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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記錄，若從1819年在檳城所建立的第一間私塾“五福書院”算起，馬來西亞
的華文教育已有196年歷史，經歷這段風雨路之後，全國目前剩下大約1300多
所華文小學、60所華文獨立中學、70多所改制華文中學。

很多人說，馬來西亞是中國和台灣以外，擁有最完整華文教育系統的國家，可
是，馬來西亞的華人都知道，這份稱譽得來不易，甚至是有血有淚。

由於政治因素，捐助華校已經成為華社的份內事，並被華社自嘲為“繳交第二所
得稅”，華社每年捐給華校的捐款至少逾千萬令吉，負擔不輕。

華人常說：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窮也不能窮教育。華人了解教育的重要，注
重教育是為了下一代的前途設想，惟有通過教育才能改變困苦的現況，奔向美
好的未來。

正因為華人支持華文教育的這份堅持，以及世界時勢的轉變，使到馬來西亞的
華文教育能夠一直支撐到今天，甚至有更穩定的發展。

目前在馬來西亞有1200餘所國民型華文小學（簡稱“華小”），當中有一半華
小的學生人數並不理想，以致難以繼續發展，可是，這不意味著華社會放棄支
持華教的信念，反而一直設法把這些微型華小繼續維持下去。

盡管需要花費很多財力物力人力來維持華小的健全發展，但華社從不喊累，因
為這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工作。

很欣慰看到私人公司 redONE Network發揮企業社會責任，通過各方面的努力協助
華小籌募教育基金，大家一分一毫的累積，可取得積沙成塔的效果，讓華教在這片
土地上萬古長青。

《前言》



redONE慈善计划主要是履行企业对社会的责任(CSR)与作为回馈社会的需求的活
动。

不同于那些传统的筹资活动,需要持续的努力筹募以保证捐款不间断。redONE 慈
善计划专注于让慈善资金持续流入，就算筹募活动已经结束。学生的挨家挨户筹款
的计划面对艰难的挑战将是历史。通过redONE慈善计划，捐款数额将像滚雪球一
样的每天倍增，只要捐助者仍然使用redONE服务。

redONE允许客户通过每月通话帐单来捐款,以及redONE将贡献部分客户注册费和
使用费额当做捐款。redONE创建简单和透明的方式，以鼓励更多市民参与捐赠以
帮助华校。

redONE 慈善计划将从森美兰州启动，并在 2016 年覆盖整个马来西亚。这将是一
个重大的努力，以提高认识度在国家层面，并在 2017 年带动超过 10万人参与这项
运动

什么是 redONE 慈善计划？



慈善晚宴将是在每个州属推介 redONE 慈善活动的主要平台。这慈善晚宴将提高
当地的乡亲对 redONE 慈善活动的认识度，从而鼓励更多的乡亲参与此活动。

晚宴当天，redONE 将详细的推介此慈善计划和参与此计划的学校。每个晚宴，
主办单位将颁发赞赏证书于每个主要赞助商。随着晚宴的推介，redONE 慈善计
划将正式全国范围内展开。

redONE 慈善晚宴

为了确保这活动成功，我们将进行的大计划：



redONE慈善配套是专门让签购者不止同时享受节省也同时也可以做慈善以帮助
华校。随着redONE慈善配套签署时，用户同意捐出每个月最少 RM2 于学校慈善
基金。

作为回报，redONE按每个月将提供捐赠者学校改善活动的更新信息与资金用途
。除此之外，redONE也将支付每个注册的一次性 RM8 注册费的 2％ 收入分成
捐赠学校慈善基金。

如有任何附加捐款，可以通过redONE发送短信筹募信息，让用户可以通过手机
捐款。

redONE 慈善配套

RM2
签购学校慈善计划

+



redONE 慈善配套

每月承诺费 (RM)

学校慈善计划 (RM)****

redONE用户之间免费无限通话*

拨电至其他网络 (每分钟)

redONE用户之间发短信

发短信至其他网络

上网数据

合约期限

8

RM0.15

-

8

RM0.15

500MB

88

RM0.10

1GB (免费)

48

RM0.12

500MB (免费)

