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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志，让人们记起乡音乡愁
□ 记者 张铮通讯员杨淑雯

或许在每个人的记忆中，高中生活都是一段难忘的时光。因为我们的青春在那时留下
最浓重的一笔，快乐、痛苦、挫折、叛逆或紧张……

可谁曾想，一所农村高中停办27年后，在老校长朱春和的坚持下，编委会人员经过4年
走访、编纂，四易其稿后，《王洛高中志》终于出版了。

一本校志，让一届又一届王洛高中的毕业生记住王洛精神；一本校志，成为一届又一届
毕业生充满激情、热泪盈眶的理由……

《王洛高中志》，搭建了一架特殊的“桥梁”，成了连接无数王洛高中毕业生的情感纽
带。7月6日，记者来到襄城县，对《王洛高中志》的编纂过程及意义进行了深入采访。

地方志里的许昌故事（三）

核心
提示

【纽带桥梁】让人们记起乡音乡愁
《王洛高中志》出版发行后，立

即在广大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不少在外工作的“游子”相约回到曾
经熟悉的校园，寻找青春的记忆。

其中，王洛高中师生回忆录《远
去的铃声》也已出版，里边收集了 40
多篇文章，记录了一些往事，也记录
大 家 共 同 的 精 神 家 园 —— 王 洛 高
中。

“光阴无情似流水，转眼就是数
十年。离开王洛高中已经 30 多年
了，可在那里学习、训练的往事依然
历历在目……”

“郑振法老师上课中规中矩、有
条不紊、板书整齐、逻辑清新，至今
记忆尤深。”

每一篇文章都记叙着往事，让
人们记起乡音乡愁。

“一本校志，让多年没有回去的
家乡更亲切，让多年没有联系的同
学有了新的联系。”朱春和说，《王洛
高中志》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社会反响巨大。

“乡土文化是一种传统的地域

性文化，是乡土最真实的表达。”宋
惊涛说，《王洛高中志》编修成功，弘
扬了乡土文化，挖掘乡土文化优秀
基因，建立乡土志编纂、使用体系，
构 筑 起 乡 土 文 化 与 乡 村 振 兴 的 桥
梁，是为新时代乡村振兴伟大事业
注入新活力的最佳途径。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
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提出，

“保护利用乡村传统文化，鼓励乡村
史志编修”。

因此，修编乡土志不仅是新时
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需要，
也是记载当代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
发展变革的重要途径。

“《王洛高中志》编纂完成，丰富
了我市志书编修的领域，帮助人们
记住乡音、乡愁，是地方志工作对保
护乡村传统文化遗产、振兴乡村文
化 ，促 进 乡 村 文 明 建 设 的 重 要 实
践。”市地方史志编纂室主任郭汶青
说，《王洛高中志》编纂成功是一次
有益的尝试，也和当前倡导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符合。

【四年风雨】校志编写背后的坚守与情怀
《王 洛 高 中 志》是 在 贯 彻 落 实

《全 国 地 方 志 事 业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15-2020）》关于“有条件的学校
厂矿可以编写厂矿学校志”的精神
的情况下，被启动编纂工作的。

襄城县地方史志编纂室主任宋
惊涛和杨丽霞副主任秉承盛世修志
的传统，主持《王洛高中志》的编修，
成立了以朱春和校长为首的编纂委
员会，为三年教育提升和更好地发

挥志书的资政、存史、教化作用开展
工作。

4 年 来 ，编 纂 委 员 会 成 员 多 次
组织开展师生座谈会，归纳汇总资
料收集。

“由于学校已经停办多年，很多
资料、照片都没有了，我们通过‘人
海战术’征集资料。”参与《王洛高中
志》编纂的段红亮告诉记者，搜寻资
料的过程是艰辛的。他们经常冒着
严寒酷暑走村访户，寻找相关人员
查找资料，多次往返郑州、许昌、平
顶山、漯河等地。

“2020 年寒冬，我和段红亮前往

【一本校志】记录王洛高中辉煌过往
大家还记得敦厚亲切的朱春和校

长吗？还记得富有创新精神的韩国旺
校长吗？还有运动场上的李海水老
师，严肃不失幽默的王襄枢老师……

当“王洛高中”四个字眼映入眼
帘时，你是否回忆起咸菜、黑面馍、油
印的讲义等陪伴我们成长的具有时
代特色的物品。

“1969 年 2 月，在原襄城县第七
中学的基础上成立了襄城县王洛高
中，同年 3 月，两个教学班的新生入
学就读。”当日上午，87 岁的老校长
朱春和向记者讲述王洛高中的办学
历史。

王洛高中从事高中教育教学工
作 26 年，共招收 25 届学生，75 个教
学班，培养 5000 名高中毕业生。这
些毕业生进入社会后成为各行各业
的中坚力量，其中有 300 多名学生进
入高等院校学习，成为行业的骨干。
同时，王洛高中培养出包括世界冠军
在内的多名国际、国家健将级运动
员，以及一大批优秀运动员，为国家
竞技体育的发展和地方群众性体育
活动的开展作出贡献。

“1978 年 ，师生们一起动手 ，找

来废旧的车轮子，把拖拉机园盘耙制
成杠铃，从水泥厂找来球磨机里的废
铅 球 代 替 铅 球 ，用 木 棍 制 成 标 枪
……”朱春和说，为了发展学校的体
育特色，师生们靠自己的双手，制成
了 11种体育器材。

1978 年以来 ，王洛高中一直是
襄城县中学生田径运动会总分第一
名。1981 年，王洛高中被命名为省
体育传统项目田径重点学校。1985
年，王洛高中学生柳占涛代表河南，
在全国田径传统项目重点学校运动
会上，获 1500 米第二名。

1986 年，王洛高中左晓会，代表
河南参加全国第三届中学生运动会，
荣 获 女 子 甲 组 3000 米 竞 走 银 牌 ；
1988 年 7 月，在西班牙举行的世界中
学生第八届运动会上，左晓会夺得女
子 3000 米竞走冠军，荣获了金牌。

王洛高中体育教师李海水被国
家教委、中宣部、团中央、全国教育工
会命名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
荣获“人民教师奖章”。

1987 年 12 月，国家体委、国家教
委向朱春和校长颁发由李鹏总理题
写的“优秀工作者”奖牌。

平顶山收集资料。车辆行驶到平顶
山市区涵洞时，由于涵洞积水，人和
车被困在水中。”宋惊涛说，最后，他
们跳入刺骨的水中，在一辆出租车
的配合下，将车拖了出来，如愿完成
材料收集。

87 岁高龄的朱春和也跟着大家
东奔西走，组织师生座谈会，常常忙
碌到深夜才回家。

在这种严谨精神的支配下，《王
洛高中志》四易其稿，历经 4 年艰辛，
终于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