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1年“三八”妇女节县小女教师集体照。前排右一为夏惠兰，右二为作者母亲陈春霞

“玉海飞云，杰地自收风月景；籀楼拱

瑞，书山多植栋樑材。”这是当年著名乡贤、

“洋状元”项骧，应瑞安县小（今实小）校长

余崧舫之请，为刚刚落成的籀公楼所题的

对联。籀公何许人也？少不更事的我，后

来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经学大师孙

诒让。清光绪十八年（1902），正是籀公孙

诒让在县学宫校士馆内，创办了瑞安普通

学堂，即现在瑞安市实验小学的前身。

秋雨梧桐叶落时，籀公楼前忆深深。

2022年是壬寅虎年，恰逢实小建校120周

年。上世纪50年代初，先母陈春霞从平阳

调至瑞安县小任教，我家就住籀公楼，我在

那儿度过了令人难忘的小学时光。实小

不仅是我的母校，还是我的“家”。我与妻

子林安宁，儿子知遥、知力，加上两个妹妹

与她们的子女，全家共有9人是实小校友，

都快凑滿一桌了。

实小早年叫做瑞安县立中心小学，就

在原孔庙学宫隔壁，那一带统称为“学

前”。在我的记忆里，县小临街而建，坐北

朝南，是全城最具规模气派的一座学校。

从大门口进去，走过小操场，前面便是籀公

楼，也称“魁星阁”。楼前植有多株挺拔高

耸的古柏，记得我曾写过一篇作文，将这些

古柏比作守护校园的卫士，还得到过夏惠

兰老师的表扬哩！

穿过籀公楼，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条由

青砖铺成、长约数十米的宽敞甬道，笔直地

伸至学校礼堂前。甬道两旁长着高大的

梧桐树，枝繁叶茂，浓荫覆盖着整条甬道。

每临深秋时节，校园里的梧桐树都会结滿

果荚，当枯黄的桐叶开始凋零，那些蚕豆般

大小、成熟了的桐子,也会附在勺子型的果

荚里，悠悠地打着旋，随风飘落下来……

记得三年困难时期，有好多同学都把地上

的桐子捡回去，炒起来吃。

我是1957年进县小读书的，母亲其时

不仅当班主任，还兼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大队部就设在籀公搂入口处东首的房间

内，大队长名叫陶银萍，是著名电影演员、

校友陶慧敏的亲姑姑。她看上去比一般

同学老成，是学生中唯一的共青团员，戴着

红领巾、挂着“三道杠”，组织能力特强，成

了母亲最得力的助手。

说到陶慧敏，其实她的出息与我母亲

也有一定的关系。当初，正是母亲选她担

任悼念周总理诗歌朗诵的主角。我曾亲

眼看到，母亲将陶慧敏带到瑞中教师宿舍

我家中，还请了住对面红旗楼里的施巨欢

老师，过来给她作朗诵辅导。也就是那次

“长街挥泪送总理”的诗歌朗诵，才使她一

举成名，后被瑞安越剧团看上、录用。当

然，这些都是许多年以后的事了。

我读县小那些年，总感觉学校组织的

活动与劳动特别多，诸如除“四害”、捡废

铁、积肥、拾“稻失”、开荒种菜、养鸡养兔、

“捣堤塘”、演出游行等等。母亲更是忙得

不可开交，根本没有时间来管我。印象至

深的是大炼钢铁那阵子，男女教师齐上阵，

夜以继日地大干，整幢籀公楼宿舍内空荡

荡的，晚上就我一人，半夜醒来好害怕。我

曾跑到同学陈光辉家去睡，宁可与他的弟

妹同挤在一张床上。

记得当时，学校还组织过一次规模盛

大的演出游行活动，由母亲负责其事。同

学们热情高涨，纷纷报名参加。好像演出

的剧目叫做《百花齐放》，母亲让陶银萍扮

演“花王”，我班沈雄洲同学扮演的是“百花

公主”，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光彩照人，都快

