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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记者 岳娜 摄影报道）10
月18日，枣庄煤矿学校61级机电班的同
学们来到他们的母校旧址，看到他们的
教室和寝室还在，兴奋不已地参观、留
影，当年种下的小苗如今长成了大树。
这些古稀老人有的从新疆石河子来，有
的从东北大兴安岭来，有的从无锡江阴
来……共同回忆起52年前一起学习生活
的点滴。

前来参加聚会的同学们激动地流下
了眼泪，一群古稀老人在半个多世纪后
再次握手，再次拥抱。“你是大美吗？当
时你留着两条大辫子，一双美丽的大眼
睛，每次听到‘小芳’这首歌我就会想到
你！”李大美老人和同学寒暄几句后，抱
头痛哭。“你是班长闫珂安吗？我的天
哪！”迎接同学的场面都是握手和拥抱，
那是同学情的真实流露，记者几次被感
动的流出眼泪。老班长闫珂安告诉记
者，人越老越念旧，52年弹指一挥间，他
们如今已成了古稀老人。来自江阴的何
培珍告诉记者，“52年后再聚首，考虑到
拿什么做个纪念呢，我就画了一匹马让
同学在上面签名，为了纪念我们的同学
情我还在上面写了一首诗：‘煤校一别半
世久，风华少年白了头，喜泪满面同举
杯，盈盈笑语助长寿。’带回家留作纪
念。”73岁的何培珍现场演奏了葫芦丝送
给同学们。

1962年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煤
矿学校解散了，他们在煤炭战线干一辈
子的愿望和理想破灭了，同时，也改变了
每一个同学的命运。后来分别了，同学
们走向四面八方从事各个行业，每个同
学也就有了不同命运的生活经历。

为了这次同学聚会70岁的李学成老
人骑摩托车，跑了 12 个县市 2500 多公
里，打了1000多元的电话费，才将“失联”
52年同学们的住址和联系方式都找到。
2013 年 9 月份，李学成的老伴在医院住
院，李学成去给老伴送饭的路上，碰到了
老同学王文昌，52年来没见过面，两人面
对面不敢认，双方相互询问后激动地抱
在了一起。王文昌老人提议联系老同学
聚聚会吧，两人一拍即合，回到家后李学
成老人拿出上学时的老照片，开始逐一
寻找 52年前的老同学。年过古稀之后，
他们对年少时散落天涯的同学们日益思
念。

据李学成老人介绍，他们上学时的
山东省枣庄煤矿学校，1960
年由淄博煤校和枣庄矿务
局煤校合并而来，属于国家
全供给中专制，李学成所在
的班级是机电 61 级 1 班。
后来，国家经济困难，学校
就解散了，1962 年 7 月，61
级 1班的同学也各奔东西，

唯一一张合影成了他们聚会的依据。失
散了52年了，或天各一方，或天人永隔。

李学成骑摩托车辗转全国各地寻找
半个多世纪未见面的同学，在寻找同学
中得到了各地退休老干部和多部门的帮
助。这半个多世纪，沧海桑田，有的同学
面对面都不敢相认，每找到一个同学相
认情景都令李学成兴奋激动，至今难
忘！李学成一个一个地找线索，为了核
对线索，他一个乡镇一个村庄地核实，发
生了很多趣事和感人至深的故事。

今年 9月底，机电 61级 1班的 39人
已全部联系到或找到下落！其中离世 5
人。他们有的远在新疆石河子，有的在
黑龙江漠河，有的在江苏……老同学们
有的是地方领导，有的成为艺术家代表
国家出访，有的从教一生，也有的一生务
农、甚至有几位同学在当年学校解散后
乞讨为生！他们的人生，打着深深的时
代烙印，不可复制！

古稀老人骑摩托车跑遍全国各地寻同窗

52年后老同学们再聚首

王祥九从 1999 年起就开始对困
难学生进行帮助。他所在村有个十三
岁的女孩王岩，父亡故，母改嫁。跟
80 多岁的奶奶生活，生活十分困
难。当王祥九听说她交不上学费，就
主动到她家里，当面给她 200 元现
金，促其上学，直到她初中毕业，三
年来共资助2000多元。

2003 年，王祥九所在村十六岁
的女孩王楠，生活十分困难。学习成
绩优秀的她考取了湖南师范大学，王
祥九得知后送去 6000元现金，使其
及时入学，随后又寄去数千元生活费
让她安心就读，从此，每个学期王祥
九都要准备 3000元现金，亲自交到

王楠的手中。2009 年邹坞镇庄头村
的女孩孙丽考取了山东理工大学，因
家庭经济困难，面临辍学，王祥九决
定对她进行每学期 3000 元的资助，
一直到她完成学业走上工作岗位。

说起自己的梦想，王祥九沉思良
久，告诉记者：“我活了84岁，几十
年来风风雨雨经历了很多，已经没有
什么要求了。自从 1999年以来，我
已资助了三名大学生和一名中学生，
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在此，我希望有
更多的爱心企业家能和我一起，再帮
助一个贫寒学子完成学业，做国家栋
梁之才。”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王祥九这一

