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名校 鑄就輝煌

我們的願望

旅港三水中學校友會
（三水中學香港校友會）

一、誕生 歷經滄桑磨難 奮力前行

在辛亥革命的影響下，中國出現了新文化運動，三水縣教育
界有識之士黃祝渠、吳蘭長、陳經畬等人在1916年初向縣政
府提議創辦三水中學，經縣十五坊公民代表會議，決定以民辦
公助形式創建三水中學，採用四年學制（舊制），春季始業。
1917年2月1日（農曆丁巳年正月初十）正式開學，校址設在縣
城河口鎮鳳崗書院內，招有第一屆一個班42人（報考者200多
人）。首任校長為三水蘆苞人謝榮禧。校舍設備較為完善。
1927年大革命影響下，廣東省實行學制改革，縣立三水中學
改制為初中三年制，秋季始業，校名也改為三水縣立初級中學。
建校10年，各方支持，師生努力，學校設施更完善，規模擴
大，體育場地有了籃球場、排球場和小型足球場。學生組織了
各類運動隊。學校還增設了三個鄉村師範班共學生150人，全
校學生近300人。
1937年中國抗戰，1938年10月，日寇侵佔三水縣城，三水

中學被迫停辦，校舍在戰亂中漸成廢墟。1940年三水有志之
士仍寄希望於將來，提議重辦三水中學，得縣政府支持，各方
相助，1941年春在蘆苞區蔣岸村黎家祠堂復辦三水中學，招
生40多人，由李佐炘任校長，聘請專職教師2人。從此，三水
中學在抗日戰爭洗禮中奮力前行，校址從黎家祠堂遷至葉洲，
再遷入龍潭鄉茶園林，師生們在敵機的轟鳴聲中奔波在大樹底
下祠堂廳裏上課，一塊小黑板，一張小凳子，他們沒有被嚇
倒。他們堅信，一個沒有文化科學知識的民族是一個愚蠢的民
族，於是頑強刻苦，堅持攻讀，直到抗戰勝利。
1946年三水中學從茶園遷到西南太和義院，後又遷到河口

鎮救濟院。

二、新生 滋潤陽光雨露 茁壯成長

1949年10月新中國誕生，三水中學也得到新生。1950年春，
縣政府為了發展教育，把蘆苞鎮的私立龍坡中學與三水中學合併
定名為三水縣聯合中學，校址再遷回西南鎮太和義院。1951年
春校名恢復為三水縣三水中學，招收初中新生150人、初級師
範新生150人，還附設一個短期（半年）師訓班40多人。至
1956年學生人數增至750多人，出現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為了適應三水人民的文化教育要求，1956年秋，縣人民政府
決定在三水中學創辦高中班，把學校辦成六年制的完全中學，

是年招收高中新生一個班60人。該班學生於1959年夏畢業，
其中49人報考高等院校，42人被國家錄取，升學率達85%以
上。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三水中學又向前發展了。
1958年國家建設鐵路需徵用三水中學校址，三水中學要

遷址到西南火車站對面的廣海公路邊之沙灘上（今西南街道環
城路西南中心小學）。在建校過程中，全校師生邊上課邊參加
建校勞動。拆舊校的房子、拆農村的舊屋，拆下的磚瓦由師生
肩挑、船運回新校的工地上。挖地基、當雜工，師生都參加到
新校工地上。經過一年多的艱辛勞動，建起了新的學校，為國
家節省了數萬元的經費，也鍛煉了師生，培養了艱苦奮鬥、勤
奮刻苦精神。
1966年6月開始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三水中學的教育

也受到嚴重衝擊。

三、整頓 乘風開放改革 屢創輝煌

1978年 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貫徹全國教育工作
會議精神，教育開始了全面整頓，三水中學進入全新的發展
時期，被廣東省人民政府教育廳定為縣級重點中學。
1984年開始，在開放改革的大潮中，人民政府加大教育投

社會各界大力支持，三水中學改建校舍，美化校園，更新設
備，改革教育教學，不斷提升教育品質，1993年12月底被評
為首批廣東省一級學校，1996年和2000年兩次通過廣東省一
級學校的覆評。
為了三水教育事業的進一步發展，2001年三水中學初中部

體制改革為「公辦民助」，2003年8月初中部與三水中學高中
部分離，高中部擴大規模，遷往距城區四公里的三水雲東海街
道的新校區，沿用「三水中學」校名；初中部仍留在環城路舊
校，命名為「三水中學附屬初中」，兩間學校的人事、財經、
教育教學管理等都各自獨立負責。
為了進一步擴大學校的優質學位，2006年1月，三水中學附

屬初中也搬遷到雲東海街道的新校區，與三水中學為鄰。
三水中學與三水中學附屬初中兩所學校的規模都是全校60

個班（每個年級20個教學班）。學校的校舍、教學設備及設施、
教師的配備等都高標準設置，兩所學校都進入了教育現代化的
民展新階段，教育教學品質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創造了前所未
有的輝煌。

‧維持使用校名「三水中
學」（高一至高三）以及
「三水中學附屬初中」
（初一至初三）；

‧維持三水中學初中、高中
基礎教育的辦學性質；

‧維持三水子弟過半的招生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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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邱安儀昨日在電視節目指出，近月零售業出
現結業潮，不少商戶慨嘆「市道差、生意難

做」，更有不少商場在周末、節日長假期亦人流
冷清。隨着巿民的消費模式改變如網購等，她同意
特區政府指心態上都作出調整，不能夠再盲目追求
恢復至疫情前水平。她說：「現時業界只是要面對
現況，繼續想如何做好，而非說要數月後追至2018
年的零售銷貨水平，因這是不切實際。」
協會原本預計零售業今年上半年會有單位數至

