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2月22日/星期五/要闻编辑部主编/责编刘名再 / 美编 刘栩 / 校对 黄文波 A7时事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清清，通
讯员宋莉萍、查冠琳报道：12 月
20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广
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贵州中医
药大学附属贵阳医院、贵州省中
医医院）（以下简称“省中医贵州
医院”）正式开诊。

20 日，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
院开诊当天，羊城晚报记者到实
地探访。焕然一新的门诊大楼
前，阳光大棚下正在进行为期 2
天的广东省中医院专家团义诊，
来自广东省中医院总院及贵州医
院的 47 位专家现场为广大市民
免费看诊。

“是不是感觉跟广东的省中
医总院一样？”广东省中医院贵州
医院院长石永勇介绍，从接手医
院建设平整硬化路面开始，到目
前门急诊和住院部逐步开诊、有
序运行，省中医贵州医院只用了

不到一年时间。
从2023年 2月 12日揭牌，到

12月 20日正式开诊，这家位于贵
阳市新老城区交界处、由贵州省
人民政府与广东省中医院合作共
建的医院，已焕发新貌。2023 年
7月，它入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联
合发布的第五批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项目名单。

“目标是打造成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的西南样板，建设立足贵
州、面向西南、辐射东盟的整个片
区的中医药高地。”石永勇表示，贵
州医院目前重点打造的专科方向，
首先是根据贵州当地常见病、多发
病，以及外转就医率较高的病种来
确定，如脑病科、心病科、肿瘤科、
肺病科等专科；另外，也将逐步开
展能够体现中医特色和优势的广
东省中医院传统强科，如中医经典

病房、传统疗法中心、慢病管理中
心、治未病中心等特色科室。

广东省中医院党委书记史俏
蓉表示，省中医贵州医院是广东
省中医院三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之一，医院要把广东省中医院的
管理、技术、人才、文化平移过来，
帮助贵州医院更好地实现中西医
结合协同发展，成为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建设的样板。

“广东经验”“广东标准”如何
平移？“医院管理方面，目前已平移
了100多项总院成熟的医院文化、
管理理念、规章制度；专业技能方
面，我们邀请总院专家进行了100
多场培训，还将分批组织贵州医院
医护人员到总院轮转；另外，贵州
医院接手前是一家偏西医背景的
三级老年专科医院，现在转变为中
医院，因此正在组织‘西学中’，目
前已学完3门课程。”石永勇说。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华、通
讯员粤卫信摄影报道：“从10月
份开始，流感疫苗的接种量增
长了 30%-50%，在最高峰时接
种 了 1200 针次/月。”12 月 20
日，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部部长黄
祥彬介绍，“不仅流感疫苗接种
量增加，与往年相比，老年人接
种 23价肺炎球菌疫苗的数量也
增加了，总体来看，居民主动接
种疫苗的意识比以前提高了。”

近日，全国遭遇寒潮，呼吸
道疾病高发，居民接种流感、肺
炎疫苗的情况如何？记者特别
走访广州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发现近三个月来，居民接种
流感以及肺炎疫苗的数量明显
增加，居民主动免疫预防呼吸

道疾病的热情高涨。
据介绍，位于广州市番禺区

的大石街有常住居民 29.7 万。
“中心登记管理 7岁以下儿童有
2万余人，社卫中心一天的疫苗
接种量约为 350人次，其中儿童
占了 90%左右。”大石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主治医师原彩琼介
绍，在成人接种疫苗中，流感疫
苗、HPV 疫苗、乙肝疫苗、23 价
肺炎球菌疫苗、带状疱疹疫苗
排在前列。

在新冠之后，大家对于肺炎
和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认识
加深，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相
关 疫 苗 的 接 种 量 都 比 较 大 。
在越秀区登峰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近三个月的流感疫苗
接种量明显增加，该中心公卫

主管医师黎丹婵介绍：“流感
疫苗一个月最多接种 1000 针
次 ，23 价 肺 炎 球 菌 疫 苗 也 有
30 针次左右。”

而对于患有慢性基础疾病
的老年人来说，肺炎往往是诱
发或加重基础病的重要因素，
因此老年人预防肺炎非常重
要。今年由于肺炎支原体的
流行，也使得很多老年人积极
接种肺炎疫苗。大石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麦志华向
记者介绍，今年街区老年人免
费接种 23 价肺炎疫苗共 2428
人次，自费接种 23 价肺炎疫苗
318人次。