辈子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历尽千
辛万苦，深知生活的艰辛和苦难，为
此，对人间冷暖有着深刻的体会。王
祥九还告诉记者，党和政府对他关爱
有加，他每年都被市、区、镇级评为
优秀党员，获得荣誉证书十几份，生
活上的待遇优厚，看病实报实销，没
有后顾之忧，所以他已经没有什么要
求了。

这位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以高
尚的情怀和无私的举动，帮助贫困学
子走出困境，实现自己的理想，却不
求丝毫回报。

（记者 邵士营 通讯员 种冰雪）

耄耋老人捐资助学不求回报

王祥九：希望能帮助更多贫寒学子

孕期，准妈妈们难免会遭遇脚肿、腿肿等
情况，不仅身心受“折磨”，寻找一双合脚舒适的
鞋子也成了难题。家住新城区世纪凤凰城的准
妈妈莉莉，也遇到了因脚肿，买不到合适鞋子的
问题。好在莉莉的妈妈送来了几双莉莉高中时
穿过的运动鞋，这才解决了难题。

莉莉已经怀孕七个月了，像多数准妈妈一
样，莉莉从怀孕六个月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腿
脚肿得特别厉害。原本穿三十六码的鞋子，现
如今要穿三十八码的。最初，天气还热一些的
时候，莉莉可以穿着宽松点的拖鞋外出，但是现
在天气越来越凉，而且医生也建议莉莉多进行
散步等轻松的活动，因此莉莉急需买到舒适合
脚的鞋子。

在老公的陪伴下，莉莉也到商店里试了几
双运动鞋和休闲鞋，但是对于莉莉肿胀的脚而
言，鞋子总是偏瘦，挤脚、不舒服。当莉莉把自
己的苦恼告诉妈妈以后，妈妈告诉莉莉，家里还
有几双她高中和大学时候穿过的运动鞋，由于
鞋子还比较新，也没有合适的人可以送，就一直
放在储藏室里，等有空可以让莉莉试一下。莉
莉这才回忆起自己大学毕业工作后，就一直穿
高跟鞋和休闲皮鞋，很少穿运动鞋，这些运动鞋
是妈妈不舍得扔，收存起来的。

第二天，莉莉就来到了妈妈家，试穿了这些
鞋子。由于莉莉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比怀孕前要
胖一些，而且那时候莉莉也喜欢穿宽松的运动
鞋，所以，鞋子的码数不仅大一些，而且由于被
脚撑过，也很宽松。这一次，莉莉找到了三双穿
着很合脚的鞋，由于这些鞋都被妈妈清洗干净，
装在袋子里，因此现在依旧很新，而且其中还有
双名牌的运动鞋。不用花一分钱，就穿上了合
脚的鞋子，莉莉直夸自己的妈妈有远见，没把这
些鞋子送人。

（记者 杨舒）

孕期脚肿鞋难买

只好找回旧鞋穿

“孩子晚上放学，经过小区中间的那个垃圾
池时，有时候看到垃圾池附近有黑影在晃动，她
吓得赶紧跑回了家。”近日，家住市中区华西小
区的居民张先生向记者反映，位于该小区中间
位置的垃圾池附近没有照明，夜晚一些环卫工
人或是捡拾垃圾者在垃圾池旁来回走动，给路
过这里的孩子带来恐惧，这个地方没有路灯给
小区居民带来诸多不便。

根据张先生的反映，记者从小区东门进入，
在进入大门后就能看到位于小区中间位置、两
条主干道交会处有一个垃圾池，垃圾池南侧还
有一个变电站，夜幕降临后，这一片就显得比较
黑暗。“小区里的学生比较多。学生们放晚自习
后已经比较晚了。由于住的较近，所以我都不
接孩子，但是最近孩子有几次告诉我，在垃圾池
旁总是有黑影在晃动，她很害怕，现在经过那里
都是跑过去。”张先生说，“如果这个垃圾池旁安
装一个路灯就好了。这个地方亮堂了，走到这
里视线好，有没有人一目了然。孩子也不用再
害怕了。”

“这个地方原来有路灯。”小区居民赵先生
指着垃圾池旁的一个路灯说，“只不过年久失
修，路灯不亮之后就再也没有人问过了。这个
地方是应该有个路灯，因为是小区内的十字路
口，这里有个路灯，哪个方向来人都能看清楚。
另外，如果是夜晚真有人在这里捡拾垃圾或是
环卫工人加班干活，那么有个路灯更方便他
们。也让孩子们走到这里能够从容的经过，不
像以前那样害怕。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尽快把不
亮的路灯给维修好，照亮孩子们回家的路。”

（记者 李帅）

垃圾池旁灯不亮

居民希望尽快修

“我现在已经84岁了，离100岁还有16年，我争取再活16
年。在这16年里，我每4年资助一个大学生的话，还可以资助四
个。只要我活着，我就会为上不起大学的孩子尽一份自己的绵薄
之力。我的梦想，就是盼望有爱心企业家和我一起再资助一名贫
寒学子。”84岁的王祥九老先生告诉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