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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茂名教育学院的日子
陈政绍

割 松 香 的 日 子
黄维善

“十万元”起家

1983 年 8 月实行市管县体制，
茂名市辖管高州、信宜、化州、电白
四县和茂南区，人口 515 万人。当
时茂名地区初中教师严重不达
标。1984 年茂名市初中教师达标
率仅为13.69%，排在全省平均达标
率的后面。为了普及义务教育，解
决初中教师严重不达标的问题。
1984年7月15日，广东省人民政府
批准：“同意创办茂名教育学院，与
师专同等地位和待遇。”

中共茂名市委、市政府十分重
视“茂名教育学院”的创办，成立以
副市长邓刚为组长的领导小组，我
是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茂名教育学院当时的任务是：
培养培训我市的初中校长和不达
标的初中教师，规模300人，计划招
收二年制在职师专生 8 个班，教职
工编制120人。

茂名市政府当年经济很困难，
只能拿出十万元作为创办费，以后
逐年增加投资。校址以原茂名市
进修学校为基地。校园面积只有
19 亩多。1986 年市政府又从园林
处再拨地15亩给教育学院，校园面
积达到35亩。

原茂名市进修学校办学条件很
差。校内只有一栋三层的教学楼（约
1300m2）和一栋教工宿舍（约800m2），
两排泥砖房和一个 70多m2的小饭
堂，总建筑面积约3000m2。教职工
30多人，只有15位中师教师。

在这种简陋的办学条件下，由
十万元起家，只能采取边办学边建
设的办法。1985 年第一次招收在
职师专生，设中文、文秘、政史、数
学四个专业班，学生共 197 人。没
有课室只能到市十二中租用，教师
不足，聘请校外教师来上课。

茂名教育学院是成年教育高
校。由于茂名市地区没有师专院
校。从1986年起，省教育厅要我院
每年招收 200 名普通师专生（即高
考第四批）学制二年。

1987 年 5 月广东省副省长王
屏山率省高教局长李修宏、省文教
处长等一行人，来我院视察。副市
长黄庆道、市教育领导陪同视察。
我向他们汇报办学二年的情况后，
他们先后参观新建的教学大楼（3
号楼）和学生宿舍，看到学生宿舍
又大又明亮，每间宿舍设有卫生间
时，王屏山副省长说：“这是研究生
住的水平。”他和李修宏局长在学
生楼前面为我院种下了一棵“南洋

杉”纪念树。回到会议室休息，他
对我院的工作表示很满意。他说：

“办学二年多时间，建成这样的规
模很不容易呀！”并挥毫为我院题
词“加强师德教育，培养新型教
师”，为我们指明了办学的方向。

他们此次来茂名是想与市政
府领导商议办茂名师专的问题，他
们想在茂名教育学院的基础上，创
办茂名师专，实行“茂名师专”和

“茂名教育学院”两个牌子，一套人
马。但因为在学院地址和经费问
题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茂名师
专”的牌子没有挂上。但李修宏局
长给我院开办“师范大专班”，每年
招收200名师专生，学制三年（即高
考第三批），办学经费按规定由省高
教局拨给。我院招收“师范大专
班”，是全省十三所教育学院中唯一
的一所。这样，办学三年，上了三个
台阶。学生由1985年的197人上升
到 1987年底 904多人（包括部分在
校中师生）。从 1986 年起，我院承
担了教育学院和普通师专两种不同
类型的教学任务。到 1989 年我院
全日制在校的师专生达到 1100 多
人，教职员工198人。

由于省、市政府的重视，我院
的办学条件逐年有了很大的改
善。师专课程的各种实验仪器设
备基本齐全。学院建筑面积达到4
万多 m2，校园面积扩大到 50 亩。
全院 8个系，13个专业，200多门课
程全部由我院的教师承担，办学四
年，初具规模。

求生存 图发展

1990 年至 1992 年，省教育厅
停止地市教育学院招收普通师专
生和“师范大专班”。转为培训初中
校长和在职中学教师的继续教育。
我院全日制在校的学生从 1100 多
人，减少到471人。中学校长培训班
一年只能办一次，一班只有几十
人。初中教师紧缺，来校脱产学习
的人数不多，生源严重不足，生化
系只能两年招一个班。学生突然减
少，我院 40 多间教室大部分空着，
十几个刚建立起来的实验室大部
分用不上。很多教师没课上，经济
十分困难。市财政每年拨给我院的
教育经费，是按在编人员 176 人工
资的 80%，其余 20%要靠收学费来
补充。对超编人员和临时工的工
资，要由学院自负。当时我院有教
工198人，还有十几个临时工，每月
的工资都不够支出，学院的办公
费、水电费也没法解决，学院进入

