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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发展广东发展作贡献作贡献为为
文/羊城晚报记者 崔文灿
通讯员 黄华利 刘 赞

不久前，几位特殊的广东工业大学校友走进
全国人民视野：她们作为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代
表登上舞台，被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
称号。4月28日，原广东工学院农田水利专业学
生何霭伦、陈韶鹃、符天仪，以及电工专业学生冯
正、陈文富重返广工校园，和500多名师生共聚一
堂，回首在母校求学时的青葱岁月，讲述东深供水
工程背后的故事。

当天一场雨水让天气倍感清凉，但广工报告
厅内的气氛却尤为火热。历史与当下，情怀与使
命，责任与奉献……伴随着几位老人的讲述，广工
人的身影重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东深精神越
发清晰，熠熠生辉。

1963 年春夏，南粤奇旱。香港
缺水尤甚。居民饮用水大受限制，
港方四天供水四小时，接水排队长
龙随处可见。粤港两地，一衣带
水，血脉相通。水是生命之源，而
血更浓于水！几经研究、论证，中
央最后决定：实施“东深工程”建
设，让东江水流向香港。

一段全长 83 公里的宏大供水
工程即将开启，广东人民义无反顾
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在建设大部队
中，广东工学院（广东工业大学前
身）土木系、电工系共近200人参与
工程建设。何霭伦、陈韶鹃、符天
仪三名女生和冯正、陈文富两名男
生正在这支建设队伍里。

当时东深工程工地的施工条件
之差，在今天看来无法想象：缺少
大型机械设备，工人们就手挖肩
扛，甚至连土石方、混凝土的搅拌、
浇筑，都是徒手来完成。在极度缺
乏技术力量的情况下，广东工学院
65届毕业生临危受命，奔赴支援工
程建设。初到东深工程工地，原是
一片荒郊野岭的工地，已盖满了工
棚，人声鼎沸，热火朝天……“要高
山低头、令江水倒流”的口号令人
振奋，工人们热火朝天的干劲让年
轻学生们深受感染。土木系 84 名
同学从事现场设计、施工管理、质
量检查等工作。冯正向羊城晚报记
者回忆，电工系98名师生有的被分
配到指挥部的技术部门，有的负责
工房配电柜的安装，而冯正则做输
变电工作，负责将高压电送到每一

个站，可以说“跟着线路走”，走遍
了每一个抽水站……

“土木系的同学是‘让高山低
头’，我们电工系学生就是‘让河水
倒流’……”冯正回忆起当年，依旧
豪情满怀。

“ 我们不是仙女，我们是战
士！”何霭伦说，虽然条件艰苦，但
一想到这是党和人民交给的光荣任
务，一想到这是造福香港同胞的民
生工程，师生就不觉苦累，毫无怨
言，“党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
哪里，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去！”

随着时间推移，原是纸上的蓝
图，日渐变成实体，闸坝高耸。为
了抢抓工期，让香港同胞早日喝上
放心水，广东工学院的同学们奋战
9个多月，3次延迟返校复课，把青
春岁月这篇最瞩目的论文写在了祖
国大地上。

访谈过程中，一个名字
频频出现在几位老人的口
中，他就是当时广东工学院
院长、我国著名水利专家麦
蕴瑜教授。在学生们心中，
麦教授是学为人师、行为世
范的标杆，是他的言传身教
和殷殷嘱托，让学生们有更
大的勇气攻坚克难，圆满完
成东深工程的建设任务。

这名1962年被委任广东
工学院院长的老人经历了战
争的洗礼和颠沛流离的年
代，却怀揣一颗赤子之心，对
祖国水利和教育事业爱得质
朴又赤诚——他曾经历近代
历史上空前的“乙卯年大水

灾”，目睹淹田数百万亩、灾
民数百万，因而立志学水利；
后留学德国，归国后被任命
为广东省水利厅总工程师，
让所学专长得以发挥，报国
有门。上世纪 50年代，他同
广大干部和人民一起，从堵
口复堤、联围筑闸，到大搞蓄
水、引水、提水工程，让流溪
河、松涛、鹤地、高州、新丰江
等 20 多宗大型水库在广东
诞生。在担任广东工学院院
长的十年期间，麦蕴瑜主张
理论联系实际，学用一致。
在东深供水工程这场实战
中，广工培养和造就了大批
既能设计，又能施工、管理的

新一代水利技术人才——他
们当中许多已成为水利建设
中的主要技术骨干——可谓

“桃李满天下”。
河水奔流，不能承载任

何文字，但广东水利史却深
深镌刻下这位广工人的名
字。

符天仪向羊城晚报记者
回忆，麦蕴瑜院长由于近视
得很厉害，往返于家和学校
也非易事，要拖着小女儿的
手，缓缓前行。当时组织为
麦院长配备了公车，但即便
如此，他也从未私用。

在个人撰写的回忆录
中，麦蕴瑜这样写道：“35年

来的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共
产党才能救中国，亦只有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真
正用到我辛辛苦苦学来的
水利技术。我虽然老了，微
躯还健，尚能闭门读书，闭
门思过……”