让人认不出来了。那次演出很成功，之后

全体师生又上街大游行，轰动全城，为县小

蠃得了荣誉。

少先队工作一直是县小的强项，继任

母亲的大队辅导员叶永生老师，同样将各

项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而且形成一种优良

传统。后任的张俊英与施明夫老师，还荣

获过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的称号。

在县小，母亲的班主任工作也堪称一

绝，所在班级年年名列全校前茅。她关心

毎一个学生，对他们的情况了如指掌，一旦

发现不良苗头，就及时进行教育制止。同

时，善于发挥班干部的带头作用，使全班同

学为争取集体荣誉形成合力。坚持家访

更是她的一贯作风，平时总与家长保持密

切联系，使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有机结合，

产生互动效应。一些被认为难以教育的

“差生”，经她循循善诱之后，都会有明显转

变。记得张翊中老师在实小百年校庆时，

就写过悼念我母亲的文章，称她对学生有

“慈母心、良师魂”。

我在县小读书时比较顽皮，由于长期

生活在校内，与老师都混熟了，上课不遵守

纪律，经常受到处罚。五年级时，有一次与

新来的徐可圣老师吵闹，结果被夏克西校

长、赵三祝教导主任狠狠地训了一通，这才

心生敬畏，有了根本性转变。后来，徐老师

教我学书法，使我受益匪浅，大有长进。

我的语文成绩一直很好，尤其是作文

与大字，毎次参加学校举办的竞赛，几乎都

能得奖。算术就不行了，粗心大意，老是出

错。后来多亏了高国潮老师，对我严加管

教，一道错题都不放过。有一次算术测试，

我居然得了滿分，全班才三人，有幸与陈光

辉、洪允平同学排名一起。从此，我信心大

增，算术成绩有了明显提高。1963年，竟

以全校最高分考入瑞中。当时只发录取

通知书，没有张榜公布,是瑞中初一(1)班我

的班主任张川定老师，特地告诉我父亲的，

还有项成新、陈昭严等瑞中老师，也曾来我

家登门道喜……

岁月悠悠，物换星移，如今籀公楼早

已不复存在，但儿时的记忆仍永驻心

间！在实小迎来百廿华诞之际，我谨将

此文献上，略表寸草之心，以报母校的培

育之恩。

■陈胜峰

我的领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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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邦城

籀公楼前忆深深
——写在“实小”建校120周年之际

“电灯、电话、电视机，有了电真方便，

电的用处说不完……”记得小学一年级课

本中，有这么一篇课文，读起来朗朗上口，

年幼时却不甚懂其内涵。那时，我住在一

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水、电、柴火等都是自

给自足的，仿佛置身于与世隔绝的桃花源

中。

水电是小山村独有的“福利”。水力

发电靠丰富的水资源，而附近上洞山上的

水库，水源充足，水流落差大，条件得天独

厚。水库里的水清澈而透明，时而为浅绿

色，时而为墨绿色，晴天水面一碧万倾，阴

天白如明镜，刮风时布满鱼鳞似的斑纹，下

雨时斑斑点点，如满天繁星……据《瑞安

市地名志》载：“上洞水库建于1959年8月，

集雨面积1.22平方千米，坝高26米，总库

容79.5万方，设计灌溉面积60亩。”