低雙位數的跌幅，她指最新預測為今年全年將錄
得低雙位數跌幅。對於將來能否回升，她坦言
「希望今年是谷底，別再跌下去」，相信明年有

小幅度回升，但亦只因今年基數低，並不代表業
界出現反彈復甦。

需諗計將盛事變賺錢生意
對於政府積極推動盛事經濟，惟4月份零售銷貨

價值卻按年跌14.7%，謝邱安儀說：「（盛事經
濟）需要時間，並非一朝一夕、按個掣便成。南
下的始終是純旅客，他們不是來購物的旅客，所
以我們要想盡方法，如何把盛事變成賺錢生意及
帶動商機。」她表示，零售、餐飲、旅遊及酒店
業等代表近期頻繁開不同會議商討對策，例如於
今年7月至8月舉辦的第二屆香港開心購物節，將

較去年有更多業界參與。

「不斷鬥便宜是絕無可能的」
近年港人北上消費成風，不少人會將內地的服
務質素及商品價格與香港作比較。謝邱安儀直言
「不斷向下鬥便宜，是絕對無可能的」，因內地
成本始終較香港低很多，認為最重要是向客人提
供高質與高性價比的產品。她又提到，近期小部
分逆市賺錢的商戶都有個共通點可參考，「就是
有很強勁的優惠、很大力的推廣，雖然未必去到
『割喉式』那麼誇張，因不能與內地鬥平。但可
以提高性價比，始終香港的貨品品質很高。」

內地客購物免稅盼增至10萬元一年
零售業料總銷貨價值明年反彈 倡參考內地加入增值服務

政府統計處早前公布，香港4月份零售銷貨價值為

296億元，按年跌14.7%，是2020年7月以來最大單

月跌幅。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邱安儀昨日預測，

全年零售總銷貨價值將錄得低雙位數跌幅，但相信明

年輕微反彈。她認為，要追求疫情前的銷售額有點不

切實際，要逆巿賺錢須提升性價比，同時促請特區政

府爭取提高每名內地旅客購物免稅額增至10萬元一

年，與海南省看齊，亦要參考內地加入增值服務，令

香港成為購物體驗天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美食之都享譽全球，近年
卻面對不少挑戰。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青
年創研庫昨日公布有關「為鞏固美食之都享譽尋
出路」研究報告。結果發現，在受訪的520名本
港青年中，85.8%認同香港是一個美食之都；而
認為首三項最能代表香港的美食分別為蛋撻、菠
蘿包（油）及雞蛋仔。
調查亦顯示，逾九成受訪青年認為「食物質
素」（96.7%）、「食物安全」（96.5%）及「服

務質素」（91.7%）對建設美食之都重要。此
外，67.5%認為「多元飲食文化」是本港作為美
食之都的主要優勢。然而，較多認為「租金昂
貴」（64.0%）、「食材成本高」（47.3%），以
及「周邊地區競爭」（39.0%）則為最大挑戰。
上述研究以實地意見調查方式，於2024年4月

11日至22日期間，訪問了520名18歲至34歲香
港青年，以及對13名從事食物工作的年輕從業
員個案作訪問。綜合個案訪問結果，香港飲食文

化具本地特色、多元、中西融合和文化底蘊等元
素，造就美食之都的獨特性。
研究亦發現，86.0%受訪青年認為「美食旅遊」

是具潛力發展的領域。超過九成認為本港飲食文
化應朝向「實踐環境可持續發展」（92.1%）及
「推廣健康飲食」（91.5%）方向發展。
有個案表示，本港可發展美食深度遊，善用

景點或古蹟展現飲食文化及傳統的優勢。
另外，疫情後公眾重視健康飲食，帶動社會
邁向可持續消費。有個案亦表示，餐飲業現時
不應只從商業角度運作，需納入更多ESG或社
會責任元素，為社會作貢獻。

逾八成港青認同港是美食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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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科技大學紅鳥
沙龍與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智庫日前合
作舉辦「紅鳥沙龍」第四十期線下主
題講座，以《大變局下的美國與中
國》為主題，邀請香港大學當代中國
和世界研究中心創始主任李成教授，
圍繞中美關係變化，展開深入探討。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
集團副董事長、總
編輯張國義致歡迎
辭時表示，環顧
全球，當前正處於
百年未有之大變
局，如何應對是時代和
世界之問。中美關係作為世界最重要的
雙邊關係之一，無疑是這場大變局中的
核心議題。他強調，香港融通中西文
化，是國際輿論的腹地，聚焦中美關係
並引發廣泛且深入的思考是正當其時，
亦是「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推動構建人
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實踐中的獨特作
用。他期待此次合作能夠開啟媒體智庫
與學者、專家更深度的合作，將思想與
觀點的激盪與共鳴，轉化為奮進香江的
力量和擔當。
香港科技大學副校
長汪揚教授介紹
「紅鳥沙龍」的過
去與展望時表示，
舉辦「紅鳥沙龍」的
初衷是希望向社會傳遞
正能量，自2020年3月起每月於線上舉
行，至今舉行已經來到第四十期，邀請
各位重量級嘉賓就不同話題邀請各領域
專家發表演講，形容是百花齊放。
李成在演講中提
到，中美狀況和
雙邊關係與世界
息息相關。脫鈎
最終是不利於美
國，但中間必然要
經歷一個漫長的過
程。若如預測未來中國繼續迅速增
長，而西方國家沒有壯大，將產生很
大的結構性問題，因此如何「把蛋糕
做大」及共享共同發展，是人類面臨
的極其重要的挑戰。

◆張國義張國義

◆汪揚汪揚

◆李成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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