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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香港 3 月 28 日电（记者王
旭、苏晓）在香港香岛中学的校史室，86
岁的司徒宏老先生环视那一幅幅或暗黄
或鲜艳的照片，感慨万千。
　　他说，正是在这所学校，我第一次了
解到祖国。母校和爱国，自此便在他心
中连在一起。
　　 1946 年春天，一批进步知识分
子在香港办起了一所新型中学——— 香
岛中学。它是香港第一批升起五星红
旗的学校之一，“爱国、进步”是这所学
校永不褪色的标志。

在港英打压下顽强生存、发展

　　“最新奇的是学校的早读。同学们分
成几个小圈子读报纸，念时事。”当时才
10 岁的司徒宏已辗转读过好几所学校，
由于他调皮、好动，哪所学校都不留他。
直到“另类”的司徒宏走进了这所港英当
局眼中的“另类”学校的小学部。
　　这里打开了司徒宏新的人生大门。
他不知道，这别具特色的读报纸，正是这
所学校培养孩子们了解社会、关心祖国
的特殊方式。这一方式一直持续，成为
香岛中学国情教育的传统。
　　退休多年的香岛中学校长杨耀忠
说，港英统治时期，爱国学校受到各种打
压。香岛中学第一任校长卢动，就是因
为坚持挂五星红旗在 1950 年被港英当
局递解出境。
　　杨耀忠介绍，当时的爱国教育主要是
两个方式，“一个是早读课，二十分钟时
间，让孩子们读报纸，重点都是讲祖国的
重大发展、重大成就。遇到像发射东方红
卫星这样的大事，全校师生一起庆祝”。
另一个就是以各种方式庆祝国庆，“不仅
在各种压力下坚持升国旗、唱国歌。而且
搞各种体育、文艺比赛，庆祝国庆”。
　　“在港英时代，爱国学校困难很多。”
现任香岛中学校长黄颂良说，没有资助，
不给生源，学校用地难以获批，学校老师
与外界交往受到监控。学生毕业也受到
各种歧视，成绩再好也不能进入公务员队
伍，连教育学院、消防队都难以进入。

　　“我校历史，不仅是一所爱国学校的历史，而且是香港地区在
殖民统治下进行爱国教育奋斗史的一部分。”细品香岛中学校史的
这段话，既有沉重，更有豪情。
　　爱国学校严谨、严整的校风受到香港社会广泛好评。“有一段
时间，香港黑社会渗透学校，家长很担心。送到爱国学校，孩子学
不了坏，是当时社会的共识。”香港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邓飞说。
　　广大香港爱国同胞是爱国学校最强大的后盾，他们捐助土地，
募集资金，克服阻力把子女送到爱国学校。犹如顶翻石板的竹笋，
爱国学校在压力下顽强生存，发展壮大。到上世纪 70 年代，仅香
岛中学一家，本校和分校在校生达到 1 万多人。

大家庭般的师生氛围来自理念相同

　　“香岛中学的老师不一样，就像校歌里唱的——— 我们是一所大
家庭。”司徒宏对这一点念念不忘，几次深情回顾。
　　“当班主任老师第一次要我放学后留下的时候，我以为又是罚
站、训话。”司徒宏说。但他的班主任李丽珠老师留下他，指出的却
是他有哪些优点。
　　“那是我第一次受到肯定。我当时就哭了，哭得止不住。”这是
他的人生转折，此后司徒宏变得自强、上进。在老师、学长的影响
下，他向往祖国，1950 年只身到广州求学，后来考入了华南师范
大学，投身于祖国建设中。
　　这种犹如大家庭一般的师生关系一直延续到现在。年轻的曾
老师刚回母校教书不久，她回忆在香岛中学上学时，“我不开心，我
考试没考好，我可以直奔教研室找老师诉说，老师会开导我”。
　　如今，她自己也正在把这种关怀传承下去，“不仅教学生知识，
在为人处世、生活态度等心理层面也会帮助他们”。
　　“不同于香港教会学校、私立学校，爱国学校能做到这一条是
因为从老师到家长都是靠信念联系在一起。”杨耀忠 1980 年开始
进入香岛中学做副校长。“港英把你打入另类，孤立你，让你自生自
灭。教师收入低，不到其他学校一半，学生被人另眼相看。如果不
是同一个理念，教师不会来，家长也不会送学生来。”
　　“我自己是一所‘亲台’学校出来的。”杨耀忠谈起了他理念的
确立，“那是受国民党影响的学校，整个中学期间我被他们洗脑。”
　　 1971 年，他上了大学。那时的香港各高校，爱国学生运动风
起云涌，他重新认识了新中国，也走上了坚定的爱国教育的战场。
在爱国学校最困难的时候，他加入了香岛中学。
　　上世纪 80 年代，港英当局逐步开始实行免费教育，靠收
学费生存的爱国学校受到很大影响。和其他爱国学校一起，
香岛中学一面采取措施渡过难关，一面团结社会各界力争同
等待遇。港英当局直到 1991 年，终于将包括香岛中学在内的
数所爱国学校列为资助学校。

