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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塘下中学有一支文宣队
共有22名成员，两年演出近十场

■记者 张洵煜

黑白照片里，22名学生目视前方，青涩微笑。照片上有一行字：塘下中学文宣队演出留念。一

旁的日期已被岁月擦拭，只依稀残留“73”字样。但塘下文宣队的成员们都一直记得，这是1973年

7月塘下区文艺汇演后，他们在张宅村文化宫前拍下的合影。近日，该文宣队成员李镇唐找出这张

老照片，并将同期的三排毕业照（当时的班级叫排）一起发到微信朋友圈，唤起不少人的回忆。

30 多年过去了，当初塘下

中学三排的不少学生依然保

持 联 系 ，他 们 还 建 了 个 微 信

群，取名“梅潭书缘”。“梅潭”

指代当时的学校地点，书缘表

示我们这帮人因读书而结缘

相识。”李镇唐说，目前群里有

40 多名成员。

“看，这是我们的旅行照

片 。”周 树 良 指 着 照 片 笑 着

说。旧时的老照片已泛黄，现

在他们拥有了更多珍贵的集

体旅行照。据了解，自 1982

年起，三排的老同学每三年都

会聚一次，近期又改为每两年

聚一次，目前已举办了 12 次

同学会，组织了 5 次旅游。

“我们去过重庆、云南、厦

门等地，今年 5 月份踏上了宁

波之旅。”李镇唐说，一开始

大 家 以 聚 餐 的 方 式 ，后 来 有

人 提 议 一 起 旅 游 ，得 到 了 大

伙 儿 的 一 致 同 意 ，他 们 还 会

邀 请 当 年 的 老 师 一 起 参 加 。

前 几 天 ，李 镇 唐 还 去 温 州 探

望了当年文宣队的老师。“师

恩难忘，同学情难忘，这些照

片 不 仅 是 青 春 的 纪 念 ，更 是

我 们 多 年 情 谊 的 见 证 ，太 珍

贵了。”李镇唐感慨道。

本报讯（通讯员 金碧 记者

黄国夫）近段时间，塘下镇上下

都在积极开展消防安全整治工

作。塘下镇纪委通过开展“为

官不正、为官不为、为官乱为”

专项整治活动，结合消防安全

“双月”攻坚行动，坚持严字当

头，加强监督管理，把整治“庸

懒散拖贪”问题作为消防攻坚

行动的重要助力，惩懒治庸，狠

抓落实，合力打好专项整治与

消防攻坚两场战。

10 月 24 日 ，为 迎 接 消 防

“省考”，塘下镇机关干部全员

加班，塘下镇纪委兵分多路，到

各村居明查暗访驻村干部工作

情况，总体情况良好。

“其实，自塘下镇实施夜学

改夜查，周二周三驻村干部自

行开展消防夜查制度以来，我

们就做好督查工作。”塘下镇纪

委负责人介绍，在此期间，共组

织明查暗访 10 次，检查 30 个行

政村 91 名驻村干部消防攻坚履

职情况，督查通报 56 人。

同时，通过“查、问、看”等

方式，翻阅村民代表大会、村级

党员会议、房东动员大会会议

记录；实地查看网格整改情况，

直面村级干部是否敢于担当，

敢于攻坚克难。对未积极配合

消防工作的村干部进行短信通

报，督促他们对整改难度大的

出租房、“钉子户”出租房进行

合力整改，积极部署村“两委”