目前，市民可以通过多种途
径预约疫苗，广东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相关专家介绍，除了

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公众
号 外 ，市 民 还 可 以 通 过 粤 苗
App 进行预约，了解疫苗库存
和价格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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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爱国先驱、抗日志士
丘逢甲生于福建省台湾府淡水
厅双峰山区（今台湾苗栗县），
祖籍在广东嘉应州镇平县（今
梅州蕉岭县）。作为近现代客
家籍知名先贤，丘逢甲也是著
名的爱国诗人、教育家，与黄遵
宪、丁日昌、何如璋并称为“岭
东四先生”。1905 年，他替已逝
的师友黄遵宪主持东山初级师
范 学 堂 建 成 后 第 一 批 招 生 工
作，主持学务，居功甚著。

丘逢甲一生热衷教育，堪
称近代最有声望的广东教育家
之一。他 24 岁中进士，被钦点
工部虞衡司主事。但他不想做
官，回到台湾从事教育和修志
工作，曾主讲于台中宏文书院、
台南崇文书院、嘉义罗山书院
等地。在这些教育实践中，丘
逢甲改革八股，教授文艺兼讲
中外历史，宣讲维新进步思想，
成为当时士大夫中富有影响的
人物。

甲午战争爆发后，1895 年
秋丘逢甲内渡回广东梅县原籍
定居，创办学校，推行新学，决
定走教育救国的道路。1897 年
他赴潮州出任韩山书院掌教。
讲课中，他注意联系实际，“以
实学训士”“课文外兼讲科学”，

向青年学士介绍新思潮和东西
方文明。1898 年，他主讲潮阳
东山书院，又兼任澄海景韩书
院主讲，坚持以“新思想及有用
之学课士”。

在连年的讲学活动中，丘
逢甲深感旧式书院难以造就先
进人才，有了自己办学校的念
头。1901 年至 1904 年，他在汕
头创办岭东同文学堂，以欧西
新法教育青年，以革命维新鼓
励士气，开了粤东民办学校的
先河，掀起兴办新式教育的高
潮，对推动近代社会进步产生
了深远影响。1904 年，丘逢甲
在家乡镇平县创办了镇平初级
师范传习所，培养闽粤赣边区
地方小学教师人才。他还派宗
人门生到福建的武平、上杭以
及广东的兴宁、梅县、五华、平
远等地去开办新学，带动粤东
办学风气大盛。

丘逢甲创办新学，成绩卓
著，深受社会的好评和政府的
重视。清末两广总督岑春煊于
1906 年聘他任两广学务处视学
及广州府中学堂监督。不久，
他又被拥戴为两广方言学堂监
督。1908 年，丘逢甲被教育界
同人推举为广东省教育总会会
长，并受聘两广学务公所议绅。

丘逢甲对广东教育贡献良多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
文史资料委员会

羊城晚报社
联合主办

焕发百年书院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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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文重教，几番科举折桂传统：

梅岭英才钟此地 不辍弦歌蝶变新
在梅州市区周溪水与梅江交汇处，走过历经沧桑的状

元桥，就来到了历史悠久的东山书院门前，继续前行则是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以下简称“东山中学”）的校园。近三
百年来，这里成为了不少梅州学子人生中“学无止境，追
求卓越”的一段必经之途。

东山书院始建于清乾隆十一年（1746 年），是清代梅州
最高学府，当代全国重点名校东山中学的前身。厚重的门
墙青瓦诉说着历史的沧桑，传承着延绵千年的客家文脉，
也是梅州人文教育发展史的缩影。从古老书院到现代中
学，这里代代英才辈出，弦歌不绝。

今天的东山书院位列省级重点打造的广东十大岭南
书院之一，正从文保单位向文化品牌、文化空间转变，日益
成为梅州市民引以为傲的“金色名片”，为岭南文化传承
发展守住底色、注入亮色而不懈努力。

自宋代以来，梅州就以崇文
重教、文风昌盛闻名，民间俗话说

“有田要养猪，有儿要读书”。这
里私塾、学堂遍及城乡，有“十室
之邑必有一校”之说。在科举时
代，梅县（包括梅江区）参加童试、
乡试和殿试，考取秀才、举人、进
士的人数众多。据《广东通志》
《光绪嘉应州志》《采芹录》等资料
统计，从宋代至清代，经会试、殿
试考取进士有 109 名（其中翰林
21 名），明通进士10名，另有梅县
寄籍外地的考取进士8名。众多
士子蟾宫折桂，他们的身后是当

