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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资办学在北海

陈纬业

关心家乡文化建设，支持地方教育事业，是我市人民光荣而悠久的传统。

据《合浦县志》记载，清光绪年间(1880 年左右)，我市赤壁村人陈洪氏(约

1850—1941)在丈夫去世后，孀守抚养一子一女，主动将其丈夫遗下的田租谷“数

十石(一石约合一百市斤)，捐献给地方和助学基金，专门帮助“高德(贫苦)人

士学费”，受到当时廉州知府刘齐浔亲笔题写“惠及士林”金字匾额表旌．一

个尚需供养两子多年而财产而不算多的农村寡妇，宁愿自己再多一些艰苦，又

对教育事业却如此深明大义，慷慨捐助，确是可贵可敬!

我市第一问中学北海中学(解放前称为“合浦一中”)的建立和发展，同群

众支持息息相关。1926 年 2 月，“合浦一中”在我市筹建，当时合浦县府拨款

不足，赵屋村族长赵伯权(赵世尧同志之父)获悉后，立即召集同姓族人商议，

一致同意把赵姓族人在文明路的一大幅空地，无偿献给“合浦一中筹委会”建

市场及猪行等收取摊拉费，作为该校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赵姓族人的舍己为

群、热心助学、大力支持，为我市第一间中学的开办，贡献很大。

次年 12月，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年青爱国将领陈铭枢(合浦公馆人)

运筹捐献出巨款，营建“合浦图书馆”于“合浦一中”(1936 年拨归该校管理)。

不久，又捐资建立合浦中山图书馆于县城，为廉北两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写下

了光辉的一页。

抗日战争期间，盘踞涠洲岛的日寇，多次派出飞机侵袭北海，将合浦一中

炸得崩败零落，坑坑洼洼。1943 年 l0 月，陈升甫先生捐赠学生桌椅 60副，架

床 27张(共值 56250元)给合浦一中北海分班。当时的“北海镇教育基金委员会”，

曾呈报合浦县府，要求依据民国十八年一月廿九日国民政府公布的《捐资其学

条例》第二条，给予一等奖状。抗战胜利后，合浦一中从廉州平田迁回北海，

急需一大笔钱修复校舍。在“合浦一中委员委员会”成员黄子富和旅越华侨斐



润贵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石伟校长同裴二起，乘船到海防，下榻裴家，向旅越

华侨进行募捐。广大华侨身居异邦，心向祖国，魂系家乡，他们热情接待家乡

亲人，慷慨解襄捐资助学。其中欧国瑞、裴润贵、吴耀南、郭尚忠四位先生，

每人捐款可建一座双问平房教室。当时合浦一中曾为他们和黄子富五人分别刻

碑题名留念志谢。

解放后，党和政府重视教育事业，我市群众捐资活动又有新的发展。解放

初期，百废待兴，社会运动频繁，各级干部工作很忙，尤其是农村干部，更是

日夜劳碌。生活又较清苦，但许多农村干部，对教育事业热情满腔。1952 年春

兴建马小学时，党支部书记邓全昌和乡长王才松等，不辞辛劳，不怕麻烦，亲

自逐户上门，捐收米粮供养教师，并且发动群众锯下村里的大树，制作桌椅、

黑板、篮球架等给学校使用。前几年，阳马生产大队又拨 10亩地给学校扩大。

类似这样关心教育、支持学校的农村干部和乡镇社队，在我市为数可观。

1981—1983 年，我市向工厂等企事业单位及群众筹资 28万元修缮校舍，打

响了群众和社会集资办学的第一炮。其中地角公社捐献 6万元，咸田公社和石

油站各捐 2 万元，选矿厂、化肥厂、港务局、水产公司和供电公司各捐 1 万元。

1983 年春，自治区重点校北海中学为了改善办学条件，结合家长会议动员

学生家长及单位赞助学校．获得热烈反应，收到捐款及物品达 2万多元。其中

家长捐献现金 7500 元，市砖厂、机械厂(今风机厂)、化肥厂、电机厂等企业，

分别赠送了 10万块红砖，2 吨钢材、水管，50吨水泥及 10 台电风扇等。其他

许多学校，也先后发动学生家长和企事业单位，捐集了一批资金和器材，在一

定程度上改善了办学条件。

自 1984 年 4月我市被中央列为沿海 14个开放城市后，经济建设蒸蒸日上，

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尊师重教，捐资办学的群众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1985 年