麦蕴瑜教授的一生，都
和水利连结在一起，即便在
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宵衣
旰食，不断收集整理关于珠
江流域的资料，为珠江的治
理殚精竭虑。在他去世后，
家人为其整理出的资料、著
作多达一车厢——它们被捐
献给国家。这是这位老人留
给国家最后的财富。

砥砺前行：
站在南粤经济建设主战场

时光荏苒。经过整合发展，当年的
农田水利专业不复存在。如今广东工
业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下设土木
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城市地下
空间工程等 8 个本科专业。土木与交
通工程学院院长刘锋说，从上世纪 60
年代到今天，学院一直有着同样的办学
理念，那就是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培养
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当下，借
助学校高水平大学建设的东风，学院引
进了一批来自英、美、澳等国以及中国
港澳地区的高层次人才。学院本科毕
业生有近八成直接进入到各类大型设
计院、施工企业、房地产企业工作岗位，
每年毕业生供不应求，就业率达99.7%。

“与广东崛起共成长，为广东发展
作贡献”，无论是当年的东深工程还是
如今大湾区各类建设项目，广东工业大
学之理念、精神薪火相传，一代代广工
学子站在了南粤经济建设的主战场。

当年陈文富、冯正所就读的电工系
如今属于自动化学院，该学院现有在校
本硕博学生约4500人和 160多名专任
教师；拥有国家杰青、长江学者等一批
国家级高层次人才。该学院的控制学
科更是成为教育部第四次学科评估的
A类学科；电气工程学科培养出来的校
友遍布华南乃至全国，成为国家电网、
南方电网等单位的技术骨干……他们
为国家电力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东深
精神在那个时代很清晰，在这个时代，
对我们的教育同样有非常深远的意
义，”自动化学院党委书记苏雷说，“团
结奋进、追求卓越已经成为自动化人的
内在品格，永不停歇、追求卓越的脚步
激励着学院一代代师生不懈奋斗。”

土木工程
专业介绍

自动化
专业介绍

临危受命：广工学子再忆芳华

广工学子在东深工程施工现场
学校供图

4月 28日下午，
广东工业大学在大学
城校区举行“学习时
代楷模、践行初心使
命”先进事迹报告
会。符天仪（左一）、
何霭伦（左二）、陈韶
鹃（左三）、陈文富
（右一）应邀回到母
校，讲述参与东深供
水工程背后的故事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摄

情系祖国：广东水利史镌刻下他的名字

“第一次来侨中，真的被惊艳到了！校园很美，学生有礼貌，老师素质
特别高，是个特别适合孩子读书的地方。”在5月5日广东华侨中学
（下称“侨中”）高中部开放日当天，家长陈女士发出如上感慨。

2014年9月，侨中金沙洲高中校区正式建成，开启了一校两区的
办学新格局，也加速了侨中的发展步伐。2017年4月，原广东实验中
学副校长李子良履新侨中校长，更是让发展中的侨中如虎添翼。

4年来，侨中注重学生五育并举全面发展，在高考升学率
和各项活动比赛中，学生们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突破。
探究侨中飞速发展秘诀的背后，李子良说：“学生成绩
的提升不是靠刷题刷出来的，需要有丰富的校园文
化活动和学生发展指导，以及丰富的课程体系来
支撑。所有的一切，最终是依靠高素质的老
师来实现。这四年来，我花时间和心思
最多的地方，就是老师的专业发展。”

在教师培养中，侨中还
于 2019 学年启动“园丁工
程”，即以师德建设为核
心，以专业化发展为导向，
以制度创新为动力，努力
建设一支师德高尚、业务
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
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
伍。短短两年时间，“园丁
工程”就让一大批青年教
师脱颖而出，64 位青年教
师参加教学技能比赛，52
位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
担任评委；骨干教师也通
过“园丁工程”在专业上得
到进一步提升，仅在2019-
2020 学年，侨中便有 4 名
教师担任广州市名校长、
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基础
教育访问学者1人，广州市
名师培养对象1人，担任广
州市教研会理事 10 人、中
心组9人、中国发明协会中
小学创造教育分会常务理
事和理事3人，教师在研课
题全国 1 项、省级 4 项、市
级 6 项，承担公开课省级
14节、市级31节。

此外，学校还定期组织
老师“名校行”，去到成都
七中、西安高新一中等名
校考察和学习。“我们不仅
要把名师‘请进来’，还要
让老师‘走出去’，双向开
放、纵深发展。在学习和
考察中，老师们越发觉得

学校开发的各类课程和活
动是真正在培养学生多元
化发展。”

从 2017 年开始，侨中
提出“以学生健康发展、全
面发展、终身发展为本”的
教育理念，四年来，学校已
形成了“三礼”（开学礼、成
人礼、毕业礼），“六节”（科
技节、体育节、艺术节、读
书节、社团节、班主任文化
节）和“十二特色”（国际交
流 、科 技 创 新 、无 线 电 测
向、航空航模、跆拳道、网
球、游泳、乒乓球、管乐、舞
蹈、合唱、健美操）为主要
内容的校园文化和全面发
展的多元办学格局。

