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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9日讯(实习生
姜潇 王艳艳 记者

张頔 ) 几个月前，山东师
范大学的同学们用自己的
灵感将长清校区图书馆工
地的围墙涂鸦成了“创意天
堂”，然而目前图书馆工程
已逾半，工程完工之日围墙
会被拆除，不少学生觉得挺
可惜。

大二学生小朱见证了
涂鸦墙的“前世今生”，“几
乎是一夜之间，几十米长的
工程围墙上就多出来不少
有意思的涂鸦。”小朱说，文
化墙虽然只是用水泥砌成
的，不过上面的涂鸦很有创
意，可以说代表了山师自由
开放的风气，拆了的话很可
惜。

6月份就要毕业的孟同
学告诉记者，她马上就要离
开学校了，不过一说起文化
墙，她还是能想起来不少有
特色的图画，像仿名画之作

《蒙娜丽莎》、憨态可掬栩栩
如生的卡通动漫形象等，都
历历在目。

“这是一种偶然的美，
它的存在本来就是一时的，
为了图书馆着想，还是该
拆。”大三同学小张告诉记
者。

随后，记者电话采访了
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相关
负责人，据介绍，新图书馆
建成后，工程围墙将不被保
留。关于是否能重新开辟地
点供学生涂鸦，还需要学校
方面研讨决定。

本报4月9日讯(通讯员 马
光哲 孙继广 记者 赵丽)

章丘相公庄镇七郎院村的赵玉
玺虽然不是知青，但他在上个世
纪七十年代负责接待安排本村
的知青生活，并用相机记录保存
了第一手知青资料，至今他家中
还珍藏着当年知青们用过的农
具和穿过的衣服。得知章丘成立

“齐鲁知青之家”的消息后，他将
这些物品全部捐献了出来。

赵玉玺说，1974年，21岁的
他是七郎院村的电影放映员。由
于七郎院也有知青点，于是他的
工作又加上了一项，和其他同志
负责接待安置知青。县电影管理
部门培养放映员“一长多能”，要
求每个放映员都要制作一部幻
灯片参加全县的比赛，而知青下
乡显然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大新
闻”，也是制作幻灯片的最好素
材。

大队出钱买胶卷，他出力，
在全县知青欢迎大会上，赵玉玺
总共拍了42张照片，最后制作完
成了一组有38个镜头的幻灯片

《喜迎新社员》。“那个时候可不像
现在的数码相机随便拍，胶卷要
节省着用。”赵玉玺说，这组幻灯
片后来在各村放映引起了很大反
响，最后还在全县评比中获奖。

赵玉玺说，前些天通过媒体
得知章丘成立了“齐鲁知青之家”，
正在征集有关史料与物件，他的
心一下子就热了起来，决定将家
中保存了将近40年的知青物件，包
括当年知青使用过的镐头、镰刀、
水桶、扁担以及穿过的衣服等物
品都捐献出来。“也许东西不是多
重要，但都是当年的真实物品，也
是对历史的记忆。”赵玉玺说。

章丘“齐鲁知青之家”向全国征集史料

老农捐出扁担水桶等物件
涂鸦围墙将被拆除
山师学生觉得可惜

赵玉玺将保存的镐头、镰刀、水桶、扁担等知青物品捐献了出来。
通讯员 马光哲 孙继广 摄 被同学们称为“创意天堂”的工程围墙。


	C2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