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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你觉得沙面小学的精
神是什么？

罗东凯：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
人格的培养。

羊城晚报：你 有 什 么 话 想 对 母
校 说 ？

罗东凯：很感激母校的栽培，培
养了让我终身受益的能力。能再一
次回到母校，我真的特别开心，2003
年冼基东小学旧址改成派出所后，
我一度以为这所学校停办了。没想

到十年后发现并入了沙面小学，我
真是特别高兴！我读小学时，沙面
小学已经是名气非常大的学校了，
如今的沙面小学岭南校区延续了冼
基东小学和沙面小学的优良传统，
真的非常欣慰。

羊城晚报：你觉得沙面小学的未来
会怎样？

罗东凯：学校的未来肯定会越来
越好，会培养出更多对社会有用的人
才。祝福母校的明天越来越好！

未 来 世 界 会 是 怎 样
的？未来世界或许会有穿
梭于星际之间的时空隧
道、翱翔于高空的气球城
市、如梦幻般的树屋大楼，
又或许有更多的可能性。
决赛现场，小小画家们围
绕决赛主题“未来也许会
这样”展开创作，从歪着脑
袋费心构思，到拿起铅笔
勾勒出画作的基础线条、
打好草稿，再到以五颜六
色的画笔填充不同的色
块，每一步都全神贯注，拿
出看家本领全力以赴，富
有童心和想象力的未来世
界跃然纸上。

从初赛到决赛，科幻

绘画赛项持续涌现出一
批画工精湛、想象力丰富
的画作，成为童心与科技
梦的最好见证。作为广
州科技活动周儿童活动
专场的传统项目，广州市
儿童活动中心希望借助
科幻绘画这一赛项激发
广大少年儿童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并在他们内心
埋下一颗观察世界、热爱
科学的种子，未来也将继
续借助广州科技活动周
儿童活动专场这一品牌
活 动 ，探 索 挖 掘 科 技 潜
能、展示科技风采的活动
模式，为展示广州科技育
人成果搭建广阔平台。

罗东凯：

1959—1965 年
就读于广州冼基东
小 学（沙 面 小 学 岭

南校区前身），1966 年就读于广州市
第二十九中学（现在的培英中学）。
1968 年为广东南海县（曾用名）西樵
公社岭西大队知青。1970年任42军
125师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
部宣传科、炮团政治处干事（其间：
参 加 对 越 自 卫 反 击 战 ，任 副 指 导
员）。1979 年任广州警备区 1 团政
治处干事。

1981 年任省委组织部办公室干
事 、副 科 级（其 间 ：1982 年 7 月 －
1985 年 7 月在广州电视大学中文专
业学习）。1985 年任省委组织部办
公室政工科科长。1986 年任省委组
织部省直干部处正科级干部（其间：
1983 年 9 月－1988 年 7 月在华南师
范大学函授政治专业学习）。1989
年任广东省委组织部党政干部处副
处长，1991 年任处长。1996 年任广
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机关党委
书记。1998 年后任省委组织部副部
长、部机关党委书记，省公选办、竞
岗办主任（其间：1999 年 12 月聘为
华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2001年 9月
聘为省委党校客座教授）。

2002 年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省直属机关工委书记，省公选办、竞
岗办主任。第九、十届省委委员，第
九、十、十一届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第十一届省政协常委会委员。

罗东凯

1952 年，罗东凯出生于广州的
“中医街”——冼基东街。这是一条
有历史的街道，孙中山的中西药局就
开在洗基东。罗东凯的祖父罗子怡
是广州市的四大名医之一，大革命和
抗战时期，罗子怡在冼基东的西关大
屋掩护谭天度、区梦觉等共产党人从
事地下工作。由于读初中时正好遇
上“文化大革命”，罗东凯中断学业下
乡当知青。他仅有的六年半最美好
的校园时光，有六年是在冼基东小学
度过的，而这所小学在他成长过程中
留下的印迹，一直影响着他后面的
路，并让他越走越远。