在水库下游，建了一个小型水电站，

叫做上洞水电站。据《瑞安市地名志》载，

上洞水电站位于净水村，装机容量100千

瓦，年发电量 15 万度，于 1966 年 8 月建

成。水电站旁边有一个碾米厂和织布厂，

当时很多村民削尖脑袋想成为厂里的股

东或管理层，因为当时在那里工作的人，能

赶上“吃皇粮”的待遇。

水力发电给小山村带来了光明，村民

们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优越感和幸福感，因

为在这个独立“小王国”里，可以交替使用

国网供电和自行发电，从未发生过停电的

事，而且电价要比城里便宜。然而，水力发

电的电压不稳定，造成电灯忽明忽暗，年少

时的我，常独自坐在房间里看书、写作业，

昏暗的灯光陪伴我度过了求学的时光。

我上初中时，母亲就在水电站边的织

布厂上班，当时生活拮据，在交了我们兄弟

仨的学费后，家里经常连电费都交不起，母

亲就以工资来抵电费。

走上工作岗位后，我曾担任海岛的副

乡长，也分管过电力工作。当时海岛没有

水力发电，只能靠柴油发电维持照明，而且

海岛上常住人口少，发电成本高，效益低，

发电厂难以维系，厂长三天两头跑到乡政

府诉苦。深知电力工作重要性的我，对“三

电”工作总是义无反顾地支持。当时顶着

炎炎烈日，跑了十几个部门，争取了一批专

项经费，终于使柴油发电厂恢复正常运行，

岛上渔民闻讯欢呼雀跃。

从海岛调回家乡后，小山村里的发电

厂还在，只是旁边新建了一个蓝夹缬博物

馆。现在供电实行了同网同价，电压稳定，

再没出现忽明忽暗的现象，而且电的应用

也更加广泛，像平板电脑、空调、家庭影院、

电子琴、投影仪等电子产品相继“飞”入寻

常百姓家，我也学会了在电脑上“爬格子”，

日复一日、笔耕不辍。

我想，我与水电之间的情缘是扯不断

了……

■林南斌

水电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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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宣

