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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 马云丹
东风拂面，撩起上山的念

想。固然此时春寒料峭，可山
上的雪是春雪了。有了春字
儿，就有了融融暖意，雪下泥土
中，种子正舒展了懒腰，向春
而行。

昨日闺密说：此刻要能在山
林间的石台上煮一壶雪茶，足
矣。瞧，这春心是怎么也关不住
了。诗云：寻春须是先春早。那
还等什么，上春山呀！

我用竹篮装了绿茶、红酒和
酒肴，还有精致的杯盏和碗碟，
罩上一方靛蓝花布。暗喜，这竹
篮中也藏了一个蠢蠢欲动的春
天呀。闺密则用布袋背了铁壶、
牛奶和面包。

高山之处我们去不了，一
来进山不得带火种，二来山高
体能不给力，于是便向了青石
山坡去。山坡不陡不峭，青石
之间多是松树，远看挺立有序，
而走近它们时却发现，树下有
许多的小松树嬉闹成片，随着
阵阵微风而动，萌萌地散出新
绿的松香。

我沉浸式地深呼吸，享用
一番松香绿氧。转头却见，闺
密正双手拢着几棵小松树深情
地嗅着，真真的是痴醉了。不
约相视时，我们忍不住为各自
的痴醉大笑起来。此处，无松
声澎湃，却有沾染了松绿之香
的笑声，谈不上天籁，却有畅怀
之音回荡在山坡之上，欣喜
辽阔。

偶有鸟鸣声传来，向天空望
去，湛蓝里有云成团如棉，亦有

丝缕如纱。多想抱一团云朵回
去，赠予心悦之人，只是“山中何
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
悦,不堪持赠君”。收回视线，眼
前亦是松绿与雪白，自然之伟
大，这天上地上风光同好！

阳光下春的寒意，更显清
透。有积雪耀眼的清白，有青石
反耀的光白，都有着自己的清
傲。终于，我们被一块平整洁净
的大青石“邀请”，青石宽阔而圆
润，铺上靛蓝花布，用捡来的松

塔压住四周，摆上青色茶具，春
意冉冉。

山坡一侧，两块巨大陡立的
山石之间，挂着几条长长的冰
凌，在阳光下融化水滴落到枯叶
丛中。闺密拿了铁壶接水滴，叮
叮咚咚的冰凌水滴为我们歌唱
着春天。我们也歌唱，唱一首蕴
藏着生机的老歌《春光美》：我们
在回忆，回忆那过去，在冬天里
的山巅，露出春的生机……

如果在这寒意与春意交融
里，看到了花朵，惊喜的眼泪
会夺眶而出。在一处薄雪里，
有几枝待放的鹅黄色花苞跳入
我们的眼帘，激动得我们都不
敢欢呼，按捺着狂喜，蹲下来
欣赏它。这是什么花？拿出手
机拍照搜寻它的名字。是冰
凌花！

曾无数次踏雪寻梅地去相
遇春天，却从来没有偶遇过冰凌
花的春意。该怎么来形容这雪
中的金盏？如梦如幻？顽强坚
韧？似乎都不够贴切。闺密说
它是柔软的。对！是柔软的，唯
有柔软才能不折不挠向上生长，

也唯有柔软才会含着春意挺立
在冰雪中。

静静地欣赏，然后悄悄地撤
回。垒三块小青石为灶，用捡来
的枯叶和松枝慢慢烧那壶冰凌
水。摆出酒肴，斟了红酒，与闺
密小酌在这山野间，细听时光拔
节将脚下的土地柔软。

酒意微醺，唯茶知心。冰凌
水冲绿茶，叶片先翩舞后宁静，
轻慢慢展出春天的嫩绿。闺密
情动痴语：寒意里温暖辽阔，足
矣，足矣！

闺密在朋友圈晒出山坡上
的美景图片，引来众多评论：这
么冷的天上山，是傻了吗？这花
是图库里下载的吧？确定那冰
凌水能喝？闺密只回一句：春山
雪中有禅意，春寒不冻灿烂人。
我附和一句：上春山呀向云端，
相遇刹那八万春。

说归说，话归话，不去春山
怎知春风得意正少年，不到春山
怎知春如许，不踏春山怎知踏遍
春山不思还的留恋之情。上春
山，何必等到花红柳绿。向云
端，真实的我们走向春那边！

