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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本报记者 翁华鸿 通讯员 潘荫庭
本版图/集美工业学校 提供（除署名外）
10月21日，在陈嘉庚先生诞辰146周年纪念日、

陈嘉庚先生创办职业教育100周年暨集美工业学校建
校100周年的喜庆日子，一尊陈嘉庚先生雕像在集美
工业学校揭幕。老人身着西装，右手持杖，左手拿着礼
帽，目光慈祥、面带微笑地望着前方。这尊雕像由国家
一级雕塑大师王国辉先生精心雕塑，高8.69米，纯青
铜制成，是目前全国最高的陈嘉庚雕像。

不仅是嘉庚先生雕像，在这所学校里，校名石、教
室、主要楼道口等，也处处都有嘉庚精神的印记，甚至
连起床号、校园广播前奏、上下课铃声等，用的都是《集
美学校校歌》。

集美工业学校始于1920年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

美学校商科，而后历经战乱、播迁、复员、新生，数度分
合、迭经裁并，于2016年由两所老牌的中职学校——
集美轻工业学校、福建化工学校合并而成。百年来风
雨兼程、弦歌不辍，她始终秉承嘉庚精神、践行“诚毅勤
美”校训，以培养大国工匠为己任，为国家和社会输送
了十万技能人才。

她也被称为中职“航母”，不仅校园面积是福建中
职学校的“第一大”，而且在职业教育的“国赛”中，连续
三年名列全国近千所中职学校前二，连续三年入选《中
国职业教育百强》，还于2017年勇夺全国职业院校教
师信息化教学大赛金牌数和总奖牌数两个全国第一。
她“荣誉等身”，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在
2020年福建省示范性现代职业院校建设终期验收中
位列市属校第一。

前校长萨兆钤：

见证学校30年变迁
曾把学生带回家过年

集美工业学校历史上，有一位任职
时间最长的校长——萨兆钤。萨兆钤
27岁就当上集美高级商业学校的校长，
是当时集美学村各校中最年轻的校长。

从1950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萨
兆钤当了差不多 30 年的校长，学校经
历了多次更名，从集美高级商业学校变
成集美财经学校、集美轻工业学校、福
建轻工业学校，萨校长也跟着从集美学
村搬到南平、再回到厦门。

1974年，福建轻工业学校复办。因
当时学校被破坏，名为“复办”，实为重
新筹办。人手缺乏，萨校长从选择校
址、重建校园到调配师资、招生、拟定教
学计划，甚至筹办食堂都要自己抓。学
校住房紧张，他认领了一间不用的旧厕
所当卧室。

不管对学校还是对学生，萨校长都
是无私付出。有一年春节，有学生无法
回家，他把学生带回家中一起过年，还
把收音机送给学生。

萨校长把最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
了这所学校。学校的80、90周年校庆，
他都如约参加。2017年10月17日，96
岁高龄的萨校长逝世，没来得及见证三
年后的百年校庆。

集工教师学生：

“诚毅”校训
是我们的努力目标

2018年9月，赖锦晨成为集美工业
学校 2018 级分析 03 班一员。她还记
得，刚走进校门时，映入眼帘的就是诚
毅楼，校主陈嘉庚先生的铜像坐落于楼
前。信步前行，她又与嘉庚群雕悄然

“邂逅”。这些雕塑讲述着新时代的嘉
庚故事，激励她践行“诚毅”校训。

“爱国始于爱乡，强国必先强民。”
这句令赖锦晨铭记于心的良言，出自嘉
庚语录。她记得，初入校园的第一节课
就是嘉庚精神课。任课老师胡亚蜜说：

“嘉庚先生经商积蓄主要都用来创办学
校，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在他慷
慨资助下，闽南的许多孩子可以接受新
式教育。集美学校‘诚以待人，毅以处
事’的校训和‘诚毅勤美’的集工校训，
是每一个集工学子的努力目标。”

同样是2018年入校的装潢01班萧
镕熔，是班级的学习委员。她一直坚持
用“诚以待人，毅以处事”的原则，来处
理学习和班级工作。“‘诚以待人’，一时
做到并不难，难的是，一直都能做到。
而相比于‘诚以待人’，‘毅以处事’又更
难一些，这四个字教导我们：遇到艰难、
危急的事决不退缩，并且要勇于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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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高溪树：

