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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学院路上的北辛中学就是原来的
枣庄工业学校。25 年前，我从这里出发，
一路辛苦，一路坎坷，一路豪迈，一直走
到今天。无论我人生成败，她都是我的力
量源泉和牵挂所在。

1986 年 9 月，我们枣庄市五区一县的
莘莘学子，踏着青春的节拍，意气风发地
走进枣庄工业学校，开始了不同既往的中
专生活。看到简陋的大门，杂乱无章的学
校布局，年轻气盛的我们顿时傻了眼：偏
居县城西北角的这所学校难道就是我们憧
憬的地方？放飞理想的心情一落千丈。大
家默默地跟着老师领课本，认识自己的教
室和宿舍，同学们心里灰蒙蒙的，全没有
了当时中专生的自豪感。

由于学校班级多，教室宿舍紧张，我
们八六级采煤班和机电班合用一个大教
室，自动化班微机班共用一个教室。我们
四个班每班编制40人，其他三个班都有一
些女生，唯独我们班毕业后的去向是矿山
井下，所以没有女生分到我们的班。这让
我们班的同学既不服气又无可奈何，我们
班成了名副其实的“和尚”班，总觉得比
其他班的同学低一等。开学没多久，一位
周姓同学一直没报到，他的位置被少言寡
语的孙美女补上，我们班才不至于没有一
点女生的色彩，终于可以昂起头来和其他

班同学一样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国改革开

放取得阶段性成果，我们的生活比前几届
校友入学时有了很大改善。印象中我们每
月三十斤粮食，二十八元菜金，这个标准
一直坚持到毕业。有些男生饭量大不够
吃，一些女同学和老乡们就把自己余下的
饭菜票匀给他们，从未想到让大肚子男生
还，那种团结友爱互助的氛围现在想起来
依然温馨如昨。

1987 年 12 月 12 日是我们枣庄工业学
校全体教职员工学生终生难忘的日子。这
一天，我们从原三师医院旧址搬到学院路
上的新校。当天北风凛冽，丝毫阻挡不了
全校师生的热情和梦想。记得我们学校动
用了几辆蓝色卡车和绿皮军用车，把我们
的所有家当运送了两天。校工陈师傅虽然
年近七旬，依然手握方向盘，精神抖擞地
奔驰在两个学校的路上。87级的师弟师妹
们从11月份入校开始就在新校上课，我们
的到来令他们兴奋不已。他们从七层教学
楼里探出头来，用好奇的目光“欣赏”我
们这些从老校来的学长们。离开老校前，
在班主任和班干部们的组织下，大家互相
帮忙拆掉双层铁架木板床，捆好各自的行
李，把课桌板凳搬送到汽车上，早先一步

到新校的老师同学负责接应。在这新旧两
年交接的日子里我们开始了一年半的新校
生活。

初创时期的枣工校新校，除了教学楼
宿舍楼食堂外，基本上没有其他建筑。操
场 上 杂 草 丛 生 ， 好 多 路 沿 石 躺 在 路 边
上，工人师傅各干各的活。新来乍到的
我们就像一步迈进共产主义社会一样，
感觉到一切都是那样新鲜和美好。在学
校和学生会的支持下，各种社团应运而
生。山枣花文学社好像就是在那时创办
的，爱好文学的学生们在上面尽情抒发
自己的情感。陈冰同学常在 《山枣花》
上发表诗作，被我们称为校园诗人。他
经常和我们谈纪宇汪国真，不知陈冰同
学现在是否还在写诗。学校还聘请了我
省著名诗人黄强先生到我校作报告。86
级采煤班的于吉文一头卷发，一双猫眼
般的大眼睛镶嵌在胖胖的国字脸上，弹
的一手好吉他。于吉文经常在宿舍里洗
刷间自弹自唱，有时到操场上与比我们
大不了几岁的苏永成老师互相唱和，彼
此引为知音。我们毕业那一年于吉文当
选为学生会文体部长，成为学校里的明
星人物。