上春山向云端

□ 刘传渭
时间回到1984年。时值党

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像和煦的春
风吹拂着祖国大地。祖国“四
化”建设，日新月异，骎骎日上。
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形势喜人。
据报载，我国南方有几个省份已
建成十多所民办的高等学校。
不久，淄博大地诞生了一所民办
高校——— 鲁中职工大学。她的
出现，轰动一时，引人关注。欲
知详情，细听根苗。

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精
神鼓舞下，我们工业、科技、文教
等系统部分离休和退居二线的
老干部，经过多方磋商，决定自
筹资金，创办一所民办的全日制
大学———“淄博工业大学”，为振
兴淄博经济服务。

“淄工大”以党的十二届三
中全会决议精神为办学宗旨，
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充分挖
掘社会潜力，利用淄博工业城
市优势，发挥老干部的作用，不
要国家投资，因陋就简，采取短
学制、新专业、少而精等快出人
才的办学措施，对学生实行收
费、不包分配的办法，为我市机
关、厂矿、乡镇企业、第三产业
和“两户一体”（“两户一体”，即
上世纪80年代的个体户、万元
户，经济联合体。）等国民经济
各部门，培养具有大学专科水
平的“四化”建设人才。（选自
1984年10月23日《淄博市部分
离休和退居二线的老干部发起
创办“淄博工业大学”的请示报
告》）

1984年11月份，淄博市人
民政府批准“淄博工业大学”
筹建。

“淄博工业大学”的筹建工
作，在市委、市政府领导、关怀支
持下，受到社会各方面人士的极
大关注和热情支持。自市政府
上一年11月批准筹建以来，各
项准备工作的进展更加迅速和
顺利。经过3个多月的准备，对
校址选点、规划设计、资金筹集、

专业设置、师资组建和办学方法
等问题，在争取有关方面的意见
后，根据我们的实际条件，进行
了具体的规划安排。目前，各项
准备工作已基本落实。（选自
1985年1月《淄博工业大学筹建
情况报告》）

“鲁中大学”（原定名淄博工
业大学）校址选定在规划中的红
旗四路西首路南，西六路与西七
路之间。

建校的总体规划是：规模
3000人，占地200亩，校舍7.5
万平方米，总投资1500万元。
1985年春季开工，到1991年
全部建成。第一期工程，建筑
校舍5000平方米，投资70万
元，容纳学生500名，1985年3
月到7月建成。第二期工程，
建筑校舍1.5万平方米，投资
180万元，于1985年至1986学
年度建成。其余工程，至1991
年分期完成。

资金问题。建校总投资的
筹措，由社会集资和学校自筹的
办法分期解决。当时，社会集资
已达160余万元。第一期工程
可以如期开工。此后办学经费
的来源，主要靠四条途径：一是
受益单位支付部分开办费，二是
学生按规定交纳学费，三是科技
咨询服务和科研成果有偿转让，
四是兴办各种企业。根据匡算，

“七五”期间平均每年收入300
万元左右。这样，办学和基建经
费均可得到解决。

该校专业设置。计划先开
设经济管理、工业与民用建筑、
林果蔬菜、建材、医药等专业。
今后将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
要，陆续开设新的专业。该校
的学制，近期先开设大学专科，
学制为两年或三年。同时，积
极创造条件开设本科，学制
四年。

师资问题。教师实行聘任
制，凡应聘期一年至四年，每年
授课200学时以上者为专任教
师，聘期不满一年的，为客座教

师。教师的聘请，以淄博、济南、
东营等近校地区的大专院校、科
研单位和厂矿企业为依托。并
聘请外省市的专家、学者和知名
人士来校讲学。已商妥应聘的
专任教师45人，其中教授、副教
授8人，讲师、工程师36人。应
聘的客座教师15人。

招生问题。近期以淄博市
为主，以在职干部、职工为主，面
向机关、厂矿、第三产业、乡镇企
业和“两户一体”等行业。1985
年招生300名，纳入省成人高等
学校招生计划。毕业不包分配，
国家择优录用。

教学管理，实行学分制。学
生的期终考核和毕业考试，由山
东大学、山东工业大学负责命题
和评定学业成绩。凡通过考试，
积满学分者，不论时间年限，即
行颁发毕业证书，承认大专
学历。

