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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近

日，71 岁的兴国县永丰镇西江村村民谢来发黝黑的脸

颊上挂着憨实的笑容，由衷感谢村里免费安装的 13 只

电表，解决了村里农田灌溉用电问题。

事情要从前些日子说起。永丰镇西江水库发现堤

坝裂缝，为确保安全，相关部门将储存的水排空进行维

修，但正赶上“双抢”时节，7月连日高温又干旱少雨，没

水不利于夏种。缺水灌溉成了当地群众的一件烦心事。

西江村沔员组、黄屋组、天宫下组 83户农民因稻田

缺水，无法进行第二季水稻种植，有的农户用自行嫁接的

电线进行抽水，但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7月15日，西江

村党支部书记谢华桂带领村组干部在全面了解情况后提

出设想：“在农田相对集中的地方安装电表、排插，方便农

户安全牵线抽水，灌溉农田。”

于是，他们立即联系永丰镇供电所。次日，西江村

稻田相对集中的 13 条田埂上，都出现了明晃晃的排灌

电表和一个个黄色的小插座，工作人员还细心地为这

些小插座戴上了防水、防晒的小帽子。“确保水稻丰产

丰收，我们把供电服务延伸到群众身边，永丰镇政府为

群众免费供电，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供电所所长李

慧平说。

13只电表安装好后，解决了西江村83户农户农田灌

溉无电可用、无处拉

线的问题，拉近了干

群关系，在细微处诠

释了“我为群众办实

事”的内涵。

13只电表保灌溉
□韩建超 特约记者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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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刚 刚 结 束 的“ 档 案 里 的 赣

