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开端，一份纪念

经宁波帮博物馆牵线，记者辗转联系上镇海兆龙学校
的首任校长樊玉祥。“宁波帮”在家乡捐资兴学，严格算起
来，兆龙学校是一个起点。

虽已退休近20年，樊玉祥依然清楚地记得每一个帮
助兆龙学校建校人的名字：包玉刚的哥哥包玉书，妹妹包
素菊、包丽泰，还有跟包先生一起来的美国花旗银行执行
会主席普莱顿先生和夫人玛格丽特女士……

拗口的外国人名时隔多年，仍能从樊玉祥略带乡音的
口中流利说出，多少令人诧异。“我一直记得，1985年10月
28日，包先生到我们学校的那天”。

1984年第一次回乡，包氏兄妹就先后察看了家乡的
钟包小学。

兆龙学校的前身钟包小学，创办于1950年，校舍选在
包家祠堂的后屋厢房。包家祠堂原为包孝肃公（包拯）的家
庙，两侧悬有“状元”“榜眼”“探花”三甲匾额。中堂悬挂包
公肖像。学校初办时为包家小学，后易名为钟包小学。

樊玉详说，原来的钟包小学是挺寒碜的。祠堂年久失
修，破烂不堪。虽经过改修，有门有窗，但也只剩下空架子，
而无完整的玻璃，残存的几块玻璃因伤痕累累贴着胶皮。
课桌又旧又破，高低不平。

包氏兄妹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船王的两个妹妹立即
说：“我给学校配玻璃”。“我给学校配桌椅”。身为大哥的包
玉书先生说：“都别说，还是我们兄妹共同来为家乡做一件
实事，建一所新的学校，让孩子们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老
二（指包玉刚）就不用操心这件小事了”。他们兄妹几个当
即拍板，捐资100万港币，征地3.5亩，先造一所小学，以父
亲的名字兆龙为名，就是后来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的“兆
龙学校”。

1985年10月28日，包玉刚和兄妹第二次访甬时，首
先参加的便是兆龙学校的落成典礼。包玉刚作为家族代
表，热情洋溢地说：“我们包氏兄妹现在还只为家乡办了一
件事，我们还将为家乡办第二件、第三件事……”

和包先生一起到来、坐在主席台上的美国花旗银行执
行会主席普莱顿先生和夫人玛格丽特女士，也为兆龙学校
赞助了5000美金，给学校购买一架钢琴和孩子们所需要
的东西。包玉书兄妹还专门拿出一笔资金给每个学生配上
一只新书包和一些学习用品，并为学校设置了奖学金。给
小学设奖学金，这在当年是非常少见的。

这一切都极大地鼓舞了师生的积极性，附近村子里的
孩子们纷纷报名，想来兆龙学校读书。学校教育质量不断
提高，办学蒸蒸日上。为此，包氏兄妹有一次慷慨解囊，扩
建学校教室、礼堂和体育场，还增添了许多教学设备。

樊玉祥说，兆龙学校的创办，可以说是全大市“宁波
帮”捐资教育项目最早的学校，也为侨捐项目打开了一扇
窗口。慢慢地，中兴中学、龙赛中学、宁波大学、逸夫小学
……侨捐项目建设如雨后春笋、势如破竹。

一个人物，一念家国

在包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大会开始一周前，现任宁波市侨办副主
任赵骏也接受了记者采访。

在赵骏看来，海外宁波帮可以说是宁波改革开放进程的见证
者、参与者、先行者、贡献者，为宁波城市发展贡献了“第一桶金”。而
包玉刚先生堪称宁波帮“君子虽在他乡，不忘父母之国”精神的代
表，他不仅爱家乡，也爱中国。

包先生是聪明、有远见的。第一次回乡时，宁波的庄桥机场是军用
的，尚未开通民航，包先生的包机是香港的，不能降落，只能先乘坐包
机到杭州，再乘中国民航包机飞往宁波。包玉刚提出可以帮助宁波建
设机场，费用他先垫付，等宁波财政拨款到了，再把钱还给他。

在宁波，除了宁波大学，包玉刚还有一个至为挂怀的存在，就是
北仑港和小港开发区。凭借一个“世界船王”的直觉，包玉刚早就觉
察到北仑港作为东海岸的天然良港，在中国乃至世界航运版图上的
重要性。一次回乡，他就主动提出要去看看。

当时，北仑港还是个10万吨级的码头，包先生详细询问了航道、
陆域、码头设施等情况。港口负责人向他介绍，这个码头“水深流顺
风浪小，不冻不淤陆域大”，15万吨海轮能自由进出，将来还可以停
靠30万吨远洋轮。包先生极有眼光地表示：“北仑港是中国最有前途
的港口，今后在亚洲和全世界也将有重要的地位，宁波有北仑港，阿
拉宁波人就有福了。”

此后，包先生在许多场合一遍又一遍地为北仑港大声疾呼：北
仑港是中国唯一最好的深水港，这样好的天然条件不利用，实在可
惜。包玉刚跟邓小平同志也多次提过利用北仑港，发展航运业的问
题，邓小平也表示热情支持。

如今，宁波舟山港已经成为全球首个年货物吞吐量破10亿吨的
海港，足见包先生的远见。去年，整个港口的集装箱量突破2460万
标箱，居世界第四。现在，平均每天有270万吨的货物从这里进出中
国、漂洋过海走向世界。

2.

兆龙学校首任校长樊玉祥在翻看老照片。顾嘉懿 摄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