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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丘农学教育的摇篮———

回回忆忆母母校校三三职职专专
刘曰章

前几天去章丘三职专办点
事，顺便看望了一下老师，才听
说今年下半年大职教集团成
形，三职专也要被合并前往明
水城区了。听到这个消息后，一
时不知是喜还是忧，愣了好长
时间的神，总觉得心里有点舍
不 得 。我 是 从 三 职 专 的 前
身——— 章丘县多种经营技术中
学毕业的，想起学生时代的事，
心中有许多说不出的感慨。

我的母校三职专创建于
1968年10月1日，原校名为章丘县
辛寨公社“五七”农校，校址为
辛寨公社魏家村西南，隶属原
辛寨公社教革组管理。当时有
专任教师9人，兼职教师4人，开
设了农村卫生、兽医等几个专
业，校长为章丘教育的名园丁
尹道济先生。1978年取消专业
课，开设普通高中课程，与当时
的章丘县第十五中学平分生
源，高考人数曾位居章丘前列。
1983年，学校办学引起了县委领
导的高度重视，并将学校名称
改为“章丘县多种经营技术中
学”，升格并隶属于章丘县教育
委员会管理，开设兽医专业，招
生区域随之扩大。随着办学的
逐渐成熟，又增加了果林和烹
饪两个专业，生源不断扩展，学

校声名鹊起，于1987年通过上级
教育主管部门验收并更名为

“章丘县第二职业高级中学”，
1996年通过山东省政府的验收，
升格为“章丘市第三职业中等
专业学校”。

学校在努力办好农学专业
的基础上，同时也因时因势利
导，进一步扩展办学思路，又增
设了计算机、文秘、机电、车焊
工等专业，办学达到了最为辉
煌的时期。2001年济南市教育局
依托三职专建立“济南市素质
教育实践基地”，开始接待济南
市区的学生进行实践活动，受
到了上级领导和学生家长的赞
誉。后因学校周围工厂发展迅
猛，教学和生活环境受到一定
影响，章丘市领导和教育局领
导审时度势，决定对学校搬迁
并趁机进行全面升级改造，于
是在 2 0 0 6年 9月学校迁于现
址——— 风光秀美的章丘市女郎
山西南麓。从创校至今，三职专
走过了四十七年的风雨历程，
农学专业一直深受基层欢迎，
并被老百姓誉为章丘农学教育
的摇篮。

笔者是一九八二年八月入
校学习的，于一九八五年七月
毕业。第一年主要是学习文化
课，在第二年就开始了兽医专
业的学习，也是学校改办后的

第一批专业学生。由于当时政
府领导高度重视，所以指派来
校任教的专业老师皆是农大兽
医专业毕业的高材生。也由于
兽医专业在农村正时兴，同学
们如饥似渴，日夜苦读。当时学
校是一所没有围墙的校园，面
积较大，除校舍外，还有近三百
多亩良田。校园离着村子又远，
周围是果园和大片树林，空气
清新，免于一切嘈杂和干扰，简
直是“世外桃源”般的清静之
地。从第二年的春天开始，学校
也是为了锻炼学生的实践能
力，为每一个学生都划分出了
一小块地，大约两分，全部由学
生自由耕作，种子自理，收入归
己。在那时除了读书，没有现在
这么多的娱乐活动，这块小地
就成为了同学们的乐园。有的
种上了棉花，有的种上了芝麻，
有的种上了豆子，总之是花样
繁多，无奇不有。到了秋天收获
的时节，白胖胖的棉花，白嫩嫩
的芝麻，青青的且颗粒饱满的
豆子，就足以让同学们笑逐颜
开，真正体验到了丰收硕果的
喜悦。在实践的同时，同学们也
慢慢地形成了互助性劳动的习
惯，你帮我，我帮你，形成了一
股良好的团结新风。同学们通
过劳动既找到了生活的乐趣，
又体验到了家长平时劳作的不