“三年困难时期”。
面对困难时期，学院党委曾动

员有门路的教师可以另找工作，减
少学院在职的工作人员。但要求调
走的人不多，只有 6-7 人。大部分
教工，愿意留下来共度难关。

如何克服当前的困难，带领
200 多名教职工度过难关？学院党
委组织全院师生认真学习邓小平
的教育思想和中共“十四大”的精
神，认为教育学院要发展，必须进
行深入改革，打破教育学院只能培
训中学校长和培养不达标初中老
师的框框。要面向社会，坚持为基
础教育服务和为当地社会经济发
展服务的办学方向，逐步走上自我
发展的道路。为此，学院发函《关于
深化教育改革，拓宽办学路子的意
见》，要求各教学单位，在完成计划
内的教学任务后，可以根据各专业
的特点，开办各种计划外的教学
班、培训班，自学考试辅导班等，为
茂名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各类
应用型的人才。

这个决定得到广大教职工的
拥护。各教学系纷纷行动起来，挖掘
办学潜力，拓宽办学路子。中文系在
1991年与省教育学院共同办起“本
科自学考试辅导中心”和“文秘班”，
招收147名学员，1992年被评为“茂
名市社会力量助学先进单位”；物理
系办起“中级电工班”，培训1500多
个中级电工学员，1993年被茂名市
劳动局定为市电工考核中心；1992
年 5 月，学院与市人事局联合举办
市直机关干部《专业证书班》，参加
学习的学员3161人。数学系办起“电
脑班”和“会计上岗证书班”，招收学
员645名。英语系办“英语本科自学
考试辅导班”；政史系和地理系与市
税务局、工商局共同办“大专证书
班”；计算机系开设“计算机培训班”
等等。这些计外班很受市机关干部
和社会人士的欢迎，参加学习的学
员达3000多人。

学院坚持办计内班和计外班
相结合的办学方式，既为基础教育
服务，又面向社会，为当地社会经
济发展的服务。解决生源不足的问
题，把学院办活了，使我院度过了
难关。学院和教职工的收入增加，
稳定了这支 200 多人的教职工队
伍，为学院以后的大发展打下了基
础，同时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过
去我院的教师只适用于师范学科
的教学，通过办计外班，大部分教
师又能胜任其他学科的教学，增强
我院的办学能力和影响力。

1993年以后，省教育厅和省高
教局又恢复我院招收普通师专生和

“师范大专班”的学生。学院进入大
发展时期，在校全日制的师专生达
到 1800 多人，函授学员一千多人，
还有几千计外班的学员，教职员工
达到240多人，学院的日子很好过。

1994 年 3 月 13-14 日，国家教
委师范司副司长孟吉平率综合处
长包同增，中师副处长唐京伟，主
办科员胡巍在省教育厅人事处长
朱国华的陪同下来我院视察。副市
长麦慕贞、市教育领导陪同视察。
他们听取了学院领导关于办学情
况的汇报后，分别深入到学生宿
舍、教室、图书馆、实验室、教工宿
舍、连黑板报也不放过。同时又找
一些学生、教工谈话。在对市领导
和教育局领导的反馈会上，孟吉平
副司长肯定我院的办学形式，使我
们解除了怕犯错误，准备挨批的思
想顾虑，增强我们办好茂名教育学
院的信心和决心。

1995 年在广东第十次教育学
院协作会上，介绍我院的办学情
况；1997年6月，全国地市教育学院
第七次年会在我院召开。会后，我院
的办学经验，发表在《中国职工》杂
志1997年第11期和《全国教育学院
信息》报上。

办学成果 可喜可贺

茂名教育学院办学十六年，教
育成果可喜可贺。

办学十六年，培养和培训约一
万名师专生，为茂名市普及义务教
育做出重大贡献。我市从 1984 年
全市初中教师达标率 13.69%，到

1998 年初中教师的达标率已上升
到84%，超过全省的平均水平。

据 2001年统计，全市有 600多
所中小学校的校长为我院的校友。
如现在高州中学的校长黄炬光、高
州一中的校长杜锡孟、信宜中学校
长钟国胜、化州一中校长陈敬等重
点中学的校长是我院的校友。黄炬
光、钟国胜等校友被评为全国优秀
教师。同时我院还为国家培养 50
多位处级以上的干部和几千名适应
社会需要的各类人才，为茂名社会
经济的发展做出一定贡献。

