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城事 A52024年7月26日/星期五/要闻编辑部主编/责编 刘名再 / 美编 温亮 / 校对 朱艾婷

2
0
2
4

年7

月2
6

日/

星
期
五/

要
闻
编
辑
部
主
编/

责
编

刘
名
再/

美
编

温
亮/

校
对

朱
艾
婷

合
作
网
站

『
文
史
广
东
』http

://w
w
w
.g
d
w
s
w
.g
o
v.c

n
/

A5

延
伸

清末民初，新思潮涌入广东，女子的受教育权逐步得
到平等对待。1905 年废科举，新式学校在广州普遍设
立。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在广东各行各业越来
越多的领域见到卓有成就的新女性，她们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中国近代女性力量的崛起。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西医张竹君是广东广州府番禺
县人，她开辟女办医院先河，还是中国赤十字会创始人，
孙中山授予她“立国纪念勋章”。早在 1901 年，她已在广
州一手创办了育贤女学，比清廷学部颁布女子师范及女
子小学章程的时间还早了 6 年。

广东南海人区梦觉，曾在革命年代为党组织工作和
妇女运动奔走，被誉为“岭南女杰”。她撰写的《妇女解放
必经的途径》一文发表于《广东青年》，引起热烈反响。在
邓颖超和蔡畅的领导下，区梦觉发动广大妇女支援省港
工人罢工和北伐战争，使广东妇女运动蓬勃发展，成为全
国妇女运动的一面旗帜。

岭南文人辈出，冼玉清，不让须眉的著名文献学家、
诗人，终身从事教职、培养学生。抗战期间，岭南大学内
撤至粤北办学，她不顾个人安危，历时一个半月，从澳门
辗转湛江、遂溪、盘龙、桂林等地到达韶关，与同仁们在粤
北坚持授业。她一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为岭南文化研
究献出毕生精力，称誉学林。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
文史资料委员会

羊城晚报社
联合主办

建设人文湾区应重视
“何香凝爱国文化品牌”

访谈

刘
建
萍
（
广
东
省
政
协
委
员
、民
革
佛
山
市
委
会
副
主
委
）

羊城晚报：近年来您为何会持续呼吁重视打造粤
港澳大湾区何香凝文化品牌？

刘建萍：作为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门户，粤港澳
大湾区形成了岭南文化与中西融通的文化景观。近
代以来，以孙中山、廖仲恺、何香凝等中国民主革命先
驱在粤港澳留下的革命足迹，形成了珍贵的人文历史
遗存。

今年是何香凝组织中国妇女公开纪念“三八”国际
劳动妇女节活动100周年、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也
是中山大学建校100周年。在此背景下，开展大湾区统
战历史文化资源价值挖掘与活化利用，推动廖仲恺、何
香凝相关历史文化场馆的修缮保护与活化利用工作，
打造何香凝爱国文化品牌，对发展壮大爱国统一战线、
以文兴城建设人文湾区、繁荣文化产业等都具有重要
意义，也恰逢其时。

羊城晚报：此事目前有何最新进展呢？
刘建萍：近年来，广东省委省政府加大资金投入，

完善提升现有文化场馆，安排省级红色革命遗址保护
利用经费超400万元，用以支持广州廖仲恺何香凝纪念
馆、“双清楼”、汕尾成兴大院（何香凝抗战时期掩蔽处）
等革命遗址修缮保护和改陈布展。廖仲恺何香凝纪念
馆已被命名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而且，在黄埔军
校旧址纪念馆、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广州华侨
博物馆等重要场馆布展中，廖、何二人的相关事迹也被
重点展示出来。

目前民革佛山市委会也在牵头，凝聚各方力量，加
强相关的理论研究和文史查考，何香凝在湾区的历史
足迹不断获得新发现。例如，在政府相关部门、专家学
者、廖何后人、居委会、老街坊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团队
确认何香凝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都曾居住在佛山古
镇明心铺何家巷（现明心街 4 号附近）。这为推进相关
提案建议的落地提供了有力依据。