易，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并为今
后的人生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如今，我毕业已经整整三
十年了，当年懵懵懂懂的娃娃，
现在有的都已经成为了爷爷奶
奶或姥爷姥娘。为了重温师生
情谊，增进彼此感情，羊年的正
月初十，在同学们的努力下师
生聚会策划成功。现场师生相
见格外激动，除了握手或抱拳
祝贺外，就连学生时期还羞答
答的美女和帅哥们此时也抛却
羞涩相互拥抱。原先只有在屏
幕上才看到的温馨而感动的一
幕此刻正温情上映，真挚而热
烈！想当年毕业以后，同学们即
各奔东西，有的投身军营，保家
卫国，接受祖国边陲的锤炼；有
的继续深造，学高为范，成为了
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有的选
择了经商，现在是功成名就的
老板；有的从事了技艺工作，现
在是方圆几十里较有名气的装
饰或制造土专家；还有大部分
同学回到了生养自己的那片热
土，奉献给了爱恋的黄土地，不
但手中握有一片良田，而且已
经成为了新农村建设的带头
人。

回忆往事，留恋现在，唠唠
家常，说说学生时代的趣事或
糗事，又有了一种不同的感觉。
说着说着，手越握越紧，激动的
泪水忍不住流下来，感动、感
慨，但更多的是温馨。

三十年呐，同学们，人生能
有几个这样的阶段？彼此珍惜
吧同学们，珍惜过去曾经的美
好时光，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
珍惜以后期盼不老的日子。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三十
年一晃而过。随着即将到来的
大职教合并，三职专办学将会
留在历史的记忆里，如同星星
般消失在浩渺的夜空。母校三
职专，我爱你！我会把你永记心
中！ （刘曰章）

华华家家村村的的传传说说
于夫

元末明初，山东地区连年
战争不断，又加上瘟疫病灾的
蔓延，人丁锐减，十室九空。朱
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为恢复山
东地区的经济和“人气”，便从
山西洪洞县、河北枣强县大量
向山东章丘县强制移民。洪武
二年有一支枣强县的移民队伍
被安排在了章丘城居住。移民
中有谢姓、焦姓、胡姓、华姓等
等。其中有一华姓老头不愿在
城中居住，便领着全家人出了
南门向西南方向走去。走了三
四里地，突然发现荒野中有一
片花儿盛开，有牵牛花、鸡冠

花、凤仙花、蒲公英等等，还有
那满地的小黄花、小白花，像是
撒在绿色地毯上的金银。更有
几株牡丹花、芍药花特别艳丽。
华老头非常高兴。花者，华也。
此地花儿繁茂，华姓在此居住，
一定会兴旺发达。华老头兴奋
之余，便将一只柳筐一扔，说
道：“就在这儿搭棚盖房了！”华
老头没有注意到，被扔出去的
柳筐却砸折了一株最大的牡
丹。

华老头全家在此地居住
了下来，并取名华家庄。

数百年过去了。当时从枣
强移民过来的谢、焦、胡三姓，
都从普通的农耕之家走向秀

才、举人、进士门第，成为了煊
赫章丘的“焦兵部”、“谢尚
书”、“胡督堂”名门望族。而华
家庄华氏一族却一直过着默
默无闻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
生活，和荣华富贵没有结缘，
没有实现当年华老头在此建
庄对后世的期盼与愿望。更为
严重的是，在华家庄居住的华
姓人家越来越少，其他姓氏迁
入的却越来越多，人丁都非常
兴旺。“华家庄”早已名不副
实。当华家庄华氏老茔燃起最
后一炷香火的时候，主人翁同
样是一位华老头。他孑身面对
祖茔中的荒草野蒿泪流满面，
哽咽不止。传说，祭拜完祖先，

他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睡在了
华家老茔地。在睡梦中看到了
华家祖先从墓中慢慢走了出
来，对他说：华家庄东来紫
气，南射华光，遍地生金银，
是古老章丘城的聚宝之地。
老祖宗的选择是没有错的。
错就错在当年用柳筐砸折了
那株牡丹——— 她是此地的花
神。花折华伤，无意中伤了华
家的元气。告诫后人，无论何
时，走到何地，都要善待一切，
包括一花一草，一枝一木。切
记，切记。