每月RM2 

√

RM0.05

RM0.10

6个月

 配套详情
Charity
Data8

Charity
8

Charity
48

Charity
88

100MB

500MB

1GB / 1GB+**

2GB / 2GB+**

3GB / 3GB+**

5GB / 5GB+**

Pay-Per-Use

-

-

RM20 (1GB+)**

RM30 (2GB+)**

RM40 (3GB+)**

RM60 (5GB+)**

RM0.10 / 1000KB

RM5

RM15

RM20 / RM30

RM35 / RM40

RM45 / RM50

RM75 / RM80

上网数据配套 价格

需付 RM10 报名费以及押金（需符合条件）。
黑名单用户只需要在申请时提交与每月最低使用额相等的押金即可。
显示的价格不包括 6% GST。
没有其他收费。如:MNP费、管理费。

需符合公平使用政策，请浏览官方网站阅读全文。
无限上网数据，然而一旦超过所添购的数据配套的容量，网速将根据用户所在地点及当下的网络条件被下降至最高
64 kbps。
需付RM10电子报一次性激活费。
RM2 将完全捐于指定华小的慈善资助，每月你将通过短讯关于资金的用途通知。

•
•
•
•

*
**

***
****

免费一年电子报***



现在你可以在我们的授权经销商签购redONE慈善配套：

a) Premier Shop:

ACE HYBRID MOBILE NETWORK
NO 3, JALAN TPS 1/3, TAMAN PELANGI 
SEMENYIH, 43500 SELANGOR
Phone: 011-10783830
Email: acehybridmobilenetwork@gmail.com

redONE 慈善配套

ASPEN PLATFORM SDN BHD (SG BULOH)
38-G, JALAN NAUTIKA B U20/B, SEK U 20, 
PUSAT KOMERSIAL TSB, SUNGAI BULOH, 40160 
SHAH ALAM, SELANGOR
Phone: 011-10878232
Email: nazrisaad@gmail.com

ALPHA LEAP SDN BHD
JC 531, JALAN BESTARI 4, BANDAR JASIN 
BESTARI, SEKSYEN 2, 77200 JASIN, MELAKA
Phone: 011-10899933
Email: redonejasin@yahoo.com

ATOM RED SDN BHD
NO 6-G, JALAN PUTERI 1/5, BANDAR PUTERI 
PUCHONG, 47100 PUCHONG, SELANGOR
Phone: 011-10860838
Email: chuahlim9657@gmail.com

ASPEN PLATFORM SDN BHD (AMPANG)
NO 3A, JALAN AWF3, AMPANG WATERFRONT 
3, JALAN AMPANG BUKIT BELACHAN, 68000 
AMPANG, SELANGOR
Phone: 011-10810108
Email: nazrisaad@gmail.com

E MART TELECOMMUNICATIONS SDN BHD
NO 5, JALAN METRO AVENUE 1, METRO AVENUE, 
43000 KAJANG, SELANGOR
Phone: 011-10852626
Email: emart.redone@gmail.com



a) Premier Shop:

GANJARAN SEPADU SDN BHD
JALAN EQUINE 1D, TAMAN EQUINE, 43300 
SERI KEMBANGAN, SELANGOR, MALAYSIA
Phone: 03-8949 9585
Email: ganjarantelcopuchong@gmail.com

GOOD FOR U NETWORK
NO 4 JALAN BERJUNTAI 1, PUSAT PERNIAGAAN 
BATANG BERJUNTAI, 45600 BESTARI JAYA, 
SELANGOR
Phone: 019-6699109
Email: tnchkm@yahoo.com

RED PREMIUM TELECOMMUNICATION SDN BHD 
NO 10-0, LORONG BATU NILAM 3C, BANDAR 
BUKIT TINGGI, 41200 KLANG, SELANGOR
Phone: 011-10822188
Email: ps.red.premium@gmail.com

GREAT ONE NETWORK SDN BHD
NO. 41G, JALAN DWITASIK 1, DATARAN 
DWITASIK, BANDAR SRI PERMAISURI, 56000 
CHERAS, KUALA LUMPUR
Phone: 011-10882233
Email: great1.sys@gmail.com

TELLZA NETWORK SDN BHD
NO G-8, RESIDENSI UNGGUL KEPONG, NO.5 
JALAN VISTA MUTIARA, 53000 KEPONG, 
KUALA LUMPUR
Phone: 011-10833899
Email: ymchan_11@yahoo.com

JINLY NETWORK SDN BHD
115-A, JALAN SULTAN ABDUL SAMAD, 42700 
BANTING, SELANGOR
Phone: 03-31872868
Email: jinlynetwork@gmail.com

