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月15日 星期二
电子邮箱：bzrb@163.com
滨州网网址：www.binzhouw.com人文滨州6 责任编辑：王光磊 张迎春

电话：3186761

滨
州
网
手
机
客
户
端

滨州日报旗下网站滨州网
子站“滨州历史”已正式上线。
上线以来，网站以内容的原创
性、聚焦本地历史的贴近性、栏
目设置的多样性，受到广大网
友读者的关注与喜爱。

为进一步丰富网站内容，
活跃网友精神文化生活，实现
报纸、网站、网友等多方互动，
打造滨州市民高品质网上精神
家园，特向广大网友读者征稿。

“滨州历史”网站与滨州日
报“人文滨州”版已经实现融
合，稿件一经选用优先在滨州
历史网站刊发，并择优在滨州
日报人文滨州版刊发。

一、征稿内容：
与许多历史类网站注重宏

大历史叙事相比，我们更强调
“我的”，“我的家族”“我的自

传”“我的感悟”……根植滨州
大地，将目光聚焦于本地历史。

目前，“滨州历史”开设有
“名人乡贤”“史海钩沉”“亲历·
见证”“家族往事”“百姓自传”

“学史心得”“历史影音”“文史动
态”，以及特色栏目“老屋存照”

“长河流痕”“古树碑刻”等栏目，
欢迎广大网友读者惠赐大作。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尤
其欢迎具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
反映不同时期滨州人喜怒哀乐、
家国情怀的百姓自传、家族往事、
家书等类文稿（图片、音视频）。

二、投稿方式：
来稿请发送至邮箱：bz-

rbwgl@163.com，务请注明投稿
“滨州历史”。

联系方式：0543—3186761
15954315191

征 稿 启 事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王光
磊 通讯员 王红兵 报道）近日，改
革开放四十周年市民亲历征文获奖
作品已经评出。一等奖3名（每人价
值500元购书卡），二等奖10名（每人
价值300元购书卡），三等奖20名（每
人价值 200 元购书卡）。名单见下
图，领奖事宜请联系滨州市委党史
研究室，电话0543—3162086。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
利召开，改变当代中国国运的改革开
放大幕就此拉开。从农村到城市，从

沿海向内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华
夏大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向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转变；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
向全面开放的社会转变；人民的生活
从温饱转向小康的社会转变，改革开
放实现了三个伟大转折。

为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滨
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滨州联通公司、
滨州日报社共同主办了此次征文活
动。从2018年4月开始到9月截稿，
5个月时间里，征文得到了广大市民

的积极响应，共收到市内有效投稿
50 余篇。此外，此次活动还收到了
外地作者的投稿30余篇。

从2018年4月17日开始，精选市
民征文，滨州日报先后刊发了周福楼
撰写的《我在惠民地区体改委的那几
年》、曹同章等撰写的《推行公有住房
以售为主改革，滨州是全省第一家》、
朱万春撰写的《参与筹建滨州市公共
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等文章。

这些文章以见证者、参与者、亲
历者的角度，向我们讲述了滨州改

革开放以来各个领域、各个层面诸
多鲜为人知却又影响深远的精彩故
事。对于所征集的上述作品，我们
充分利用滨州日报社旗下报纸、网
站、微信等平台进行立体化、多角度
推介。

此外，为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
年，我市部分部门单位特意编印了
相关著作、文集等。为便于更广泛
地分享传播，十分欢迎上述著述在
滨州网相关板块进行展示，也欢迎
大家积极提供相关线索。

快来领奖快来领奖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市民亲历征文评选结果揭晓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市民亲历征文评选结果揭晓

我出生于1980年，虽然我不知道
改革开放前是什么样子，但我见证了改
革开放的过程，也享受着改革开放的成
果，可以说我是踏着改革开放的足迹长
大的。

我上小学的时候，应该是1987年
左右。我们村有一所小学，一间教室，
一间办公室（兼老师宿舍），20多个孩
子读一、二、三年级。就是三个年级的
孩子在同一间教室，由同一位老师上同
一节课；你可能没听说过，这就是复式
教学。

怎么上？每天上课的第一件事是
老师先给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布置写字
或算数作业，以确保他们安安静静，不
打闹；然后给三年级的讲课、布置作业；
再给二年级的学生讲课、布置作业；最
后给一年级的小学生讲课、布置作业。
一般上午只有一节课，下午只有一节
课，麦收或秋收的时候，干脆不上课。