教育要推动爱当代中国

　　邓飞也曾就读香岛中学。从上学时，他就认识到，爱什么样的
中国在香港有着深刻的内涵。
　　到将军澳香岛中学当校长后，邓飞研究过港英当局排斥新中
国的教育手段。“港英当局没有抹去中文教育或者中国历史教育，
他们知道也抹不掉，所以就采取一种手段，只强调一种文化上的中
国，而抹掉当代中国，从而造成香港华人社会顶多只是仰慕文化上
的中国，从而排斥当代中国，对当代中国一切的元素都采取一种怀
疑、质疑，甚至是讨厌的态度。这种别有用心的厚古薄今政策一直
持续到 1997 年。”
　　在邓飞看来，如果说回归前爱国学校主要推动的是反殖民地
奴化教育，那么在香港回归后的今天，要推动的就是爱当代中国，

“我们的价值就在这里”。
　　回归以后，各学校到内地交流已成主流，不再像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那样需要破除重重阻力。“但不能总是去看名胜古迹。”作
为重庆市的政协委员，邓飞计划在疫情过后带学生一面去瞻仰
承载古代文明的大足石刻，一面去寻访重庆的三线建设项目，

“让我们的学生认识那些为实现工业化默默付出的人们”。
　　从新中国到当代中国，如何将爱国这一情怀和传统传承下去，
不仅是邓飞，也是杨耀忠、黄颂良等众多爱国教育工作者一直在思
考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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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贵阳 3月 29 日电（记者骆飞）
日前，贵州省对高考加分政策进行调整，将
于 2022 年高考起正式施行。其中，全国性
加分项目中将逐步分区域分时段调整、取
消少数民族高考加分；地方性加分项目中
的省、市、县“见义勇为英雄”等称号高考加
分分值也将逐步调整取消。
　　记者从 29 日召开的贵州省教育改革
新闻通气会上获悉，省教育厅等多部门日
前印发的《贵州省深化高考加分改革实施
办法》提出，此次高考加分改革对全国性加
分项目和地方性加分项目都将逐步进行
调整。
　　根据该办法，贵州省高考全国性加分

项目中，除烈士子女考生加分、在服役期
间荣立二等功及以上或被战区及以上单
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考生加分、
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考生加分等分值不
变外，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和台湾
省籍考生（含台湾户籍考生）加分分值由
10 分调整为 5 分。
　　贵州将逐步调整少数民族高考考生
加分政策，该加分项加分区域调整为三
类，其中一类区域包括贵阳市云岩区、南
明区、花溪区、乌当区、白云区、观山湖
区，遵义市红花岗区、汇川区，安顺市西
秀区，该区域 2022 年至 2023 年参加高
考的少数民族考生，符合“三统一”原则，