NAWAITU MARKETING SDN BHD
NO 5-G JALAN SETIA DAGANG U13/AJ 
SEKSYEN U13, SETIA ALAM, 40170 SHAH 
ALAM, SELANGOR
Phone: 03-33624036
Email: nawaitu_ps@yahoo.com.my

NEW WAVE 68 SDN BHD
NO 4, JALAN SS15/4, SUBANG JAYA, 47500, 
SELANGOR
Phone: 011-10702810
Email: nwave0101@gmail.com



光复初期，吉隆坡峇都律一带热心教育人士为子弟们发起创办一间夜学，中国公学
之前身。

1949年第一届小学生共廿余名毕业。1951年购置现址为校舍，并迁入上课。 

1959年复得本邦政府之赞助，新建巍峨堂皇之三层拥有24间教育的校舍。

1981年中国公学之转捩点。林逢如校长出任本校校长，制定改革方针和加强三语。

1984年创办了下午补习班，成为国内首间推行上述课程概念之小学。

1987年刘经文先生荣任董事长；李贵超先生担任家协主席。扩建校舍计划在董家教
同人合作之下，随即如火如荼展开。

1990年校舍已扩展至26班冷气教室。全校学生人数逾1200人，上下午班教员46人。

1999年设立一间具备52台电脑的精明教室。黄荣辉校长上任掌校。 

2003年一座设有图书馆，精明电脑教室，贩卖部和辅导室的单层建筑物建竣。精明
计划第二阶段，校务行政系统及资讯中心行政系统开始启用。 

2009丹斯里拿督邱财加接任为中国公学新任董事长。 2010年洪淑滋校长（第一位
女校长）掌校。2011年中国公学是联邦直辖区唯一华小荣获教育部颁发“全国卓越
校长奖”。  

各校简史

中国公学简史



 

2012年落实电子互动白板教学系统，成为全国第一所电子学校，并由董事长丹斯里
拿督邱财加主持推介礼。 

2014年辉煌的 UPSR 成绩令本校再次获得“全国卓越校长奖”。同时，本校荣获教育
部颁发“卓越模范学校”（Sekolah Kluster Kecemerlangan）荣誉证书，使我校攀
向另一高峰。 

2015年本校再一次荣获全国卓越校长奖（Bai’ah）。 

中国公学校景

中国公学校舍

电脑室

会议室

图书馆



  2008年，在当地华人的努力下，双溪龙华小和加影新城华小，終于获批成
立。整座学校共耗费约RM730万令吉，教育部拨款RM450万令吉，之后建
委会再向教育部申请RM20万5千令吉，其余的费用由建委会筹募。拿督李
万行是这两所华小的建委会主席。

  黄秋丽副校长在2016年2月15日收到州教育厅的委任信，成为双溪龙学校
的管理员。2016年3月21日，学校正式开课。报读学生人数约570人。学校
开办6班一年级，5班二年级和5班三年级，总共16班。三位正式副校长，黄
秋丽副校长为行政副校长，廖云娣副校长为学生事务副校长，吴淑娟副校长
为课外活动副校长。一位书记（En. Redzuan)在学校开课前被派来来双溪
龙学校协助处理学校文书事务。教职员总共30位。郑玉宗校长于4月18日到
来报到，成为双溪龙国民型华文学校第一任校长。

  双溪龙国民型华文学校在2016年5月7日进行家教协会常年大会，李国魂
先生当选为第一届家协主席。主席担下这个重任后，与家协团队马不停蹄地
协助学校为提升学校各种设施而努力，也为造福莘莘学子而费尽思量。

  6月25日，学校举行第一届董事部赞助人大会，选出三位赞助人进入董事
部。三位中选的赞助人是拿督陈玟磬、颜文兴先生和谢莹龙先生。当天也进
行第一届董事部会议  ，拿督李础雄成为双溪龙国民型华文学校第一任董事
长，副董事长是拿督林祺盛。

各校简史

双溪龙国民型
华文小学简史



  目前双溪龙学校一共开办16班，共有学生647人，教职员32位。学校急需
成立的是图书馆、科学室、体育室、音乐室和扩建现有食堂等，希望爱我双
溪龙国民型华文学校的家长、热心人士能大力支持，给予捐助，协助学校完
成有关设施，惠及全校师生。

