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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调皮不愿学习、上课开
小差、学习拖拉、效率低下、学习
中马马虎虎、成绩忽高忽低怎么
办？当越来越多的孩子为学习成
绩不好而苦恼的时候，做家长的
也处于一种极度的失望和无奈当
中，可对来到“正元教育学习能力
训练中心”的孩子来说，却没有这
样的烦恼，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学
习能力训练，视觉和听觉(注意
力、记忆力、分辨力、追踪力)会得
到大幅提高，思维能力得到增强，

学习能力及学习兴趣增加了，成
绩自然会提升。去采访时，恰好碰
到了很多家长和学生，在他们的
感谢声中，我们也似乎认识到了

“正元教育学习能力训练”的与众
不同。
从不爱学习到积极主动

在正元教育这里，她记忆力提高

了，也越来越自信了。

李丽在聊城民主小学上四年
级，来正元教育之前，她在学习上
的“粗心”让家长烦恼不已，“上课
坐不住，而且马虎大意，写作业拖
拉不认真，经常是不该错的地方
也错，家长不盯着就不学习，对于
我们家长来说，真是太着急了。”
李丽的妈妈说，当得知要参加正
元教育学习能力训练的消息时，
李丽却并不愿意来，“当时不愿意

来，是因为不太相信有这样的训
练，能让自己爱学习、提高学习成
绩，后来妈妈觉得应该来试试。第
一节课就觉得很有意思，很新颖，
也很愉快。我愿意参加这样的训
练。”李丽兴奋地说，经过一段时
间的训练，李丽的进步非常大。能
主动写作业，也爱动脑筋思考了，
而且记忆力和注意力有了很大提
高，原来背一篇课文要读十几遍，
现在读四五遍就能背下来，对学
习也越来越有信心了。
写作业从慢到快就这么简单

小华在聊城三中上高一，一
提写作业就头疼，平时一般写到
十二点，有时要到一两点，根本就
休息不够，经过正元教育学习能
力的训练，不但提高了注意力和
记忆力，写作业的速度也有了明

显提高，原来一套题要做两个小
时，现在一个半小时就能做完，

“我感觉自己思路开阔了，注意力
和记忆力都增强了，主要是写作
业的速度提高了，以后再也不用
熬夜写作业了”小华兴奋地说。

通过正元教育学习能力训练
而发生改变的学生还有很多，有的
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此不再
一一列举，凡九月十日前报名的学
生均可获赠两千元大礼一份。

正元教育应部分家长强烈要
求，特开设周末中小学语、数、英、
物理、化学一对一辅导及周一至
周五作业辅导班。

正元教育所有授课教师均经
过总部培训，先进的教学理念，一
流的师资队伍，让聊城的学子们
享受到最先进的教育。

为了兑现一句承诺

父父子子接接力力义义务务守守烈烈士士墓墓7700多多年年
在莘县王奉镇西寺村，许多英烈长

眠此地。他们中仅有少数人留下了姓名，
大多数人永远留在了共和国无名英雄纪
念碑上。西寺村王进宝、王海文父子俩相
继义务守护烈士坟地70余年，直到去年，
王海文将这57座烈士之墓完整地交给了
政府，移到了陵园，烈士有了安身之地。

文/片 本报记者 谢晓丽

村村是后方，家家住八路

抗日战争时期，莘县素
有“钢铁濮范观，华北小延
安”之称，是全国最大的抗日
根据地之一。朝北根据地是
重要的抗日战场，现在的王
奉一带是朝北根据地的纵深
地区，被敌后抗日武装视为
可靠后方，朝北工委和宋任
穷率领的冀南区党委、行署、
军区机关都曾移驻于此，许
多指导全区抗战的重要会议
在此召开，这里成了鲁西北
和冀南的抗日指挥中心。

军区和朝北工委在这里
建立了炸弹所、后方医院、被
服厂、造纸厂、印刷厂、鞋厂、
粮站、银行、肥皂厂等。据西寺
村的老人们回忆，该村一带是
后方医院。前方浴血奋战，后
方积极支援，这一带的百姓把
门板摘下来，送到前线，让战
士们修防御工事。青壮劳力也
组织起来，运送粮食、弹药、背
送伤员。“村村是后方，家家住
八路”是那时的真实写照。

