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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名村系列之一

1200多人的村子，已走出 140多名大学生、7个硕士、14个博士

花园村：250年的向学风向标
文/片 本报记者 赵兴超 本报通讯员 朱朋 李永兵

在宁阳县东疏
镇，有个远近闻名的
“博士村”——— 花园
村。这个仅有 1200 多
人的村子，迄今已走
出了 14 个博士、7 个
硕士、140 多名大学
生。而该村出人才的
历史，最早可以追溯
到清朝乾隆年间，向
学的风尚经过了 200
多年的延续。11 月 2
日，记者走进了这个
小村庄。

在东疏镇乃至宁阳县，每当提及
花园村，人们都会竖起大拇指，赞叹
这个村人才辈出。花园村如何成了令
众人羡慕的“秀才村”、“博士村”，也
成为大家心中共同的疑问。

记者走访村民发现，常挂在村民
嘴边的话题，不是地里的庄稼长势如
何，而是谁家的孩子学习怎么样、哪
家孩子又考上了好学校。在花园村，
让孩子念好书已成为家长们的共识。
每当学生放学回家，即便有再好的节
目，家长们也从来不看，目的就是为
了给孩子们创造一个安静的学习环
境。平时家长闲聊时最多的话题就是
谁家孩子学习好、有什么学习经验。
在这种以有文化为荣的良好学风感
染下，村里互相“攀比”之风日渐盛
行。“看着别人的孩子都成了大学生，
考上了博士，咱们当然不能落后了，
就是再穷也要送子女上学！”村民李
群良告诉记者。受李群良的影响，他
的一对儿女双双考入大学，最后又获
得了博士学位。

被誉为“博士摇篮”的花园小学，
也见证了村中重视教育、重视文化的
历史。从最早的土坯房私塾，到历经
三次大修改造后的砖瓦房，再到今天
的楼房，村里对花园小学的投入每年
都在加大，改造后的花园小学成为村
里最豪华的建筑。每年村里还拿出十
几万元用于学校的办公经费和基础
设施建设，并于 2009 年成立了花园
村育才基金会，对村中考上本科、硕
士、博士的人予以现金奖励。

在这样一个互相“攀比”文化的
村子，每天都在发生着知识改变命运
的故事……

家家重教育

户户学风浓

“这俩石碑是我们花园村的代
表，代表了我们村几百年人才辈出的
历史，也给后代们树立了学习的榜
样。以前我家的孩子要是不好好学
习，我就把他拉到这里来，让他对着
石碑反省，看看老一辈是如何求学向
上的。”在宁阳县东疏镇花园村一座
古朴的四角凉亭外，在阳光下带着老
花镜看书的一位老人见到记者，指着
亭内的两块石碑说。

老人名叫李积渭，今年已经 80
岁了。李积渭向记者介绍，这座由朱
红色瓦片和立柱组成的凉亭内，矗

立着两块经过近 20 0 年风雨的石
碑。两块石碑均建于清嘉庆二十四
年，其中西侧断裂后拼接而成的石
碑为德行碑，是为表彰该村乾隆年
间的太学生李超父子而建；另一块
石碑为该村李氏族谱。

花园村书记李永军介绍，花园
村历史始于明朝永乐年间，当时有
李氏兄弟两人迁居到此处，以种花
为生，故得名花园村，村民基本都是
这俩兄弟的后人。凉亭内的这块德
行碑所纪念的清朝人李超，是该村
最早的杰出人才代表。李超是清朝

乾隆年间花园村的太学生、当时的
大文豪。“其级别相当于今天的院
士。"李永军说。在花园村 400 多年
的历史当中，曾经出过很多秀才、举
子，一度被称为“秀才村”。

记者了解到，在这样一个人才
频出的村子，一家同时先后考出大
学生、研究生的例子非常多见，“博
士世家”也不在少数。1200 多人的村
子，迄今已走出了 140 多名大学生、
7 个硕士、14 个博士，被誉为“博士
村”。

表彰太学生 修建德行碑

家族两代人 出了仨博士

“亭子里有个德行碑，激励着村
里的人以出人才为骄傲。”李积渭说，
他兄弟五人，加上膝下儿孙家中共有
博士三人、研究生一人、本科生两人。
记者随后来到李积渭老人家中，老人
兴致勃勃地向记者讲起了自家的历
史。家里的第一个博士是他的大哥李
积汾，上世纪 60 年代初考入山东大
学物理系。后来，又在本校攻读了硕
士、博士学位，现在山东大学从事教
育工作。第二个博士是李积渭的弟弟
李保栋，上世纪 70 年代就读于山东
农业大学，后在本校任教并取得博士

学位。第三个博士是李积汾的儿子李
侦，就职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还
兼任山东医科大学人类精子库研究
所所长。

谈起家中人才辈出的历史，李积
渭说：“我的外祖父是清朝的廪生，我
母亲受其影响文化水平颇高，十分重
视我们兄弟的学习。小时候，我们兄
弟都被送到村里的私塾读书，先后进
入了师范学校，这也是我们家中学习
氛围浓厚的主要原因。我们五兄弟上
学时是最困难的时候，家里缺吃少
穿，由母亲一个人拉扯我们。即使这

样，她也没有让我们退学，坚持让我
们完成学业。”

最令村里人津津乐道的博士故
事来自于村民李勇。李勇的家人介
绍，李勇因小儿麻痹症而身患残疾，
但命运的不公没有让他失去生活的
信心。他从小特别爱学习，读书是他
唯一的乐趣。1990 年，他考上了江西
食品大学。毕业后，由于所分配的单
位效益不景气而失业在家。靠着顽
强的毅力，他再一次捧起了书本，先
后考取武汉大学硕士生、博士生。

古朴的凉亭矗立着德行碑与族谱石碑。

村民集体修建了这
个凉亭，立了碑。

在花园小学，小学生正在文化墙前大声朗读千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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