双溪龙国民型华文小学校景

建设篮球场、羽毛球场和排球场
估计耗资一百万令吉

学校草场因凹凸不平及小石子问题
而有待提升

四间课室因经费不足而搁置



  加影新城华小是一所得来不易的全新华文小学,它是在2008年初,在时任马华总会
长丹斯里黄家定的领导下,获得前首相及教育部的认同,批准兴建的6所新华小之一.当
时经过马华乌鲁冷岳区会调查之下，发现现在的校址附近花园区拥有将近2万居民
居住，但是并无一间华文小学,因此向教育部建议把华小建于一段地由美景集团开发
的加影新城(KAJANG 2)的一段小学校地.过后在时任马华总会长丹斯里蔡细历医生
与时任副教育部长拿督魏家祥的领导及士毛月州议员拿督佐汉,乌鲁冷岳中华工商会
主席丹斯里曾贵秋先生的大力协助下,获得时任教育部部长丹斯里慕尤丁的认同及批
准.我们于2012年1月31日正式收到教育部的批文回函.并于2014年3月份获得雪州政
府颁发地契，这意为着一所占地6英亩,36间课室的加影新城华小,在大家的努力及协
助下终于诞生了.

  本校虽然获得中央政府拨款450万建筑经费，但是由于各种因素，导致学校延误动
工时间，加上建筑材料不断上涨，我们公开招标下，最低得标的承包建筑费用也需
要高达580万,这还没计算学校内部基本装修,因此需要向热爱华教的热心社团/商家/
人士慷慨支持與捐助，以便让已经完成65%的学校能早日完成，如愿顺利开课.

  有鉴于此，在本校董事部的认同和共识下，我们毅然决定向各界筹募學校建校基
金以順利完成建校計劃。我們的筹款目標是馬幣三百萬令吉。

各校简史

加影新城国民型
华文小学简史



校景01

校景02

校景04

校景03

加影新城国民型华文小学校景



  蒲种新明华小前身为一间私塾，由居于蒲种十六英里的先贤汤方先生于
1934年在自家大厅开办。随着学生人数渐多，在热心人士协助下，该私塾
于1946年被迁至十六英里大路旁钟焕荣先生家，开校第一位教师为卜新昌
先生，校名为新明公立学校。

  1948年，本校获得英联邦政府资助联办。1954年，在学生人数与经费兼
缺之下，本校不得不停办，而学生转至十四英里的汉民华小就读。

  1955年，在创校人之一周金先生提议下，凭借众人努力，本校复办成功。
随着我国独立，本校在马来亚联邦政府资助下，日渐茁壮，新校舍亦于
1969年建竣。

  1986年，经济风暴吹袭，十六英里矿场倒闭而矿工搬离，导致本校学生人
数剧跌至68人。此时，董家教三机构毅然发起救校行动，合力筹钱购买两部
小型货车，由董事长吴清洲与董事周炎义务载送远方学生（长达十多年），
最终学生人数增至102名而度过关闭危机；董家教更因此于1988年获颁第一
届林连玉精神奖。

  随后，本校启动一连串建校计划，由建委会主席拿督苏启文领航，其之成
果：第一期，两层楼新校舍于1997年竣工；第二期，四层教学楼2006年落
成开幕；第三期，多元用途大礼堂暨林宝珠行政大楼于2014年正式启用，
内设拿汀刘美凤大礼堂、学校行政办公室、王万大讲堂、资料中心、电脑室
、会议室、咨询与辅导室、食堂和羽球场。

各校简史

蒲种新明华小
简史



  2016年，董家教设立了33间精明课室，本校开始推行多媒体教学，以提
高师生教与学效果。目前，本校实行上下午班制，学生人数1980人，教职
员84人。

  本校董家教历年来秉持着  “  新任重燃烧自己，明道远照亮别人” 的办校理
念，深信有朝一日，将新明华小塑造成一所优质学校，迈向新的里程碑  。

蒲种新明华小校景



  沙登新村华文小学二校创立于1967年，它的前身为沙登新村华文小学  (创
立于1951年)。由于当时学生人数激增，人数太多，管理不易，董事会因而
向教育部申请分校，即原校称为一校，分出来的新学校则称为二校。