州 ——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年档案文献展”中，有几件特殊

的展品让不少党员干部印象深刻，

一件是 1921 年由蔡元培签署的北

京大学毕业证书，另一件是由时任

总理周恩来签署的赣州市人民政

府委员的任命书，这些档案都属于

同一个主人——张广鸿。

张广鸿出生于 1893 年，字芷宾，

赣州市人，1921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

学系，毕业后被天津南开大学聘为该

校附中教师。1923 年，张广鸿因父生

病辞职回到家乡任教，先后在省立第

十三中学（大余中学前身）、省立赣县

中学（赣州一中前身）等地任教，并先

后被任命为赣州市首届人民代表会

议协商委员会委员、赣州市人民政府

委员。

张广鸿主张以“诚”治学，执教三

十余年，对赣南教育事业做出重要贡

献，与周蔚生、钟起衡一起被誉为赣

南教育界三大泰斗。追寻档案的足

迹，日前，记者联系到赣州一中校史

馆顾问万邵文和张广鸿的儿媳妇严

绮明、孙子张世培等人，他们不仅为

记者展示了张广鸿遗留下来的重要

物件和书籍、文献等，也为记者讲述

了张广鸿的生平和这些档案背后的

故事。

（一）

“公之诚披心见胆师，公之谦

斯远暴德师，公之学博古通今师，

公之俭高风德晏师，公之廉克己奉

公 达 材 成 ……”在 大 余 中 学 校 史

馆，留存着一方石刻，名为“芷宾楼

铭”，是为曾任该校校长 10 年的张

广鸿所作。

芷宾楼是张广鸿离任后，接任的

校长用其结余下来的费用建成的一

栋教学楼。教学楼建成后，专门用张

广鸿的字命名该教学楼，并作“芷宾

楼铭”以纪念张广鸿对该校作出的重

要贡献。

张广鸿 1921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数学系，由时任校长蔡元培先生亲自

签署的北京大学毕业证书被留存至

今，由其孙子张世培收藏，在此次“档

案里的赣州”展览中展出。

在校期间，张广鸿认真治学、严

于律己，积极参加各种学生爱国运

动。他是蔡元培先生发起成立的进

德会甲种会员，曾参加著名的“五四

运动”，也曾加入邓中夏组织的平民

教育讲演团，是北京大学先进青年的

重要代表。

毕业后，张广鸿被天津南开大学

聘为该校附中教师，1923 年因父生病

辞职回到家乡任教。1933 年 7 月，张

广鸿调任省立第十三中学校长，治校

十年，取得了丰硕成果。

张广鸿刚到省立第十三中学时，

该校只有 3 个班、上百名学生，有校

长和教师共计 13 人。在提升学生数

量的同时，张广鸿非常注重提升教育

质量。他不但强调智育，更注重德

育，主张以“诚”治学，要求学校师生

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知行并重。

“在数学教学中，他会采用综合、

分析或绘图等方法，引导学生分析题

意、分解教材，让学生融会贯通掌握

课本的解题思路外，寻找另外的解题

思路，做到一题多解，循循善诱、启迪

思维、严格督促。”在采访中，张广鸿

的不少学生表示，他在教学中善于因

材施教，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大家都

特别爱听他的课，令人如沐春风、如

淋甘露。

由于治校有方，省立第十三中学

教师队伍团结有力，教书育人工作卓

有成效，张广鸿任教期间，该校每年

秋季招生两个班、春季招生一个班，

随后又开办了高中。至张广鸿离任

时，该校已有十三四个班，有学生 700
余人，校园总面积达 3000 平方米。

1941 年，该校被授予模范中学称号，

成为江西省教育战线上的标兵。

除此，张广鸿对学校资金管理

非常严谨，每一笔支出和收入都有

严格的记录。他常常对师生们说：

“我们要节约办学校，要大家动手来

创造学校财富。”经 10 年用心经营，

原本拮据的学校逐渐宽裕了起来，

张广鸿离任时还为学校留下了大笔

结余费用，促成了新教学楼的建设，

便有了大余中学校史馆中的那一方

石刻。

（二）

张广鸿常说：“我是为国家、为民

族办教育而当校长的。”他在大余中

学任校长时正值抗战时期，在人才培

养上，他始终致力于造就一代忠诚、

有正义感、爱国有为的青年队伍，其

爱国之心既见诸行动，又深深烙印在

师生们心里。

1937年，卢沟桥事变让大家义愤

填膺。得知消息后，张广鸿立即组织

师生到大余、崇义、上犹等地，开展抗

日救亡宣传工作，同时组织全校师生

参加军事训练，练就杀敌本领。在学

校，每天曙光初启，他就带着师生们

进行操练；在野外，他和师生们一起

越高山、蹚溪水，在漆黑的夜晚紧急

行军，一路跋山涉水、摸爬滚打。为

了磨练意志，张广鸿还时常带着全校

师生，一起赤足前往离校十多公里的

丫山等地，领略自然之美，调节心身、

陶冶品性。

“当时为了激发大家的爱国热

情，鼓励大家共同抵抗日军侵略，校

长会亲自写校歌，还教会我们唱‘大

刀进行曲’‘青年进行曲’等革命歌

曲。”采访中，张广鸿的儿媳妇、曾在

大余中学就读的严绮明为记者唱起

了这些革命歌曲，她还依稀记得校歌

中的两句歌词：读书为了革命，革命

为了读书。

严绮明还给记者展示了她收藏

多年的张广鸿的遗物——大余中学

的一个脸盆，脸盆中央印上了一个红

色的“诚”字，两边印着“清我身心，洗

我国耻”字样，浓浓的爱国情怀可见

一斑。

由于张广鸿主张抗日救国，思

