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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静 高广超 刘雨丝

儿子考上南开大学
孙女考上北京大学

76岁的李文苓最骄傲的事
情，就是儿子周立峰考上了南开
大学，孙女周景怡考上了北京大
学。

“这里就是我从前教书的地
方，也是你爸爸小时候念书的地
方。”李文苓带着孙女周景怡返乡
走在高李村的老街上，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都是熟悉的模样。李文
苓一身儒雅气质，大抵与自己曾
在村里当“女教书先生”有关。小
时候的李文苓也是地地道道的农
村孩子，父母靠务农维持生计，但
李文苓对知识充满了渴望，便想
着法儿去学校念书识字。毕业后，
李文苓留在村里的小学，成了为
数不多的女教师。

1988年，南开大学在山东招
生20余名，大儿子周立峰就在

“榜”中。在农村，一个家庭培养出
一个大学生不是一件容易事，李
文苓将三个孩子都送进了大学。
丈夫去外地打工，李文苓一边忙
着教学，一边还要忙着家里的几
亩地，还要照顾三个孩子的生活
起居。三个孩子都有念书的天分，
这让李文苓感觉沉重，比沉重更
重的是喜悦。李文苓很清楚，不上
学，孩子们就得在农村重复他们
的生活，没有其他前途。李文苓
说：“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要
认真培养这三个孩子。你完成作
业是你的学业，我们种地是我们
的责任。”

2020年，周景怡以687分的高
分考进北京大学。周景怡穿着一
身格子裙，身上多了些灵动。她从
小跟父母在北京生活，父亲周立
峰是自己最好的学习伙伴。周立
峰看新闻的时候，周景怡写作业；
周立峰背单词的时候，周景怡跟
他比赛。这个年代的孩子在选择
上，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和多样性。
周立峰说：“我通过上学改变了自
己的命运，我也希望孩子通过上
学有自己的作为。虽然行行出状
元，但是前提还是要有文化知识，
让孩子知道读书的重要性，比强
行施压要好。”

不知道院士是什么
只知道院士很厉害

高李村，家家户户几乎都像
李文苓家一样培养着一代又一代
的大学生，有的一家两个孩子、三
个孩子都考上大学，甚至一家有
博士、有硕士，涌现出各行各业的
精英。

走进高李村，写着“状元村”
的大牌坊首先映入眼帘。“听说他
家孩子今年考得不错。”“考了多
少分，上哪个学校啊。”村里三三
两两的妇女聚在一起，闲谈的是
村里的“头等大事”。大家都知道
村里走出来一位“洋院士”，一位
张阿姨给我们指路，“洋院士”屈
凡尧家就在村东的第几条胡同。

这个人人羡慕的院士的母
亲，名叫马致兰。她今年77岁，和
村里老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一样
满头白发，一样步履蹒跚。她从没
想过自己的孩子能考上大学，成
为博士，成为院士，从小村庄走向
国外。屈凡尧，从曲师大考上中科

院物理研究所，后来在巴西利亚
大学攻读博士，现为巴西科学院
凝聚态物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在
马致兰的记忆里，家里生活条件
差，屈凡尧一星期只有五毛钱的
生活费，但他就是一股脑地喜欢
上学，家里的墙上曾经贴满了奖
状。她说：“不上学就只能当劳力，
学习好才有出息。”老人并不知道
院士是什么，但她知道“院士很厉
害”。

在高李村，几乎家家户户都
有大学生，一家影响两家，两家影
响三家，身边的榜样成为无声的
宣传。秦佑菊的儿子李玉龙毕业
于德国哈勒——— 维腾贝格大学，
博士学历。张从芝的儿子李兴高
是北京交通大学博士后，儿子李
兴春是北京交通大学博士，女儿
李娜是大连医科大学硕士。秦佑
菊、张从芝跟村里很多妇女一样，

文化程度不高，但她们对上学念
书都有一种崇敬。让孩子跟着邻
里邻居的大学生学，让弟弟跟着
哥哥学习，让孩子在身边的榜样
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她
们的“秘诀”。

在秦佑菊家门上，贴着“做事
要勤，做人要忠”的家风牌。往前
走，另一户人家的家门口贴着“忠
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的家风
牌。细细探究才得知，谁家有这样
一个家风牌，意味着这家有个大
学生，并且根据家庭教育方式不
同，家风牌上内容各不相同。小小
家风牌，成为一份特殊的“光荣
牌”。

在高李村随处可以看到关于
文化的元素。“状元街”两旁，宣传
栏里贴着高李村走出的大学生信
息。“文笔路”上，有一块形似毛笔
的文笔石。在文化广场，有一个孩

子上学的雕像，雕像下方刻着“博
学奋进”的字样。

有人说，高李村“风水好”，李
瑞亭笑了。李瑞亭是村里的“乡
贤”，他说：“状元村之所以成为

‘状元村’，不是偶然和巧合，它有
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高李村崇尚文化教育的历史
由来已久。有文字记载，明嘉靖元
年，武举济州鲁桥巡检使李桢定
居此地，其子李春茂创立义学，继
往开来，有教无类。李瑞亭说：“从
那以后，崇文重教的风气也就慢
慢流传下来了。”

“李家大院”如今正在打造成
村史馆，村史馆内“耕读尚武”四
个大字格外醒目。尽管高李村没
有出过状元，但这个村出过不少
秀才、贡生，特别是明清时期李家
代代有人考取功名。至今，高李村
走出“洋院士”1名、博士13名、硕