羊城晚报：您提出的“关于协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何香凝文化品牌的提案”2023 年被评为广东省政协优
秀提案，为社会所关注。您在此方面还有什么好建议？

刘建萍：今年是黄埔军校和中山大学建校 100 周
年，可以借此机会，以侨文化为媒介，加强海内外交流
与合作，持续提升何香凝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将何香
凝在大湾区的相关历史足迹串联，通过研学游和文物
主题游径等形式，吸引社会各界人士，包括港澳台同
胞、海外侨胞到相关文化场馆打卡观展，传播爱国主义
精神。

此外还可以用好文艺力量，创作“何香凝”题材相
关话剧、现代粤剧或者影视作品，进一步彰显何香凝这
个品牌的文化创新意义和创意价值。

走过广州市海珠区南华西
街道的老街，在同福西路龙溪新
街的尽头，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双清楼”坐落于此。这里兰草
幽静、竹叶青葱，曾是廖仲恺与
何香凝伉俪的旧居。

今年3月，双清楼改陈布展，
这座青砖石脚的古老建筑以焕
然一新的姿态对外开放。这次
布展通过文字、图片、历史文献、
多媒体互动等形式，生动展示廖
仲恺、何香凝伉俪的革命事迹，

讲述他们在双清楼生活的点滴
故事和厚朴家风。

1897年，何香凝与廖仲恺经
媒人介绍而结婚，在此度过了婚
后温馨融洽的五年时光。这里
原为廖仲恺之兄廖恩焘在广州
的居所，他们取“人月双清”的高
洁之意，将其命名为“双清楼”。
五年后，他们受革命思潮影响东
渡日本，结识孙中山，并走上革
命道路。可以说，这座老楼既见
证了二人的感情，也是他们投身

革命的起源地。
廖仲恺先生去世后，何香凝

自号“双清楼主”“双清馆主”。
她一生喜爱绘画，作品也多以

“双清楼主”落款，以追溯这段永
难忘怀的美好时光。

廖家后代亦对“双清”名号尤
为认可和爱护，何香凝之子廖承
志曾以“双清楼后人”署名题诗。
他在早期革命生涯中曾多次被捕
入狱，但坚贞不屈，曾写下诗句：

“两代鬼雄魄，长久护双清”。

“双清楼主”壹

百年前，
广东的“她们”走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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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 “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是毛泽

东对她的评价；邓颖超称她为“共产党人的老战
友，是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的典范”。赢得如
此声望的这位民主人士，就是岭南女儿何香凝。

1878 年出生于香港，祖籍广东省南海县
棉村的何香凝，一生多重身份相互交叠：她是
著名政治活动家、妇女解放运动先驱，也是中
国国民党左派领袖、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
主要创始人，还是杰出的美术家……

她一门锦绣：丈夫廖仲恺是中国近代民主
革命家，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儿子
廖承志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
新中国的优秀领导人；女儿廖梦醒也是坚贞的

共产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妇联国际部
副部长。

何香凝的历史业绩和足迹，遍布粤港澳大
湾区多个城市，直到今天，仍以旧居、美术馆、
纪念馆、高等院校等多种形式福荫后世。

今年3月8日，是何香凝在广州组织中国
妇女首次公开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的百年
纪念日。刚刚过去的6月27日，是她诞辰146
周年的纪念日。值此之际，羊城晚报记者追随
她的部分足迹，回顾这位民主革命先贤的光辉
事迹，感悟何香凝深厚的艺术修养与爱国、启
蒙、团结、为民的崇高情怀相交织，不断革命、
终身实践的一生。

7 月 25 日，广州市招生
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
于 2024 年广州市高中阶段
学校补录计划和办法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普
通高中（含综合高中，下同）
方面，全市共有 130 所学校
（含校区）7843 个计划进行
补录，其中公办普通高中计
划 846 个，民办普通高中计
划 6050 个（含 公 费 计 划 9
个），中外合作办学计划947
个。中职三二分段及省级以
上重点特色专业方面，全市
共有 104 所学校 513 个专业
9503个计划进行补录。

