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同收入如何选择留学国
家？如何制定留学方案？山东留学
群体出国选读专业如何分布？”高
考结束后，出国留学成为众多家长
讨论的新话题。为助力家长们更好
地规划孩子的灿烂人生路，7月5
日，盛世天湖邀请济南启德出国留
学资深名师现场传授留学全攻略。

“我女儿今年高考结束，想让
她出国留学。”5日上午10点，盛世
天湖2014精英沙龙第一季之“孩子
去哪儿”海外留学讲座现场已是坐
无虚席，非常热闹。会场里有小学、
初中、高中、大学生的家长，甚至有
一位妈妈专程带着3岁的儿子过来
听讲。

主办方还精心准备了丰富的
冷餐，招待与会者。10点30分，讲座
正式开始，盛世天湖营销经理郑志
毅首先为讲座致辞，随后由启德留

学济南分公司总经理，留学指导名
师蒋丽英为大家带了精彩授课，家
长和孩子们一边听讲，一边认真做
笔记。

讲座以“低龄留学”视角解读
留学优势和专业前景为主题，从不
同年收入的家庭如何选择留学国
家、英澳美加等英语系国家与小语
种等新兴国家各自优势何在、山东
留学群体出国选读专业分布等方
面，为学子们带来了一次系统、全
面、实用的留学指导课。

“大学生申请留学读研主要看
英语和本科成绩，最好大一就开始
准备。”讲座结束后，启德留学指导
老师们分别为孩子和家长们解答
疑难，有针对性地讲解留学程序细
节，并发放各国留学指导书籍。

丰富的冷餐、精致的礼品、精
彩的讲座，让到场的家长和学子们

深切感受到主办方的贴心服务。一
位家长说，盛世天湖带来的这次讲
座真是太好了、太及时了，他们还
会持续关注下去。

盛世天湖项目是由广东益华
集团倾力打造的聊城扛鼎作品，由
国际顶尖团队联袂打造41 .5万方
的跨界生活蓝本，集合星级酒店、
天幕水疗、风情商街、极致湖墅、企
业独栋等多元高端产品，以益华集
团29年运营经验精铸全高端生活
集群，开启改变聊城高端人居的尚
品生活。盛世天湖的美式别墅理念
引入我市。从施工建设到后期物业
管理，都秉承了精益求精的态度，
是聊城市南部一颗冉冉升起的新
星。盛世天湖作为新城市中央的标
杆作品，势必与区域价值交相辉
映，这位城市巨人必将成为2014年
聊城楼市瞩目的焦点。

盛盛世世天天湖湖邀邀名名师师助助力力海海外外留留学学

C07
2014年7月7日 星期一

编辑：李怀磊 组版：郑文
今日聊城

古城区东城门遗址建为古朴新景，老居民见景生情忆往事

遗遗址址公公园园背背后后的的古古城城区区风风雨雨繁繁华华
近日，记者在古城区楼东大街东首“东城门遗址公

园”处看到，建筑工人正在精心铺装地面石板。工人们
介绍，一年多来，他们陆续完成了城墙根基施工、绿化、
添置条凳等工作，遗址公园建设已进入尾声，使城门景
观基本呈现出古朴、雅致的风韵。

古城保护与改造工程造价预算编制顾问、年近七
旬的原古城居民傅尚范告诉记者，凤凰城原来的四个
城门三处是扭头门，东门朝南。历史上，东门口附近曾
经是繁华的商业区，这里也曾发生过激烈的战斗。

在东城门遗址旁，傅尚范向记者介绍他记忆中的东城门。

古城老居民高文广在地上画出的老东城门简易图。

据傅尚范介绍，所谓“东
城门遗址”意思为东城门“没
有拆完的底部遗存”，而现在
属于复建工程。东城门遗址
公园的建设在去年6月份初
步成型。当时完成的城墙根
基，分布于东西大路两侧，四
面高度在50公分以上。城墙
根基从东到西分别呈现弧
形、长方形、正方形几部分，
整体外围长度近200米。此后，
部分城墙根基被罩上玻璃。
并于去年和今春种植了树
木、打造了绿地、添置了木条
面长凳等。

“近日，此处正在进行的
建设则包括添置青石条凳、
翻修地面石板等。”傅尚范
说，该景观采用“疏林草地”
的形式，整体效果简洁、大
方、四时景色富于变化，“这
里大致显示了原来扭头门的
格局，“风貌比较古朴，历史
韵味很浓厚。”

“修复东城门遗址能够
使老人们见景生情，想起许
多往事来，还能使年轻人向
往历史辉煌。”傅尚范说，他
是古城区生人，小时候整天
在古城里的大街小巷玩耍，

熟悉古城的一草一木。而出
于对脚下土地的厚爱，他特
别喜欢听上代人讲述以“从
前”开头的故事。久而久之，

“古城的昨天”就被他装在了
心里。

他曾听父辈人讲过，民国
年间，这里店铺多，小摊多，整
日车水马龙，川流不息。附近
还曾有一些名胜古迹，城墙上
面有二郎庙，下面北侧有三义
宫，往东则有鲁仲连射书台。