与校主有三面之缘
两个馒头温暖一辈子

替萨校长来参加百年校庆的，是他
的学生高溪树。80 岁的高溪树，是
1958级校友，曾陪萨校长回母校参观，
也曾约定一起参加母校的百年校庆。

“到集美上学，是我人生全新的起
点！”这句话，高溪树已说过无数次。
1958年，刚从龙海一中毕业的高溪树，
怀着对嘉庚先生的敬仰之情，填报了集
美财经学校，并与嘉庚先生有过三面之
缘。

第一次是在1958年下半年。身患
重病的陈嘉庚拄着手杖，迎着凛冽的海
风行走在校园里。看着高溪树和几个
学生将一些铁块扔进锅炉里，校主脸上
的表情很复杂。多年后，高溪树回忆校
主当时的表情，“我想他应该是痛心了，
因为他办学初衷是要给孩子们读书。”

1959年，高溪树和几位同学一起去
参观集美航海俱乐部（今集美体育学
院）。当时下着大雨，视察建筑工地的
陈校主也在这里避雨。看到高溪树他
们，校主目光慈祥，还与他们交谈起来。

1960年，高溪树参加一场龙舟赛并
获奖，校主亲手给他颁发了奖品——两
个馒头。两个馒头虽小，但对当时饥肠
辘辘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珍贵的粮
食。这两个馒头，温暖了高溪树一辈子。

“不管是当兵还是转业后办企业，
我都时时将校主留下的‘诚毅’校训铭
记在心。”高溪树一直倾力回报母校。
2019年10月21日，集美工业学校举行
百年校庆倒计时一周年仪式，高溪树捐
了5万元。此后，厦门校友会发起捐建
陈嘉庚雕像活动，他又捐了3万元。

高溪树有两个儿子，都是集美工业
学校的校友。他说：“孩子们都很支持
我。等我走不动的时候，他们要接着做
下去！”

沿用嘉庚先生教育思想
不断开办技能专业

1920年8月，陈嘉庚先生在集美学校增设商科，
即集美轻工业学校的前身。1920年9月1日，学校在
集美“居仁楼”开学，学生25人。

陈嘉庚先生有着丰富且先进的职业教育思想。一
百年前，他深感国家实业落后，由此走上教育救国的道
路，并强调“学用结合”的人才培养方式。集美商科教
育除了职业训练外，还开办实习银行和消费公社，低级
职员由学生轮流担任。学生学习的最后一学期，分配
到陈嘉庚公司在各地的分公司、办事处实习。

这一模式延续至今。“学校的办学理念就是培养有
实践能力的人才，很多老师都是从生产一线抽调过
来。我们的老师不仅理论教得好，由于对企业生产模
式熟悉，还可以直接带学生到企业实习。”1981年，汪
佑喆从企业生产线转到学校教化工专业，他说，学校每
年约有三四周是在工厂中实践，毕业生深受企业欢迎，
基本都能在短时间内成为业务骨干。

开办商科教育时，陈嘉庚先生认为“本校贮养商业
人才，以期建设新国家者”。学校肩负为国培育职业人
才的责任，百年来，从办学之初的财经门类扩展到文理
工门类，设置了财会、涉外企管、纺织化纤、造纸、制糖、
制盐、陶瓷、化工机械、化工仪表等专业，为国家培养十
万技能人才，校友遍布世界各地。

近几年来，学校更是紧密对接厦门千亿产业链，设
置了先进制造产业系、智能控制产业系、信息工程产业
系、现代服务产业系、现代交通产业系、现代化工产业
系、闽南文化产业系等。

一路播迁几度易名
归来仍是“集美心”

1965年2月，福建集美轻工业学校分为福建财经
学校、福建轻工业学校。福建财经学校搬进原集美中
学的尚忠楼、诵诗楼、敦书楼等，发展成为现在的集美
大学财经学院。而福建轻工业学校兜兜转转，去南平

“走了一遭”，才回到集美。
一开始，福建轻工业学校计划搬到杏林工业区继

续办学。没想到厦门纺织厂扩建，占用了部分土地，福
建轻工业学校于是来到南平和南平造纸厂学校合并，
成立新的“福建轻工业学校”，1970年又被迫停办。

1974年，福建轻工业学校复办，回到厦门集美杏
林，并于1985年恢复“集美轻工业学校”校名，把“集
美”金字招牌找了回来。因办学成效显著，学校成为国
家级重点中专学校。