想进步，教学成果声名远播。 1937
年，他在大余平民医院受到陈毅同

志的接见，得到陈毅同志的肯定和

赞扬。

1937 年 5 月，时任中华职业教育

社理事长的黄炎培赴赣州考察，张广

鸿陪同接待。他们就如何普及和推

广职业教育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张

广鸿的教育思想和办学主张得到黄

炎培的高度认可，黄炎培专门给张广

鸿送了一柄折扇，并在上面题诗：“八

境城楼二水交，郁孤台院俯西郊。早

传一叟黄垆恨，苦说千家赤舌烧。此

去滩名记惶恐，何来海市入萧条？琼

花孤木空含泪，珍重园丁禁野樵。”折

扇被保存至今，在这次档案文献展中

展出。

（三）

张广鸿一生节俭，艰苦朴素，家

中藏书却是汗牛充栋。据介绍，自学

生时代起，他就博览群书，且颇爱订

阅书报，他的工薪既不买田，也不建

房，所置唯有图书。

由于张广鸿兴趣爱好极为广泛，

他收藏的书也极为丰富，既有国内外

数理化等专业典籍，也不乏文史哲等

经典之作；有古今中外各种名著和各

式珍贵辞典，也有大量经史子集、文

学艺术及名人传记等等。张广鸿还

收藏有不少当时的进步书刊和杂志，

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

主义思想早期译本，还有《新青年》

《向导》等杂志。

张广鸿刚回到赣州时，赣南还没

有一家书店。为了便利图书的发行，

为世人开发智力，提高文化教育水

平，在张广鸿的倡导下，由赣南教育

界名士集资创办的第一家书店——

赣州普育书社于 1924年正式运营，张

广鸿被推选为书社经理，并全权负责

书社的运营。经张广鸿的艰苦创业，

书店逐渐兴旺了起来，不仅保证了赣

南各校教科书的及时供应，也开创和

推动了赣南图书事业的发展，为赣南

文化科技知识的传播普及和教育事

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除购书外，张广鸿的薪水便是用

于为兴办教育之需，并接济贫困。抗

战时期，省会南昌遭到日寇践踏，教

育经费不能如期拨付，学校教职员工

不能按时发放工资，张广鸿就毫不犹

豫地变卖祖遗田产，为教职工发放工

资，以解燃眉之急。

除此，张广鸿将大量收入用于资

助穷苦学生。“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许

多孩子因为家里没钱辍学。爷爷身

为一校之长，时常到学生家中做工

作，并且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为孩子

缴学费，让孩子重返校园。”采访中，

张世培说，张广鸿资助学生无数，却

从不要求偿还，也不对外声张，只是

默默支持他们完成学业。

张广鸿将一生精力都倾注在教

育事业上，无论多么艰苦，从未停下

办学的脚步。1943 年，张广鸿任省立

赣县中学校长；1944 年秋，张广鸿任

教育部特设赣县大学先修班教授兼

教务主任；1945 年春，在战火纷飞

中，他率先修班师生，将学校迁至兴

国办学，将其儿女托付亲友照顾避

难；抗战胜利后，他又回到赣州城区

继续办学。张广鸿的学生回忆说，

当时虽在战乱环境中，但在张广鸿

的带领下，全校师生不顾条件恶劣，

精诚团结、克勤克俭、矢诚矢勇，学

科学、习文艺、锻身心、练体魄，一

心为民族、为祖国练就本领。

1950 年 12 月，张广鸿任赣州市

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

员会委员；1951 年 4 月，他又被任

命为赣州市人民政府委员，由时任

总理周恩来签署的任命书被保存

至今。

1954年 1月 19日，张广鸿突发脑

溢血，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张广鸿一生为人师表，严于律

己，爱生如子，赢得桃李满天下。在

张广鸿的教育和熏陶下，有些学生

投笔从戎，奔赴前线、浴血奋战；有

些学生成了学者、教授、行业专家，

或在各级机关、部门担任重要职务，

成为民族的精英、国家的栋梁。由

于 他 的 突 出 贡

献，张广鸿和周

蔚生、钟起衡齐

名，被誉为 20 世

纪 前 半 期 赣 州

教 育 界 的 三 大

泰斗。

诲人不倦 桃李芬芳
——记20世纪前半期赣南著名教育家张广鸿

□实习生郭怡君 记者李美霞 邹忠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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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培展示张广鸿的北京大学

毕业证书。张广鸿的政府委员任命书。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赣县区三溪

乡下浓村的赣州绿林湾农牧有限公

司，一座座饲养大棚宽敞明亮、干净整

洁，只见一头头湖羊耷拉着两只长耳

朵，露出一双乌溜溜的黑眼睛，呆萌又

可爱。

近年来，赣县区全面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把发展湖羊产业作为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特色产业来抓，借助江西