如今，华家庄早已没有了
华姓，故事却一直在广泛流
传，庄名也被保留了下来。

金龙又将孙祥介绍给张连长，
说：“这是我们高家峪民兵排的副排
长孙祥，原来在国军干过副营长，杀
过鬼子，是个好汉。”

张连长握住孙祥的手：“久仰孙
副排长大名，这次在石头底下埋炸
药和手榴弹是个细发活，请你领着
大伙干吧！”

孙祥爽快地敬礼回答：“保证完
成任务，请张连长放心。”

队伍赶到宋连崖上时，太阳已
经出来了。石匠们抄起铁锤和撬棍
来就干。高高的宋连崖陡峭高耸，崖
下的巴漏河惊涛拍岸。民兵们身上
系上绳子，悬在悬崖上用撬棍撬崖
上风化已久的巨石，好多石头已经
风化多年了，石匠们用撬棍用力一
捅或者使劲一撬，大块的巨石就带
着尘土轰隆隆地滚到悬崖底下，砸
起尘土一片，场面蔚为壮观。一上午
的工夫，宋连崖下滚落的石头就堆
成了小山，有的石头还滚进了巴漏
河里，河面变窄，河水更加汹涌澎湃
起来，鬼子要想走水路也更不可能
了。张连长看见乱石像小山一样，估
计鬼子就是用炸药炸也炸不动这么
多石头了，命令孙祥开始在石头底
下埋手榴弹和炸药。

这边的石头阵正在摆着，从垛
庄方向传来隐约的枪炮声。听着战
事越来越激烈，金龙担忧地望着南
方，问张连长：“咱要不要派人去支
援一下？”

张连长放心地说：“咱的人数和
据点里的敌人对等，县大队和一排
的作战能力较强，咱这次作战的主
要目的是阻止敌人出来修吊桥，又
不是端炮楼，咱不猛攻就吃不了亏，
放心吧！”

天色渐晚，埠村的私塾先生郭
良是地下党送来情报，鬼子和汉奸
1000来人的队伍，可能明天要来扫
荡，请队伍有所准备。张连长和郭良
同志握手送别，可是事后才知道，郭
良同志在快回到埠村的路上被鬼子
的侦缉队截获，壮烈牺牲了。

大家都知道明天的一场恶战可
能要打响了。独立连开始埋锅造饭，
高家峪的民兵们也一块吃了，大家
都在山林里席地而卧养精蓄锐准备
战斗。

第三十节

打不透的坦克

天色微亮，垛庄据点的方向又
传来枪炮声，只是不如昨天密集和
激烈了。张连长和金龙分析着，炮楼
里的鬼子和汉奸知道想修复吊桥比
较难，但也看出来咱的人也没有端
他们的意思，也就试探着再向我们
发动进攻，不敢往外硬攻了。县大队
和一排藏在掩体里和土堰下在暗
处，鬼子出来修吊桥在明处，我们的
冷枪打过去，他们根本沾不着便宜。
这时候石屋村以北的方向尘土飞
扬，人喊马嘶，机器隆隆，鬼子和汉
奸的大部队杀过来了。

张连长命令北明山上的儿童团
开始放枪，只听一声声沉闷的土枪
声，从北面的一个个山头，依次响起
向南方的齐长城传去。没等到高家
峪西坡顶的哨兵放枪，金锁已经听
见胡枝子山上的枪响了，忙用火镰
打着火绳引燃了狼粪堆，但见狼烟
笔直地冲天而起，驻扎在齐长城以
南晾米台村的我主力部队的集合号
声滴滴吹响，我军排成一字长龙阵
向着齐长城快速飞奔而来。

（未完待续）

小说连载

记记住住乡乡村村
金海湖

4466

小说《记住乡村》取材于章
丘垛庄镇南峪村，文中所有烈
士的姓名皆是真实的，反面人
物的姓名和部分地名用了化
名。小说再现了章丘抗战的光
辉历程，本报节选连载以飨读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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