即申报少数民族加分项目的考生高中阶
段须在同一县（市、区、特区）具有三年完
整户籍、学籍和连续三年实际就读，加 5
分；2024 年起，该区域取消该加分项。
　　二类区域包括贵阳市清镇市、修文
县、息烽县、开阳县，遵义市赤水市、播
州区、仁怀市、绥阳县、桐梓县、习水
县、湄潭县、凤冈县、余庆县、正安县，
六盘水市钟山区、水城区、六枝特区、
盘州市，安顺市平坝区、普定县，黔东
南州凯里市，黔南州都匀市，黔西南州
兴义市，贵安新区，毕节市、铜仁市所
辖非民族自治县，符合“三统一”条件
的少数民族考生，2022 年至 2023 年

加 10 分，2024 年至 2025 年的加 5
分，2026 年起取消该项目加分。
　　三类区域包括黔东南州、黔南州、黔
西南州所辖除凯里市、都匀市、兴义市外
的其他县（市），民族自治县，符合“三统
一”条件的少数民族考生，2022 年至
2023 年加 15 分；2024 年至 2025 年加
10 分；2026 年起加 5 分。
　　贵州省地方性高考加分项目中，将
逐步取消农村人口的独生子女户女孩
考生和二女结扎户考生加分；逐步取消
省、市、县级“见义勇为英雄”“见义勇
为模范”“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等称号
的人员或其子女考生加分。

贵州：明年起高考加分政策有大调整
将逐步分区域分时段调整、取消少数民族高考加分

　　新华社昆明 3 月 28 日电（记者岳冉
冉）卓玛拉姆“一脚成名”，不是因为射门
准，而是因为力道大。她一脚踢穿广告牌
那年，正上五年级。拉姆所在的德钦县第
二小学（下称“德钦二小”）也因此被人们
记住。

“女金刚”

　　人们已淡忘了 2019 年 8 月 19 日那
场决赛的过程，却记得拉姆这一脚。赛前
训练，拉姆在禁区练射门。她起脚，抽射，

“嘣”！球没进网，可皮球却像炮弹般飞向
底线后的广告牌，卡进了三厘米厚的塑料
板里。
　　这一幕很快成为焦点。记者都跑去广
告牌前拍照。对方教练开始布置战术，让
队员主要盯防拉姆，但要注意安全。怯怯
的拉姆问教练扎史罗丁，需不需要赔，赔多
少？罗丁安慰她，这是个意外，组委会不会
追责。
　　那场比赛，德钦二小 3：1 战胜对手，
捧起了云南省校园足球小学女子组冠军奖
杯，拉姆打进两球，获评“最佳球员”。
　　当时还是替补的斯那吾姆记忆犹新：

“拉姆姐成了偶像，大家都找她签名拍照，
叫她‘大力金刚脚’，我们都引以为荣。”
　　 2020 年，因出色的足球技术，拉姆被德
钦县中学“抢”走。斯那接过了德钦二小女足
队长袖标，“我想再次走出大山，去外面的世
界看看。”
　　德钦二小因足球一战成名。一年后，
他们又在篮球上发威，拿下了姚基金举办
的希望小学“三区三州”篮球赛亚军。“传
言最甚时说我们的孩子天生神力。”罗丁
喜欢这些江湖传说，这让学校带有一丝
神秘。

改变

　　只有校长格桑尼玛知道，荣誉背后不
是神力，而是体育，是塔基的托举，才有了
塔尖的成绩。
　　德钦二小位于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
钦县奔子栏镇。校园建在半山，从大门到
教学楼，得先爬一个陡坡，上 135 级台阶，
才能到操场。每间教室的窗外都能看到奔
腾的金沙江水。全校 868 名学生 99% 都
是藏族，家最远的离学校 200 多公里。孩
子每年寒暑假回家两次，平时跟老师一起
住校。
　　“集中办学和寄宿制有它的好处，但孩
子会缺少亲情陪伴，这需要老师当好‘校园