记忆如弦，拨动岁月的回音。一九八

七年初夏，暑热已盛、草木苍翠，我在乐清

县委党校学习的两年时间，如白驹过隙、匆

匆而过，转眼迎来了毕业季。我刚20岁出

头，在中专班同学中年龄较小，正值青春年

少，颇具书生意气。

毕业前夕，乐清柳市区来党校招选一

名区委秘书，条件是柳市籍优秀毕业生。因

我毕业论文获党校评比一等奖，时任校长谷

金标同志推荐了我。那时，杨光松同志正担

任柳市区委书记，我与他的人生交集便始于

此。杨书记当年四十多岁，长得一副农民

脸，就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干部，虽然

外表看起来一脸严肃，与人交往却十分平易

近人，认识的人都叫他老杨同志。

杨书记选人用人向来慎重，这次招选

区委秘书也是如此。刚到柳市区委办不

久，他就交代我们同来的八名同志一起编

写《柳市区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党员》。也许

是杨书记看过简历，再加上党校推荐，让我

担任编写小组组长。同时，我还负责撰写

两篇材料，写的分别是移风易俗带头人桥

下村林顺宝同志、白石医院院长包存进同

志。我自然是认真采访编写，用心雕琢人

物形象。资料汇编定型后，杨书记仔细审

读了每篇文章，对我的工作给予了肯定。

过了一段时间，杨书记又指派我到三山乡

参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双层经营试点工

作。在时任乡党委书记赵乐强同志的指导

帮助下，我认真总结工作进度和活动开展

情况，自己手刻蜡板编写了5期简报，并报

送到乐清县委。时任乐清县委书记仇保兴

同志通过简报了解到试点情况，对杨书记

说“你们的简报我都看了，这个试点搞得很

好”，杨书记听了感到非常高兴。试点完成

后不久，区委便任命我为区委秘书。现在

想想，这些都是杨书记对我任前的考察与

历练。杨书记还多次嘱咐我“担任区委秘

书的同时，多学习写一些报道，自己既能练

笔，又有稿费补贴家用，是一件很好的

事”。在杨书记的教导督促下，我的洞察

力、思辨力和理解力有了很大提升，尤其是

文笔得到充分锻炼，一九八八年还评上了

全县十大优秀秘书、优秀通讯员。多年来，

我坚持思考和写作从不懈怠，习惯就是从

那时候养成的。

杨书记很讲组织原则，保密意识非常

强。记得任区委秘书之前，我的一位老师来

柳市区委办办事，顺路来我办公室坐坐。闲

聊中，他问我接下来分配到哪里工作。我

想，其他人都已经分配到位了，只有我还留

在区委办，随口说了句“有可能当区委秘书

吧”。老师也为我感到高兴，随后对区里一

位老同志说起这事。没想到，这名老同志向

杨书记作了反映。杨书记非常严肃地找我

谈话，他说“组织上没有商量、也没有找你谈过

话，你怎么能到处说自己当区委秘书呢”。我

面红耳赤、如坐针毡，毫无隐瞒说明了前因后

果。虽然此事影响不大，但我深受教育。自此以

后，我数十年来历经近二十次岗位变动，有时自己

或多或少了解工作去向，但从未对任何人提前透

露信息，即使家人也不例外。

杨书记十分注重农业农村工作，每年三

分之二时间在基层，平时开部署会现场会都

会树立正反典型，让大家既受启发、也受鞭

策。一九八七年入冬之际，中央部署开展冬

种工作，要求各地防止大面积抛荒。一次，

杨书记带着我到茗屿乡调研，他先沿着104

国道到田头调研，然后才到乡政府。那天乡

党委书记不在，由乡长汇报工作。杨书记听

了汇报以后说：“我刚从田头过来，你汇报的

情况可能与实际有较大出入，接下来还得用

力抓一抓啊。”杨书记轻轻一句话，说得乡长

满脸通红。尽管杨书记是农村干部，却很有

战略眼光。当年，像柳市这样区一级是没有

制定规划的，杨书记却与众不同提出编制

《柳市区十二年经济社会发展大纲》，研究到

20世纪末即2000年的发展目标和构想。他

从上海、杭州、温州等地邀请了老领导、专家

和乡贤，包括叶龄银、仇醒亚、姜川桂、程文

棋等各界人士，大大小小座谈会开了很多

次，群策群力对柳市这样小城市作出全面长

远的规划，引起了省、市和县领导重视。当

时，我作为起草组主要执笔人，对区域经济

发展的思考认识有了跃升式提高。

杨书记非常重视纪律作风，总是以身作

则。记得一九八七年秋季抗台期间，杨书记

带队到乡镇听取工作汇报，督查干部值班值

守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台风过后，他立

即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提出要整肃纪律，

对抗台中个别党员干部擅离职守问题进行

通报批评，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杨书记交

代我起草了通报，并亲自作了修改。通报措

辞严厉，警醒了一批党员干部。杨书记有次

出差之前，一位同志送了他300元“路彩”，在

当年也算大数目。杨书记把我叫到办公室，

把这笔钱装到信封里封好，让我带给那位同

志，这就是杨书记的做人原则和处事艺术。

记得杨书记调离柳市区委之前，带着我到白

石中雁乡调研。山路崎岖，走的还是石子路

基。我们坐着项目水厂工程车颠簸上去，晚

上留在那里吃饭、住宿。饭后，杨书记还不

忘交代我交好饭费。杨书记经常嘱咐我，一

定要严谨细致，凡签字落笔要慎之又慎。我

想，清风如此、正气使然，这就是从政的底线

所在吧。

杨书记对我尤为关心。我父亲患病之

时，在上海就医时间长、费用高，有时报销

比较困难。杨书记从别人那里听说了这件

事，亲自打电话吩咐“对这样一位老实的农

村干部，一定要多给予照顾”。当时我家里

非常困难，杨书记嘱咐我“有困难跟我说，

组织一定会给予帮助的”。我父亲去世那

天，杨书记当天就到我老家智广村悼唁，并

反复嘱咐我“你要好好照顾母亲”。人与人

的感情，总在点点滴滴中积累沉淀。杨书

记的恳切之言、关爱之举，如冬日里的阳

光，温暖着我的心。我在瑞安工作期间，一

次杨书记陪同原省委副书记陈法文同志来

瑞调研，他看到瑞安的变化，感到非常欣

慰，同时还不忘嘱咐我“你主政一方，担子

很重，要不断努力，不要骄傲、不要懈怠”。

杨书记的叮嘱，让我得到了鼓励和鞭策，使

我工作更求扎实、更求稳健。

回忆往事，记忆犹新，悉心体悟，感人至

深。杨书记生于农村、长于农村，曾长期工作

在农村，退休后仍不忘劳作、满园果蔬，是地

地道道农村干部的真实写照。我在杨书记身

边工作不到两年时间。虽然日子不长，但他

如长者般提携、老师般教诲、慈父般关爱，为

人处事、言传身

教启迪了我、影

响了我、教育了

我，让我永远铭

记于心。

杨书记，无

疑是我的领路

人。 扫一扫，听朗读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