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江縣 朝陽舒巷城小學 探訪紀實 

 
 
 

落成的小學外貌 

 
 
 
 
 
 
 
 

 
 
 
 
 
學校正面圖 

 
 
 
 
 
 

 
07 年奠基留下的碑石，捐資人是王深泉 

 
 
 
 
 
 
 
剛在義工到訪前建好的學校碑記 

 
 



 
 
校名也按要求安裝好 
但未用水坭固定 

 
 
 
 
 
 
 
 
 

 
 
學生在教室內的情況 
門窗都安裝好 
牆壁厚度也符合規格﹙一磚厚﹚ 

 
地下三教室， 
剛好符合學生班級 
二樓所謂仿唐建築，是木磚瓦結構，不合格 
但用作辦公室，對學生不構成危險 

 
 

 
黑板不合規格      課桌椅十分破舊 

 
 
 
 
 
 
 



廁所欠錢封頂 

 
 
 
 
 
 
 

 
 
2009 年 10 月 17 日 
參加落成典禮的師生和群眾 

 
 
 
 
 
 
 
 

 
 
                       典禮在進行中 

 
 

 
典禮完畢，楊老師代派發紀念品 

 
 
 
 

                              碑記所在位置 



德江縣援建學校的概介 
 

德江縣遠處貴州省東北邊陲的貧困地區。經濟極不發達，農村生活比貴州其他地方

來說，是屬於艱苦地區之一。交通閉塞，是造成思想不太開通的因素。 
 德江統戰部對縣內破落的農村小學，一度十分關注，而且十分積極引導義工前往考

察，因為條件十分落後，所以一度也得到義工們的推薦，不少港方捐贈者紛紛解囊襄助。 
 統戰部諸君一時興之所至，推介了大量項目，口頭說沒問題，其實內中引起不少問

題： 
1. 計劃欠周詳——統戰部沒有仔細和教育局商議每個考察的地點是否適合建校，便貿然

上馬。到教育局不予經費支持時，項目便擱置或將建造縮減，以致造

成矛盾。本校便是一個最明確的例子，由於在本村不遠的約 2.5 公里

外，有一完小，所以其後教育局便不支持建校，更不派正規老師到校，

以免造成資源浪費。 
2. 地方群眾的過激反應——考察學校的初期，統戰部也沒有考慮過當地民眾會堅持將學

校建在自家村內這一要素。以致很多學校要重新協商地點和改校名，

引致學校遲遲不能奠基或不能動工，甚至群眾到縣城上訪等激烈行

動。這是本人所遇到的不少個案。 
 
 
朝陽舒巷城小學的過去、現在和將來 
 

在教育局不支持政策下，學校草草起動，資金金缺乏下，四處籌集，村民不僅捐了

四千元﹙連投工投勞約值一萬元﹚，還向縣委拿了二十噸水泥，在欠施工隊﹙工頭是本

村人﹚二萬元的情況下，工程終於草草落成，並且投入使用。 
義工在考察房子的結構和質量時，發覺一樓的三間教室時，還是可以應用，學生應

該沒有安全隱患，否則在目前國家法例下，施工隊是難逃法律責任。只是二樓的木樑，

薄牆和瓦頂，多處草率和洞穿，十分沒有安全感，義工指出不穩當。在旁的統戰部張金

寧主任說，這種木頭房子，可以用上一百年，義工馬上表示不同意。由於二樓用作辦公

室，學生不用上樓學習，這個二樓的瓦房問題，也就作罷。但義工深認為官員應實事求

是，明明見到房子不安全，不應用些低能的理由推搪敷衍。 
學校現由楊旭老師一人承擔三班﹙學前班、一二年級﹚，共六十多學生的責任。 
義工建議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建築規模縮減而不完備。如慈恩或捐方不反對下，原

定的六萬元捐贈還是如數匯出，扣除已付的一萬二千元外，還應支付四萬八千元。此外，

廁所也因缺二千元未能蓋頂，建議捐方多付二千元作為封頂費用。共計未撥款項五萬

元。但該款須在施工隊用水泥封好房頂的校名和碑記，以及或完成的廁所圖片寄來慈恩

後，才可匯出。 
 

  
            慈恩 義工 郭勳亮 
                                    2009 年 11 月 8 日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