和党员干部投入到消防攻坚工

作中。

9 月份，塘下镇推出“党员

示范出租房 ”，1000 多 户 党 员

出租房率先整改，并接受群众

监督。然而，在该行动中，有部

分农村党员作用发挥不明显，

塘下镇纪委对未带头落实出租

房 消 防 整 改 的 11 名 农 村 党 员

进行了约谈教育，以点带面，唤

醒党员干部的先锋意识，切实

为广大群众树立榜样、作出表

率。

此外，在此次“为官不正、

为 官 不 为 、为 官 乱 为 ”专 项 整

治活动中，塘下镇纪委还加强

监督力度，检查 19 个基层站所

作风效能情况，对存在问题的

14 人 实 施 约 谈 ，通 报 批 评 6

人。

编者按：一张老照片是瞬间的定格，是记忆的沉淀，也是历史的诉说者。从本期开始，《今日塘下》推出“塘下记忆·老照片”栏目，让我们通过一张张泛黄的照片找寻老塘下，倾

听照片背后的温暖故事。

文宣队成员共22人，两年演出近十场

“喏，第三排左数第5个就是

我。”李镇唐笑呵呵地说。他今年

60 岁，海安人，看着照片上每位

同学的脸庞，陷入了回忆。

上世纪70年代，塘下中学尚

在仙岩，实行两年高中制，共两个

年级，四个排，200多名学生。当

时，学校选出一些有音乐才艺的

学生组成文宣队，代表学校参加

文艺汇演等。两年时间里，塘下

中学文宣队共演出近十场。李镇

唐在三排，三排共 64 名学生，其

中有4名学生进入文宣队。

“我从小自学二胡，经常带着

二胡在课余时间练习，被老师看

到了，就被推荐进了文宣队。”李

镇唐说，他在文宣队主要负责乐

器演奏，每次接到表演任务，他都

会和几名乐器演奏成员提前一个

月相约练习。

照片中第二排右数第一个女

孩扎着两根小辫子，侧着脸，俏皮

地笑着。她叫池海鸥，今年 59

岁，也是海安人，当时，她在文宣

队负责跳舞。

池海鸥初中就爱好舞蹈，还

曾自编舞蹈参加区中学的文艺

汇演，并负责报幕。进入高中

后，音乐老师一眼就认出了这个

当时在舞台上十分抢眼的小姑

娘，推荐她加入了文宣队。“当

时，舞蹈队成员都被送到温州文

化宫接受专业训练，我们主要练

习《洗衣女》和《采茶女》两首曲

目。”池海鸥说，每天下课后，她

们都会在学校食堂前的空地上

排练。说起第一次演出，她记忆

犹新：当时还未到出场时间，她

就紧张地提前跑出来了，急得老

师在舞台对面慌忙挥手，示意她

快退回去，她红着脸，赶紧跑回

幕布后。“现在还能想得起当时

的紧张心情，真有意思！”池海鸥

边说边笑，脸上的笑容还和年轻

时一样灿烂。

学校文艺氛围浓厚
校园生活乐趣多

周树良也是当年塘下中学

三排的学生，今年 58 岁，鲍七

村人。虽不是文宣队成员，但

在朋友圈看到当年的毕业照，

他感慨万千。“当时我们的学业

并 不 繁 重 ，文 艺 氛 围 比 较 浓

厚。”在周树良的记忆里，学生

时代有不少趣事，其中，印象最

深的是排与排之间的拉歌。每

次开大会前，排里的同学就会

起哄：“三排的同学来一个！”于

是，三排的同学就会在文艺委

员的带领下唱起歌来，唱完又

吆喝别排的同学接着唱，大礼

堂里歌声与欢笑声交织一片。

李镇唐是三排的班长，看

着集体照，他还能报出每个同学

的名字。他印象最深刻的事是

和同学们一起去行军。“行军好

比现在的春游，学校每年组织一

次，带学生出去游玩。”李镇唐

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高二时，

全校师生坐轮船去乐清行军。

白天参观乐清的学校和景点，晚

上大伙儿自带棉被，睡在乐清一

学校的教室里，借着月光，谈天

说地，别有一番滋味。最后一天

离开时，他们还和乐清学校的学

生开了联欢会，塘下中学文宣队

也表演了节目，赢得台下阵阵掌

声。

即使毕业了，学校的文艺

氛围仍深深影响着不少学生。

毕业后，18 岁的池海鸥当了一

名老师，她时常用课余时间教

学生唱歌跳舞，还自编舞蹈，亲

手制作表演服装，带学生参加

演出。李镇唐也并未放下二

胡，退休后仍时常拉上一曲。

最近，他又爱上了唱歌。

塘下镇纪委开展“为官不正、为官不为、为官乱为”专项整治活动

惩懒治庸，助力打好消防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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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微信群“梅潭书缘”
毕业后定期聚会旅行塘下中学文宣队合影留念塘下中学文宣队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