今年 4 月 27 日上午，罗东凯回到了阔别
五十多年的母校——沙面小学岭南校区（原冼
基东小学），与师生们分享他视若珍宝的小学
时光。罗东凯说，冼基东小学是一所文化底
蕴深厚的学校，很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罗
东凯后来当知青、参加对越反击战、部队转业
工作，一直坚持读书、笔耕不辍，他认为，这是
在冼基东小学打下的扎实基础，特别感谢的
是五年级的老师杨永禄。

“杨老师喜欢诗歌和书法。当时，我报课
外活动班，在诗歌班上课的时候，只有我一
个学生。他跟我讲授了两首诗，第一堂课他
讲了《浪淘沙·北戴河》，‘大雨落幽燕，白浪
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
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第
二堂课讲的是《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
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毛主席的这
两首诗是支撑我的理想信念以及在工作当中
克服所有困难的精神力量所在。”罗东凯说。

杨老师还教罗东凯书法，教他临摹了欧
阳询、柳公权、颜真卿、赵孟頫等名家的字
帖，让他爱上了书法，每天都写上几个字，这
是罗东凯一直的习惯，如今退休多年，他每
天还坚持练书法。“杨老师还教我读了李白、
杜甫、白居易、辛弃疾等人的诗词，为我打下
了扎实的文化基础。”罗东凯说。

杨老师还鼓励罗东凯要多读课外书，特
别推荐他读《安徒生童话》。“杨老师告诉
我，写作文最重要的是会讲故事。”罗东凯现
在回想，仍不得不赞叹杨老师在那个年代竟
如此有超前意识，“我后来写文章，包括开会
讲话，也都尽量用生动的、讲故事的语言。
大家都爱听故事，会讲故事，才能把自己要
表达的思想传播得更广。”

二年级时的班主任关洁如鼓励并推荐罗东
凯报考了广州市少年宫小海鸥合唱团。在天赋
和热爱的加持下，罗东凯四年级时就已经是合
唱团的男声小组唱了，到了五年级是独唱，六年
级成了指挥，初中也是合唱团的指挥。

罗东凯很感激关老师发掘了他艺术方面的
天赋和兴趣，让他不仅在平凡的生活中不断有
美的体验，这些看家本领也在他的职业生涯中
留下了光辉的印迹。2006年 6月 21日，以罗东
凯为总策划、总撰稿和编导的诗与歌《我们是光
荣的排头兵》，在广东省委礼堂以党课形式开
讲，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
德江出席观看并上台接见，给予了高度的肯
定。这一活动获得省直机关广大党员干部的一
致好评。

罗东凯一直很感激在冼基东小学这六年，
让他多才多艺，“冼基东小学教我的十八般武
艺工作中都用得上”，他说：“冼基东小学有非
常优良的传统——尊师重教和重视学生的全
面发展。那时候师生关系非常融洽，老师常常
会家访，我们经常去老师家看望老师。老师不
会让学生死读书，而是很重视第二课堂。说实
话，课堂上学的知识后来很多都忘记了，但是
第二课堂的收获却让我受益至今，也让我永远
难以忘怀。”

尽管只有六年半的校园生涯，但是工作以
后罗东凯不断进修，不断学习，这也与冼基东小
学老师的教导有关。“杨老师常常教导我们开卷
有益，要多读书，要活到老，学到老。我一直谨
记他的教诲，一刻不敢松懈，常读书，也让我的
家庭书香味满满。”

我最珍贵的
是小学六年

“学诗词、写书法，杨老师为我打下扎实的文化基础”

能再一次回到母校，真的特别开心

1947 年，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小学在风光旖旎
的沙面岛拔地而起。75 年过去了，沙面小学与沙
面岛共生共荣，携手成长。