作为中国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
表，何香凝还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作出了极大努力。抗战胜利后，她
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广泛的革
命统一战线的主张。在蒋介石政府
违背全国人民意愿、悍然发动内战之
时，何香凝、李济深等左派爱国民主
人士，毅然创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
会，推动和平民主建国的道路。

1948年 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
委员会（以下简称“民革”）在香港
正式成立，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
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柳亚
子等为常务委员。这标志着国民
党内的爱国民主力量联合起来，共
同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1949 年 9 月 21 日至 30 日，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会议召开。在此次大会上，已经71
岁高龄的何香凝代表民革发表讲
话：“我庆祝这新的人民民主共和
国千秋万岁”，并坚信“我们的国家
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们人民的前
途是无限幸福的”，她的讲话不时
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新中国成立后，何香凝满怀热
情地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事业中，发挥自己与港澳台同胞、
海外侨胞有广泛联系的有利条件，
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作出
了重要贡献。年逾古稀的她担任
过诸多要职，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
央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等，她还曾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第
一任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等。

何香凝作为孙中山的遗嘱见
证者，时刻不忘先生遗愿。然而国
共合作的破裂让她深知，靠国民党
实现“三大政策”毫无希望，遂于
1928年辞去国民党内的一切职务，
把内心的悲愤都宣泄在画纸上。

这一时期，何香凝的绘画多以
花木为题材，借耐寒的竹菊、常青
的松，以及寒冬不谢、冷而弥香的
梅来彰显傲骨气节。1928年，她与
陈树人、经亨颐三人共同创作的
《松竹梅》是最受关注的代表作。
画中陈树人的松苍劲刚烈，何香凝
画梅手法干练，经亨颐的竹气质清
雅高洁，堪称合璧。

抗战期间，何香凝不仅以手中
画笔维持自身生计，抒发革命情

怀，还依靠举办展览义卖作品支持
抗战，救亡劳苦大众。1931 年“九
一八”事变爆发后，身在法国的何
香凝闻讯立刻归国投身抗日救亡
斗争。同年 12 月，在上海发起了

“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筹备期
间，她发表《何香凝主办救济国难
书画展览会宣言》，借媒体宣传展
览，并呼吁广大美术家积极救国。
她宣布，将原为仲恺农工学校筹措
经费所积攒的名家墨宝，以及她个
人历年画作一并展出，“悉数变价
出售，即以售得之款，为反日救伤
工作费用”。

此宣言一经发表，在各界引发
强烈反响，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
纷纷邮寄作品。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坐落在
广州市海印桥与江湾桥之间。
在校内的何香凝艺术设计学院
教学楼前，一座汉白玉雕像静
静伫立，“伟大革命者何香凝先
生像”几个大字镌刻于其上。
校内距此不远，坐落着广东省
文物保护单位——廖仲恺何香
凝纪念馆，这里原为何香凝创
办的仲恺农工学校的办事处旧
址。那所农工学校即是今日广
东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的前身。

1925 年，孙中山先生逝世，
同年廖仲恺即遭暗杀。距廖仲
恺遇难仅一个星期，何香凝化悲
痛为力量，应邀在省港罢工工人

第 18 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表
示要继承廖仲恺遗志，支持省港
大罢工。她认为：“要打倒帝国
主义，非与共产党亲善不可，更
非注意于最有革命力量的工农
阶级不可。”她认为纪念廖仲恺，
最好的行动是创办一所农工学
校，培养科技人才，为“科教兴
国”作贡献。

廖仲恺去世一个多月后，何
香凝与林伯渠、谭平山等8名国
共两党有识之士联名提议，于广
州中山路建造仲恺纪念花园，内
附设农工学校。

仲恺农工学校的开办费用
大约 11.3 万元，国民政府财政

困难，仅拨款 2 万元。为了筹
款，何香凝不辞劳苦，奔走呼
告，自己亲自兼任校长达 15 年
之久。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她
还身体力行，以各种方式教育妇
女，为劳工妇女办实事。1926年
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
学，毛泽东任所长，亲自请何香
凝前来授课，作妇女运动报告。
她领导创办了贫民生产医院、女
工补习学校、妇女刊物等，为推
动农工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提
高了包括广大妇女在内的工农
群众对革命的认识，发展壮大革
命力量。