学 校 为 培 养 创 新 人
才，构建了“必修课程+选
修课程+特色课程+社团
活动+研学课程”五位一
体的创新人才课程体系，
让每一位学生都拥有丰
富的学习体验和个性化
的志趣选择，有利于让学
生认识自己，相信自己，
释放潜能。李子良指出：

“侨中将不忘育人初心，
通过打造名师强师队伍，
搭建满足个性、跨学科融
合的课程体系，强调知识
和 能 力 、实 践 与 创 新 并
重，努力培养基础厚实、
勤于实践、勇于创新的未
来人才。” （文/何宁）

“学校不仅是教育学生的重
要场所，也是成就教师的广阔天
地。”李子良说。为了营造良好
的教研氛围，2019年3月，《广东
华侨中学教研通讯》创刊，这是
侨中老师教育教学论文发布的
内部季刊，每年第一期李子良校
长都亲自撰写卷首语。《教研通
讯》目前已刊发9期，共发表文章
247篇，这些文章有38篇后来刊
登在公开刊物上，这极大地调动
了老师教研和做课题的积极性。

2020 年 12 月，在李子良校
长推动下，由侨中首次牵头，举
行了“广东省华侨中学联合体第
一届同课异构教学交流活动”，
来自中山市华侨中学、清远市华
侨中学、广东汕头华侨中学、广

东顺德德胜学校等学校的27位
老师参加，为老师打造高水平交
流提升展示平台。

2018年至今，侨中教师主持
或参与市级以上在研课题 15
个，其中市级“十三五”规划重点
课题参研人数41人，省级“融合
创新”课题参研人数63人，其余
课题 80 人以上，全校参与课题
研究的比例高达 77.6%，已形成
重教研、兴教研、助教研、乐教研
的风气，进一步提升了老师的专
业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

李子良常常跟老师们说，教
学中遇到的问题即是课题，校长
带头，学科教师、行政教师、生活
教师都能参与其中，孵化一批有
质量的论文创作者。“这既为教

学发展提供动力，也为教师晋升
奠定基础，给不同的教师提供发
展的平台。”

在老师的影响下，侨中学生
在科技、天文、信息技术、数理化
等各级比赛中成绩显著，2017
年至今，国际级竞赛获奖 6 人
次，国家级 111 人次，省级 573
人次，市级253人次。即使在受
疫情影响的 2020 年，学校依然
有4人获得国家奖项，省级以上
164人次，市级以上48人次。学
生的全面发展也促进了学校办
学质量与品位的全面提升，2019
年以来，侨中相继被评为“全国
特色中学”“全国航空特色中学”
以及“全国青少年校园网球特色
学校”。

李子良常说：“铁打的老师，流
水的学生和校长。要让一所学校
实现可持续发展，打造一支高质
量、稳定的教师团队才是关键。”他
到侨中后，一直把教师的发展放在
学校工作的重要位置，而这4年来，
侨中的老师也成长迅速，不断引领
学生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

近年来，侨中高考高优率逐年
大 幅 提 升 ，创 新 班 高 优 率 高 达
91.4%，全校本科率 90%左右。“侨
中学生的入学成绩并不是很高，每
年都在提前批最低控制线上，但是
从我们的高考出口来看，不少当年
中考 670—680 分的考生经过三年
的培养，考上了中山大学、华南理
工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甚至还有
学生跻身全省前 1000 名。这充分
说明我们的加工能力很强，强大的
教学加工能力确保了学生低进高
出，高进优出。”李子良说，侨中注
重学生多元发展，不仅高考成绩不
断提升，不少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

特长，也走出了特色发展之路，比
如艺考方面，自 2017 年起，侨中基
本每届都有学生被全国戏剧院校
的最高学府——中央戏剧学院（下
称“中戏”）录取，如 2017 届学生李
秋曈、2018 届学生彭安图、2019 届
学生林子兴。今年初的艺考中，
2021 届学生王祉晔以戏剧影视导
演专业全国排名前列的成绩通过
中戏校考。

梳理侨中老师的整体构成，可
以看出，学校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
高水平师资队伍。侨中现有正高
级教师4人，特级教师3人，广东省
名教师工作室主持人 3人，广州市
名校长和名教师工作室主持人 6
人，中科院博士1人、硕士以上学位
教师113人，约占专任教师的50%，
这在广州市乃至全省都位居前
列。李子良说：“侨中老师整体素
质非常高，专业基础过硬，学习能
力和业务能力强，正因为老师底子
好，所以成长非常快。”

“强大的教学加工能力确保了学生
低进高出，高进优出”

以研促教，进一步提升老师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质量

“我们不仅要把名师‘请进来’，
还要让老师‘走出去’”

学 生
在工程技
术实验室
上课
学校供图

东深工程背后的“广工力量”：

他们一直站在
广东经济建设主战场

侨中飞速发展的背后

高素质 教师团队
促成学校高质量发展

的

教 师
指导学生
进行化学
实验
学校供图

侨中学子 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