  学校分为一、二校后，还是共同使用原有的校舍，分上、下午班轮流上课
。两校学生被逼在一所拥挤简陋的校舍上课。在70年代末期，由于学生人数
大量增加，倘再不想办法增建校舍，欲想进入本校就读的本区学生，就得长
途跋涉到更远的华小求学。在如是情况下，迫不得已，唯一途径只好向当局
申请拨地搬迁。

  由1981年开始，在本区政党、人民代议士、社团及地方领袖的配合之下，
积极向雪州政府申请新校地。经过多番努力，雪州政府终于批准位于沙登再
也一块约六英亩平坦地段，供作新校地。过后，本校获得教育部拨款95万令
吉，作为第一期的建校经费。

  新校舍于1986年初动工兴建，由于当局拨款只能兴建14间课室，而本校
学生人数已逾1600人，不能容纳全部学生。因此，本校董事会立刻筹款另
建六间单层临时课室。学校建筑工程于翌年4月大功告成。  1987年4月20日
，沙登二校学生从一校校址迁至新校舍上课，从此有了自己的家。

  沙登二校学生迁入新校舍后，虽已解决课室的问题，但没有理想的活动中
心进行集会、体育及其他学术活动等，诚属美中不足。因此，本校三大机构
毅然于1989年4月，成立筹建礼堂委员会，计划筹建一座大礼堂。当时所举
行的筹款活动有义卖、义跑、售卖金砖、舞狮、十大歌星义演等。经过大家

各校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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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力，一座耗资一百万令吉的大礼堂，在两年半时间完成。大礼堂终于在1992
年底落成，正式启用。

  于1993年，由于学生人数已增加至二千人，原有课室又不敷应用，本校获教育
部拨款，增建一座三层楼12间课室，工程于1995年完成。
到了1998年，本校食堂空间已不能容纳日益增加的学生人数，必须进行扩建。与
此同时，由于资讯工艺的发展一日千里，为了让学生能在高科技资讯时代掌握有
关知识与技能，本校三大机构再次发动筹建一座资讯楼。为了落实这项计划，本
校于1998年底举办千人宴，另在翌年举办十大歌星义演及皇星传灯义演筹款。在
大家的关心与支持之下，本校总共筹获55万令吉，终于把资讯楼建起来。资讯楼
在2000年竣工启用，整座建筑物底层作为扩大食堂空间，二楼为精明图书馆及资
料中心，三楼则为电脑班课室。资讯楼全座冷气设备，它为学生提供一个舒适且
现代化的学习环境。
由于受到各项发展的带动，沙登区的人口激增，本校学生人数也相应急速增加，
导致本校面对课室不足够，班级人数拥挤，以及许多孩子被拒于沙登二校门外。

  于2004年杪，本校有幸获得各界热心华教人士的爱护及鼎力支持，通过皇星传
灯义演慈善晚宴、沙登民众图书馆越野竞走的筹款活动，成功筹获90万令吉的款
项，兴建一座新校舍。上述工程于2005 年中旬动工，并于2006年底竣工启用。
新校舍楼高三层，设有十间教学课室，两间科学室，教具室以及男女学生厕所，
为师生提供更好的硬体设施。新校舍的计划顺利落实，让学生能在更完美的设备
下求取知识。

  本校办学理念，一直以来秉持“德智体群美”五育并重。为了发展体育运动，提
升运动场地设备，于2006年，本校开始筹建一座多元活动中心。该活动中心设有
两个篮球场、讲堂、乐队室、音乐室、多用途课室、男女更衣间及厕所，费用大
约130万令吉。于是在2007年9月13日，本校举办“纪念分校40周年、迁校20周年
庆典慈善晚宴”，筹募活动中心基金。该项活动共筹获105万令吉义款。活动中心
建筑工程顺利进行，并于2008年6月全面完工，正式启用。

  为了与时并进，赶上时代步伐，本校家教协会于2009年协助学校推行精明课室
计划，特为学校50间课室装置资讯科技器材，计有 ：电脑、显示器、播映器、荧
幕、音响、网络联线、伺服器等等设备，共耗费50万令吉。为了筹募经费，家教
协会于2009年初发信征求家长乐捐，筹获22万令吉。接着于8月份，家协举办越
野竞走筹款，筹获23万令吉。目前，学校已全面使用推行精明课室计划，并提升
了教学效果。