在深圳深南景观大道旁，有
一座身处闹市却沉静雅致的美
术馆，这便是何香凝美术馆。它
是新中国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
名的国家级美术馆，是目前国内
收藏何香凝画作最多的美术
馆。学界认为，作为中国近现代
画坛上卓越的女画家，何香凝是
中国第一个将绘画运用到革命
斗争中的人。

留日时期，何香凝夫妇与孙
中山等革命志士来往密切。她最
初进入日本目白女子大学学习博
物科，后转学进入东京本乡女子
美术学校学习日本画，这一转变
来源于“为革命而美术”的需要。

廖承志在《我的母亲和她的
画》中记载，由于“孙中山要在国
内组织武装起义，需要起义的军
旗和安民布告告示的花样、军用
票的图案等等，因而需要人设计
图案，把它画出来。我母亲为此
进了日本东京上野的美术学校。”
何香凝在其自述中也说，在辛亥
革命时期，“起义部队所用的旗帜
符号，有一些就是我在孙先生指
导下描绘和刺绣缝制的。”

在此期间，何香凝开始以狮
虎为绘画的主要题材。虎画是
何香凝赠礼画中具有代表性的
题材。1910 年的《虎啸图》是何
香凝现存最早的作品之一，她将
其赠与革命先驱黄兴先生。画
面中老虎置身于杂乱草丛，呈现
匍匐姿态，蓄势待发，威猛之势
逼出画外。

她于 1914 年创作的《狮》堪
称经典。画面中的雄狮造型逼
真，何香凝细致地塑造出狮子的
体积感与毛色纹样，尤其对其神
情刻画入微，以狮子隐喻中华民
族精神即将苏醒。

何香凝以狮虎入画，更彰显
她作为一代女杰的豪情。在 20
世纪初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年
代，她认为女性和男性一样，有
共担天地兴亡的责任。在 1903
年，她就写下了《敬告我同胞姊
妹》一文，呼吁“破女子数千年之
黑暗地狱，共谋社会之幸福”，激
发同胞姐妹“湔除旧习，灌输新
知”“成己成人”。

1924年 1月，国民党一大在
广州召开，何香凝在会上当选国

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妇女部部
长，兼管广东省的妇女工作。她
提出“妇女在法律上、经济上、教
育上一律平等”的提案，后又提
议公开纪念“三八”国际妇女
节。中国妇女运动在广东逐渐
开展，此后迅速推向全国。

双清品格狮虎寄意
爱国救民矢志不移

何香凝 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供图

何香凝：

广州中考7843个普高名额待补录
广州外国语学校补录计划122个

狮虎入画贰

扶助农工叁

艺术救国肆

统一战线伍

缅怀弘扬陆
何香凝的一生跌宕起伏，她作

为新女性的传奇足迹与百折不挠
的精神风骨，常为后世缅怀。在她
的家乡岭南大地上，值得纪念的地
点还有很多——

例如，据研究发现，佛山禅城
区塔坡社区是何香凝祖居所在地，
廖仲恺指导成立的南海四区农民
协会旧址（现为佛山鸿胜纪念馆）
亦在此处；在汕尾，建有何香凝抗
战时期旧居纪念馆；在香港，还有
何香凝家族故居，保卫中国同盟、
民革成立大会旧址……

2023 年，广东省政协委员、民
革佛山市委会副主委、佛山职业技
术学院教授刘建萍提交“关于协同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何香凝文化品
牌的提案”。其中指出：“与廖仲
恺、何香凝相关的历史遗迹和文化
资源如同珍珠般散落于广州、深
圳、佛山、惠州、汕尾以及香港等
地，是大湾区珍贵的文化瑰宝、红
色资源。目前相关资源尚未串点
成线、连线成片。故建议对廖仲
恺、何香凝相关历史文化资源进行
统筹整合，将其作为统一的文化 IP
进行抢救性保护，推动协同开发。”

