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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不扣行政費，支票抬頭「小扁擔勵學行動」，請寄：•新界沙田　顯徑邨　中大校友會聯會張煊昌學校　轉「小扁擔」
或　•香港　新界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校友事務處　轉「小扁擔」

都江堰、綿竹、什邡……很多農村中小學生，仍在漏
風透水的臨時板房上課住宿。重災區在趕建廉租房居民
區，永久安置災民；相比之下，學校重建就談不到優先
了。至於「排不上重災區」的受災鄉鎮，沒有媒體曝光，
救災資源更稀罕，重建學校的路就更難了。

小扁擔考察四川、甘肅的農村受災學校，看到學生住
宿問題更嚴峻。

地震前就沒有像樣的學生宿
舍 ： 木 頭 房 子 、 泥
磚 房 子 、 甚 至 竹 蓆
抹上泥就是牆的瓦頂
房，都有！舊祠堂、
老廟、從前的大戶人
家、建校施工隊住的
工棚、舊課室……反正
有屋頂和四面牆，能塞
進人就是。

有鐵架、木架雙層
床就很見得人了。床總
是不夠，一個床位睡兩個學生是常事，擠上三、四個也
有！沒有取暖設備，被鋪單薄，「擠起來暖點」——可是
攝氏38度的夏天呢？一樣擠。

床也沒有，從一面牆到對面牆，原木板釘兩層架子，
樹皮還在的「通鋪」還不算最差。通鋪也搭不起、搭不
夠，學生就睡在泥地上。甚至教學用房都不夠，騰不出學
生宿舍：下課後，課桌拼起來，就是佔大半個課室的「大
通鋪」！學生上課，學生的鋪蓋在後面堆得老高的，一起
聽課。

有錢，總是先建教學樓，學生宿舍就只能等了。廁所
廚房澡房食堂，排的隊就更遠了，找捐款也更困難（捐建
廁所，誰要冠名?）。800多學生共用8個廁格？「小息上廁
難」，是小學生最大的煩惱。
學生怎樣生活？

「星期三下午不上課，方便回家洗澡」（星期一二四五
都不洗？難怪床擠床的宿舍一股酸臭）。

「帶十個饃，早上11時吃一個，下午5時吃一個。剛
好吃五天，周末回家再帶」。夏天饃長霉？「撥掉霉就可
以了」小妹妹笑嘻嘻答。都是涼水送白饃就一頓，有辣醬
就很令人羨慕了——當然沒菜沒肉，不要談維生素或蛋白
質。小學、初中、高中，吃夠饃，就畢業了。在缺水的甘
肅，竟然能早晚供應每個學生一口盅熱開水配饃，校長就
很自豪了。

從前能將就「解決」住宿問題。地震後，各式各樣的
宿舍垮掉了、剷平了。而且還新增了大批原本不用住校的
宿生：很多村小整個毀了，撤銷學校，學生只能緊急轉移
到鄉鎮中心小學。原本沒有住校生，馬上逼着變成「寄宿

地震，凸顯了學生住宿難

悼熱心義工
陳德美女士（Margie CHEN）2009.2.18在美國加

州聖地牙哥家中病逝，享年62歲。三年來，她抱病關
心小扁擔服務，雖因行動不便，從沒到過她捐贈環保
能源設施、提供SKYPE英語會話服務的廣東肇慶廣寧
縣各校，但她的服務從個人行動，推展到培養了一批
美國青年義工。

她首創以SKYPE電話，打破地域時差和經費限
制，訓練山區中小學生和老師改善英語口語。小扁擔
同人和受惠師生在傷痛之餘，也希望更多香港、海外
有心人，加入SKYPE英語會話服務，讓更多地區師生
受惠。

制學校」。睡覺要床，吃飯要有爐灶、蒸飯機，經費困難
的農村學校哪來錢買？更不要談配套設施了。

重建學校用房，現在都要規範。提高規格=要多花
錢，不能再因陋就簡。這樣，一年就過去了……。

「5.12地震災區教育需要」專項—完全不扣行政費，
專供四川、甘肅等受災學校重建及救助師生專用。捐款支
票抬頭「小扁擔勵學行動」，背面註明「5.12地震災區教育
需要」，寄香港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事務處代收。

　新場中學36間臨時板房宿舍，佔了籃球場

　原女生宿舍木屋已成危房

　5 .12後住帳
篷。背景瓦房
是舊教室改的
宿舍，震後危
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