办学十六年，学院加强对学
生思想政治工作，把德育放在首
位。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立志做一
名优秀的人民教师。 1987 年 1 月
26 日《南方日报》头版头条报导我
院“加强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结硕
果，茂名教育学院学生奋发上进”
为标题的报导。1990 年 2 月 2 日，

《南方日报》又以“茂名教育学院
进行党的宗旨教育，学生争读马
列形成风气”的报导，《人民日报》
1990 年 2 月 8 日转载《南方日报》
的报道。

从 1991 年开始，我院举办“初
中校长岗位培训班，共办 5 期，培
训 196 位初中校长。举办镇教办
主任培训班二期共 82 人。培训见
习教师 894 人。经过培训，使我市
初中校长基本做到“先培训，后上
岗”，全市所有的初中校长全部合
格上岗。从 1998 年开始，我院又
办了四期初中校长提高培训班，
使我市初中校长的整体素质有了
很大提高。

建设和稳住一支高水平的高
校教师队伍，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
忧。1984年创办学院时，没有高校
的专职教师，只好从全市抽调14位
完全中学的校长来担任中级职
务。教师严重不足，后来我们从全
国一些高校调入 20 多位讲师以上
的教师，作为教学骨干，还聘请了
新西兰、美国五位外籍教师来教英
语课，保证英语的教学质量。并有
选择地吸收各重点大学本科、硕士
毕业生来校任教；保送十多位青年
教师到北师大、厦门大学和华南师
大学等读硕士研究生课程和脱产
读硕士研究生，提高青年教师的教
学水平，组成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
教师队伍。

形成团结奋进，尊师爱生的好
校风，建立一套遵纪守法的管理制
度。营造树德育人的良好学习环
境。使我院办学十六年从未发生任
何重大的政治事故和安全事故。学
院多次被茂名市政府评为“文明校
园”“安全文化小区”等称号。1989
年我被国家教委、人事部、全国教育
工会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1996年被广东省教育厅、人事厅、省
教育基金会评为“南粤优秀校长”。
这是全院教职员工共同努力的结
果，也是上级教育部门对我院办学
成绩的肯定。

回顾茂名教育学院办学十六
年，是艰苦创业的十六年，是开拓奋
进的十六年，也是为茂名地区普及
义务教育和茂名市社会经济发展做
出积极贡献的十六年！我院取得的
办学成果得到市领导和教育局的高
度评价和赞扬。

时昌叨往事，闲暇念乡人。
昔日亲身历，回思更觉新。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是我在
农村务农的日子。那时的农村生
活是十分艰苦的，生产队以农业
为主。可是，对于田地少、产量低
的山村，劳动日值能达三角钱的生
产队，社员们就会高兴得鼓起掌
来，以致干劲倍增。我所在的高城
大队簕竹埇生产队，因为冬闲烧砖
瓦窑，春夏秋季割松香，收入不错，
劳动日值可达四角以上，算是高城
大队高劳动日值的佼佼者。

一九六七年春分刚过，队长
安排我割松香，我乐意地接受
了。学习割松香应该比学习写字
容易吧，那么多汉字都难不了我，
抓割香刀难道会比抓笔更难吗？
倔强而不甘居人后的我一声“得
令”后，立刻跑到离家十多里的佑
英大队金财村访师。原来，割松
香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神秘，只不
过是在松树上削去鳞片，再开个

“丫”字树口，在这一竖的末端打
个小竹简，竹简下再装个加盖的
瓦盅（特烧制的盛松脂容器），就
可以开工了。在与师傅闲聊时得
知，采割时香刀要锋利，向上推刀
用力要稳准，不要过浅或过深；刀
口要外高内低，以防松脂外流；每
次只要割新树口，切忌过厚，才能
延长采割年限。

理论掌握了，实践更重要。
开始几天，香刀总是不听使唤，
不是过浅就是过深。困难难不
倒铁汉子！一个星期后，我的技
术变得娴熟，所走的既不漏树又
不重复的串树路，也被我的脚板
磨出了一条盘盘曲曲的羊肠小
道。一难过去，一难又来。起松
香才是最艰巨的工序，松树的树
脂多寡悬殊，质量差异很大。树
脂质量好的，面上一层黄黄的油
脂，下面的松脂都是软软的，就
算满满一盅，香刀一搞，就可以