地星罗棋布的书院和私塾。
在客家人的教育体系中，在

私塾接受了初级教育之后，有志
读书者便会进入更高层次的书院
学习，因此书院的地位举足轻
重。据相关资料记载，仅清乾隆
年间梅州境内就建有 9 所书院，
至清末废科举前，据不完全统计，
梅州已有书院24所、义学14所、
社学 20 所、官学 4 所，私塾遍及
城乡，而其中最具代表的地方当
属创建于清乾隆十一年（1746 年）
的东山书院，也是当时梅州官立
最高学府。

东山书院不仅是近代人
才培养的沃土，也是传播革命
火种、进步思想的摇篮，是梅
州重要的红色革命遗址所在。

1912年，东山初级师范学
堂与务本中学堂、嘉属官立中
学堂、梅东中学堂等四校合
一，改名为公立梅州中学，东
山书院原址停止使用。1913
年，在地方进步人士和海外华
侨支持下，县议会批准在东山
书院旧址成立“私立东山中
学”，由此揭开了这所古老书
院新的焕彩篇章。

1913 年至 1915 年，叶剑
英在东山书院度过了青少年

时期的求学时光，他在此阅读
进步报刊，确立了求学报国的
宏愿。学校成立学生自治会，
叶剑英因组织能力和威信突
出，被推选为首任会长，并连
任两届。他亲自起草，为学生
自治会定立章规：“今日之学
生，即将来之公民。学校所以
养成有用人才，为将来利国福
民。故学生在校，即当锻炼其身
心，增进其学识，以实利为归。
非从前之学究之熟读书本，博取
无谓之功名而已。”这成为后来
东山中学的办学宗旨。

1925年，时任东征军政治
部主任的周恩来率东征军到

梅县，对当地教育事业大加夸
赞：“梅县教育尤为普及，即至
贫之家亦令其子弟入学，全县
不识字者极少数，亦梅县之特
色。”他还亲临东山中学作关
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演讲，激励
学生：“我们要团结起来争取
独立自主，你们青年学生是国
家未来的主人，应该好好学
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东山中学在长期的革命启
蒙和斗争中形成了光荣的革命
传统。1926年4月，中国共产党
东山中学党支部成立，这里也成
为梅县最早建立中国共产党党
团组织和开展活动的中学之一。

羊城晚报：为什么在有着
崇文重教传统的梅州，直到清
代乾隆年间才广泛创建了东
山书院等有影响的教育机构？

黄淼章：传统书院为中国
古代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之
地，是传承历史文脉，蕴涵优
秀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梅
州第一间书院开办于宋代，由
刘安世（号 元 城）所创，故名

“元城书院”。由于梅州地处
粤东山区，人多地少，导致古
代梅州经济落后，客家人生活
艰难，因此梅州书院的创建相
对珠三角较晚。但客家人系
从中原南渡而来，延续着耕读
传家的传统，客家文脉绵延，
缕缕书香不断。读书是客家
人谋生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
他们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考取
功名，到外地去做官，从而解
决本地资源不足的难题。

到了清代，随着客家地区
经济发展，梅州书院林立，还有
官学、义学、社学等，私塾遍
及城乡，兴学育才蔚然成风。
清代梅县是华侨之乡，华侨一
贯关心家乡的发展，也很重视
家乡的文化教育，因此梅县成
为广东五个科举发达县之一，
东山书院的建设发展是恰逢
其时。

羊城晚报：为什么在不到
300 年间，东山书院能为梅州、
广东乃至全国培养出许多杰
出人才，甚至对中国历史发展
影响深远？

黄淼章：客家人崇文重
教，东山书院在其中起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到了清代晚期，
梅州书院文化逐渐融入了社
会发展潮流，承担起推动梅州
教育走向近代化的责任。清

末新政推行教育改革，黄遵宪
筹资对东山书院进行大规模
重建。正是通过黄遵宪的改
革，东山书院在转型中焕发了
生机，由一个传统的儒学教育
场所蝶变为近现代教育的助
推地，让梅州成为岭南的人文
荟萃之地，对推动客家文化传
承、传播岭南文化，培养经世
安邦的杰出人才，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辛亥革命以来，梅州走出
了540多位将军、340多名大学
校长（院长）、30多位院士，盛产

