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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华华华东东东保保保育育育院院院创创创办办办始始始末末末
文/片 本报记者 韩杰杰

在青州城东南，邻近弥
河，有一个宁静的村子。这个
名叫大关营村的地方近年来
频频吸引游客前来参观，只
因一处旧址。

1948年，华东保育院在
这里成立，至1949年6月向上
海搬迁之前，该保育院共接
收1至10岁的小孩137人，其
中包括陈毅、粟裕、谭震林等
将帅的子女。该院的成立，解
决了在前线冲锋陷阵的战士
们的后顾之忧。

如今历经时间洗涤，这
个旧址已只留几块牌匾作为
纪念。不过，在其隔壁，一座
崭新的现代幼儿园已经崛
起。

寻根华东保育院

沿着青州南外环一路东行，
便能到达邻近弥河的大关营村。
这里交通不算闭塞，也称不上发
达。若要去城区，需要到六七里
地外的大马路上坐公共汽车。

这个环境幽静的村子，是华
东保育院的旧址所在地。

14日，经村民指引，记者来
到了大关营村一探究竟。华东保
育院旧址比邻村委大院，位于东
侧。东边铁门背后，便是华东保
育院旧址。

在宁静的院子里，记者看到
了一块写着“华东保育院旧址”
的石碑，后面为其碑记。这是青
州市委市政府2000年10月重修华
东保育院旧址的碑文。200多字
的碑文简单说明了华东保育院
创建的原因、经过、意义。石碑后
边是一座古井，当年保育院的孩
子们喝的就是这口井的水。不过
如今水位下降，井底已经干涸。
纪念室中，摆着有些老旧的课桌
凳，墙上挂着华东保育院的资料
照片，以便向前来参观的人们还
原当时的场景。

据村里的老人介绍，那时解
放战争进入决战时刻，中共中央
华东局华东军区领导机关进驻青
州市城南弥河镇闵家庄村。但是
南下部队的孩子，烈士的孩子如
何处置，成了摆在大家面前的一
个难题。为了解决干部的后顾之
忧，中共华东局领导决定成立华
东保育院，把孩子集中管理起来，
使干部安心在前线打仗和工作。

当时华东保育院的筹建人
员一连跑了几个地方看房子，
最后才选定了大官营村(现青州
大关营村)。这里距华东局机关
驻地 2里路，距县城 2 0里路左
右，对保育院就近接受华东局
的领导和随时南下搬迁、在益
都火车站乘坐火车，都有非常
有利的条件。

据史料统计，从1948年6月开
办到1949年6月向上海搬迁之前，
华东保育院共接收1至10岁的小
孩137人，包括陈毅、粟裕、谭震
林等将帅的子女。

如今，历史车轮碾过，这里
已成了一座纪念馆。不过在其隔
壁，延续华东保育院的风格，一
座现代化的幼儿园——— 弥河镇
大关营幼儿园正生气勃勃地运
转着。

地主大院和公房

成保育院

如今，在旧址处已难以还原
华东保育院的模样，不过根据保
育院老师的回忆录及村民的回
忆，孩子们的寝室、课堂等，用的
是没收的地主大院和公房。

据资料记载，当时黄海明、
李静一、邓六金(华东保育院筹建
人员)从大连回到华东局等待分
配工作，华东局组织便将筹办保
育院的事情交给了她们。

当年4月底，华东局批准成
立华东第一保育院，归华东局办
公厅领导，并任命李静一为院
长、邓六金为协理员。在华东局、
华东野战军领导的支持下，办院
工作进展十分顺利。按照“保证
工作，一切从简”的办院方针，邓
六金与李静一院长密切配合，带
领保育院创始人仅用两个月的
时间，就完成了筹办工作，在大
官营村创办起了华东保育院，并

首批接收了62名孩子。
当时孩子们的寝室、课堂

等，用的是没收的地主大院和公
房。生活、学习必需器具，只做了
小床、桌椅、黑板以及活动用的
秋千、滑梯、跷跷板。小玩具只有
几个小皮球和自制的布娃娃，收
集木工做小床等锯下来的小木
块用作积木，还搞到了对孩子们
开展活动来说十分有利的一架
破旧的钢琴。

据了解，保育员主要来自两
个方面：从军区卫生部初级卫生
人员训练班调来学员20余人；从
胶东区政府动员来的具有初中
文化的妇救会骨干和积极分子
10多人。华东局办公厅还从直属
机关调来一批男同志，做财务、
保卫、后勤、采购和炊事等工作。

自编教材 复式教学

保育院一开办就确定了它
的教学方针：实验新民主主义的
儿童教育，培养集体生活习惯，
提高生活能力，发展智力，提高
文化，锻炼体格，培养服务精神，
奠定参加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思
想基础。

保育院第一批接收的孩子
62人。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分为3

个班：3至4岁的18人，为幼稚小
班；4岁半至6岁的22人，为幼稚大
班；6岁以上至10岁的22人，为小
学班。后来，各班的人数逐渐增
加，到1949年初，又增加了一个幼
儿班。与此同时，这个班采取了

保育员负责制，即一个保育员固
定一两个、三四个孩子，白天照
顾孩子学习、活动，夜晚带最小
的孩子睡觉。小学班的孩子文化
程度高低不一，分为一年级上、
下学期和二年级上、下学期4种
类型，在班内分组实行复式教
学。随着入院孩子的陆续增加，
小学班又分成了初级、高级两
组，仍然采用复式教学方法。

