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清市江兜华侨中学红砖楼

2024

年， 洞口籍医疗专家、 中南

大学湘雅医院肝脏外科主任周乐杜教

授与原肿瘤科主任钟美佐教授， 心系

家乡，每月返乡至人民医院坐诊、查房

并指导手术， 全力推动肝胆外科与肿

瘤科的能力建设。 这一年，肝胆外科主

任获本院“优秀科主任”荣誉称号；科

室团队获本院三级查房竞赛“优秀

奖”，全腹腔镜下左半肝切除、肝脏巨

大肿瘤切除等高难度技术日臻成熟，

在医院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外科组

中独当一面。 肿瘤科恶性肿瘤化疗、生

物靶向治疗、内分泌治疗、免疫治疗、

胸腹腔穿刺治疗等技术更加规范。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周教授和

钟教授说，“

2025

年， 和家乡人民医院

一起继续往前走”。

周乐杜：

一言一行有门道，一举一动总关情

2025

年

2

月

22

日清晨

8

时， 中南

大学湘雅医院肝脏外科主任周乐杜教

授，如往常一样，准时出现在家乡人民医

院肝胆外科的晨交班会上。 他神情专注

而严肃， 为新的一年设定了清晰的工作

蓝图，包括肝胆外科的管理优化、技术创

新及人才培养等关键领域， 他坚定地表

示：“我们要比去年做得更好！ ”

随后， 周教授带着温暖的笑容，一

句“老乡，我回来啦！ ”拉近了与患者间

的距离。 他带领科主任邓联球及团队，

首先来到因反复腰腹部疼痛而入院的

患者王女士床边。 面对年轻且略显紧张

的管床医师小王，周教授耐心指导如何

精练、准确地汇报病历，同时自己示范

肝脏疾病体格检查的技巧，不仅传授了

专业技能， 更传递了对患者的深切关

怀。 他轻声细语地安慰王女士，并告知

家属稍后将详细讨论治疗方案。

接着， 周教授移步至胆囊癌靶向

治疗患者徐女士的病房。 管床医师小

罗汇报病情时显得从容不迫， 得益于

周教授先前的教导。 周教授对小罗的

进步给予肯定， 并深入询问徐女士的

治疗进展， 鼓励她：“坚持治疗， 别放

弃！ ”徐女士的哥哥听后深受感动，眼

中闪烁着泪光， 紧紧跟随周教授的身

影，仿佛看到了家人生命的希望之光。

那天上午， 候诊室里坐满了等待

周教授的肝病门诊患者及家属， 其中

包括多年前由他亲手救治过的绥宁县

肝癌患者李先生和胡先生等人。 他们

满怀期待地望向门外， 渴望能在人群

中捕捉到周教授的身影。

查房结束后，周教授不顾疲惫，立

即投入到疑难病历的讨论中， 面对那些

充满求生欲望的眼神， 他深知每一分每

一秒的等待都是煎熬。 周乐杜教授，用他

的一言一行诠释着医者仁心， 用精湛的

医术和无私的奉献， 照亮了家乡医疗事

业的未来之路。

钟美佐：

因材施教建团队，脚踏实地去提升

“把队伍架子再拉大点，每个月提升

两个病种诊疗技术。 ”