为详细记录沙面小学 75 年发展历程，展示沙
面小学老师、校友、在读学生和家长的精神风貌，
提炼沙面小学 75 年精神内核，羊城晚报社教育健
康部和教育发展研究院历时一年，深入采访和挖
掘，汇集成《协同致远，沙面印迹——广州市荔湾
区沙面小学建校 75 周年纪念册》一书。

此纪念册分为“历史沿革”“一门五杰”“沙面
老师”“沙面校友”“沙面好少年”“沙面家长”六
个篇章，全方位介绍了沙面小学的办学理念、成
果以及社会各界对沙面小学的评价。

沙面小学将“百丈再百丈，攀登高峰上”作
为校训，数十年来，师生们在此校训精神的感召
下，形成了沙面小学独有的攀登精神——不惧
艰难困阻，不断突破自我，不断勇攀高峰。

1992 年，沙面小学与广州市教育局、广州
市现代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共同合作，以协同学
为理论基础，开启协同教育的研究与实验，开
创广州小学教育教师做科研的先河。三十多
年来，协同教育已升级到 3.0 理念，“家校社”协
同教育给沙面学子的成长形成最大的合力，沙
面教育集团“一门五杰”在协同教育理念的指
引下发展壮大，越走越远。

此次采访的数十位沙面小学优秀校友也
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沙面小学的六年美好
时光，给他们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养成了良好
的学习习惯，给他们此后的成长注入了源源
不断的动力，更重要的是，沙面小学的老师和
学校的氛围，为他们塑造了完整的人格。

为纪念沙面小学建校 75 周年，展示其办
学成果，校庆剧《时光里的校》校友专场于 6
月 1 日（星期四）下午 2:30—4:30 举行，学校诚
邀各届沙面人预约回校参观和现场观摩原
创校园情景剧（见校友预约二维码），一同畅
叙情谊，致敬历史，同沐荣光！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何宁

@沙面小学校友
母校喊你回家

文/羊城晚报记者 何宁 图/受访者提供

“冼基东小学教我
的十八般武艺在工作
中都用得上”

在现场，记者还看到了一
支特别的团队，他们是来自英
德市连江口镇中心小学的连樟
小溪童声合唱团。据了解，
2022年，广东省委办公厅驻连
江口镇帮镇扶村工作队着手推
进中小学美育浸润工程，署前
路小学艺术科组全体老师先后
两次到连江口中心小学开展艺
术课程送教活动。本次，署前
路小学与连樟小溪童声合唱团
的牵手，也是两校合作的缩
影。署前路小学校长谢少媚告
诉记者，“希望我们能在除了课
堂、团队等方面实现帮助之外，

还能为孩子打造一个不一样的
舞台，留给他们尽情展示。”

据悉，越秀区目前已有近
一半的学校打造了艺术类别
的“一校一品”“一校多品”，
品目多达 22 个类别，19 所学
校 共 有 26 支 高 水 平 美 育 队
伍，整合校内外资源，拓展美
育渠道，涌现了一大批优秀
的文艺作品。其中，署前路
小学秉承“立雅求美，绽放幸
福”的办学理念，近年来先后
3 次在星海音乐厅举办专场
音乐会，以美育助推学校高
质量发展。

为孩子打造一个不一样的舞台

广州越秀区署前路小学汇报音乐会联手连樟小溪合唱团带来视听盛宴

文/羊城晚报记者 王沫依 通讯员 文津
图/校方提供

近日，“童筑科技梦 智创新发展”2023年广州
科技活动周儿童活动专场科幻绘画、创意发明、人
工智能创新应用三个赛项的决赛于广州市新儿童
活动中心举行。据了解，本次广州科技活动周受到
广大中小学生的热捧，活动共收到来自广州市 11
个区各学校提交的近5000份作品。

本次活动由广州市妇女联合会、广州市教育
局、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广州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
会主办，广州市儿童活动中心承办，羊城晚报教育
发展研究院作为活动支持单位。