那时的我同样迷恋上了文学，也尝试

过给报社投稿。1988 年初，学校组织我
们到不远的滕县剧院看电影。其中的一
部影片 《天音》 感动了我，回来后辗转
反侧数日，终于构思了一篇评论文章寄
给了 《枣庄日报》 社，该文获得当年影
评银星奖鼓励奖。当我独自一人到枣庄
领奖时，费了好大劲才找到电影公司。
我这个在校中专生可能是年龄最小的获
奖者，返回学校时引起很大轰动。以至
于 1989 年夏天毕业时，班主任徐茂政老
师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上“你是我
们班最聪明的学生”等临别赠言，鼓励
我不断进取，勇敢攀登新的高峰。

中专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上世纪 80
年代初流行歌曲开始风靡校园，我们入校
时，邓丽君、费翔、千百惠等港台歌手的
歌曲几乎人人都会哼几句，就连学校广播
室播放的音乐也是他们的天下，这正吻合
了我们的青春需求。84级的徐师姐，长得
小巧玲珑，一头漆黑的长发披在肩上，常
穿一件大红紧上衣，被同学们称为红衣女
郎。她模仿流行歌手们的歌惟妙惟肖，如
天籁一般，滋润着校园里少男少女们的
心。据说她和同她一级的师哥毕业后走到
了一起，这对金童玉女组建家庭，让不少
迷恋他们的校友羡慕不已。

最后一年，原滕县县委宣传部长王延
宸同志任校长。我校只有我们 86 级采煤班
和机电班毕业，校领导极其重视，多次
组织我们进煤矿实习，同学们认认真真
地准备毕业论文。大家像往届毕业生一
样积极配合国家的就业分配政策，顺利
地走向了各自的工作岗位。我们班的孙
某某同学在某煤矿实习期间，无端被下
班后醉酒的工人踢到了不该踢的地方，王
校长亲自出马，到该煤矿讨要说法，维护
了孙某某同学的合法权益，赢得了同学们
的尊敬和爱戴。

我的个子比较矮，和女生同位是家常便
饭。采煤班和机电班分开后，我们班唯一
的女生就和我同桌。奇怪的是我从未有

《同桌的你》中唱的那种感觉。倒是最后一
排高大英俊的董帅哥，常在我不在座位上
的时候，悄无声息地溜到我的座位上，想
法靠近孙美女。要么两人在纸上写些什
么，要么低下头去，说一些不为外人道的
悄悄话。有时我回教室看到此情此景，不
是安静地走开，就是从后门坐到董帅哥的
位置上——那时的我就知道成人之美，至
今不知两位同学结婚时想没想到过我这个
不是月老的月老。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人到中年的我
早已白发丛生，愧对母校的培养。离开枣
庄工业学校25年，酸甜苦辣都已尝遍。我
的母校早已并入枣庄科技职业学院，但其
精神当以发扬，优良传统理应继承。每次
经过那个令我情牵梦绕的地方，总不免多
看她几眼。每当回首往事的时候，总要怀
念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枣庄工业学校永
驻我心中。

情牵梦绕枣工校
鞠厚生

今年１０月 18 日，是我的母校——滕
州三中诞辰 60 周年庆典日。不知怎的，每
每在给孩子鼓劲加油时，每逢高考路过考点
时，就不由想起我 1983 年——1985 年艰苦
而快乐的中学时光，也不由勾起我对“衣、
食、住、学”的回忆，更不由激起我难以割舍
的“三中”情怀。

衣——穿上没衬里的西装，骄傲

从杨柳依依，到枫叶满地，那时我们的
衣裳大都是“通用”牌的，上身穿一件白里带
污、褶皱似老太脸的褂头或长褂，下身穿一
件蓝灰色、裤腿到腿肚子的裤子，鞋是“解放
牌”的，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汗流浃背，都不
来换的。冬天，袄和棉裤，自然是用旧棉花
填的，但一般是“乏桶子”，外边套一件深秋
穿的“蓝士林”，只有少数人里面能穿上秋
衣、秋裤，那可能是个别城里来的人，也可能