家长’。”格桑说。
　　德钦二小最近在搞“厕所革命”。寒
假里，校园公厕由水槽改成了蹲坑，放假
回来，孩子们得适应手纸入筐、按阀
冲水。
　　对于刚入校的新生来说，他们得从
擦屁股学起，还有洗漱、擦护肤霜、叠被、
洗衣、洗碗。“入校前，有的孩子脸皲裂得
像被风吹过的面团，现在他们的皮肤是
光滑的，每个寝室睡觉前都是香的。”生
活老师康珠次木指着八人一间的宿
舍说。

　　只需一个学期，一年级的娃就能具
备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但格桑发现，
不少孩子因为想家、语言不通，腼腆内
向、不爱说话。为了让他们打开心扉，
尽快融入集体生活，格桑决定全校要大
力 开 展 体 育 运 动 ，且 每 个 老 师 必 须
参加。
　　神奇的事发生了。每天的晨跑、跳
绳、锅庄让刚入校的孩子很快熟识，交上
了新朋友。运动会上，为给班级争光，孩
子们浑身透出自信与不服输的劲。当校
队拿了荣誉凯旋，全校师生敲锣打鼓迎

接，大家眼里写满尊重与信任。最主要
的是，孩子们性格开朗了，饭量大了，体
格壮了。
　　“我没想到，体育成了这些寄宿生的精神
世界，也成了他们健康体魄的守护神。”格
桑说。

牦牛骨汤

　　上午 6 点 10 分，校园广播开始播
放《歌唱祖国》，所有寝室亮灯，孩子们陆
续出门，走向操场。格桑站在低年级宿
舍楼外，弯着腰，盯着孩子们的脚。看到
鞋带没系好、鞋扣没粘紧的，赶忙叫住，
给孩子整理。
　　 6 点 20 分，全校早锻炼开始，孩子
跑前，老师垫后，嘹亮的“121，121”回
响在星空下、金沙江畔。
　　足球队员比其他孩子起得更早，这
是他们一天四练的开始。罗丁吹着哨，
领大家做折返跑。去年因为疫情，全省
校园足球赛停了一年，今年球队的目标
是卫冕。“每天三小时的训练量摆在
这，好成绩是水到渠成的。”格桑现在
急需的是专业教练，他想拔高孩子的
技术。
　　 6 点 40 分，孩子们奔向食堂。馒
头、牛奶、鸡蛋开启一天的能量摄入。满
头大汗的足球队员在一口大盆前排起了
队。“校队体力消耗大，这是给他们熬的
牦牛骨头汤。”格桑给拿着纸杯的孩子每
人盛了一勺。
　　“每个娃每天就 9 元伙食费（注：高
原农牧民子女学生生活补贴），校队 120
个娃需要额外营养，怎么办？”格桑想到，
藏族老人关节痛，会去喝牦牛骨头汤，敲
碎骨头，流出骨髓，小火慢熬，营养滋补，
价格便宜。“这算是孩子们的唯一补品。”
他说。
　　 10 点大课间，师生齐跳由锅庄改
编成的广播操。德钦小学没有午睡习
惯，中午一个小时也用来运动，校队训
练，其他孩子则跟老师玩跳绳和篮球。
晚上 6 点到 7 点，校队最后一练。晚 9
点全校熄灯。
　　格桑最想送给孩子的礼物是体育记
忆和体育故事：“也许是足球场的跑道、每
天必爬的 135 级石阶、锅庄、牦牛骨汤；也
许是篮球场、足球场上的球衣号码，校运
会纪录册里的名字。”
　　但格桑忘了最重要的一点，这六年
里，除了体检，教学楼一楼一隅的校医院
是孩子们最少去的地方。

以“女金刚”为荣：边陲村小的“大力奇迹”

