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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歌不辍，芳华待灼。
为表彰先进典型，传递榜样
力量，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
尚，9 月 10 日上午，莆田湄
洲岛妈祖中学为 30名先进
个人颁发证书，表彰他们在
教育工作和教学管理岗位
上做出的贡献，同时也对在
2023—2024 学年中表现良
好、成绩优异的同学进行了
表彰。

9 月 9 日下午，在第 40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湄洲岛
举行庆祝第 40个教师节大
会。湄洲岛党工委书记吴
海端出席会议并讲话。管
委会主任林锋主持会议。
区领导陈志崇、陈志军、康
建阳等出席会议。会上宣
读了湄洲岛 2024年受市级
及以上表扬教师名单和
2024年湄洲岛教育系统先
进个人，与会领导为 20 名
获评 2024年湄洲岛教育系
统区级先进个人颁发证书，
表彰他们在教育工作中做
出的杰出贡献。

阳光育桃李，芳草沐春
晖。社会各界爱心企业和
爱心人士纷纷慷慨解囊，用
实际行动支持湄洲岛的教
育事业。华峰华锦有限公
司捐赠了 100.5 万元，湄洲
妈祖祖庙董事会捐赠了
120.5万元，这些善款将用于
支持湄洲岛的教育事业，助
力师生们更好地成长和发
展。湄洲岛旅游协会自筹
资金捐赠定向奖教助学金8
万余元，湄洲祖庙慈善基金
会颁发慰问金9.7万元。苏
州蒂卡蒙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捐赠价值 60万元的涂料
和施工，宽庐贸易商行向学

校捐赠了教师节慰品。
吴海端代表党工委、管

委会对默默奉献在教育一
线的全体教职工表示了崇
高的敬意并致以节日的祝
福！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
全区教育事业发展的各界朋
友表示诚挚的感谢！他说，
近年来，湄洲岛坚定不移地
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
略地位，以办好人民满意教
育为宗旨，以改革创新为动
力，深入实施教育资源整
合，不断加大教育投入，特
别是这两年里，湄洲岛对标
国家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
惠，先后投入3500多万元实

施学前教育设施设备提升工
程，工作成效得到了省、市的
充分肯定。全区教育布点愈
加科学、教育体制更加完善、
教育基础愈发牢固、教育质
量持续提升。同时，全区的
尊师重教氛围日益浓厚，奖
教助教蔚然成风。

记者了解到，湄洲岛作
为莆田市首家创建县域学
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区），始
终将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
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工作、
民生工作来抓，自加压力，
以省市级示范幼儿园为标
准，以“抓落实、促规范、提
内涵、创特色”为思路，持续

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多措并
举，构建了布局合理的学前
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满足了
人民群众“幼有所育、幼有
善育、幼有优育”的美好期
盼。

其主要举措有：科学规
划和调整学前教育学校布
局，大力推进教育资源整合
工作，将 11 所小学附设幼
儿园优化整合为 5 所独立
公办幼儿园，实现了学前管
理与小学管理的完全分离，
极大提升了学前教育资源
的集中利用水平，发挥了集
团化办园优势。

制定教师工资收入长

效机制，教师农村生活补
贴、应休未休补贴和通讯误
餐补助等与公务员同等发
放，并全部纳入工资基金管
理，做到教师平均工资收入
不低于本地公务员。

制定职称评聘管理细
则，突破岗位职数限制，取
得资格的优秀教师直接聘
任。按照“严控总量、盘活
存量”原则全面落实“县管
校聘”，对岗位空缺及时公
开招聘递补，并采取“编内+
编外+第三方购买”和校际
调配交流等措施，弥补编制
总量不足短板，保障了幼儿
园保教、管理工作需要。

福州于山曾有座“没有校园”的大学

湄洲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
两年投入3500多万元

福建革大的校部设
在于山下的原“新生活俱
乐部”（后曾为福州军分
区驻地），下设一、二、三
部和直属科。直属科及
下属一班、二班，二部及
下属一班、二班、五班都
设在于山附近，白塔定光
寺、戚公祠、格致中学等
地都曾是他们的课堂。
而其他部班散落在前后
屿、光禄坊等处。郝征宇
介绍，因学校资金不足，
没有校园校地，各个部班
均是借用空房“哪里容得
下，就在哪里办”。当时
的于山庙宇荒废，遂成为
福建革大的主要校址。

时 任 福 建 省 委 书
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张
鼎丞兼任校长，省政府
副主席方毅兼任副校
长；带队南下的“老红
军”伍洪祥担任教育长
兼校党委书记，老师们
就是来自三野十兵团、
长江支队等的华东南下

