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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夜校的那盏“灯”还亮着
又到了年关岁末，人们又开始回顾过去。今年79岁的袁有

宝先生，日前向记者回忆起他1963年从扬州教师进修学院回邮

后，被分配到“高邮县干部职工业余学校”工作的岁月。

职工夜校的慨况

时间一晃，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50岁的人大概也不

太清楚“高邮县干部职工业余学校”的事情吧？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而旧社会遗留的是一穷二白

的底子，其特点之一就是人们的文化层次普遍偏低。因此，党和

人民政府在大力发展普通中、小学教育的同时，对已走上工作

岗位的非学龄人员进行系统的文化知识辅导。

1951年春天，“高邮城区职业学校”建立，校址在西后街，虽

只有教职员工3人，却开设浴室、茶酒、粮食等3个行业，百余名

学员的扫盲班。

到了1953年，高邮城区职工业余学校更名为“高邮县职工

业余学校”，并在三大镇临泽、界首、三垛设立分校。县委、县人

委（即县政府）还成立了“高邮县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至1958

年，“高邮县县直机关干部业余文化学校”与“高邮县职工业余

学校”合并为“高邮县干部职工业余学校”，其行政领导统属县

总工会，由县总工会主席（时为徐增寿）兼任校长。同时，“高邮

县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亦改为“高邮县干部职工业余教育委

员会”。此时，学校有专用教室和附设用房1300多平米，教职员

工20多人，担负一城三镇党政机关（包括县人武部、县民警中

队）和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的业余教育任务。

业余学校于“文革”爆发的1966年夏季停办。至此，业余学

校共扫除文盲1000多人，培养高小毕业生700多人、初中毕业

生500多人、高中语文学科结业100多人，输送进扬州师院在县

级干部职工业余学校开设的中文专业函授班8人。这些由业余

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有的后来成为县（市）党、政机关的领导或

部门、单位负责人。

业余学校办学很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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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优秀学员”。他在担任学员的同时，还受聘担任该校教员。