当时不仅没有小学课本，就
连幼儿教材也只是一本借来的

《游戏100种》。为此，保育院教育
课的工作人员便根据本院教育
方针和儿童的年龄、智力发展水
平，分工执笔，自编教材。胶东半
岛四季分明，夏天把人热得汗流
如注，而到了冬天却冷得伸不出
手来。盛夏季节，编写教材的老
师们就用蒲扇凉快一下继续写，
有的老师甚至还中暑；到了严
冬，衣服短缺，有的老师双手和
双脚都冻僵了。语文、算术、常识
等课本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本
本被编写出来。直到1948年年底，
小学新课本在解放区的新华书
店开始出版发行，保育院的老师
们才从艰苦的编写和油印工作
中解放出来。

同时，保育院十分重视对孩
子的德育培养，组织老师给孩子
讲革命故事。保教人员还经常带
孩子们到户外去活动，让孩子在
大自然和社会中学习、锻炼、成
长。孩子们看到农民耕种田地、
干各种农活，知道粮食蔬菜是农
民辛苦劳动所得，来之不易，吃

饭时就会注意节约。老师们还常
常把钢琴搬到户外活动场上，教
孩子们唱歌、跳舞、扭秧歌、做游
戏，培养他们的各种兴趣和爱
好。同时，老师们还以孩子们生
活学习为内容，创作了近50首儿
童歌曲和两个儿童歌剧，后来很
多歌曲被汇编成集，在山东新华
书店出版发行，被人们传唱。

大关营村八旬老人郇述杰
回忆说，孩子们有时晚上也要上
课，学习都很用功很努力。自从
保育院建在村子里后，战争年代
大官营村里的人经常能听到保
育院里孩子们欢快的歌声，给他
们的生活也带来了乐趣。

保育员兼做营养师

孩子们的学习问题解决了，
保育院的老师们又为孩子们的
营养问题担忧起来。

青州市档案局工作人员张
雯对华东保育院的创建始末研
究颇多。他说，当时孩子吃住在
农村，条件比较艰苦，吃水需要
先用桶从井里打上来，再挑回保
育院里，粮食柴草要用马车从几
十里以外运回来，蔬菜副食要天
天赶马车到集市上去买。保育院
刚成立的时候，大批粮食支援了
前线，后方的粮食很紧缺，上级
配给保育院的只有白薯粉。孩子
们本来就面黄肌瘦、营养不良，
如今又整天吃白薯粉，院长李静
一和协理员邓六金特别着急。

为了让孩子们吃饱吃好，保

育院的工作人员不辞劳苦，多方
奔走。在他们的努力下，各方面
向保育院支援了白面、大米、猪
肉，华东局还向保育院拨了5头
奶牛、4只奶羊。

当时，按供给标准，孩子们
的主食是红薯、小米、煎饼，菜金
是很少的。分管营养的保育科科
长文芸和总务科的同志，就把孩
子们按标准供给的吃不完的粮
食换成豆子，磨成豆浆，做成豆
腐，以改善伙食。而为了给孩子
们增加钙质，除炖骨头汤外，文
芸和老炊事员还一起做醋，用醋
焖酥小鱼，让孩子连鱼带骨头一
起吃。此外，他们还想方设法粗
粮细做、制订食谱、变换花样、调
剂饭菜，增加孩子们的食欲。对
身体较差或体弱多病的孩子，他
们还按“病号菜金”标准，另做

“病号饭”并增加牛羊奶的供应。
在她们的努力和各单位的

热忱援助下，孩子们每个星期能
够吃上一次肉，牛奶、羊奶、豆腐
也已不紧缺。经过一段时间的调
养，孩子们脸色红润，个头儿也
不断增高，一改瘦弱模样。

在卫生保健方面，华东保育
院也做得比较完善。该院制定了
一系列卫生保健制度，如餐具顿
顿消毒，饭前饭后洗手擦嘴，毛
巾手帕常洗蒸煮，被褥定期晾晒
拆洗，床单枕巾定期洗涤，定期
洗澡、理发、剪指甲，按季节注射
预防针等。

由于缺医少药，保育员最怕
传染病来袭，因为一病就可能是
一大片。一次，一个班的孩子全
得了麻疹，后在保育员们的精心
护理下，多数孩子很快就痊愈
了，惟有一个1岁多的小女孩并
发了肺炎，高烧几天不退，昏迷
不醒。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只
有青霉素能救小女孩，可整个华
东局也找不到一支，怎么办？

邓六金见状万分焦急，在听
说济南可能有青霉素，她当机立
断，要了两匹马，带领一名医务
员，连夜从大官营出发，一口气
跑了300多里路，来到刚刚解放
的济南，在一个教会医院买到了
两盒青霉素，并连夜返回保育院
给病重的小女孩实施注射。得益
于此，小女孩不久便转危为安。

据资料记载，华东保育院在
大官营村期间，共发生过3次流
行性传染病，生病儿童87人，在
全院教职工的努力下，孩子们最
终全部康复。

1949年3月，华东局、华东军
区渡江南下，同时成立了代号为

“女子学校”的留守处，华东保育
院由留守处领导。为了安全保卫
和保育院南下乘车方便，同月，
保育院迁到了青州城里的天主
教堂，孩子们睡觉、上课、活动都
在教堂内。5月27日，上海解放。6

月，华东局通知保育院南迁上
海。邓六金亲率华东保育院孩
子、工作人员97人，从青州火车
站登车南下，告别了华东保育院
的创办地——— 青州。
（青州市档案局对此文亦有贡献）

华华东东保保育育院院纪纪念念室室内内部部场场景景。。

青青 州州 城城 里里 的的 天天 主主 教教 堂堂 现现
貌貌。。华华东东保保育育院院的的孩孩子子曾曾在在此此
也也生生活活过过一一段段时时间间。。

““华华东东保保育育院院旧旧址址””石石碑碑。。

华华东东保保育育院院的的旧旧址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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