“教书先生”，这与黄遵宪等人
开风气之先的贡献密不可分。

羊城晚报：您认为当下应
该如何发展建设和利用好东
山书院这一独特的文化平台？

黄淼章：东山书院历经百
年风雨沧桑，整体建筑风貌完
整地保留下来，风采犹存，本
身就是一个奇迹。作为省级
文保单位，应进一步做好书院
的文物保护和利用工作。

东山书院被列为广东省
重点打造的广东十大岭南书
院之一，迎来了千载难逢新机
遇。要努力发掘东山书院深
邃的文化教育资源，通过不断
地探索和实践，总结出一套兼
具传统书院教育与现代教育之
间的人才培养模式。当下，还
有多种方式活化东山书院：例
如，持续开展包含院校合作、文
物展览、研学、书香节、特色品
牌等活动，举办面向不同社会
群体的文化教育活动，深度开
发文化创意产品……古老的东
山书院存续至今，它完全有条
件被建设为最具特色的客家文
化教育景点，成为客都梅州亮
丽的文化名片。

在状元桥畔，这座既有客家
传统建筑特色，又存“四合院”遗
风的古建筑，正是梅州保存最完
整的古书院——东山书院，也是
我国客家地区规格最高的“重檐
歇山顶式”书院建筑，被列为广东
省文物保护单位。

东山书院坐东朝西，占地
1642平方米，由大门楼、前堂、中
堂、后进组成，是典型的“三进两
横”建筑结构。整个书院以魁星
阁为中轴对称，具有客家方形围
龙屋的结构，被誉为研究客家古
代书院式建筑及其教育制度的活
化石。

而院前的状元桥可追溯的历
史要更加悠久，据考证宋代已存，

其名寄托了客家人渴望早日出状
元、提振士风的美好愿景。据记
载，清乾隆九年（1744 年），王者
辅调任嘉应知州（嘉应为梅州古
称），不久将状元桥重修改建为下
辟双孔的石拱桥，一直沿用至今。

王者辅良政善治，有感于本
地尚未出现状元文魁，遂在乾隆
十一年（1746 年）做出决定，倡议

“先修书院，延请名师，名师出高
徒，高徒逐状元”。据现任梅州市
岭南书院（东山书院）院长李月云
介绍，当时王知州的倡议一出，就
得到了当地客家人的大力支持，书
院很快落成。“这不仅是因为王者
辅以往的政绩，更是因为客家人一
向都很重视教育。”李月云表示。

王者辅将书院命名为东山
书院，并以“东山培国栋，书院育
人才”为宗旨，让客家人的求学
之路更为宽广。书院创办当年，
便有了第一个考上国子监的学
生钟许，王者辅为之题写“初步
云梯”匾额，如今仍高悬于东山
书院正堂。

近代攀桂坊诗人黄荐鹗有
《晚宿东山书院》诗：“梧桐庭院
石桥东，绛帐人人效马融。梅岭
英才钟此地，书声夜噪鲁灵宫。”
这也是时人对清末东山书院人
文兴盛、应者如云的印象。

东山书院深耕于此方人文
沃土，萧系闳、萧廷发、黄仲安等
宿儒先后出任山长。如今书院
天井两侧走廊的展框内，挂着晚
清重臣张之洞为东山书院主讲

黄莘田生日撰写的《寿序》一
文。黄莘田是清同治二年（1863
年）癸亥恩科进士黄基的父亲，
黄遵宪的堂叔祖。黄基与张之
洞为同科进士，有同年之谊，当
年的探花张之洞亲自撰文，敬贺
毕生致力教育的黄莘田。

曾任礼部主事的黄基也曾
长期主讲东山书院，如今大门上
的“東山書院”牌匾正是黄基所
题写。其时，东山书院学子的主
要课艺是八股文和策论。经历
多代学识高深广博的儒家学者
潜心执教，东山书院共培养出
100多名进士、700多位举人，是
古代梅州文教兴盛的浓缩。清
状元吴鸿督学广东，曾盛赞梅州