小学四五年的时候我才知道，每
个年级应该有独立的教室，除了数学和
语文，还要学习自然和历史。但那时
候，我们好像除了课本以外也没有其他
学习资料，我们没有沉重的书包，更不
需要减负。我们的课余生活丰富多彩，
跳皮筋、弹弹珠、迈步、跳绳、跳房子
……我幸福快乐的小学时光就在这些
丰富多彩的游戏中一晃而过。

1992年，我在懵懂中竟然以全年
级第二的成绩考上了初中。但当时不
是义务教育，每学期学费大约是1000
元，对一个农村家庭而言是一笔不小的
开支。

当时，比我只小两岁的弟弟也已
读五年级，爷爷生病，一家人的生计仅
靠父母勉强支撑。每到交学费的时候，

父亲都是四处借钱。村里与我同龄的
女孩都辍学了，只有我一个人在读书。
很多人看父母的笑话，讽刺说穷得揭不
开锅了，还让闺女念初中干啥。父母默
默忍受着嘲讽，给我和弟弟许下承诺，
只要有本事能考上，无论是男孩还是女
孩，都供我们读书。也正是这时候，我
才明白了父母的不易，好像读懂了解海
龙的《大眼睛》。

那时候，读初中需要住校，学校离
家十多里，没有宿舍，借住在亲戚家，自
己在家带馒头和腌咸菜。一周只回一
次家，馒头夏天会长毛，冬天就冻得硬
邦邦，只有期末考试的时候才舍得买一
包5角钱的方便面和1角钱的海带丝犒
赏一下自己。

1995年，我考上了高中，成为村里
有史以来第一位女高中生。虽然高昂
的学费让父母头疼，但他们的眉眼中流

露的却是满满的幸福。惠民三中设在
李庄镇，离家40里地，没有公交车，只
能自己骑自行车上学。年仅15岁的我
骑一辆加重自行车，带着被褥、脸盆、暖
瓶和自家腌制的一罐咸菜踏入了高中
的大门。

1998年，我非常幸运地考上了滨
州师专，成为了村里第一个女大学生，
为此父亲还特意花钱请人放映了一场
电影，大宴宾朋。

自认为“学富五车”的我踏入大学
校门时，才知道什么是孤陋寡闻。现在
还记得初次接触计算机的时候，面对像
电视机一样的“大脑袋”显示器，根本不
知道如何开机，更不知道鼠标和键盘是
什么仪器。老师让我们按“任意键”的
时候，全班40多个同学没找到“任意
键”的位置。

记得读书的时候，每次上数学课，
老师都会拎着一两个小黑板到教室，当
讲到例题时就把小黑板挂起来。英语
老师则喜欢用小卡片，预先写好一些单
词，一张一张抽着让学生念。

就在我刚参加工作的那几年，老
师们依然用粉笔在黑板上书写，一堂课
下来，头发上、衣服上沾满一层白白的
粉笔灰。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本教
材，是老师上课沿袭了几十年的三大教
具。

2007年，计算机在教育领域开始
普及，老师们也有了自己的笔记本电
脑。以前为了获得足够多的资料，老师
们到处托人寻找教辅书籍，现在备课资
料都在电脑里；以前需要将备课内容一
点一点地书写到黑板上，如今一件PPT
就能解决问题。2014年，地处农村的
皂户李镇中学教室里也安上了多媒体
一体机，现代化教学设备给课堂教学带
来了巨大改变。

作为曾经的学生和现在的教师，
我可以说见证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
教育事业的发展变化。每当我静下心
来，把自己的成长放到改革开放的大环
境中去回忆时，会不禁感慨：我们是改
革开放的见证者、推动者、受益者。

（作者单位：惠民一实皂户李分校）

踏着改革开放的足迹一路成长
——一名乡村教师对改革开放的感怀与感恩

耿沛芳

1948年4月22日，渤海区工商局、
渤海分行发出《关于禁止银元流通的
联合指示》。指示指出，自胶济铁路沿
线战役胜利后，渤海区银元市场公开
流通，并大量外流，仅“北镇一集即外
流七八万元”，黑市价格更超过农村价
格的一半。若不加以限制，必定刺激
物价波动，扰乱金融市场。