  沙登二校三大机构不遗余力地提升学校的硬体设备，学校建设工作一直都
在延续。于2010年，由于本校的单层6间简陋课室已遭受白蚁蛀蚀。惟恐上述课
室危及学子安全，本校三大机构毅然决定将之拆除，然后建成一座四层拥有18间
教室及教师办公室的校舍。这项计划费用大约 200 万令吉。为了落实上述计划，



 

本校于2010年11月17日举办多元活动中心开幕暨筹募建校基金慈善晚宴。该次筹款活动
，本校总共筹获 175万令吉。新校舍工程于2012年2月底动工兴建，并于2013年3月正式
落成启用。

  2014年6月初，在家教协会及校方的全面推动下，在全校的课室安装了电子白板及先进
的数码电脑器材，让师生们能够在数码课室里上课，让课堂进行地更生动有趣，家长们
对于校方的举动都给予很好的评价。数码教学是迈向21世纪创新学习的模式，也意味着
新的学习及新的优质教育方式。教师可以运用互动式科技产品提升教学的效果，他们也
可以运用符合政府课标的EDM-KSSR多媒体软件，配合电子白板进行教学，给孩子们新
的科技空间，即而达到KSSR的听、说、读、写教学法。科技日新月异，数码课室让教与
学超越传统教学，通过数码教学，教师们可以即时进行评估，验证学生们的学习效果，
而学生们也有机会进行网上学习。

  州政府批准了校门前及高电压下的地段作为学校的用途。校方决定将该地段辟为一座
停车场，舒缓校门前的交通车流。校方也在近年里全面规划高电压下的停车场，也为该
地段铺上了柏油路，让家长们能够在一个舒适及安全的地方接送孩子。2016年初，因天
气炎热，董事部及家教协会为全校课室增设风扇，加强课室的空气流通，确保学生不会
感觉到闷热。除此之外，陈旧的风扇多数是风扇旋转缓慢及发出噪音，因此也逐步更换
。家教协会也为六年级课室安装冷气，让学生在炎热的下午时可避开热浪，专心完成补
习及减少身体不适的几率，也让学生们在舒适的环境里上课。

  这些年来，承蒙各界的厚爱与支持，沙登二校多项建筑计划才能一一落实。目前，本
校巍峨壮丽的校舍，矗立在雪兰莪州史里肯邦安市沙登再也花园，印证了华教广受支持
，也象征沙登二校迈向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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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简史

  呀吃十八哩中华国民型华文学校是在我国独立前大约1930 年成立。随着呀吃
18 哩新村的发展，学生入学率也不断地增加。学校在政府和私人机构的捐助下
于1956年竣工。如今，该校有两排建筑楼，包括教师办公室﹑教室﹑资料室﹑
生活技能室﹑电脑室﹑多媒体室﹑食堂﹑厕所等。新村搬迁后，该校面临学生
流失问题；尤其是华裔生来源逐年减少，大部分都是巫裔和原住民。目前，该
校只有 34 名学生，其中31 名是巫裔﹑两名华裔和一名原住民。虽然如此，董
事部和家教协会还是给予学校很大的合作与协助。当访问有关巫裔的家长送孩
子来华小求学的原因时，他们都认为在华小可以学习到多一种语言 —华文。在
2008和2009年，该校在UPSR考试中也获得了不俗的成绩，100%全科及格。该
校的所有执行人员，包括领导层﹑教师﹑家长和学生齐心协力以确保学校在各
方面都能有卓越的表现。学校也能够塑造有素质的下一代，以达到教育部所推
行的《马来西亚2013-2025教育发展蓝图》。

呀吃18哩中华国民
型华文学校简史



呀吃18哩中华国民型华文学校校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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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景04

校景03



各校简史

  赛城联合华小的前身是太平乌鲁十八丁联合华小。她于1952人年诞生于乌鲁十八
丁及浮罗丹绒这一个典型的华人农业经济型种植区，是紧急法令下的产物。联合华
小及马来小学、印度小学在年诞生于乌鲁十八丁一起成立，聚合三大民族学校于一
炉，可谓全马第一座“宏愿小学”。在每周周会上，三间小学的校长各别发言，或作
翻译，以使到学生们都明白。他担任董事长十多年来，与校长和家教协会合作愉快
，大家共同为联合华小的发展而努力。