后来，经过一系列改革调整，2016年6月，集美轻
工业学校与福建化工学校合并为集美工业学校。
1965年以来，尽管一路颠沛流离、几度易名，仍不改为
国育才的“嘉庚情”“集美心”，这是对嘉庚精神、诚毅品
格的坚守。

集美工业学校
百年历史沿革

发源
1920年 8月 陈嘉

庚在集美学校创办商科。
1924年1月 改称

“福建私立集美学校商业
部”。

1927年 3月 更名
为“福建私立集美商业学
校”。

几度迁徙
1937年10月 因全

面抗战爆发，内迁到安
溪。

1939 年 1 月 迁往
大田县，改称“福建私立
集美职业学校”。

1941 年 8 月 改称
“福建私立集美高级商业
职业学校”。

1946 年 1 月 迁回
集美。

多次更名
1950 年 8 月 复称

“福建私立集美商业学
校”。

1952年 更名为“福
建集美财经学校”。

1959 年 3 月 与厦
门纺织工业学校、泉州食
品工业学校合并，改称

“福建集美轻工业学校”。
1960 年 1 月 增设

大学部，改称“福建集美
轻工业学院”。

1962年3月“福建
集美轻工业学院”停办，
恢复“福建集美轻工业学
校”校名。

1965 年春 迁至南
平，与福建造纸工业学校
合并，改称“福建省轻工
业学校”。

1970 年 6 月 学校
被迫停办。

复办
1974 年 1 月 在厦

门市杏林复办，改称“福
建轻工业学校”。

1980 年 被教育部
确定为首批“全国重点中
等专业学校”。

恢复招牌
1985 年 6 月 恢复

校名“集美轻工业学校”。
2016年12月 与创

办于1958年的福建化工
学校合并，成立集美工业
学校。

校园景观中西合璧
“诚毅”校训融入建筑群
飞檐翘脊，白岩红砖琉璃瓦，骑楼走廊配以绿栏杆

……走进集美工业学校，浓厚的嘉庚文化氛围扑面而
来。作为嘉庚精神的重要载体，嘉庚建筑引领着一代代
学子穿越时空，重温校主爱国爱乡、倾资兴学的故事。

该校嘉庚风格建筑特征主要有“横五竖三”式立面分
划、西式主体与中式歇山顶的融合，以及红砖白石闽南山
花，反映了陈嘉庚先生“中西合璧”的建筑思想与理想。

校园内的嘉庚建筑楼群的名字，全部按照“诚毅”
校训来设计。即用“诚”“毅”分别与中华传统美德“孝、
悌、忠、信、礼、义、廉、耻、仁、智”等组合命名，如诚礼
楼、诚敬楼、诚毅楼、诚智楼、诚信楼、敬贤楼、明毅楼、
弘毅楼、融智楼。

集美工业学校办学的100年，也是传承弘扬嘉庚精
神，不断为社会服务的100年。嘉庚先生的精神成为集
美工业学校的“传家宝”，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

“海丝班”招收海外侨生
华文教育传播嘉庚精神

2017年起，集美工业学校依托市委统战部、集美
校委会牵头设立的“陈嘉庚奖学金”，开办了“海丝班”，
面向“海丝”沿线国家华侨华人及港澳台地区集美校友
后裔招生。“海丝班”学子在集美学习中华文化，并把嘉
庚精神传播到海外。这应该是目前福建省唯一一所主
动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中职学校。

事实上，陈嘉庚在家乡倾资兴学的同时，也十分重
视对海外侨胞的华文教育。他说，“侨生接受祖国之文
化，比较国内尤为重要。”1953年，为方便广大侨生回
国求学，陈嘉庚努力促成集美华侨补习学校成立。在
20世纪40年代，在他倡议下，广东、福建还各办了一所
侨民师范学校，培养华文教师。

传承篇

弘扬篇

一座陈嘉庚先生
雕像在集美工业学
校揭幕。（本报记者 林
铭鸿 摄）

校园的嘉庚建筑与“诚毅”二字绿化景观。（本报记者林铭鸿航拍器摄）

建成于1925年的敦书楼，后来曾作为集美高级商业职业学校的教学楼。

集美商业学校内迁时集美商业学校内迁时
期的校舍期的校舍，，安溪文庙前殿安溪文庙前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