2025

年

2

月

22

日

上午， 钟美佐教授在家乡人民医院肿瘤

科，给自己和科室团队定下发展任务。

钟教授目光炯炯，身体微微前倾，和

肿瘤科主任谢方美一起在电脑上浏览住

院患者病历 。 在

30

余名恶性肿瘤患者

中， 钟教授敏锐地发现肺癌和结肠癌患

者较多 ，“就把这两个病种作为查房主

题。 ”说罢，钟教授快速起身，和科室医护

团队一起来到肺癌患者曾大伯床旁。

“曾叔叔，这是湘雅医院肿瘤科钟教

授。 ”曾大伯听说是省里专家来了，连忙翻

身坐起。 钟教授快速伸出左手，扶住曾大

伯后背，“别着急， 哪里不舒服尽管告诉

我。 ”钟教授俯下身子，侧耳认真倾听曾先

生诉说，不时点头，随后将放在手心捂热

的听诊器探头放在曾先生背部听诊。

走出曾大伯病房， 钟教授这才和科

室团队讨论治疗方案。 这是钟教授的一

贯作风，他诊疗过的肿瘤患者不计其数，

知道很少有人能够真正接受自己身患绝

症。 如果“掩耳盗铃”能让患者心安，钟教

授愿意“将计就计”。 他把这个关怀技巧

传授给县人民医院肿瘤科这支潜力无限

的团队。

团队有潜力，就要挖掘，更要培养。

只有挖掘和培养，才能让璞玉闪耀光芒。

查房结束， 钟教授将肿瘤科医师召集在

一起，逐个了解他们的职业目标，根据个

人擅长打造培养计划； 详细讲解结肠癌

和肺癌的病理生理、化学治疗、免疫治疗

等内容，当场布置“作业 ”，提出严格要

求，“下个月我来要考核的，不合格，我要

批评人的！ ”