干部。师生都是供给制
待遇，同吃、同住、同学
习、同劳动。睡觉没床，
打地铺；上课没桌子，就
用小板凳；敌军飞机来
轰炸，就疏散到近郊继
续学习……许多班组课
余种菜、挑水运柴来保
证生活供给。

二部三班的老学员
翁其华回忆，政治学习
与文娱活动相结合的丰
富校园生活，给了他很
多温暖回忆：同学们在
学习“社会发展史”时，
观看京剧《赤叶河》，深
受启迪；校部创办《学
习》校刊，出版了 28 期；
各部班也办起自己的墙
报，还组建有秧歌队、歌
咏队，都对推动学习起
了良好的作用。

福建革大（一期）于
1950年4月结业，通过半
年的学习，学员们响应号
召，“服从组织分配，到祖
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去工作”。2200多名学员
奔赴全省各地，哪里最困
难就冲向哪里，有些学员
甚至在战斗岗位上献出
了年轻的生命。

“难忘师友切磋谊，
牢记摇篮哺育恩。”谈起
福建革大的学习历程，95
岁的翁其华动情地说
道。经过罗源、闽侯等
地土改与经济建设工作
的锤炼，之后翁其华扎
根《福建日报》，为福建
省的新闻工作奉献了一
生。林朝荣则服从组织
分配，在 30 多年间先后
参与到福清及闽侯一带
的土改、贸易、社会建设
工作中，最终在水利战
线奋战30余年。

虽然仅开办了短短
三期，但福建革大开启
了福建社会主义时期干
部教育培训的先河。福
建革大师生在各条战线
上为福建的建设发展做
出了积极贡献。

顺着著名的福州白塔定
光寺，穿过法雨堂东侧一个
月形洞门，曲径通幽，其中别
有洞天。拾级而上，至古朴
肃穆的戚公祠一侧，苍翠掩
映的一方小院里，福建革大
校史馆及纪念碑无声肃立。
75 年前，福建革大的师生们
在此同吃、同住、同学习、同
劳动，在百废待兴的艰苦环
境中，满怀希望地描绘着建
设福建新蓝图。

1949年5、6月份，人民解
放军进军福建，陆续解放福
建各地。8月11日，中共福建
省委在建瓯召开胜利会师大
会，由解放军三野十兵团、长
江支队、华东南下干部、南下
服务团和长期坚持地下斗争
的同志共同组成解放福建、
接管政权的主力军。如今的
福建革大同学会副会长，革
大一部 5班班主任郝云之子
郝征宇向记者介绍，当时福
建的地方斗争形势复杂，地
方干部严重不足，而南下干
部因为语言不通、习性不同、

情况不熟，开展基层群众工
作遇到一定困难，因此中共
福建省委决定适应革命形势
迅猛发展的需要，创办一所
福建人民革命大学。

当时全省还有21个县尚
未解放，国民党的飞机经常
来骚扰、轰炸，福建革大在炮
火声中正式创办。1949 年 9
月25日，福建革大正式开学。

1949年9月20日的《福建
日报》刊登了福建人民革命大
学招生简章及相关报道，引来
不少知识青年踊跃报名，几天
之内报考人数就达6000多人，
省委不得不将原本1500人的
招生计划扩大到2500人。时

年20岁的林朝荣正在其中。
当年的林朝荣就读于福

建体育师范学校，后并入林
森师范学校，听闻福建革大
招生，便兴奋地报了名。“那
时候的热血青年都非常向往
革命，革大是我们革命青年
心目中的‘最高学府’。”如今
已96岁的林朝荣回忆起那段
时光，依然心潮澎湃。

报名没有什么硬性门槛，
只要心向革命，政治清白，通
过入学考试便可以入读。老
学员们回忆，考试考的是一些
与政治形势相关的内容，但没
有发布成绩。10月21日新生
录取放榜，林朝荣赫然在列。

9月，是莘莘学子感念师恩的月份。而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百废待兴的岁月里，福州于山曾建起一所“没有校园”的大学，培养出数千
名优秀青年干部和人才。它就是福建省委党校的前身——福建人民革命大学（以下简称“福建革大”）。2024年9月，恰逢福建革大建校75周
年，在位于福州于山的福建革大校史馆内，几位年已耄耋的革大老学员，将“福建革大”的那段光荣历史，向海都记者徐徐道来。

在炮火声中创办 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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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年前培养出数千“新福建”的建设者，是福建省委党校的前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