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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纪念香港著名慈善家田家炳先生诞辰 100 周年，河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开展了一系列

纪念活动。活动包括制作纪念手抄报，开展纪念文章征文等。 
 

(一) 纪念手抄报 

 



 

 

(二) 文章征文 

(I) 初中组 

致田家炳先生的赞歌——初二（1）班张简 

同学们，当我们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时；当我们迎着朝阳踏进崭新的教学楼时；当

我们漫步在清幽美丽的校园时；我们可曾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位无私奉献的老

人。他，叫田家炳，一位伟大的“百校之父”；一位家财万贯，却又朴素低调的“皮革大王”。 

田老先生十六岁时，不幸丧父，于是便独自一人担负起了家庭的重担，创立了人造皮革

厂。因田先生的货物质量好，以及他诚实守信的优良品格，吸引了大批客源，使得皮革厂在

第一次金融危机后，还能持续发展。随后，田先生还创建了瓷土公司、胶厂、塑料膜制造厂

等一系列生产企业。面对事业上获得的巨大成功，田家炳先生并没有骄傲自满、也没有目中

无人，而是一如既往的善待他人、勤劳简朴。儿女婚嫁一切从简，自己八十岁大寿也不摆酒

席；一双鞋穿了十年，袜子补了又补，连矿泉水瓶都要循环使用...... 

先生没有把得到的巨款自己用，而是抱着对教育事业的热忱与对祖国的热爱，捐献给了

教育事业，成立了田家炳基金会。资助了大学 93 所，中学 166 所，小学 44 所，专业学校及

幼儿园 20所，乡村学校图书室 1800余间。甚至在 2003年，基金会已超支的情况下，还向银

行贷款 600万余元来资助香港理工大学。为了还贷款宁可卖掉自己已住了 30年的爱宅...... 

“重教兴学，百年大业，敦品力行，做人为先”。先生虽已逝去，但他的品质仍像天空中

的明星一样闪闪发光。我们要学习先生坚毅吃苦、无私奉献、勤俭低调的伟大品质。同时，

我们也要努力学习，报效祖国，不辜负先生对祖国未来的期望！ 

 

 

 



 

谢谢您！田家炳先生——初二（1）班谢少涵 

是什么，来的悄无声息，走的不留痕迹，却激起所有色彩的轻舞飞扬？是什么，走的不

留痕迹，来的悄无声息，可留下穿越一季的倾情歌唱？是什么，轻轻地来了，又悄悄地走了，

在收获的季节留下飘香的金黄？是什么，悄悄地走了，又轻轻地来了，为沉寂的大地纺出洁

白的梦想？ 

哲人对着蓝天微笑：“是时间”；孩童握着风筝拍手：“是风”；我们说：“什么都不是，只

是田家炳先生的无私奉献”。 

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没有人会去在乎一位衣着朴素、态度谦和的老人，因为他只是

我们十几亿中平凡的一个，但却做了一件伟大且让人震惊的事情。 

一个年近九旬的老人，20 多年来，在祖国大地和港台，共捐助 160所中学、90余所大学、140

多所小学、20余所专业学校、9所幼儿园、1150 间乡村学校图书室......直到现在他已累计

捐资十几亿港元，为了我们学生的学习。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时，田先生也同样受到了很大的经济损失，并在此之前还承诺给他人

捐款。为了信守承诺，他毅然决定卖掉自己居住多年的别墅，去住 130 多平方米的出租房，

自己也不后悔。 

正是田家炳先生对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才让我们的学习环境有所提高和改善。我们要

努力学习，不辜负田家炳先生对我们的期望。 

 

(II) 诗歌 

百年树人，立德为 

———— 纪念田家炳先生 

(高一（四）班  要梓钰) 

先生白手起家，浮沉商海 

却自强不息，刚健有为 

心系祖国，心系教育 

俭以养德，乐善好施 

散尽家财只为一句承诺 

润化万物，泽被苍生 

一砖一瓦，一柱一梁 

皆为先生对莘莘学子的期望 

我们定不负先生所望 

坚定走向远方 

先生虽逝，风骨犹存 

那“中国的希望在教育”铿锵之音 

必将绵延千年 

 

 



 

纪念田家炳诞辰百年 

(高一（7）班  贾璐铭) 

