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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春 通讯员 柳俊 游千喻

本报讯 昨日上午，华东师范大学与丽水
市举行签约仪式， 将在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
共同创办“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丽水学校”（以
下简称“附属学校”）。 该校计划于 2021 年 9
月开始招收一年级和七年级新生。

据记者了解，附属学校位于开发区富一路
与富五路交叉口东南侧区块（富岭派出所附
近），离富岭高速出口两三公里。 学校为公办
性质， 实行九年一贯制， 包括小学和初中两
部。 一期校区占地 48 亩， 二期校区占地 100
亩，按 6 轨 54 个班进行设计。每个年级按照 6
个班招生，班级规模为国家标准班额。 招生范
围划定在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范围内，另外，
给予丽水市区范围内符合政策的各类人才
子女一定比例。

“计划通过 3 到 6 年的时间，将学校办成
市域特色鲜明、社会广泛认可的示范性、实验
性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全市一流、全省领
先水平。 ”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社管局副局长
邓伟娟介绍，附属学校将于今年 12 月开工建
设， 同步启动学校教师招聘工作。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6 月， 华东师范大学将对首次聘
用的教育教学及管理人员进行岗前培训。

根据办学目标， 华东师范大学将选派专
家参与指导学校基础设施工程建设， 实施教
育信息化工程。 学校投用后，华东师大还需组
织专家团队指导学校管理工作， 邀请国内外

有关专家、学者和名师前来讲学，指导教师开
展教学和科研工作。 同时抓好课程开发，发挥
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科优势， 结合丽水地域特
点，嫁接国际课程，构建具有个性特色的现代
化课程体系。

此外， 华东师范大学还将发挥教师培养
培训的优势， 在附属学校建立丽水市师资培
训基地，定期为全市开展教师素质提升平台。

“华东师大并不是只挂一个牌子，我们优
质的教育教学资源也将尽力向合作地倾斜。 ”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集团副主任冯剑峰介绍，

在附属学校的校长团队组建、 教师招聘培训、课
程建设、教育质量监控等方面，华东师大都将全
力支持。

冯剑峰说， 华东师范大学将分阶段地派遣部
分学科的名师来丽水指导教学，将组织国家课改、
课标组的专家以及华东师大附中、 附小等名校的
一线教育专家，对附属学校进行“手牵手”地指导。

据了解， 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华东师大的
此次合作，是中科院院士牵线，校企互动、多方合
力的新成果。 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何鸣元十分关心丽水的发展， 当他得知丽水经济
技术开发区希望引进国内知名教育集团时， 便与
华东师范大学中法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的负责人
钱蕴华女士一起牵线搭桥，最终促成了此次合作。

目前，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有中小学 6 所，幼
儿园 16 所，每年入学适龄儿童 1200 名。 开发区社
管局副局长邓伟娟介绍， 与华东师大合作办学只
是开始，今后，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引入更多的
名校、名师，全面推动教育改革创新，把开发区打
造成为覆盖全丽水、影响浙西南的教育新高地。

中科院院士搭桥，丽水教育接轨长三角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丽水学校落户开发区
两期校区共占地 148 亩，计划 2021 年 9 月开始招生

25 年前，他卖掉祖屋，将 1.45 万元全数捐给了母校

时隔多年，这位缙云老人再次捐出 10 万元善款
当校长赶到上海当面道谢时，眼前的一幕让他沉默了

□ 记者 吕恺 通讯员 郑重 应静莉 杜益杰

本报讯 近日，缙云县第二实验小学收到
了一笔 10 万元的捐款， 捐款人名叫吕钻栋，
是缙云县第二实验小学的一位校友， 如今已
是 91 岁高龄了。

这次并非吕老第一次为母校捐款，25 年
前，他就一口气向学校捐出了 1.45 万元。

这位老人和缙云这所学校到底有什么故
事？ 他为何会一直心系母校呢？

卖掉祖屋
他把所有钱捐给了母校

吕钻栋出生在缙云县壶镇镇中兴村一个
清贫的农民之家，他 1 岁时，母亲便离世了，11
岁那年， 父亲也走了。 14 岁时， 他唯一的亲
人———祖母也去世了，从此，年幼的他只能过着
居无定所的日子，吃着“百家饭”长大。

之后， 吕钻栋被亲戚送到了仙都中学读
书。 一年后，部队征兵，他便参军入伍，先后经
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吕钻栋复员后，被安排到台
州人武部工作，在岗位上兢兢业业。 之后，他
被调动到仙居教育局，负责宣传工作，直至离
休。

尽管命运多舛， 但吕钻栋老人从不怨天

尤人，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心态。 1994 年，
66 岁的吕老决定到爱人的工作地———上海定
居，安度晚年。 临行前，他做了一件令所有人
意想不到的事———卖掉了缙云老家的祖屋，
将所得的 1.45 万元全数捐赠给自己的母
校———壶镇小学 （缙云县第二实验小学前
身）。

当吕老把钱送到学校的时候， 学校领导
感动得说不出话，一再推辞，希望老人将这笔
钱带去上海，安享晚年。 然而，吕老却坚持要
把钱留下，他只说了一句话：“收着吧，我两个
老人有口吃的就行了， 学校用得着钱的地方
太多了。 ”

此后，吕老还多次向学校捐赠图书及各类
学习用品。 当得知学校的钢琴老旧时， 他又主
动提出要为学校出资置办一台新钢琴。

再捐时放下狠话
学校只能“无奈”接受捐赠

今年 9 月，缙云县第二实验小学校长沈津
辉接到了一个来自上海的电话， 电话那头正是
吕钻栋， 他说要把自己和老伴多年积攒下的一
笔钱再次捐赠给母校，这一次，是 10 万元。

知道老人的生活并不宽裕， 沈校长婉言
谢绝了。 可不料，91 岁的吕老态度坚决，一再
打电话希望学校能够收下他的心意， 帮他了

却余生助力母校发展的夙愿。 而几次被谢绝后，
吕老还放出了狠话：“是嫌钱少吗？ 还是我这个老
头子的钱用不得？ ”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谁还忍心拒绝呢？11 月，
学校正式接受了吕老的倾情捐赠。

11 月 14 日， 沈津辉校长等一行人带着一张
10 万元的发票、一封感谢信和一个纪念杯奔赴上
海虹叶老年公寓，探望吕老。 老人激动得热泪盈
眶，和每个人一一握手，久久不松开。

当走进吕老的“家”时，沈校长等人这才发
现， 老人过得是如此拮据———一个不到 30 平方
米的房间里，除了两张床和一台电视机，再没有
其他值钱的家具。 两位老人每月的退休金加起来
不到 2 万元，而吕老的老伴还常年卧病在床。 养
老院每月的生活费就要 1.2 万多元， 再除去其他
必要的开销，他们每月还有多少节余呢？

然而，吕老笑着说，这次捐赠的 10 万元是他
们两口子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 他宁愿自己吃
苦，也要支持母校！

多年来，自己所做的好事，吕老只字未提，上
海市虹口区老干部局、 虹口区街道以及敬老院从
未听老人说过任何他为学校捐款的事。

对于老人的善举，沈校长十分感动，他不仅
在学校的教师会上分享了吕老的爱心事迹，并表
示今后会好好规划吕老捐赠的善款，促进学校发
展，不辜负吕老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厚望。

阅读提示

华东师范大学将分阶段地派遣部分学科的名师
来丽水指导教学，将组织国家课改、课标组的专家以
及华东师大附中、附小等名校的一线教育专家，对附
属学校进行“手牵手”地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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