直接倒进香桶了。可是那些质量
差的，不管是一盅或半盅，比坚冰
还坚，凿老半天也凿不了一个盅
的。掌心由红变痛，变血泡，以致
泡穿后痛似刀割，但是还得咬牙
继续干下去，我所割 400 多个树
口，往往要一天半才能起完。每
当我回忆起这个工作，掌心仿佛
还在隐隐作痛。

割完松香，我们夫妻俩还得
自己担松香去收购。那时的松香
厂在信宜中学附近，从家到松香
厂有十公里的坎坷山路。记得那
时每次松香200多斤，我挑一担约
120斤的大桶，有时再加10来斤的
一小桶或两小桶，老婆挑 80 多斤
的一担。半路休息时，老婆往往
要从我处抢走一小桶放在她的担
上，我怜惜她，她更怜惜我，贫贱
夫妻，虽贫亦乐！每次松香收购，
生产队会有百分之一的奖励，大
概是一元几角的奖励金，拿到奖
励我第一时间就犒劳辛苦而好心
的老婆和自己的嘴巴啦！说是犒
劳，每人一角半钱一大碗的猪杂
粥，有时，老婆还舍不得吃！

割松香工作我干了两年，每
年从春分开刀至霜降休刀，整整
七个月与松树搏斗，我每天早上5
点半钟出门，爬山去到树口处要
走 45 分钟，天已亮了，就开始干
工，一直干到中午12点，结下了不
解之缘。

回 首 辛 酸 的 过 去 ，记 忆 犹
新。现在我们夫妻俩都是享受退
休金、且年过八旬的老人了，像我
这样用瓦盅盛松脂，又肩挑 10 公
里往松香厂收购的现象已一去不
复返了。国家在进步，乡村在振
兴，村村有了硬底化公路，家家都
有摩托车或汽车了，人民生活已
进入小康社会。短短 50 多年，农
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共产
党多么伟大啊！共产党的恩情我
们永远不能忘记！

近年来，茂名市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和省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决策部署，对标“三年硬任务”，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取得
了显著成效，极大地提升了群众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这种局面来之
不易，是经过几任领导、两代人的
努力而取得的。我从 90 年代初开
始，担任茂名市第四、六、七、八届
政协委员以及市第八届人大代表，
加上参加其他一些文艺社团组织
的活动，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工作，
几乎全程见证了我市乡村振兴三
十年的全过程。

记得在 1990 年至 1995 年之
间，我市农村先富起来的农民在各
地乡村开始了轰轰烈烈拆旧建新、
改造泥砖房（含红砖瓦房）的热潮。
当时，市委市政府领导顺应民心，出
台有关规定，支持乡村泥砖房改造，
在宅基地拆旧建新审批上也适当放

宽条件，使一大批新建的楼房在农
村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形成了
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但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形成
“有新楼，无新村，道路不通，垃圾
遍 地 ，污 水 横 流 ”的 尴 尬 局 面 。
2000年前后，我在当选市第八届人
大代表及市第六届政协委员期间，
积极履行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职
责，关心乡村振兴建设，撰写提案
（建议）为乡村振兴献计献策。正
如时任市政协副主席何祖干同志
在工作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市人
大代表王如晓同志在调研中发现，
近年来不少富裕起来的农民由于
种种原因，放弃祖居旧址，抢着到
村周围另批新址建房，不少乡村造
成了人们俗称的‘空心村’。为此，
他提出了《关于遏制‘空心村’的产
生和合理利用‘空心村’的建议》，
该案被市有关部门采纳。随后，四

县（市）两区的政府都分别制定了
农村土地整体规划方案，开展了农
村‘山、水、田、林、路、村’的综合整
治工作，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当年，市政府根据农村缺乏统
一规划的现象和参考我的提案内
容，提出新农村建设要首先解决前
期的规划问题，并要求市建委（住建
局前身）组织人员调研，制定相关规
定。由市建委牵头组织了部分乡镇
有关领导及部分市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到外地参观学习，借鉴先进地
区新农村建设的经验。通过学习借
鉴，找出自身的不足，并向市政府提
出整改方案。自此，我市乡村规划工
作提上了议事日程，各县（市、区）均
着手进行这项工作，茂南区金塘镇的
姚村作为首批试点村之一，组织我
们去现场参观指导。