是拾哥、姐穿过的。记得刚上班的姐姐为我
量身定做过一件西装，暗条的，锁边的，但没
有衬里子。这身“行头”，在同学中当时是挺
惹眼的。毕业照上，在教学楼下的“倒挂金
钟”前照师生合影、照班委会合影，我穿着西
装，很是神气。

食——同甘共苦的煎饼咸菜岁月，温暖

我们那时基本上是带着煎饼和咸菜求
学的。甘宜龄同学的咸菜最好吃，是她奶奶
亲自下厨炒的，老咸菜切丁，大大的猪油烀
的，状若“花生粘”，我们一般是不舍得享用
的；刘书华、孔祥文的菜，不添“防腐剂”就能
保质三年，刘书华的咸菜切的像板凳腿，有
时还“干茬楼”，保质时间还得长；孔祥文的
招更绝，有时用猪油炒盐——“胡盐”，你想，

保质期定会更长吧？好伙计就得同吃，集体
决议：先吃好的后吃孬的。到了星期五左
右，该吃刘书华的了，个个切着牙，挑两根细
的，嘴里漱漱，孔祥文的“菜”一个月居然没
见下窝。

住——大通铺上挤着睡，难忘

住的寝室，睡觉每人不到半米宽，挤得
像小猪仔吃奶。四肢朝上，一个姿势，你
想翻身很难，只能喊一二三向同一方向，
不然就会侵占邻居的地基，引发战火。夏
天晚上，装在罐头瓶子里的咸菜发酵味、
浑身的汗味，和鞋壳篓的死老鼠味，让人
喘不过气来，再加上硕鼠们偷吃挂在梁头
上包袱里煎饼的吱吱声，难以安然沉睡。
冬天睡觉呢？更糟。天寒地冻，硕鼠们偷吃

煎饼的吱吱声依然如旧，半夜谁都不愿黑灯
瞎火地到 30 米外如厕，于是乎披上棉袄就
在门旁解决。第二天，门口焦黄一片的冰
面，出门打滑。

学——恩师的教诲如在昨日，感念

学习，总是要有老师的传道。上高三
时，因为班主任蒋振远老师到另一所中学高
就，由邹县新来的张献功老师接手班主任。
张老师是瘦如骨，声如钟，身着蓝色中山装
的“半截老头”，一脸不让学生亲近的样子。
动不动就用“疙瘩梨”伺候，特别是对调皮的
学生，朝脑门盖就来两下。有一次爬黑板，
有位同学没有做正确试题（应该会），张老师
正想磕他时，那位同学敏捷地头往后一扬，
正巧碰上了黑板，便摸摸头、小声“疼”，引来

一片笑声。
语文是由家住峄庄的王福诰老师所

授。当教到鲁迅先生的“花白胡子老头”时，
他说，就像我，经常穿的大褂子，以后看见，
自然地叫我“大褂子”了，这叫“借代”，同学
们，明白吗？谁知，王老师再上课时，有人小
声说，“大褂子”来了，此时肯定是他听见了，
上讲台后激动地说，这堂课不讲了，我们交
流一下，当老师的就想让你们多学习、多领
会，我就是“大褂子”，同学们也不能这样称
呼啊？！他流泪了，良久……我们报以感激
的掌声。课还是接着上了，我们听得格外认
真。

1985年秋，是“三中”收获的季节，更是
我们人生的转折季。仅我们文科班就预选
上了大多数同学，高考录取二十多位。同学
们遍布全国，工作在各行各业，也有所建树，
在家的同学也都“有头有脸”的。

青春如梭，岁月如歌。我们念念不忘
教室前一排排的老杨树，念念不忘躲地
震时的老操场，念念不忘为我们呕心沥
血的老师们，更念念不忘桃李满天下的
母校——滕州三中，请您永葆青春，一路
前行。