该校领导体制。实行校董
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
实行任期制，由校董会聘任，校
长以下工作人员，由校长聘任。
（选自鲁中大学校董会：《鲁中
大学规划基本情况》，1985年
2月）

1985年3月，市政府《关于
创办鲁中大学的请示》报省政府
审批。

1985年4月，山东省教育厅
《关于同意筹建鲁中职工大学的
批复》，同意筹建鲁中职工大学。

同年4月，山东省教育厅
《关于一九八五年职工高等学校
招生工作的通知》中，分配给鲁
中 职 工 大 学 的 招 生 名 额 为
280名。

建校伊始，边建校边招生，
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全体工作
人员（笔者厕身其间），上上下
下，不计时间，不讲条件，不计报
酬。心向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勤奋工作，共同努力，早一天建
成学校，多培养人才，为“四化”
建设做出贡献，已形成共识。德
高望众的老领导们一如既往，热

心关注，热情支持学校建设。老
校长废寝忘食，日夜操劳，功不
可没。副校长身先士卒，清理厕
所，搬运桌凳。负责基建的是一
位“老专业”，施工要求非常严
格。技术不过硬的建筑队一律
不准进工地，哪里质量不合格，
坚持推倒重来。有位同志为了
购买合堂教室的座椅，不分昼
夜，南上北下，为的是少花钱，多
办事，最终买到物美价廉的物
品。那时交通不便，张贴“招生
简章”，去媒体作广告宣传，主
要是靠两条腿。当时，有位教
师负责临沂地区和枣庄市的招
生工作。由于宣传工作细致到
位，吸引了很多考生前来报名
应考。在1985年山东省成人高
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中，该教
师往返两地之间，在当地招生
部门的协助下，把考场组织安
排得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圆满
地完成了招生考试工作。紧接
着，这位教师从枣庄乘夜车返
程，至淄博站时已是第二天凌
晨3点钟，只好花2元钱雇了辆
三轮车赶到学校。稍稍休息，
早晨7点又投入到护送试卷去
青岛的工作中去。（当时省教育
厅规定：各科考试结束后，各学
校立即派专人将试卷集中送往
青岛市职工业余大学，以待集
体阅卷。）类似的例子，还有很
多。辛勤的汗水，换来鲁中职
工大学的校园景象。展现在人
们眼前的是：学校办公室、教
室、合堂教室，食堂、餐厅、教工
宿舍、学生宿舍，图书馆、医务
室、校办工厂，等等。

是年九月，秋高气爽。鲁中
职工大学准时开学，并举行了隆
重的开学典礼！

那时，学校教学管理是严格
的，以工艺美术专业为例，任课
教师全部是从山东艺术学院聘
请的教授、副教授来校授课。学
生学习也是十分刻苦努力。冬
天的夜晚，教室外冰天雪地，教
室内没有暖气，没有火炉。有的

学生在练临摹，练素描，学画画，
精神专注，一丝不苟，场景着实
令人感动。需要说明的是，这批
学员毕业后，在各自的岗位上努
力工作，成为国家的建设人才。

那时的校园生活也是丰富
多彩，生动活泼。例如，学校定
期举办各种类型的茶话会、座
谈会、联欢晚会等，邀请当地驻
军英模来校作事迹报告，邀请
一些市级文艺团体来校演出，
等等。

1986年2月，“鉴于鲁中职
工大学校董会提出不再继续办
学的请求及学校面临的实际困
难和问题，市委决定鲁中职工大
学停止筹建”，并对鲁中职工大
学的校舍、教职员工、鲁中职工
大学按省招生计划，经过统一考
试招收的128名学生以及电大
班、补习班，做了妥善安排。鲁
中职工大学由此退出历史舞台。
时间过去了整整四十年，鲁中职
工大学或许被人们渐渐淡忘。
然，鲁中职工大学对社会做出的
贡献，亦是不争的事实。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
有资料显示：截至2020年，全国
共有771所民办高等学校（不含
其他各级各类民办学校）。办学
层次分别为大学专科、大学本
科、硕士研究生。在校大学生
791.34万人，在校硕士研究生
2556人。国家先后颁布了《社
会力量办学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
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等法
律法规。

以明代文学家杨慎的《临
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结束
本文：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
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

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鲁中职工大学”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