还有，市政协组织全体委员参

观了电白树仔登楼村的新农村建设
情况，委员们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建
议以该村为榜样向全市推广经验，
严查未批先建及无规划乱建。

自此，我市农村无序建设的状
况得到控制，逐步走上正轨。各县
（市、区）亦以电白县树仔镇登楼村
为样本，选择条件较好的村庄开始
试点建设新农村工作。从 2002 至
2006年，市委、市政府把“告别泥砖
房工程”作为民生第一要事。至
2006 年 12 月底止，全市泥砖房改
造共投入资金 106.12亿元，顺利完
成农村泥砖房改造，受到国家民政
部的表彰。

乡村振兴三十年，党民同心，
砥砺前行，效益突显。然而，此项
重大民心工程，任重而道远，需要
两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实现。让
我们共同参与建设和见证美好家
园的呈现。

忆 记 我 为 乡 村 振 兴 鼓 与 呼
王如晓

儿 时 的 小 人 书
刘广荣

广东省茂名教育学院创办16年，我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长达十二年半，回顾学院创办的发展历
程，感慨万千，苦乐参半。

1984年欢送毕业生离校。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由于生活
贫穷，我们农村的孩子家里可看的
书少得可怜，那时我最爱看的便是
小人书

有一次我买回了《董存瑞》《三
打白骨精》和《南瓜生蛋的秘密》
三本小人书。吃饭后天就黑了，我
拨长灯芯，点明了煤油灯。我先打
开《三打白骨精》看，妖精太可恨
了。我一边看，一边对着画。蛾虫
纷纷飞来扑向煤油灯，有的蛾虫落
在我的头上。我只好停下来，舀一
盆水放在书桌旁边，让蛾虫自投罗
网。过了一会儿，我用铅笔勾画好
了那妖精的轮廓，再画一支枪打妖
精。画了擦，擦了画，画了好久才
觉得有点像……看了《董存瑞》后，
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情景历历在
目，他刚毅的眼神、坚强的意志、

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鼓舞着我。
崇尚英雄的年代，年少的我激动得
热泪盈眶。

我最喜欢那本《南瓜生蛋的秘
密》，看了多少遍记不清了，反正已
背得滚瓜烂熟。书中讲的是部队
的宣传员小王常为附近的村队出
板报，生产队的干部和群众为感谢
小王，大家拿出鸡蛋送给小王，被
小王婉言谢绝了。队里的一群少
先队员想了个办法，把南瓜顶部挖
出，掏了瓜瓤，把鸡蛋装进去，再把
南瓜顶部封上。部队采购员来买
南瓜的时候，生产队的干部和群众
就把那十多只装有鸡蛋的南瓜卖
给了他们。当炊事员切南瓜时，鸡
蛋从里面滚了出来，大吃一惊。最
后部队采购员和炊事员仔细研究，
发现了南瓜生蛋的秘密，小王等人

连夜把鸡蛋送回了生产队。该故
事凸显了部队纪律的严明和军人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同时也表现了
融洽的军民鱼水情！

当时的小人书，如《西游记》
《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一套至少
二十本以上，并不是一次性发行
的，每集间发行的时间都比较长，
害得我总是望眼欲穿。

1972年，为了先睹《西游记》第
七集，我便到城里的亲戚家看。亲
戚是出租小人书的，一块塑料布铺
在地上，上面全是小人书，小人书
比我还高。这些小人书对我极具
诱惑力，不用花钱就能看，真是太
好了！我坐在小马扎上静静地看
书，如痴如醉，一坐在就是几个钟
头。小人书图文并茂丰富多彩，有

《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等

文学名著，有《小英雄雨来》《鸡毛
信》等少儿喜爱的读物，也有《福尔
摩斯》等侦探故事……与小人书为
伴，太惬意了！一页页翻阅，书中
的内容就像电影一样，一幕幕留在
脑海中。我对《西游记》爱不释手，
当成了宝贝。这集《西游记》封面
是孙悟空的画像——他一双火眼
金睛，手执如意金箍棒腾云驾雾，
帅极了。《西游记》故事一波三折，
深深吸引了我。

这一天我看了四本《西游记》，
真过瘾。孙悟空成了我的偶像。
睡前，我找来一根棒，学孙悟空的
样子上蹿下跳……

在那个物质匮乏、儿童读物少
的年代，小人书是我最好的精神食
粮，她为我编织了一个个甜美的梦
想，带给我无限的欢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