在滕州三中的“衣食住学”
李润涛

本报讯 在见不着面的
情况下通过手机、网络等工具
被骗的案例已经不是新鲜事
了，但他们大多是一些文化水
平较低的人。可日前在滕州
就有这么一名退休老师，竟也
着了对方的道。

家住滕州城区的刘老师，
几年前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
来。10 月 29 日晚上，他的电
话响了，接通一听是名四川口

音的男子打来的，对方自称是
李老师，现在和几个朋友在青
岛玩，打算第二天来滕州看
他。刘老师确实有一个四川
的老师朋友而且也姓李，所以
他没有任何的怀疑便欢迎“李
老师”来家中做客。

30日一大早，刘老师还没
有起床就接到“李老师”的电
话，他说昨天晚上就到了济
南，和朋友在当地娱乐场所找

小姐被公安机关查到了，要交
8000 元罚款，否则就要被拘
留，他们几个人身上带的钱不
够想让刘老师想想办法。

刘老师觉得都是老朋友，
并且因为这个事进了拘留所
好说也不好听，便将自己卡里
的3000块钱打给他。汇款后
没多久，“李老师”打来电话说
钱收到了，但是还不够，想让
他再筹点钱过去，被刘老师委

婉地拒绝了。
当天下午，刘老师打电话

想问问对方情况，却一直打不
通。31日早晨，“李老师”仍没
有来到滕州，刘老师便从自己
手机通讯录里找到李老师的
电话号码，问他有关情况，李
老师当即就被问愣了。这时，
刘老师才知道自己被骗了，于
是只好向龙泉派出所报案。

（特约记者 金亮）

“李鬼”冒充“李逵”退休老师中招

本报讯 伴随着网络购
物的兴起，11月11日不仅仅
在 是 传 统 意 义 上 的 “ 光 棍
节”，如今反而变成了一年一
度的购物狂欢节。每年这个
时候，人们都会享受到一掷
千 金 的 快 感 ， 但 买 卖 有 风
险，购物更需谨慎。

据了解，每到临近“双
十一”，各大商家都会打出打
折、促销等旗号来吸引消费
者的眼球。多数网购爱好者
都 会 趁 着 “ 双 十 一 ” 的 到

来，选择自己心仪的商品，以
低价收入囊中。直到收到货
品，打开包裹往往大失所望，
发现自己选购的商品，实物常
与网上描述不符。想退货吧，
商家又以一切以实物为标准
来搪塞人，很是苦恼。

家住滕州市翔宇经典的
贾女士就吃过类似的亏，每
逢“双十一”，她都抵挡不住
低价的诱惑，结果买了一大
堆可有可无的东西。“记得去
年‘双十一’，本想趁打折促

销买一套韩国代购的护肤品，
没想到收到包裹发现，并非正
品。”贾女士无奈地说，“询问
商 家 ， 商 家 态 度 却 非 常 强
硬，只能吃哑巴亏了。”

随后，记者采访了一位
经验丰富的网购达人李女士。

据李女士介绍，网购虽
然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但却
是不可避免的。消费者只需
在购物时多注意一些细节，
就可以降低风险率。“主要是
浏览已销售的数量，使用者

对产品的评价，尤其要看差
评。而且，现在大部分商品
都有防伪码，这也是辨别商
品真伪的重要途径之一。”李
女士如是说。

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
在“双十一”来临之际，面
对网上的各种促销活动下手
需谨慎，不仅要买到优惠的
商品，更要买到物美价廉的
正品。