该指示分析银元外流和波动的原
因有三：一是土改不深入，地主富农积
存的银元乘机外逃；二是鲁南、胶东银
元价格高，战局动荡，逃跑到济南的商
民大量吸收银元作为硬通货；三是新
解放区已经废除法币，而本币尚未占
领市场。为此，该指示作出如下指示：
一是严禁银元在市场上作为公开货
币，严禁买卖。二是由当地农会登记
管理，禁止外流，一律向银行按价兑
换。三是银行收兑牌价不能离开黑市
价格太远，应当随时价升降。四是发
放本币，积极占领市场。

1948年7月31日，渤海区工商局、
渤海分行检讨和总结过去收买银元的
经验教训，发出《关于统一收购银元的
指示》。该指示开宗明义，“在收买的
方针上，仍是贯彻防止银元流入蒋区，
尽量争取入口。在边沿牌价上，应与

黑市相等，以达到收买的目的。内地
价仍是与边沿价相协调，减少彼此间
差额过大给奸商投机，求得稳定吸
收。今依这一精神，确定牌价收买
之。”

到1948年下半年，渤海区政令畅
通，社会安定，市场繁荣，其中，与渤海
区整顿银元市场的成功密不可分。

扒着门缝看历史。我认为，渤海
区成功整顿银元市场的第一条就是按
照市场规律整顿市场。渤海区兑换银
元的规定首先是不能离开黑市价格太
远，其次是要按照黑市价格进行兑换，
不能给奸商投机的机会。政府按照黑
市价格兑换，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能够
堂堂正正地兑换，谁还愿意冒着犯罪
的风险到黑市兑换呢？

扒着门缝看历史。“北镇一集即外
流七八万元”。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
数字。按照当时市场价格粗略计算，
每块银元能买八升高粱。当时北镇地
区升、斗是不统一的，即便按照小斗、
小升，即每升3斤，每斗30斤计算，由
此，北镇一集相当于高粱的货物（银
元）流通量大约是64万升高粱，约200
万斤高粱。北镇大集水陆码头、交通
枢纽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应对银元外流，渤海区整顿
市场的手法高明得很

侯玉杰

一等奖一等奖（（33篇篇））
春花绽放春满园春花绽放春满园 周福楼周福楼
改革开放中的调查与研究改革开放中的调查与研究 曹同章曹同章
滨州市公共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诞生记滨州市公共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诞生记 朱万春朱万春

二等奖二等奖（（1010篇篇））
改革开放四十载改革开放四十载 穿越时空五千年穿越时空五千年
———山东省博兴县兴福镇崛起之路—山东省博兴县兴福镇崛起之路 王际灵王际灵 李萍李萍
父亲的父亲的““候鸟候鸟””生活生活 周新颜周新颜
下岗的水井下岗的水井 李树坤李树坤
我的五次乔迁之喜我的五次乔迁之喜 周福楼周福楼
三场婚礼见证农村路的变迁三场婚礼见证农村路的变迁 赵长征赵长征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兴起繁盛是农村改革一大创举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兴起繁盛是农村改革一大创举 曹同章曹同章 宋立成宋立成 宋春华宋春华
由远及近呼唤你由远及近呼唤你———小记我的通讯史—小记我的通讯史 顾金菊顾金菊
回首十年文艺路回首十年文艺路 徐沛琦徐沛琦
我的我的19781978年年 邵云瑞邵云瑞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前就开始搞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前就开始搞““包产到组包产到组”” 范道彭范道彭