省科技特派团力量，聚焦“主攻科技

创新”，培育了绿林湾农牧、康吉丰

农业等龙头企业，不少农户依托科

学养殖湖羊，走上了增收致富路。

通过科技兴“羊”，该区探索出了一

条通过科技赋能带动农民就业、促

进农民增收、壮大农村经济，助推乡

村振兴的新路子。

成立于 2012 年的赣州绿林湾农

牧有限公司，原本是一家养殖规模

不过 200 头羊的小企业，在江西农业

大学欧阳克蕙、江西农科院畜牧兽

医研究所霍俊宏等专家的大力帮扶

和指导下，在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

展资金“湖羊良种繁育与高效养殖

示范”项目的推动下，快速发展壮

大，到 2021 年上半年已经发展成为

存栏 5000 余头，预计 2021 全年出栏

12000 余头、年产值达 2400 余万元的

大型湖羊养殖企业。该企业已成为

赣、粤、闽、湘等周边省市湖羊种羊

供应基地、最大的湖羊养殖基地，还

成功纳入江西省牛羊产业技术体系

试验示范基地，成为赣县区羊产业

名符其实的“领头羊”。

发展养羊产业，培育和打造一批

羊产业科技骨干是关键。近年来，赣

县区在“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

者日”“全国科普日”等节点，邀请江西

省农科院、江西农大等专家 10 余人

次，深入湖江镇、吉埠镇等羊产业重点

乡镇，开展了 10 余期湖羊养殖技术培

训班和现场技术指导，培训和指导养

羊户 600人次。并在江西省农科院、江

西农大等专家的指导和帮扶下，从天

津引进澳白、杜泊两个优良肉羊品种

进行改良，培育了澳湖一代、杜湖一代

两个新品种，经江西省肉羊联合育种

技术及生产性能测定，具有饲养生长

速度快、肉质鲜美、适应圈养、无膻味

等优点。同时，又推广“肉羊高频高效

繁育技术”“肉羊商品配套系杂交育种

技术”“育肥期肉羊日粮配制技术”和

“绿色替抗饲料添加剂的应用”等多项

新技术，为赣县区迅速做大做强湖羊

产业奠定了基础。

为了促进更多的农民群体养羊

致富，在赣县区有关部门的推动和支

持下，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了产销联

盟，公司提供羔羊和饲料及技术，由

农户把羔羊育肥养大，然后由公司回

购，保证农户无后顾之忧。目前，赣

州绿林湾农牧有限公司所在的三溪

乡有 200 多户脱贫户参与湖羊养殖，

实现就业增收，发展了 6 家中小型养

殖场，还带动了五云镇、湖江镇、吉埠

镇、白鹭乡等乡镇 100 多名农户增收

致富。

科技兴“羊”助力乡村振兴
□黄富万 何邦春 特约记者张帆

本报讯 （廖菊 特约记者廖翠霞）7 月 25 日凌晨，

芥菜、南瓜、上海青等首批 8000 公斤新鲜蔬菜“坐”上

保鲜冷链车，从龙南市合丰上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

大棚蔬菜基地出发，当日傍晚 6时 30分，顺利抵达河南

省新乡市卫辉市李源屯镇后李庄村，晚上 7 时，被有序

地分发给当地受灾群众。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了解到河南新乡受灾严

重，蔬菜紧缺的情况后，为极力解决灾区人民物资短缺

的困难，7月 24日傍晚，合丰上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组

织该公司在龙南市临塘乡临江村以及渡江镇岭下村、

莲塘村的 4 个大棚蔬菜基地的菜农，戴上头灯，手脚麻

利地采割新鲜蔬菜。经过 6 个多小时争分夺秒地采

摘、打包、装箱、搬运等工作，一箱箱应季蔬菜被整齐码

放在冷链车上。

“菜农们用行动为灾区人民送去一片浓情我觉得

很给力。”临塘乡临江村大棚蔬菜基地负责人刘上杰

说，“为了保证新鲜蔬菜能早日到达灾区，我们组织各

个基地的菜农们深夜采摘，并将蔬菜集中装车，希望能

帮助灾区人民早日渡过难关。”

龙南菜农深夜摘菜
驰援河南新乡

近日，由中国血液病专科联盟、国家血液系统疾病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儿童骨髓衰竭疾病高

峰论坛在天津成功举办，会议期间对第二批中国血液

病专科联盟儿童血液病联盟医院进行了授牌，赣州市

人民医院成为该联盟全国 30 家成员单位之一，也是江

西省内仅有的两家成员单位之一。这是继 2020 年赣

州市人民医院成为中国血液病专科联盟成员单位之后

获得的又一块沉甸甸的“金字招牌”。

市人民医院自 2013 年成为儿童白血病两病救助

定点医院以来，该院血液内科救治儿童白血病 180 余

例，初诊病例数逐年上升，缓解率达 95%以上，5 年生

存率达 80%以上。2019 年，该院成为首批国家儿童血

液病诊治定点医院，2020 年 4 月底，血液内科成立赣

州市儿童血液肿瘤中心，致力于赣州市儿童血液病救

治工作。 （袁冬妹）

今年以来，赣州经开区继续扎实推进棚户区改造及

安置房建设，全力加快建设进度，让群众共享发展红利。

杨边棚改项目是赣州经开区重点返迁安置建设项

目，项目施工总投资约 3.75 亿元，总建筑面积 15.67 万

平方米。在项目施工现场笔者看到，工人们正在进行

二次结构砌筑。目前，杨边一期返迁房项目 7#楼全面

主体封顶，这是今年该经开区首个全面主体封顶的返

迁房项目，将于年底前全部竣工交付。

近几个月以来，赣州经开区住建局密集调度，在一线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进度有偏差的工序提出纠偏措

施。“现在天气炎热，我们综合错峰施工、优化工序的方法

来提高效率，以推动项目又快又好建设。”西城公司业主

代表曾庆磊说道。“局里组建了一支以项目部管理人员为

单位的党员干部网络，在推行‘两推两建’工作中，各项目

通过临时党支部的引领作用，促进返迁安置房加快建

设。”赣州经开区住建局干部赖福明说。 （黎伦真 宋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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