“人文为岭南冠”。当代，郭沫若
亦赋诗赞之“文物由来第一流”。

同治年间，东山书院毁于
战火，后来重修。随着清末新
政到来，清政府颁布《钦定学
堂章程》，宣布要逐步废除科
举制度，东山书院面临着何去
何从的问题。

此时，晚清著名外交官、
维新思想家、爱国诗人、被誉
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
人”的黄遵宪，在戊戌变法失
败后被革职回到家乡梅州，决
意探索教育救国实践。当时
各地纷纷兴办新学，他敏锐地
发现师资短缺是迫在眉睫的
问题，遂决定在东山书院创办
一所初等师范学堂。光绪二
十九年（1903 年），东山书院改
名为“东山初级师范学堂”。
这是梅州兴办的第一所师范

学校，也是近代中国最早创办
的民办师范学校之一。

为容纳更多学生，1904年
黄遵宪筹资对东山书院进行
大规模重建。他主张“以新学
求切用，以专门定趋向，以分
科求促进，以自治为精神”，先
后选派杨徽五、黄之骏、黄遵
庚、黄季伟、黄延豫等人赴日
本学速成师范，第二年回国后
筹备开学。

遗憾的是当东山初级师
范学堂建成，黄遵宪却已于
1905 年春逝世，他的挚友、
爱国志士丘逢甲代为主持招
生。当年，120 名新生通过
考试，成为初级师范学堂的
第一批学生。东山初级师范
学 堂 学 制 一 年 ，课 程 有 修

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教
育学、历史、地理、算学、博
物、物理、化学、习字、图画、
体操13科。

“1903年至 1912年底，是
东 山 书 院 的 第 二 个 发 展 时
期。这时的师范学堂为梅州
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尤其是
教育界的人才。”李月云感慨
地说，梅州盛产“教书先生”，
与黄遵宪当时的贡献密不可
分。历史悠久的东山书院在
黄、丘二位先生的教育改革下
重新焕发生机，此番带动下，
梅县还兴办起数百所小学、十
余所中学，志在培养拥有“爱
国”之德，“理化实业各科”之
智和“尚武”之体的客家学子，
充实光大近代客家文化。

2008年11月18日，东山书
院被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
五 批 广 东 省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
2021 年，广东省委宣传部又将
东山书院列为全省重点打造的
广东十大岭南书院之一。2023
年 5月，东山书院被核定为广东
第二批革命文物名录。

记者走进今日东山书院，
四壁回廊遍布名家题刻和各类
文物，笔墨书香充溢其间。如
今，东山书院全年无休地对市
民游客免费开放。李月云表
示，这里不仅是可以游览的景
点，还是一个公共文化平台，主
客共享的城市文化客厅，“我们

希望梅州市岭南书院（东山书
院）不仅是东山师生的书院，还
是梅州所有市民游客共同的文
化家园，让‘我们的书院’成为
本地文化的橱窗和客厅，向各
方客人展现梅州的文化自豪。”

目前，梅州市岭南书院（东
山 书 院）的建设秉承“修旧如
旧”原则“微改造”，立足书院功
能定位，对东山书院建筑本体
进行保护性改造提升，着力打
造了“一馆一堂四区八室”，新增
了数千册藏书，并配备了多媒
体、桌椅等设备设施。在今日梅
州，这座古书院已焕发新生，成
为了集学习、交流、培训、收藏、

展陈、科普、文创和手作等功能
于一体的新型文化活动空间，具
有鲜明的岭南文化特色。随着
丰富的教育文化活动频频落地
举办，这所百年书院不仅“活”了
起来，也“火”了起来。

目前，东山书院正在积极
探索打造一系列书院活动品
牌。李月云告诉记者，东山书院
精准对焦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围
绕“立志、立德、立功、立言”等主
题，开设红色讲堂、道德讲堂、客
商讲堂、名家讲堂，组织开展“四
史”宣传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让市民、游客在此领略
更优质的文化服务。

平移“广东标准”，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正式开诊流感肺炎疫苗接种量明显上升

梅州东山书院：

状元桥前，后起东山书院缘起：

初步云梯，此地人文称冠全盛：

名家接力，创办新式师范转身：

少年精英，种下红色基因焕彩：

新型空间，传承客家文脉活化：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黎存根 通讯员 任海虹 实习生 肖佳妮

居民在社卫中心接种疫苗

东山书院正门

应对呼吸道疾病，广州居民接种疫苗热情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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