三等奖三等奖（（2020篇篇））
风正迎来盛世梦风正迎来盛世梦 政通留得乡愁情政通留得乡愁情 马建新马建新

看电影看电影，，说变化说变化 张士国张士国
乡村校园看变迁乡村校园看变迁———赞新时代美丽乡村教育发展—赞新时代美丽乡村教育发展 王忠祥王忠祥
电视机里的故事电视机里的故事 王卫东王卫东
与改革开放同步与改革开放同步，，为火红年代而歌为火红年代而歌 李永水李永水
滨州水文改革开放四十年辉煌滨州水文改革开放四十年辉煌 卢光民卢光民
从麦收变化看滨州发展从麦收变化看滨州发展 靳希俊靳希俊
房改房改：：率先吃螃蟹的滨州人率先吃螃蟹的滨州人 曹同章曹同章、、袁达袁达、、赵坤赵坤
从独轮车到家庭轿车从独轮车到家庭轿车 马庆国马庆国
撑起一片天的人们撑起一片天的人们 赵云平赵云平
从教二十年记从教二十年记 苏振华苏振华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交通工具及道路的变迁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交通工具及道路的变迁 卢则春卢则春
4040年改革开放沧桑巨变的家国情怀年改革开放沧桑巨变的家国情怀 王王 勇勇
我所亲历的麦收我所亲历的麦收 李新忠李新忠
改革开放四十年看乡村巨变改革开放四十年看乡村巨变 郑玉平郑玉平
五奶奶五奶奶、、地震和蛇地震和蛇 刘树行刘树行
我家住房的变迁我家住房的变迁：：从过去的茅草屋到现在的楼房从过去的茅草屋到现在的楼房 程连华程连华
照片故事之那间办公室照片故事之那间办公室 邢建国邢建国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滨州企业改革者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滨州企业改革者 纪象启纪象启
出伕出伕 吴加元吴加元

征文活动获奖作品名单

1 月 12 日早晨 6 点半，沪滨爱
尔眼科医院 6 楼眼底病门诊已经
坐满了人，患者及其家属都在等待
着赵培泉教授开诊。眼底病中心
主任、特需专家、主任医师赵培泉
定期从上海到沪滨爱尔眼科医院
坐诊、做手术，这为滨州疑难眼底
病患者带来了福音。

在眼底病检查室，有一位只有
4 岁的小患者明明（化名），在赵教
授复查完后，安安静静地等着拿
药，他已经接受了两次手术，现在
视力正在慢慢恢复。

明明妈妈回忆这一段求诊问
医的过程，满是感动。2018 年 5
月，一次眼检查中，明明被查出视
力有问题。妈妈带着明明到济南
一家眼科医院检查后，医生告诉妈
妈，明明的眼睛不是单纯的弱视，

而是眼底病，病症比较复杂，以目
前医院医疗水平无法进行手术，建
议到上海找赵培泉教授接受进一
步检查。

焦急的明明妈妈立马带着明
明到了上海，验血检查后确诊患的
是黄斑前膜病变，需要手术治疗。

“就在我们预约赵教授做手术时，
让我们特别意外的是，要在上海等
赵教授给孩子做手术，最少要等两
年。”明明妈妈说：“我们特别着急，
可是没办法只能等，怕眼睛状况会
越来越坏，我们 8 月又去了一次上
海。”

在上海，明明妈妈得知赵教授
每个月都会到滨州定期坐诊。“当
时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太激动了，我
们家就在邹平，去滨州不但近，还
能给孩子做上手术，真的是非常幸

运。”
明明妈妈介绍，当时和明明一

同手术的还有一个来自济宁的孩
子，经过询问，才得知他们求医一
年最后才得以在滨州沪滨爱尔眼
科医院得到赵教授的手术治疗。

“比起济宁的这位家长，我们真的
非常幸运，9 月 2 日在医院老院接
受的右眼手术，12 月9日在新院进
行的左眼手术。”明明妈妈说，“小
孩子做检查和手术都会哭闹，可是
医生护士都特别用心，边哄孩子边
做术前检查，整个过程非常顺利，
让我们家长非常放心。”

经过了两次手术，明明的视力
正在慢慢恢复，目前检查情况良
好。下一步，明明还将在沪滨爱尔
眼科医院接受进一步的弱视矫正
训练。

据了解，赵培泉现任国际眼科
联盟（ICO）糖尿病眼病防治特别
工作组委员，亚太玻璃体视网膜协
会（APVRS）理事会理事，中华医学
会眼科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
会上海分会眼科学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眼底病学
组委员，中华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
会委员。率先在国内开展早产儿
视网膜病变防治工作，创建了中国
第一家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筛查培
训中心。率领其团队进行的“中国
小儿视网膜疾病诊疗规范的兴起
与推广”成果入选“中国眼科学
2009 至 2013 年十大研究进展”。
擅长成人及小儿玻璃体视网膜疾
病的诊治，特别擅长复杂性眼底疾
病的显微手术，并有娴熟的白内障
超声乳化技术。

国际著名眼底病专家赵培泉教授定期坐诊沪滨爱尔眼科医院
在家门口享受国际一流诊疗技术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田政 通讯员 赵晨颖

过去的农村小学课堂过去的农村小学课堂。。（（来源网络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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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底病中心团队。

赵培泉教授为患者检查眼底。赵培泉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