春，香港林迪先生(原北中校友)出于对家乡教育事业的关心和热爱家乡的感情，

主动赠送一部九座的小客车给市职业中学。新港镇(今侨港镇)拨款 75000 元给

华侨中学建校舍，还决定给教学取得显著成绩的教职工，晋升一级工资．涠洲

岛百代寮村建筑专业户胡锦明，l985 年 6 月看到本村小学舍由予历年台风影响

损坏严重，心里很焦急，主动提出要以每平方低于当地造价 18元的廉价，承包



小学两间课室和一间办公室。以后日夜施工，按量按质按时交付使用，为国家

节约了 3150 元开支。他又拿出 3000 多元，为学校换了一百多套新桌椅，受到

涸洲人民的赞扬。

我市驻军，积极挟助地方教育事业，七九分队指战员经常与市二小联系，

从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持，1984 年该校筹建教学大楼时，因缺少水泥、钢材影

响施工计划落实。分队首长获悉后，立即帮助解决 5 吨高标号水泥及部分钢材，

并派汽车和 60多人帮助该校运走碎砖烂瓦 20多吨，又帮助平整地基、运动场、

修理桌椅、滑梯等运动器械。l987 年春，由市一小、驻军 79分队发起，港务局、

外贸等 50多个单位热情赞助，在市一小兴建了“军民育才亭”，为开展军民共

建精神文明活动，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全国第一个教师节(1985.9.10)前，全市各单位、部门，根据自己的情况，

分别向我市各中小学、幼儿园，捐助了数量可观的款项、物资和纪念品，包括

红砖、钢材、水泥、气象观测仪器、水泵、办公电话、练习本、《教师工作手册》

等。其中石油公司、港务局、供电公司、市砖厂、市邮电局、选矿厂、市水产

进出口公司、经济发展公司、化肥厂、进出口贸易公司等单位，捐助均在三五

千元以上。以后每年教师节前，由市教育局统筹，向企事业单位捐集款项、物

资，统一调拨各校使用，对改善教学条件，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不久前，市职

业高中用勤工俭学资金兴建一幢教师宿舍，但缺少上万元资金。北海选矿厂闻

讯后，立即雪中送炭，乐捐万元巨款，使宿舍能如期完成。去年，市面粉厂一

次就赞助了 2万元，为改善我市幼儿教学条件，贡献了较大的力量。

许多驻市单位和来北营业的个体户、专业户，不但关心我市开发建设，对

我市的教育事业，也是大力支持，区外贸驻北海力、事处、泗顶铅锌矿驻北海

办事处、锡海矿业有限公司、区外贸医药保健支公司等单位，热心教育事业，

每年都乐捐许多资金，支持我市中小学、幼儿园改善办学条件。1987 年“教师

节”前，泗顶铅锌矿北海办事处，一次就捐了 3万元给我市教育部门，1986 年

9 号台风后，我市西塘乡曲湾小学校舍受到严重破坏，对教学工作影响较大，而

地方财政又未能满足全部修复的需要，在曲湾村附近联办砖厂的钦州师傅江进

金、江进城、江进池及北海师傅林仙，急人之急，为校分忧，宁愿放弃一笔收



入，毅然抽出 12万块优质红砖，廉价卖给曲湾小学修校舍、搞基建，使几百师

生能及时上课，这四位师傅，关心学校，爱护师生，热情主动，经常给学校以

各种帮助，如赠送挂钟，为学校捐助购置、安装电风扇等，先后捐助学校近万

元。

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强调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并指

