作，打造九龄文
化品牌，让九龄文化发展成果
为广大人民所共享，为韶关市
奋力争当广东北部生态发展区
高质量发展排头兵凝聚强大精
神动力。

12 月 25 日开幕的“2020 广
东风度九龄诗歌周”以“风度九
龄耀曲江，韶州今朝展芳华”为主
题 ，内容包括序章《曲江欢迎
您》、第二章《风度耀曲江》、第三
章《九龄展芳华》、第四章《仁必
及人》、第五章《乐德而至，如宾
之娱》、第六章《风度九龄耀曲
江·韶州今朝展芳华》等，整个

“诗歌周”持续 6天，内容精彩纷
呈。

据了解，2017 年以来，韶关
市已在始兴、浈江等地举办“风度
九龄诗歌周”“风度九龄文化周”
活动，并提出力争将其打造成一
个全国知名的常设性文化交流平
台，进一步打响韶文化品牌。

近年来，韶关市在打造“九龄
风度”品牌方面可谓不遗余力，通
过一系列纪念、研究活动和遗产
保护利用工作，传承九龄文化、打
响九龄品牌、宣传九龄风度、弘扬
九龄精神。

在张九龄相关历史遗产保护
利用方面，韶关市近年来分两期
对张九龄家族墓地进行全面保护
修缮，2013年又在墓地保护范围
外新建“九龄园”牌坊及张九龄诗
词碑廊、张九龄陈列馆等。南雄
市在梅岭古道旁重建张九龄夫人
庙，始兴县张九龄后裔对张文献
公祠进行修缮复建，韶关市去年
拨款 3000 万元对仁化周田张屋
村进行修缮。

为擦亮张九龄文化品牌，韶
关各地以“九龄”“风度”等张九
龄文化遗产对道路、学校、建筑等
进行冠名。张九龄诞辰纪念、“讲
好九龄故事”主题教育等活动的
持续举办，推动韶关的文旅融合
发展。韶关市近年来还凝聚一大
批张九龄研究者，成立多个学术
机构、社会团体，推出一系列学术
研究成果，无可辩驳地成为张九
龄学术研究的中心。

近年来遍布韶关城乡的网红
打卡地点——“风度书房”，灵感
同样来源于“九龄风度”。2017
年韶关市委市政府以打造“城区
十分钟文化圈”及市民“家门口的
图书馆”为目标，启动风度书房建
设,先后投入 5280 多万元，建设
无人值守、有人管理及读者自助
服务的全开放、高品位的自助实
体图书馆。

风度书房被市民称为“有温
度”的图书馆，截至2020年 12月
底，共建成 71 间风度书房，其中
市区 33 间、县城 17 间、乡镇 20
间、村 1间；累计接待读者395万
人次，是风度书房建成前韶关市
图书馆年均接待人次的 9 倍，借
阅图书 128 万册次，是书房建成
前 4.8 倍。风度书房助推了韶关
的城市文明程度，增添了城市的
文化气质，也提升了城市文化软
实力和文化辐射力，成为善美韶
城的文化“新地标”和“新名片”。

韶关扼守北上与南下
交通之要塞，融合中原与岭
南元素之交汇，集聚历史与
现代文化之精华，孕育出开
放 、包 容 、多 元 的“ 韶 文
化”。拥有 2100 多年建城
史的韶关人才辈出，仅唐代
至清代中进士者就有近200
人，其中声名最为卓著者，
非唐代名相张九龄莫属。

张九龄，字子寿，又名
博物，唐高宗咸亨四年（673
年，一说仪凤三年即 678 年）
出生于韶州曲江，曾做过唐
朝开元年间的宰相、中书
令。张九龄忠诚执着、耿直
刚正，为盛唐文人所崇奉；
他的政治才识、道德文章，
同样为后人所敬仰。作为
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
学家，张九龄为后世留下了
极为丰富的政治、文化、精
神遗产。

张九龄从岭南出发，三
度入朝。他直言敢谏，面对
皇权而不胆怯，面对阴谋而
不后退，面对奸佞而不同
流。苏轼赞誉张九龄“唐开
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者，
惟张九龄一人”。张九龄提
出“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
望为先，劳旧次焉”的用人
主张，认为用人应以德才为
先，从政20多年间，他培养
和提拔了王维、孟浩然、王
昌龄等一大批青年才俊。

张九龄以民为本、心系
百姓，常念百姓生活之疾
苦。开元初年，张九龄奏请
唐玄宗并主持开凿大庾岭
（梅岭）。此后千余年，南北
货物经此流通，梅关古道成
为连接中原与岭南的重要
通道，成为沟通长江与珠江
水系的关键节点，成为联接
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桥
梁纽带，极大地促进岭南政
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张九龄是一位锐意革
新的政治家，还是诗文俱
佳、才华横溢的“文坛领袖”
和 承 前 启 后 的“ 岭 南 诗
祖”。他力弃齐梁浮艳之
风，倡魏晋之风骨，文章质
朴遒劲、简洁凝练，不求奢
华而又超越时气。他的诗
清新俊雅、语淡情深，独具

“雅正冲淡”的神韵，启迪了
岭南诗派，开创了盛唐诗
风。

作为政治家和文学家
的张九龄，著有《曲江集》和
《千秋金鉴录》，“感遇诗两
首”是《唐诗三百首》的开篇
之作，《望月怀远》等诗词千
古流传，“海上生明月，天涯
共此时”更是百世传颂的佳
句。据《开元天宝遗事》记
载，唐玄宗评价张九龄文章

“自唐名公皆弗如也，朕终
身师之，不得其一二，此人
真‘文场元帅’也”。

政声文名无愧“南天第一人”

风度书房成韶城文化“新地标”

让九龄文化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
更展
芳华

张九龄，韶关曲江人,
唐玄宗开元年间一代名
相，也是岭南地区担任宰
相的第一人，明末清初思想
家王夫之称其“当年唐室无
双士，自古南天第一人”。
当年唐玄宗在罢免张九龄
宰相职位后，每有大臣推荐
人才，他总会问：“风度得如
九龄否？”这便是“九龄风
度”的来历。

如今的韶关，处处留
有“九龄风度”的印记，仁
化周田、始兴隘子有风度
村，城区最繁华、最具人气
的商业步行街是风度步行
街，南郊回龙山上风度阁主
体工程已经完工，71间风
度书房在韶关城镇乡村星
罗棋布，多所中小学校以
“九龄”或“风度”命名……

为发扬九龄文风、传
承九龄风度、振兴九龄文
化，韶关市于12月25日在
张九龄故里——韶关曲江开
启“2020广东风度九龄诗歌
周”活动，30多位诗歌名家与
韶关本地文艺作者欢聚一
堂，共享诗歌盛宴。诗歌朗
诵、书画展示、文学讲座、古诗
词音乐会等活动轮番上演。

◀风 度 书 房 内 ，小
读者沉浸在阅读之中

▲风 度 九 龄 诗 歌
周开幕式现场

▶位于韶关城区曲
江园内的张九龄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