士60余名，学士以及大中专院校
生700多名，高李村真正成了一个
浸透文化气息的“状元村”。

从高李村小学启蒙
“小状元”成为“大状元”

高李村的大学生几乎都是从
高李村小学开始真正启蒙。高李
村最好的位置是学校，最好的房
子还是学校。

李治元今年已经80岁，从
1964年开始从事教育工作，34年
的教育生涯中有19年是在高李
村，是高李村小学的第一任校长。

“高李村的群众一直对教育很有
感情，孩子们最好的出路就在教
育，没有文化，难有作为。”1970
年，为了改善学习环境，提高教学
质量，高李村开始重建学校。

学校的声名越来越响，生源
越来越多，一到六年级，逐渐变成
了十个班。李治元在高李村小学
一待就是19年，他深知基础教育
的重要性，没有“小状元”，难成

“大状元”。李治元几经周转，后来
在郭里中学担任校长。“高李村的
孩子，并没有比其他村的孩子聪
明，但就是有一点不一样，求学欲
格外高。”之所以求学欲高，来自
尊师重教的传统，来自村里的文
化氛围。1993年，郭里中学的教学
成绩，十门科目有八科全县第一，
两科全县第二。

每年9月份大学开学之前，高
李村都会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
村里小学的“小状元”和考上大学
的“大状元”都会戴上大红花，领
取奖学金，家长也会得到“教子有
方好家长”的奖状。这个仪式，已
经成为高李村的传统，孩子们都
以戴上大红花为荣。

走出去的大学生反哺村子
带来发展的底气与力量

高李村党支部书记李广恩从
2019年接过接力棒，办好教育成
为他工作的重中之重。“办不好教
育，怎么给老百姓交代？”

为什么高李村能够走出这么
多“状元”？李广恩说：“村里重视
教育，群众拥护教育，孩子积极性
高。老百姓不盖房子可以，但是得
拿出钱来支持孩子上学。老百姓
之间不比吃穿，比的是谁家出了
多少大学生，谁家孩子考上什么
名牌大学，谁家孩子做了什么贡
献。”

这些从高李村走出去的孩
子，有的用自己的力量反哺乡村，
有的在自己的岗位上发着光热，
他们身上都烙着这里的印记。李
宁，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成立瑞
雪艺术学校，将公益课堂带回高
李村，让这里的孩子接触更多的
美育教育，开阔眼界。李会勇是邹
城市人民医院急诊科重症监护室
的副主任医师，2020年成为山东
省援鄂医疗队的一名队员，实现
着他治病救人的理想……对高李
村走出去的大学生来说，学习，是
改变命运最简单的方式，也是实
现人生理想最快的“捷径”。

高李村每年都会走出一些
大学生，一个大学生影响的不仅
是一个家庭，更能影响身边很多
人，甚至几代人。这些“状元”带
给高李村的是与外界更多的信
息和联系，更是一种发展的底气
和力量。高李村正依靠文化品
牌，打造状元研究基地，让产学
研真正地结合在一起。李广恩
说：“打造状元村，是为了更好展
现状元村的面貌，以点带面进行
辐射，让状元村更有力量更有影
响力。”

不盖房子也要供孩子上学，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大学生

邹城“状元村”走出70多位硕士博士
每年的7月份，大学录取通知书陆续发放的时候，济宁邹城郭里镇高李村的全村老少就像

过年一样热闹。这个占地面积750余亩，居住着3100多人的村庄，走出了1名“洋院士”、13名博士、
60余名硕士，700余名学士以及大中专学生，是名副其实的“状元村”。学习，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也改变了村子的命运。

一个村庄何以成为“状元村”？在这个共800
多户3000多人的村庄里，如何培养出1名“洋院
士”、十几名博士、60多名硕士、700多名学士和
大中专学生？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走进了高李
村。

记者采访多位“状元”的父母，听到最多
的一句话就是“我家孩子跟其他孩子一样”。
因为在这个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大学生。培
养孩子，是比攒钱盖房子更重要的事情。培养
孩子，也是家庭妇女们聚在一起时谈论的大
事。这些父母，大多没有学历，甚至不知道院
士是什么，但他们知道院士很厉害，知道知识
能改变命运。所以这些父母，就算再苦再累，
也给孩子提供上学的机会，让他们可以改变
命运。

对于这些走出去的“状元”，父母就是第一
堂课，身边的榜样就是第二堂课。前者告诉他们

当下的生活；后者告诉他们未来的天地。他们并
没有比别人更聪明，他们身上比别人更多的是
求学欲。在这些孩子身上，形成了一种文化自觉
性和自律习惯。

高李村能够走出这么多“状元”不是偶然和
巧合。高李村对知识的崇拜由来已久，文化底蕴
深厚。学校教学更是“硬核”，教学质量毫不含
糊。高李村有着浓厚的文化氛围，一个人影响一
家，一家影响两家，一代人影响几代人，榜样的
力量润物细无声。

人才是高李村的特色和宝藏。读书带给
这些农村孩子人生蜕变，个人命运改善了，家
庭的命运也在改变，随之高李村也在改变。这
些孩子有的用自己的力量反哺乡村，有的在
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这些“状元”带给高
李村的是更多的外界信息，更是一种发展的
信心和力量。

“状元村”密码：培养孩子比攒钱盖房更重要

村里的博士墙。

李文苓和儿子周立峰、孙女周景怡。 家风牌意味着这家有个大学生。

葛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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