  由于严重的华裔人口外流，在缺乏华裔生的情况下，联合华小面于2012年因没有
学生而面对被关闭或迁校的窘境，经过董事会冗长的研究及寻找好的方案，终于决
定迁校。在丹斯里拿督斯里吴明璋在赛城的黄金地段献出六英亩校地，以及领导建
委会的工作，联合华小终于敲定搬迁到吉隆坡的赛城的计划。

  耗资一千四百五十万的新校园建校工作始于2015年，预定2017年年中竣工，2018
年正式开课。这项迁校计划即有三项重大意义； 1.微型转大型。2.最靠近国家权力
核心的华小。3.由企业界和民间合力完成的现代化校园。

赛城联合华小
简史



 

赛城联合华小校景

校景01

校景02

校景04

校景03

校景06

校景05



各校简史

  士毛月新民华小创办于1918年，当时的董事长为黎明山先生，并租借大街廿号民
房为校舍。首任校长是张慕巳先生，当时学生有三十余人。可是办学后年余，却因
经费无着落而宣告停办。后来在谢竹筠、李衡等侨贤的努力奔走筹备，以及获得全
埠人士的响应之下，于1921年复办，并改租大街三号的砖瓦房为校舍。
                               
  及后，当黎宗烈先生掌校时，他认为民房并不适宜当校舍，因此发动建校计划，
当时的董事长为谢竹筠先生。筹备建校基金相当成功，并获得吉隆坡闻名华侨叶佛
佐先生乐捐一千元，本校校舍终于在1923年完成。自此，本校校务、行政都变得
有系统，奠定了本校日后发展的基础。
                       
  1936年，在傅文奎董事长和石双春校长的努力下，加建了三间教室、开辟球场和
提倡运动。1941年本校被日军三度驻扎，以致所有的橱柜和桌椅被当柴烧了，一
切文件和设备都荡然无存。更令人痛心的是傅董事长和石校长惨遭日军杀害。                             

  1945年马来亚光复后，本校在本埠侨领，如庄文水、陈登健、丘佛寿等的奔波之
下复办。那时候本校原有的两座旧校舍被大路隔开，校舍分开位于大道两侧，对于
本校的行政工作和学生的安全极其不利。因此，在1975年，本埠州议员与联邦政
府、州教育局接洽后，进行了与本埠民众会堂交换土地事件，以让本校的校舍都能
处于大道的同一个方向，也就是现在本校的位置了。当时，经过董事们、家教协会
暨赞助人等的据理力争之下，于1977年杪，一栋双层的新校舍和食堂，由工务局
建筑完成移交校方。

  1980年开始，士毛月埠屋业、经济蓬勃发展。在1989年尾至1990年初，由林进
权县议员积极进行改革，并注入了一班新的董事及理事。同时成立校友会主席邹添

士毛月新民国民型
华文小学简史



   

水先生，并推选陈金凿先生为本校董事长。在陈金凿董事长的带领下及林进权县议
员大力的推动，并配合三机构举办了由南洋商报主催的十大义演，也是新民学校的
第一次筹款活动，并在同年以所筹获的款项建了六间教室，以填补教室之不足。之
后，陈金凿董事长先后在1994年和2006年带领三机构理事们进行筹募建校基金。
校舍从原本的一栋变成四栋，教室也增至三十六间。与此同时也增添了电脑室、图
书馆及视听室等，惠及本校一千四百多名学子。    

  2009年的一场火患把B座行政楼兼教室烧毁。2011年，在林进权董事长的带领下
完成重建B座。2013年，在现任林进权董事长的发动下，完成了一座多用途礼堂或
活动中心，让新民学校进入另一新的纪元。

士毛月新民国民型华文小学校景

校景01

校景02

全体老师



各校简史

  沙登岭国民型华文学校是一所全新的华小，位于斯里肯邦安 LESTARI PERDANA 
5 路 ，校地占3英亩。这块校地属于中央政府教育部的保留地。2007年通过当时的
沙登区州议员拿督廖润强向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黄家定部长争取在沙登岭建一所新
华小，以缓和该区华小拥挤及学生爆满之现象。