王海文的父亲王进宝就
活跃在这支部队里。王进宝

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是当时村里的青年支委委
员，他家的后院就是以前的
抗日后方医院。王海文回忆，
当年很多伤病战士都住在自
己家里，父亲冒着生命危险
救过很多抗日英雄的命。“曾
经有一次父亲从战场上躲过
日本人的追逃，将八路军伤
员李长发成功送到后方医
院，两人因此结下深厚友
谊。”王海文说，他20多年前
去河南漯河探望李长发，老
人还激动地说，“没有你父
亲，我可能早就牺牲了。”

一句嘱托，义务守坟70余年

战争是残酷的，从1939年到
1945年的6年时间里，包括反战日
兵原广见在内的许多伤病员牺牲
并被王进宝和村民安葬在了这边
土地上。“原来很多坟都有名字，
父亲和不少村民都知道是谁，但
后来随着知情的老人离世，这些
坟也不知道是谁的了。”王海文
说，自战士葬到这里，父亲便开始
守坟，但刚开始时没有当成一项
工作。

直至抗战结束后，部队撤走
了。西寺村村支书对王进宝说，这
些烈士的坟，你以后要多照顾，别
让他们的后人找不到坟头。“放心
吧，只要有我们王家人在，就会有
人守好这些坟。”王进宝一诺千
金，从此便开始了守护红色记忆
的人生历程。

守坟近40年的王进宝老人弥
留之际，一直不肯闭眼。“我对父

亲说，爹，你是不是还有啥事，有
事你就给我说。”王海文说，父亲
给他留了唯一的遗愿，继续守护
好这片坟地，不能让坟地荒芜了，
不能让烈士的后人找不到坟头。
带着父亲的遗愿，王海文又开始
了长达30多年的守护。

为了保护好这片坟地，王海
文在坟地旁边建了一个简陋小
屋，一年四季都会住在这间小房
子里。这些年，因为牵挂着这块坟
地，王海文从没有外出打工，一天
到坟地都转悠数十趟。

王海文告诉记者，镇里专门
在坟地南边划出30多亩地，修建
了西寺村烈士纪念馆，这些无名
英雄都有了正规的安放之地。去
年，57座坟地全部迁到了纪念馆
里，他说，他可以告慰父亲的在天
之灵了，因为他把墓地完整地移
交给了政府。

在这所小屋里，王海文一住就是30多年。

追追忆忆抗抗战战胜胜利利
老老兵兵激激动动流流泪泪

莘县刘屯村的85岁高龄的老
人巩文起，忆起抗战胜利后军民
联欢、举国上下一片喜气洋洋的
盛景，至今回想起来他仍激动地
泪流满面。

“欢乐的场面、语言，多了去
了！”来自莘县刘屯村的巩文起边
回想边感慨，舞狮子、抬瞎官、打
腰 鼓 、吹 洋 号 、玩 划 船 、唱 大
戏……

“杠笑话来！”他说现在跟我
们说都觉得挺不可思议，在当时
确实就是这样。他讲述当年玩划
船时的场景，船是百姓用纸制作
的，人们扮成搞怪的样子，里面一
个人坐着，外面一个船夫摇桨，边
走边唱。

“当时就是怎么高兴怎么玩，
变着花样的玩！”在这之前，长期
受压迫，百姓高兴不起来，这些花
样庆祝方式都是抗日战争胜利后
新发明、新兴起，自那之后，每当
胜利时百姓都会用这些花样庆
祝。

抗日战争胜利后，除了庆祝
还有一个重要环节便是“诉苦”，
召开诉苦大会，战士诉苦、村里人
也参加。据巩文起介绍，参与诉苦
的人群主要是抗战期间受日本枪
杀、活埋、受伤的家属。

回忆时令他印象最深的当
属，跟着战士们一起唱《“九一八”
歌》“九一八、九一八，从悲惨时候
脱离我可爱的家乡，家里有煤矿，
还有玉米、高粱，还有那年老体弱
的爹娘……”70年过去了，他又唱
起这首歌。

本报记者 王瑞超

为纪念烈士，莘县人民
政府立碑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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