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副馆长
刘斌建议，可借鉴孙中山宋庆龄纪
念地的联席模式，将全国各地的廖
何纪念场馆及相关机构联动起来，
共同举办活动、资源共享。

7月26日9时至18时，符合条
件且有意愿填报补录志愿的考生
可登录广州市高中阶段学校招考
服务平台，按要求填报补录志愿。

考生最多可填报 6 个普通高
中补录志愿。公办普通高中、民
办普通高中、综合高中、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的志愿填报先后顺序
由考生自定。

考生最多可填报4个中职三二
分段及省级以上重点特色专业学校
补录志愿，每校可填报4个专业，每
校要选择是否服从专业调剂。

填报补录志愿期间，考生可
对未确认的志愿信息进行修改。
考生确认志愿后如需修改，须在
7 月 26 日 16 时前，按页面提示操
作，使用报名时通过核验的手机
号码进行短信验证后取消志愿确
认，修改完成后及时重新确认。
考生须在 7 月 26 日（星期五）18
时前对所填报的志愿信息予以网
上确认，逾时未确认的补录志愿
信息无效。

值得注意的是，已被第一到第四
批次普通高中或中职三二分段及省
级以上重点特色专业录取的考生，即
使放弃报到注册，也不能参加补录，
只能参加已填报的第四批次中职学
校剩余招生计划志愿投档录取。此
外，公办普通高中补录计划不再区分
户籍生和符合报考公办普通高中条
件的随迁子女，两者补录志愿填报范
围和录取条件相同。公办普通高中、
民办普通高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均
面向全市补录。

广州市招考办建议，周边城区提
供的补录学位相对较多，中心城区考
生可结合自身情况综合考虑，将报考
范围适当扩大至外区普通高中，以增

加录取机会。
在填报 普 通 高 中 补 录 志 愿 方

面，建议考生一是结合可参加补录
的考生人数、补录计划等实际情况
科学分析评估，准确定位；二是适
当调整预期，审慎填好第一志愿；
三是合理拉开志愿梯度，稳妥填好
保底志愿，同时用足用尽普通高中
6 个补录志愿的容量；四是有住宿
需求的考生，建议先向学校咨询宿
位情况。

今年第一批次中职三二分段及
省级以上重点特色专业录取人数显
著增加，建议考生综合考虑自身的学
习情况、兴趣爱好、生涯规划等，选择
适合自己的学校和专业。

参加高中阶段学校补录的
考生，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已
报名参加广州市2024年初中学
业水平考试和统一录取，且未被
普通高中或中职三二分段及省
级以上重点特色专业录取。

参加普通高中补录的考生，
中考成绩（含加分，下同）须达到
502分；参加中职三二分段及省

级以上重点特色专业补录的考
生，中考成绩须达到422分。

在补录规定方面，补录采
用与统一录取相同的梯度控
制线上志愿优先投档方式、
梯度投档控制分数线和录取
最低控制分数线。先进行普
通高中投档，再进行中职三
二分段及省级以上重点特色

专业学校投档。考生一旦被
前面的志愿学校录取，则不
再参加后续志愿投档。

被普通高中或中职三二分
段及省级以上重点特色专业录
取（含补录）的考生，如注销录
取结果，则只能参加已填报的
第四批次中职学校剩余招生计
划志愿投档录取。

2024 年广州中考普高补
录计划共计7843个，记者查阅

“2024年广州市普通高中补录
计划”发现，公办普通高中补
录计划为 846 个。其中，广州

外国语学校补录计划为 122
个 ，补 录 最 低 控 制 线 为 731
分。该校今年扩招，总招生计
划为600人。

市招考办发布的“2024年

广州市可参加补录考生分段人
数统计表”显示，702分以上可
参加补录的考生为 14 人。此
外，民办普通高中、中外合作办
学项目补录计划为6997个。

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实习生 刘麦岚

公办普高补录计划846个

补录采用梯度控制线上志愿优先的投档方式

已被录取的考生即使放弃注册也不能参加补录

链接 补录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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