2008年1月30日拿督斯里黄家定部长与教育部长拿督斯里希山慕丁协调争取下成功
批准增建这所沙登岭华小。

2012年12月16日副教育部长拿督魏家祥代表中央政府教育部拨款650万作为建校
费用并委任以拿督廖润强为首的建委会。

2013年3月14日由拿督斯里蔡细历进行动土礼。

2013年8月29日建筑工程正式开始。

2014年8月1日承包商移交已完工的学校建筑物于建委会。由于还没得到市议会批
准的建筑文件、技术完工及符合证(CCC)，无法如期在2015年1月开课。

2014年12月30日雪兰莪市议会正式批准建筑文件。

2015年5月28日才正式收到技术完工及符合证(CCC) 。

2015年8月1日获准开课。共有36间课室，其中22间充当课室，其余则充当校长室、
副校长室、教师办公室、电脑室、图书馆、贩卖部、贷书室、卫生室及体育用具室。

沙登岭华文学校
简史



2015年8月3日 学校于正式开课。迎接第一批为数201位一至三年级的学生。首任
校长是黄玉燕校长，一位副校长及九位教师。这所学校也是雪州第112所华小。开
课当天是由交通部长拿督斯里廖中莱主持开课礼。感恩有了这所新学校，家长们可
免舟车劳顿，摸黑载孩子到距离较远的学校上学了。

2015年10月15日成立董事会，董事长为拿督廖润强。董事会积极加强学校设备，
让学子们拥有一个舒适的学习环境。

2016年2月 27 日召开第一届家协会员大会，邱振豪先生获选为家教协会主席。家
教协会成立扮演着一道桥梁，让家长与校方共同为学子谋求最佳的福利。

2016年6月1日全校共有379位学生，共开九班，一年级有三班，二至四年级各有两
班。师资方面有22位教职员，其中包括校长、三位副校长、18位教师。书记有两
位，保安人员有四位而清洁工人则有五位。
 
2016年3月30日 学校正式由半津贴转换成全津贴学校。

2016年4月8日董事部与家教协会联席会议中议决成立校庆筹委会，筹建多元化礼
堂及有盖候车亭。大会主席是拿督廖润强董事长，而筹委会主席是家交协会主席邱
振豪先生。

从零开始的沙登岭华小，还需要三大机构及家长的配合，向卓越学校的目标迈进。

沙登岭华文学校校景

校景02

校景01



关于张盛闻上议员

   张盛闻上议员来自森美兰州汝莱。 
他拥有大马国民大学的经济系学士。
2001年加入马华，开始了他的政治生
涯。初期，张盛闻曾经是当时青年及
体育部部长，拿督斯里翁诗杰的助理
。随后，他也曾到前首相，敦阿都拉
政治秘书办公室担任特别事务官一职
。在党中持续的表现倍受瞩目，更进
一步被票选成为全国马青总团长。之
后，张盛闻被委任为上议员，而在
2015年更被委任为教育部副部长。，
专注旅游及美食的网页。



   《东方日报》创刊于2003年1月1日，
是马来西亚成长最快速的中文报，被视
为稳重扎实、言论中立、分析独到，报
道翔实的中文报。

  《东方日报》创刊后，积极扮演华社
的喉舌，秉持不偏不倚的新闻报道，深
受读者拥戴。
2007年，《东方日报》再求突破，改成
小开版，以更紧凑、更清晰、更易读的
版面呈献给读者。

  每个版的新闻、特写或图片，都有深
度内容，让读者从封面版版阅读到封底
；是一份丰富精采的杂志型日报。

  《东方日报》深获专业人士、企业高层
管理人员及知识份子的支持，目前每天
读者大约40万人。行销网络广泛，包括西马7-11便利店、汽油站、轻快铁站、购物
商场、大专学府、私人医院，以及商业大楼、酒店等，均有《东方日报》售卖。

  与此同时，年轻学子及学术人士，认同《东方日报》的财经、言论、国际、本
土新闻，带来多元角度和广阔视野与想法。

  现代社会科技进步，网络媒体崛起，《东方日报》也顺应时势，倾力转型和推
动数码媒体发展。目前，已在面子书设立的专页备受推崇及追读，加入的网友达
到百万人；推特则拥有超过1万4000名追随者。

  《东方日报》推出的电子报，每天下载量超过7万份。 《东方网》改革后，由于
新闻快速和精简而受网友追捧，每个月的网页点击率高达1500万至2000万之间。
而月均访客量则高达250万到300万人次，成为马来西亚领先的中文媒体网页。

  精益求精，《东方日报》刚刚又推出以《U玩食》为名的美食及旅游网站，集游
记、食谱、活动、游戏互动及博客文章等，专注旅游及美食的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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