“原来城墙外皮是大青砖，内
里是三合土(沙子、石灰、粘土
合成)，非常坚固。”

【复建】疏林草地映城基 风貌朴实古韵浓

“好玩的去处东门口，大
年初一有会场。杂耍玩艺真
不少，零食吃物乱吆嚷。”这
是清代光绪年间民间歌词

《逛东昌》中的一段话。
傅尚范解释说：“每年的

春节到元宵节之间，东门口
是城关最为热闹的地方，有
卖小吃的摊子，如卖烤地瓜
的、卖锅饼的、卖包子的、卖
甜沫的等；有挎箢子、挑担子
走动卖零食的小贩，如卖荸
荠的、卖梨膏的、卖山楂串
的、卖水萝卜的等；还有说评
书的、打洋琴的、摇会的、晃
签的、耍猴的、套圈的、变戏
法的等。那时一说‘逛东门
口’去，老老少少都特别带劲
儿。”

东昌作坊，书笔两行。东
门瓮城圈里有十几家生意红
火的买卖。这里的万兴成、义
成堂、福成堂等书庄，自印自
销不少图书。马宅街人刘玉
合开办的浴池、安乐巷的曲
家的染料铺等商号，就设在
瓮城圈内或大门外。

东门口附近，出名的买卖
更多。稍西有敬文堂、文英堂
两个大书庄以及天和永毛笔
笔铺等。民国初，民族工商业
者商振声开办的万聚德银号、
农工银行距离东门里也很近。

“东城墙外边曾经有个电灯公
司，距离东门口不足百米，是
商振声在1923年创办的，属于
聊城最早的发电厂。”

傅尚范特别赞誉商振

声，称赞他是聊城近现代工
商业、金融业的杰出先驱者。
农工银行、电灯公司都是开
聊城同类企业之先河。商振
声还在古城里创办了东临道
造枪厂，成为聊城首家兵工
厂。

东门口以西往北的小
路，以前俗称“城墙根”(后称
老鼠胡同、北顺城街)。城墙根
这里是商人们的居住区，他
们多数人在大街上有门脸
房。民国年间，这里距离东门
口较近的胡家炭厂、王家茶
馆、李家锡店、焦家色纸店、
魏家出赁花轿的生意都比较
兴旺，“它们与东门口的买卖
共同形成这一带繁华的盛
景。”

【繁华】杂耍玩艺真不少 零食吃物乱吆嚷

东门口在历史上多有战
事。清代宋景诗的黑旗军曾
经“三打东昌府”，他们从东
关大街进军，反复进攻东城
门，未获成功。

“1938年冬，日军围攻东
昌古城，东城门一带发生了激
烈的战斗。”傅尚范说，11月15
日，日军重点攻打东门处，范
筑先将军亲临指挥防守。日军
爬上城头后，守城战士与日军
短兵相接，奋勇搏杀。一个日
军用短枪打伤了范筑先将军
的左臂，危急时刻，一个战士
冲过去用刺刀捅死了那个日
军。上午9时多，范将军被迫撤
下城头，东门失守，下午4时聊
城失陷。

从扭头门出来往北走，

原有“鲁仲连台”。鲁仲连台
是一座高7丈多的砖台，上嵌
石匾的东西两面分别刻有

“鲁仲连台”和“旷古高风”四
个大字。

“鲁仲连是战国的名士，
多才善辩。他向城里射了一
封信，解决了齐军攻城不下
的难题。”傅尚范说，战国时
代的聊城在西北十五里的

“聊古庙遗址”处，“明清时期
在这里建设鲁仲连台，是人
们出于对他射书救聊城壮举
的敬佩，而建设的象征性纪
念物。”

1945年，国民党军赵振华
部驻扎古城内，他们拆掉了
鲁仲连台，用筑台的青砖将
东门堵上，给后来解放聊城

增大了阻力。
1946年，人民解放军多次

在东城门攻城，因为城池坚
固，屡遭挫折。在解放军的强
大攻势下，守城的国民党残军
在头目王金祥率领下，被迫于
12月31日夜自东门出逃，“次
日即1947年1月1日，人民解放
军列队进城，聊城宣告解放。”

聊城解放之初，解放军
大部队还要转战其他地方，
为了防止敌人回来重占城
池，遂决定拆除城墙，“从此，
近千年的古城墙成为历史中
的记忆。现在修复了部分城
楼、角楼和遗址，又将历史记
忆形象化再现出来。作为老
聊城人，为此深感欣慰。”傅
尚范说。

【风雨】范筑先在此抗战 解放军逼敌出逃

文/片 本报记者 孟凡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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