创意发明比赛与人工智能创新
应用比赛决赛都以线下作品展示、
演示及答辩的形式进行，学生根据
自己的创作历程与经验，对作品进
行全方位的展示和介绍。

作品是选手科技硬实力的最强
认证。在创意发明比赛决赛现场，
学生们亮出了各自的不二法宝。以
户外露营徒步研学工具包为例，作
品通过对户外露营、徒步以及研学
等场景进行分析，使其实现夜间照
明、信号传达、场地安全检查、方位
辨别及定位等功能。如此，围绕比
赛设定的主题，小小发明家们从中
展开思考，发现需求并通过动手创
作实现想法的转化落地，结出更多
科技的果实。主办方表示，本赛项
将从学生的发明创造过程、影响力
与价值、作品展示和现场决赛表现
等方面综合评审并一一进行评分。

“偶然听到一则新闻，一名‘蜘
蛛人’在高空作业时意外坠落，这
激发了我们团队做高空清洁机器

人的想法。目前，大部分高空清洁
作业都由人工完成，危险系数高，
用机器人取代‘蜘蛛人’，是未来清
洁的需要……后续我们会继续改进
机器人的倒三角结构，使它更加贴
合玻璃表面。”在人工智能创新应
用决赛现场，来自花都区骏威小学
的三位小学生选手，正向评委展示
他们的作品“高楼外墙玻璃清洁机
器人”。这款机器人以超声波传感
器为“眼睛”，可以自动反复运行，
直至墙面清洗干净。

人工智能已成为引领未来的新
兴技术，人工智能创新应用比赛要
求参赛选手根据日常课本学习的
内容并结合生活环境，通过使用机
器硬件执行命令的方式，搭建解决
生活中遇到问题场景的作品。校
园健康鞋柜、人工智能水产幼苗期
喂养器、防儿童遗忘车内提醒装
置、“好易购”——全自动购饭机
……以比赛为契机，学生创新思维
的火花不断迸发。

童声飞扬，雅美绽放。5月23日晚，
广州市越秀区署前路小学在广州星海音
乐厅举办学校美育成果展暨高水平艺术
团队汇报音乐会，来自署前路小学雅美
合唱团、英德市连江口镇中心小学连樟
小溪童声合唱团以及署前路小学各年级
班级代表，共带来12个节目，吸引了近3
万人次在线收看，现场，一个个精彩的表
演与阵阵掌声不断将气氛点燃。

记者了解到，在2022学年
开学典礼上，署前路小学举行
了“我要上星海”活动，在这场
全校参与的活动中，获胜的班
级赢得了在星海音乐厅舞台上
演绎两首作品的机会。其中一
首来自音乐课本，另一首则由

音乐老师根据该班学生演唱水
平、特点选择。

翻看节目单可以看到，
表 演 曲 目 覆 盖 范 围 十 分 广
泛，既有《种太阳》等适合儿
童唱的儿歌，也有如《飞云之
下》等流行音乐改编曲目，既

有《小池》《春晓》等古诗词
改 编 作 品 ，也 有《Music
Comes》等 全 英 文 曲 目 。 当
课本中熟悉的旋律走上台，
现场的孩子们也忍不住轻声
地唱和，尽情地享受这一场
音乐盛宴。

文/林文惠 图/钟钦 主办方提供

全校参与“我要上星海”活动

与连江口镇中心小学牵手

今年广州科技活动周儿童活动专场决赛来了

用作品比拼科技硬实力

对答如流 用作品追逐科技梦

全神贯注 以画笔绘科技之美

连樟小溪童声合唱团在表演

音
乐
会
现
场

▶ 创 意
发 明 比 赛 决
赛现场

▶选手正在进行科幻绘画创作

▲选手合影留念

沙面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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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东凯与沙面小学党总支书记、校长姚丹等在学校旧址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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