拉姆与她射穿的广告牌。（来源：新华社客户端）

　　 3月，记者采访了云南两所小学。两校相
隔 691 公里，一所在城市，一所在农村。海拔、
生源、条件等都不同，但相同的是，两名校长都
选择了用体育来突围学校“困境”。
　　高辉，50 岁，昆明市盘龙小学校长，从
事小学教育 31 年。2020 年秋季，她开始尝
试解决困扰城市家庭的“三点半”难题。三
点半，孩子放学，五点半，家长下班，娃谁接？
这一尴尬的时间差似乎成了无解的矛盾。
请校外托管机构接，家长担心人身与食品安
全；老人接，无法常态；家长接，要么得全职
在家，要么需请假早退。父母希望学校接
盘，但老师有苦。
　　虽然教育部门一直倡导学校自主破题，
但方法不多。怎么解决这一民生痛点，高辉
想到了用体育。
　　她在三点半后大力推动特色体育课，可
选择的项目有十多个。主校区占地面积小，
她就因地制宜，选择简便的锻炼方式。为使
家长放心，学校买齐了保险，并引入了靠谱的
第三方力量“云南省学生体育协会”，这是教

育部门和民政部门认证、备案过的机构，正
规、专业、学费便宜，专业教练与体育老师
搭档，不仅提高了体育老师业务本领，也有
了安全双保障。
　　高辉思路明确，体育课就是主科，她
不仅处处给体育老师“撑腰”，还给孩子
布置体育家庭作业和假期作业。她认为
体育与孩子视力有正相关性，三点半后
在户外的阳光下锻炼，能有效防止近视。
既学到了体育技能，锻炼了体魄，还能保
护眼睛，一举三得。
　　与盘龙小学的“三点半”突围相比，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第二小学（下称

“德钦二小”）用体育破解的是农村孩子
的“情感安放”问题。
　　格桑尼玛，50 岁，德钦二小校长，从
事小学教育 30 年。这所只有 10 年校龄
的寄宿制小学，被他打造成了云南有名
的足球、篮球特色校，特别是足球女队以

“大力”闻名，队员的射门能踢穿广告牌。
但学校这些成绩的取得也并非刻意为

之，而是水到渠成。
　　德钦二小共有 868 名农村学生，
99% 都是藏族。孩子的家多在边远高寒
山区，到了入学年龄，他们就到这，和老
师一起住校，每年寒暑假回两次家。
　　比起过去村里的“一师一校”，集中
办学的好处是孩子能接受更正规、更高
质量的教育，但缺憾是寄宿制让孩子远
离家人，少了亲情陪伴。刚入学的孩子
想家、语言不通、腼腆内向、不爱说话。
为了让他们打开心扉，尽快融入集体生
活，格桑决定在全校大力开展体育运动，
且老师作为“校园家长”也必须参加。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每天的晨跑、跳
绳、锅庄让孩子很快交上了朋友；运动会
激发了孩子的集体荣誉感，取得的运动
成绩让他们逐渐自信；校队出征或凯旋，
全校师生给予最高礼遇，孩子们感受到
了尊重和信任；校队的孩子被大山外的
学校“挖走”，开启了新的人生。最主要
的是，运动让孩子们性格开朗了，饭量大

了，体格壮了。格桑说，体育成了这些寄
宿生的精神世界，也成了他们健康体魄
的守护神。
　　孩子每天两个多小时的运动量让我
吃惊。以一名普通学生来说，早 6 点 20
开始顶着繁星晨跑，10 点大课间跳锅
庄，午饭后跳绳与篮球，晚 7 点自由锻
炼，9 点寝室熄灯。生活老师说每个孩
子入睡非常快，就像耗尽电量的电池。
　　作为校长，格桑从不担心孩子近视，
因为一个班就一两个“小眼镜”；他也不
担心孩子小升初后要面对中考体育

“100 分”，因为他们的孩子人人能拿满
分。他唯一期望的就是能请到专业教
练，在体育技能上给农村孩子拔高。
　　一开始，记者很好奇两位校长用体育
突围困境背后的驱动力，直到采访结束，终
于找到了答案。
　　高辉说：“一个健壮的体魄，一双明
亮的眼睛，一个终身运动的自觉习惯，是
我想送给小学阶段孩子们的礼物。”
　　格桑说：“我想送给孩子的是有关体育
的记忆和故事。六年的晨跑会让他们明
白，人生可以放慢速度，但绝不要放弃。”
（记者岳冉冉）新华社昆明 3月 28日电

两所小学的困境与自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