（特约记者 郭潇繁 实习
生 韩婷婷）

“双十一”狂欢来临要购也要防伪劣

在姜屯镇党村小学，经
常看见学生们拿着条形码借
书卡在图书室选书的场景。
原来，从这个学期开始，该
校的图书室告别传统图书管
理程序，正式进入电子化管
理。据悉，这是滕州首家使
用电子化管理图书室的小
学。据张扩壮校长说，该校
图书室藏书约 5000 册，学
校特别设计条形码借书卡，
找到要借的书本后，只要在
电脑中用扫码枪扫书本条形
码和借书卡上的条形码，整
个借书过程几十秒便完成
了，非常方便简单，深受广
大师生欢迎。

（特约记者 王辉 摄）

滕州首家滕州首家““电子化图书室电子化图书室””

本报讯 “你的女儿早上在学校打扫卫生
擦玻璃时从二楼不慎摔下来了，脑部受伤严
重，刚刚从滕州市人民医院转送到济南，现
正在抢救，你尽快带着钱往医院赶……”日
前，滕州市民郭先生接到号称“学校老师”
的来电，对方直呼孩子的姓名，语气非常焦
急。

据了解，当时，还没等对方说完，心急
火燎的郭先生挂了电话就与女儿班主任联
系，没料到的是，此时班主任的电话也打不
通，这下，可急坏了郭先生。幸好，亲戚在
滕州市人民医院工作，郭先生便给亲戚致
电，让其帮忙查清是否属实。其间，郭先生
在网上订购了去往济南的高铁，票订好了，
也打算出发了。就在这时候，又接到了号称

“老师”打来的电话，对方语气焦急万分，心
急如焚的郭先生根本来不及多想。

路上，郭先生又接到了亲戚的电话，“早
上，医院并没有接收到抢救孩子的消息，更
不可能转送到济南了，也许是被骗了吧。”亲
戚说，每次听到这样的事情，医生们就会立
即在医院内部系统里帮助家长查询孩子的姓
名，但最终却往往是骗局。

此时此刻的郭先生大松了一口气，直到这
时才想到，赶往学校，证明女儿是否安全。
途中，郭先生再次拨打了之前没打通的女儿
班主任的电话，得知女儿压根儿没有发生什
么意外，而且也并没有擦玻璃，正在学校上
课。为此，郭先生表示很纳闷，自己的信息
是怎么被泄露的呢，而且还说得那么属实？

在此，告诫广大家长，在接到类似的电话
时，一定要保持理智，应第一时间联系学校或
医院方面进行确认，不要盲目急于下结论，以
免陷入骗局。 （特约记者 郭潇繁 王辉）

“骗子电话”出新版 孩子在校受伤正抢救

本报讯 为使全校师生了解防震、疏散等
应急避险知识，提高全校师生在密集场所紧急
避险和应变的能力，掌握地震来临时最有效的
逃生方法，11月6日上午，柴胡店镇刘村小学
校进行了一次模拟地震来临时的逃生演练。

这次活动全校师生参加，学生从教师撤离
到操场只用了1分30秒，整个演练过程严肃、
认真、紧张有序，提高了师生实际抵御和应对
紧急突发事件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了师生的安
全意识。 （通讯员 周玉梅）

刘村小学举办地震逃生演练活动

本报讯 今年11月9日，是全国第24个
消防日。为进一步增强全校师生的消防安全
意识，提高自防自救能力，营造“人人关注消
防，人人参与消防”的良好氛围，近日，羊庄镇
中心小学举行了消防安全疏散演练。

在一阵紧急的报警铃声中，紧急疏散逃生
演练开始。全体学生在教师的组织下，捂着口
鼻、弯着腰、紧贴墙根，安全、快速、有序地从教

室撤离到学校操场，仅1分15秒，全体师生安
全撤离完毕。接着，有关老师介绍了灭火器的
使用步骤和方法，全校师生认真观摩了如何正
确使用灭火器灭火，并亲自体验了现场灭火的
过程。通过本次活动，强化了师生的安全意
识，提高了自救、自护能力，掌握在紧急情况下
机智逃生的本领。

（特约记者 孔庆明 通讯员 孔令明）

羊庄中心小学举行消防安全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