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要逐年增加教育经费，同时鼓励各方面力量集资办

学。”近几年来，由于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群众的大力

支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的努力，我市海城地区和郊区的教育事业发

展较快，学校办学条件得到一些改善。但由于种种原因，至 l988 年 3 月底，海

城区，郊区中小学尚有危房 4.2 万平方米，其中严重危房 2.2 万平方米，每年

都有校舍倒塌，严重地威胁着师生安全和影响教学正常秩序。为了解决这个刻

不容缓的问题，市府根据中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指示和区人民政府有关通知

精神，结合我市具体情况，制定和颁布了《北海市人民政府关于集资抢修中小

学危房的暂行办法》，力争两年内完成海城区和郊区校舍危房的抢修任务。这一

发展教育事业、振兴地方经济、造福子孙后代的号召，顺民心合民意，迅即获

得我市各单位和广大群众热烈响应。市委、市府、市政协、市教育局等许多单

位的领导，以身作则，带头捐资百元以上；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每人捐资

20元以上(北海三中教师熊武，捐资 300 元)；个体工商业户，捐资 30—-300 元；

每个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学生，捐资 10元，高中学生捐资 15元。外地许多驻

我市单位，也积极行动，大力支持。区第一安装工程公司北海分公司刚刚组建，

购置生产设备、机具任务很重，经济效益还不高，但对教育事业一片热情，闻

讯即捐 2000 元抢修学校危房。钦州地区复退军人疗养院干部职工除了给钦州教

育部门捐资抢修中小学危房外，还乐意给我市教育部门慷慨捐助了 840 元。不

久后，海城区就有 390 多个单位，捐资 90多万元。

我市郊区人口不多，许多乡村经济生活水平低，但广大农渔民对教育事业

非常关心，贡献不小。1986 年 6 月我市成立郊区教育局后，立即组织人员到广

东封开参观学习社会办学经验，回来后便着手发动农渔村群众，努力改善郊区

办学条件，当年就筹集了 58万多元。地处边陲的东星，经济条件较差，但群众



办学干劲很大，党支部书记许定建开完会后，马上拍板，立即行动，发动村公

所干部和群众，迅速集资 6万元，兴建了一幢二层 8 室的新楼，使这个有“北

海东伯利亚”之称的穷山村，破天荒的出现崭新的教学大楼。去年，包家把乡

公所的公产树林、村公所旧屋拍卖，农民又积极赞助，一股作气筹了 10多万元，

建了一栋三层九室的教学大楼。群和、盛塘、城仔等许多小学，也是采取类似

方式，使学生走出危房陋舍，进入教学新楼学习。1988 年，我市郊区又捐资 80

多万元，为我市渔农村捐资办学，开创一个新时期。

涠洲地方小，人口少，交通运输不使，经济发展不快，在办学上有一定的

困难。但涠洲人民艰苦奋斗，热心教育事业，知难而进，近年来，在集资办学

上成绩显著，被评为我市先进单位。1987 年春，西角村公所村长江国明的独生

儿子在北海留医。当他获悉集资办学消息，立即交带妻子在北海护理儿子，匆

匆赶回家乡召集干部，发动群众商议，一致决定每一年的第一车甘蔗。一律捐

给学校、迅速集资 5万元，兴建教学楼，一花引来百花发，百花齐放海岛香，

涠洲各界群众，捐资献料，义务劳动，你追我赶，声势浩大，至去年底，已实

现校校有楼房，并且许多教学楼，还拍了石米，嵌上瓷砖，宽敞实用，大方美

观，受到领导和群众的好评。

今年春天，我市捐资办学又出现了喜人的势头，不少群众催促基层干部，

书记、村长主动联系教育主管部门，乡镇大力扶持教育事业，白虎头的经济条

件不大好，该村村公所宁愿压缩其他支出，也慷慨拿出 6万元建二层四室教学

楼。地角镇准备筹集一笔资金，把农丰、大墩海小学合并，迁往深水码头扩大

校址，另设新校，以适应我市西部沿海地区小学教育发展的需要。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持续发展以及群众生活的不断改善，随着教育

事业的重大作用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可以预料：我市群众集资办学必将

掀起更太的高潮，取得更大的成绩。

附：1987 年 9 月 1 0 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北海市“尊师重教”先进单位

广西区外贸驻北海办事处 广西石油公司北海分公司

泗顶铅锌矿驻北海办事处 北海市经济发展公司

南海西部石油公司驻北海办事处 北海驻军 79分队



北海市资资供应总公司 北海驻军海军 38144 部队

郊区“尊师重教”先进单位

北海市侨港镇人民政府 北海市西塘乡人民政府

北海市高德镇东星村公所 北海市西塘乡群和村公所

北海市涠洲镇西角村公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