王德寿的个人成长与其在夜校的学习经历密不可分。他先

后担任高邮城市职工消费合作社理事、蔬菜公司工会主席和计

财股副股长、高邮县总工会工资工作委员会委员、县人委劳动

科干部、民政科干部、县团委党支部副书记、高邮镇党委秘书等

等。

记者从9月下旬开始采访“业余学校”，历时两个多月，苦于

难觅当年的教材、作业簿、毕业证书等史证材料，却意外地在王

德寿遗留的物件中，找到了他保存的当年“业余学校”许多珍贵

的资料。

这些资料除有国语、算术、珠算等作业簿以外，还有令记者

始料未及的地理、生理、歌曲等，这足以佐证业余学校的教育科

目是多元化的。记者从用钢板刻写、蜡纸油印的9页《高邮县职

工业余学校工作计划（1956年上半年）》中看到，工作计划有教

学大纲、课时要求、教学进度等，十分详细。由此可见，学校的各

项工作不是“业余”的，而是标准的专业化。

王德寿还保存了他妻子高承芳的数张“成绩报告书”，其中

一份1953年2月份的成绩报告书，有“本学期应上课96天”以

及校长高庆森和教导主任、年级导师的印章。一切程序都是正

正规规在办学。据悉，高承芳担任居民小组长多年，“居民小组

长”可是真正的义工啊！

记者还采访到了在业余学校里相识而结为夫妻的陆永融

和王慧清。

陆永融是三垛人，他1952年由部队转业到高邮，担任县领

导干部郑洞里的警卫员。后来郑洞里提升外调，陆永融分配到

县百货公司担任“经济警察”。陆永融告诉记者，那时的经济警

察与县里公安局的警察一样，有枪支和服装。他们警卫班共有8

个人，几乎都没有什么文化知识。

1954年，21岁的陆永融和其他职工报名到业余学校学习，

他是从一年级开始读，一直上到高中。而陆永融的妻子王慧清

当年还未参加工作，但是也在业余学校上学。王慧清告诉记者，

那时上业余学校不需要缴任何费用，而且书籍、作业簿也是免

费提供，一是政府动员大家上，二是自己也迫切需要读书。

陆永融说，参加业余学校学习不到一二年，不仅能够看书

读报，还能写日记，后来单位黑板报也由他动笔，而陆永融则从

文盲成为五金公司仓库主任。他至今还保持写日记和剪报的良

好习惯。

夜校老师忆往事

现在，再向读者介绍几位当年“业余学校”的老师。李鸿祥，

今年83岁，精气神特好，记忆力强。他告诉记者，1951年11月

28日他到县总工会业余学校报到那天，是身着长袍。弹指一挥

间，60多年过去了。

那时的业余学校全天开课，吃早饭前是机关干部班上课，上

午是浴室班上课，下午是茶酒、饼面（即餐饮业）班上课，到了晚上

是商业班上课。另外，一些工厂企业也根据各自情况开课。由于晚

上上课的人多，因此人们称县干部职工学校为“职工夜校”。

李鸿祥说，当年的学员以男性为主，年龄多为30岁以上，他

们的工作和生活压力都很大，但是学习的积极性却很高。他至

今还记得，搬运社五中队的“夜校”设在荷花塘小学（一中队：南

益小学，三中队：新巷口小学），当年有名年近60岁的老工人，由

于眼力不济，自备一支蜡烛上课，大有“翻身做主人，不做睁眼

瞎”的雄心壮志。

李鸿祥不仅在高邮城教书，他还到临泽等地为职工们上

课。他告诉记者，那时去临泽的交通工具是“帮船”。清晨从高邮

出发，傍晚时分还未到临泽，在距临泽镇还有七八里远的路程，

他与几名性急的年轻人弃船上岸步行。由于交通十分不便，那

年中秋节和国庆节都是在临泽度过的。

今年也有80岁的王剑舟老师，1960年由华东师范大学中

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内蒙古呼和浩特粮食学校工作。1961年调

回家乡到“职工夜校”任教。他说，他到“职工夜校”工作时，正值

我国3年特殊经济困难时期，许多学员面黄饥瘦，但是面对学习

却是十分刻苦认真，尤其是干部班的学员，早饭前饿着肚子上

两节课。有天下大雪，教室里也是坐得满满的。干部学员由于公

差缺课时，主动联系补课，有些干部学员十分喜爱课外阅读，对

阅读中弄不懂的问题虚心请教。王剑舟笑着告诉记者，这些虚

心请教的学员，日后多数走上了领导岗位。说来有趣，王剑舟老

师的妻子张润秋也是“业余学校”的学员。

袁有宝1963年到职工夜校工作，一年后担任“职工夜校”负

责人。“文革”爆发，他也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

受革命师生、人民群众的批斗。在袁有宝保存的“职工夜校”资

料中有一份感人心魄的“证明”。

这份证明由“职工夜校”教师、“从头越”战斗队负责人朱光

虹手写，其内容为袁有宝的检查交待还不够深入全面，必须继

续留在本校接受检查，如有其他造反派要批斗袁有宝，必须得

到本战斗队的同意。

袁有宝说，正是这一份充满人文关怀的证明，使他在“文革”

动乱的岁月里，免受了人身侮辱和不幸，躲过了无数次的劫难。

“职工夜校”短短几年的生涯，令他终身难忘人世间的真善美。

几十年过去了，职工夜校完成了它在特殊岁月的使命，但

夜校的那盏“灯”，仍在当年的教师和学员们的心中亮着。（本文

采访得到现居住在扬州的原干部职工学校教师居友贞女士的

悉心帮助，谨致谢意。） 任仁

关于征集《江苏文明交通公益广告》活动的公告
为深化推进全国文明交通行动计划，大力实施江苏文明

交通工程，进一步动员全社会参与支持文明交通公益宣传，传

播“自律、包容、礼让、文明”的现代文明交通理念，推广江苏文

明交通系列形象标识，努力打造具有江苏特色的交通安全文

化产品，江苏省文明办、公安厅、教育厅、工商行政管理局、广

播电影电视局决定，从即日起至2014年4月底，面向社会公

开范围征集江苏文明交通公益广告作品。具体事项如下：

一、征集内容

江苏文明交通公益广告征集包括视频公益广告成片和视

频公益广告创意文本。

二、截稿时间

作品征集截止日期为2014年3月15日，以寄出地邮戳

为准。

三、征集范围和主题

本次活动面向全社会征集优秀文明交通公益广告作品，

作品应当围绕“关爱生命、文明出行”主题，倡导“自律、包容、

礼让、文明”的现代文明交通理念，抵制超员、超速、超载、疲劳

驾驶、酒驾毒驾、闯红灯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四、作品规格要求

视频广告成片。时长在8秒至30秒之间，包括影视短片、

动漫短片等，要求创意新颖、画面精美，注重广告手法的艺术

追求。报送时要求存储为MPEG或AVI格式，每一条广告成

片须刻录一张光盘。

视频广告创意文案。要求以文本或演示文稿形式，包含主

题背景、创意说明和分镜头脚本，创意要求构思缜密、结构完

整，根据创意文案可直接拍摄制作文明交通视频公益广告。报

送时要求一式两份打印，同时以DOC或PPT格式集中刻录

在一张光盘上。

参赛作品务必为原创，不得抄袭或盗用，如抄袭或盗用，

后果自负。

五、奖项设置

评选出两类作品共34个奖项。其中：视频公益广告成片

一等奖2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10名，分别奖励50000元、

20000元、5000元；创意文案一等奖2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

10名，分别奖励5000元、3000元、1000元。

获奖人员均颁发荣誉证书；获奖作品可作为广告企业资

质评审的参考依据及参与广告协会会员条件之一。

六、作品寄送方法

1、参选作品请于2014年3月15日前寄至高邮市公安局

交巡警大队宣传教育科（地址：高邮市海潮东路邮都广场文化

局四楼，邮编：225600，联系人：潘松，联系电话：85080573），信

封右上角标注“文明交通公益广告作品征集（成片/创意）”字

样。电子稿上传至高邮市公安局交巡警大队外网邮箱：

2085441082@qq.com。收到作品，由交巡警大队审核后，与作

者签订原创作品承诺书，统一邮寄至江苏省公安厅交巡警总

队参评，作品征集时间以邮件到达高邮市时邮戳所示时间为

准。

七、其它事项

参加者也可登录江苏文明网（www.jswmw.com）或江苏

省公安厅门户网站（www.jsga.gov.cn），查询与本次活动相关

的各种信息。

如有疑问，请与高邮市公安局交巡警大队宣传教育科潘

松联系。

江 苏 省 文 明 办

江 苏 省 公 安 厅

江 苏 省 教 育 厅

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江苏省广播电影电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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