近百年甘之如饴， 

换来千所学校矗立。 

近千次亲访校址， 

赢得无数赞赏钦佩。 

我歌颂您， 

无私奉献的精神； 

我赞美您， 

信守承诺的原则； 

我欣赏您， 

勤俭朴实的风格。 

学子若辰星， 

您便若黑夜， 

有您我们才能耀眼于苍穹。 

抬起头，天空一直都在，您一直都在。 

 

(III) 观视频后感 

纪念田家炳先生   张卓贤 

我们师大附中人对田家炳先生了解更为深刻，我们的东校区就是田老先生捐资建成的，

师大附中本部的综合楼也是有田老先生捐资的。师大附中能够桃李芬芳的一大原因，便是田

老先生的慷慨解囊。他让诸多师大学子享受到更好的教育，奋进成才，我们永远怀念这位伟

大的教育事业的助力者。 

“中国的希望在教育”。田老先生的这句话刻在初中楼大厅的塑像上，田老先生用行动践

行了他的初心。从事实业五十余年，他从未将荣华富贵视为全部，从未将个人功名看为必须，

一心为国家奉献力量的他，将已居住三十年的别墅卖掉，来资助内地的教育事业。“安老扶幼，

兴学育才，推广文教，造福人群，回馈社会，贡献国家”。提高国民教育水平，使其毕生所望，

兴教之路漫漫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的高风亮节，时刻激励着附中学子奋发图强。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兼济天下的胸襟应让附中学子深思。喧闹浮躁的时代，拜金功

利之风吹袭每一个角落，要将最淳朴的真情卷走，在这样的时代，能像田老先生这样守有净

土，仍抱“为中华谋复兴”无私念头，踏踏实实做善事的企业家，又有多少呢？田老先生的

高尚情怀，让多少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低头惭愧，低头反省。 

“穷，独善其身；达，兼济天下。”田老留下的不仅是一幢幢美丽的教学楼，还有最纯真

的道理:奉献。无论何时何处，附中学子能在为社会发光发热。我想，这就是对田老先生最好

的纪念了吧 

 

 



眉眼含笑的他 

他轻轻的走了，正如他轻轻地来，扫尽尘嚣。 

  他已经走了，很潇洒，很轻快地走了，没有留下任何遗憾，他像那一缕春风，吹散了笼在

中国教育界上空的阴霾。 

  走路上班的是他，节衣俭食的是他，卖别墅凑钱做慈善的也是他……物质生活的清贫，更

凸显出他精神世界的充裕。他一直微笑着，微笑着面对这个世界。 

  “几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也是浪费，不如拿去卖了，让更多的孩子去读书，我觉得这样很

值得。”他说这一番话时，眉眼含笑，或许这就是他的追求吧！ 

  许是日月艳羡人间有这般美好的存在，于是挑一个明媚的日子，将他带走了。午后微风轻

动，可爱的人闭眼睡去。 

  也许社会也不忍这样冷漠下去了，于是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心善的人拾起他遗落在人间的梦，

继续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不懈奋斗。自此，他一个人的梦，变成了整个社会的理想。 

  他曾以一己之力叩响教育的大门，那扇不曾向穷人开放的、紧闭着的大门。他将其推开了

一条门缝，让或多或少的少年郎都挤进门中去追逐梦想。现如今，他凭自己的双手将这扇门

推开，让更多人沐浴在教育的春风里。 

  他，便是田家炳先生，一位可爱而又伟大的先生！ 

  他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呀！经济危机的浪潮铺卷而过，上天似乎并没有眷顾这位心怀天

下的老实人，他的公司同样受到了“泡沫经济”的影响……可他并没有被此击倒，他坚定地

将这份事业做了下去。我想守信与坚持，便是这位老先生最可爱的地方吧！ 

  作为同样受到过田家炳基金会帮助过的师大附中的一员，我深感这位先生的伟大。 

  立于其雕像前，心中满怀敬仰与不舍，我敬仰他的信条，敬仰他的精神，敬仰他的行为，

却不舍这样一个温和的老先生，被岁月带走……我想，我想见他一面的机会都没有，岁月留

下的是深深的惋惜。 

  星河滚烫，暖灯长明。现在我仅希望先生可以好好的休息，因为，接下来的路，该由我们

来走了。 

  祝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