周教授和钟教授就是这样外表刚强

却内心温暖的人。 对于家乡卫生事业发

展，他们作为己任，毫无保留；针对医疗

人才培养，他们一人一策，因材施教；面

对患者生存的渴求，他们温柔相待，竭尽

所能。 他们风雨无阻地往返于长沙和洞

口两地， 用精湛医术为父老乡亲把脉问

诊，守护健康；把丰富的管理经验、诊疗

技术，巧妙地融合在一言一行当中，让所

学之人如沐春风，茁壮成长。

（龙莉平）

江兜华侨中学红砖楼

“八亿五千万元”的教育丰碑

天生典雅、庄重的红砖建筑 ，历来

受世界名校青睐。 英国伯明翰大学、利

物浦大学等

6

所大学被誉为“红砖大

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美国高校的

红砖建筑庄严肃穆， 厦门大学红砖墙、

坡屋顶、燕尾脊的嘉庚建筑群更是享誉

海内外。 在福清市新厝镇，也有不少特

色红砖教学楼，默默展示当地侨贤热爱

桑梓、关心故里教育事业的博大胸襟。

近日， 福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福

州日报社联合推出《福州侨厝———有福

之州·侨厝流芳》 走进位于福清市新厝

镇江兜村企座

1

号的江兜华侨中学红

砖楼，带大家观看这座建筑费高达“八

亿五千万元”的教育丰碑。

建筑费“八亿五千万元”是怎么回事

江兜村是福清著名侨乡，相传村人

王德等于清朝同治末年漂洋过海，到南

洋出卖苦力换取温饱。 至

20

世纪初，江

兜出洋谋生者日益增加，从起初的出卖

苦力，到单一买卖，再到多种经营，为开

发南洋立下汗马功劳。

如今， 江兜村在籍人口仅有

2600

多人， 遍布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

乡亲却超过

1.4

万人， 是远近闻名的侨

村 。 江兜海外乡亲从事的行业涉及工

业、商业、金融业等，尤其在东南亚汽车

零件行业影响较大，新加坡 、马来西亚

大规模汽车零件公司多由江兜王姓族

人开设，新加坡几任车商公会主席均由

江兜籍华侨担任。

20

世纪

50

年代初， 有感于家乡子

弟就读困难，江兜村有识之士提议创办

一所学校 ， 此举得到海内外乡亲的赞

同、支持。 国内乡贤王光禄、王振奇、王

贞固等积极组织筹建， 海外侨贤王祖

德、王禄梓、王德标、王万源等四处筹募

建校资金。

1955

年， 建筑面积达

1720

平方米的南洋风格双层红砖楼建成，设

有

16

间教室、

1

个办公室、

1

个图书室

和

1

座教工宿舍。 原设在村内王氏宗祠

的小学迁至该红砖楼 ， 开始是江兜小

学，后为江兜华侨中学教学楼 ，先后培

育出陈章良 、陈玉森等为代表的杰出

校友。

这座教学楼是燕尾脊、 悬山顶、红

瓦白石的两层红砖楼 ， 整体流畅而对

称，走廊宽敞悠长、整洁清幽，中间为教

室，两侧突出的建筑物设计为办公室和

教工宿舍。 该红砖楼无论是造型还是色

彩，至今仍古朴、庄重、大气，魅力不减，

可一窥侨贤以教育为本捐资助教的初

心。 值得一提的是，中间门楼上方，有一

硕大的黄色五角星，而下方的门楼两侧

门柱，一个下方刻有“星洲马来亚印尼

江兜乡侨集体建筑”，一个下方刻有“公

元一九五三年十月……建筑费八亿五千

万元”。

几十万元或几百万元兴建的教学

楼司空见惯 ， 但该红砖楼为何会耗资

“八亿五千万元”， 而且还是

20

世纪

50

年代。 笔者经调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

行

1948

年

12

月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

面额较大， 与

1955

年

1

月之后发行的

人民币比价为

10000

比

1

， 也就是兴建

红砖楼的建筑费“八亿五千万元”，实际

上是后期人民币的

8.5

万元。

海外侨胞联手打造教育丰碑

江兜华侨中学红砖楼的兴建，为江

兜的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拉

开了江兜籍海外乡贤捐助家乡公益事

业的序幕。

1957

年， 华侨王声强发动海外乡

亲捐建

40

万立方米的后坑底水库 ，对

发展江兜农田水 利 起 到 旱 涝 保 收 的

作用。

1963

年，马来西亚华侨王祖德、印

尼华侨黄俊发及部分国内热心人士，集

资倡建双层土木结构的小学教学楼，让

江兜华侨中学和江兜小学于

1964

年分

为独立的两个学校。

1971

年， 以黄俊发为首的华侨投

资围海造田，让江兜村人告别了吃番薯

干的日子。

1977

年，华侨王光顺、刘东楼捐建

东楼顺敬影剧院，丰富了村民的业余

生活。

1981

年，王万源、王振实等发动华

侨捐建华侨大厦，解决了华侨回乡居住

难的问题。

1984

年， 印尼华侨王陈金治携子

王春光兴建了江兜裕达医院。

…………

近年来，华侨情系江兜村发展的故

事仍在继续，侨建项目持续不断。 比如，

捐资

200

多万元建设的江兜华侨小学

教学楼，捐资

300

多万元建设的江兜华

侨中学科学楼，集资

400

多万元建设的

江兜华侨中学新教学大楼……此外，海

外乡亲还逐步完善村文化综合大楼、篮

球场和

8

个农家公园，同时不断推动村

道拓宽 、 自来水安装和环境综合整治

等，进一步提升宜居环境水平。

新厝镇共有

16

个行政村， 先后建

设有侨办侨助学校

15

所。 这些风格迥

异的红砖建筑校舍，彰显了侨贤前辈爱

国爱乡的仁爱之心，更是侨贤前辈关心

故里教育事业的一座座丰碑。

据了解， 新厝镇

15

所侨办侨助学

校 ， 多为

20

世纪

50

年代前后华侨捐

建。 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兴办

的

2

所，

20

世纪

50

年代捐办的

5

所，

20

世纪

70

年代捐办的

2

所，

20

世纪

80

年

代捐办的

2

所。

活化利用弘扬乡风乡贤文化

为吸引乡贤回归发展、 反哺桑梓，

为“最福清”建设汇聚乡贤力量，也为更

好地活化利用相对过剩的教学场所 ，

2017

年，新厝镇将空置的江兜华侨中学

红砖楼一楼改建为新厝镇乡风馆、乡贤

馆，其中乡风馆两间、乡贤馆三间，

2018

年被评为福建省第一批省级家风家训

乡贤文化馆示范点。

两间乡风馆通过图文展示、书法作

品呈现，达到“展民俗、续传承、聚人心、

促和谐”引领乡风文明的目的。 第一展

室以家庭为单位，陈列新厝部分家族的

家训，重点展示“乐善可嘉”牌匾背后的

故事；第二展室主要展示凤迹村“翁氏

十二扇屏”、光贤书画院“家风家训 ”书

画作品展 ，以及身边好人好事、最美庭

院等图文内容。

乡贤馆原来分福清市、 新厝镇、江

兜村三级乡贤馆，

2021

年

12

月，乡贤馆

进行了提升改造，分为思贤馆、齐贤馆、

立贤馆，在不同展室里展示乡贤功成名

就 、报效祖国 、造福桑梓的事迹 ，通过

“知贤”“颂贤”， 传承他们嘉言懿行、善

行义举 、崇文重教、崇德向善 、崇廉尚

洁、勤政务实的优良传统。

如今，城乡面貌日新月异，高楼大厦

拔地而起。而这些“湮没”在钢筋水泥建筑

群中的红砖楼， 作为侨办学校的一种符

号，却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向世人诉说着

当年侨贤们热爱桑梓、关心故里教育事业

的情怀。 （龙莉平 邵阳 文

/

图）

一举一动总关情

———洞口乡贤帮扶家乡人民医院高质量发展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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