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位学校的老

领导、老校友在临
沂大学揭牌之日重

逢，非常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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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沂蒙

殷殷祝福声 莘莘学子情
新老学子祝临沂大学越来越好

本报 12 月 8 日讯 “临沂大

学”的牌子被揭开的一瞬间，参
加庆典的临沂师范学院原党委
副书记胡文娟热泪盈眶：“我要
祝福她越来越好！”12 月 8 日，大

学新校区沸腾了，数万名师生共

庆新大学诞生，纷纷表达对大学

的祝福之情。

从各地专程赶来参加庆典

的老校友们，戴上新校徽，结伴

参观漂亮的新校区，合影留念。

而前不久刚刚改刻上“临沂大

学”的石头前，更是被拍照留念

的老校友、新同学挤得水泄不

通。

为了保证庆典如期圆满举
行，全校选拔了 280 名专职学生

志愿者搞好服务。传媒学院学生

孔敏负责场外引导工作，为了坚
守岗位，她自始至终都没有进入

庆典现场。虽然遗憾，但她仍然

很兴奋：“全校 3 万多学生，我多

么幸运才成为这几百名志愿者

中的一员，为大学诞生服务，我
很自豪。”

当日，临沂大学的学生通

过开主题班会、演讲、歌会等

方式庆祝大学诞生。该校 2008

级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学生杨
天娇表示：“我们见证了这历

史性的一刻，未来大学一定越

办越好。作为学生，我们压力

大了，动力足了，更要好好努

力，让自己配得上着‘大学’

的名号！”

“那时候学校管饭。但还

是在饥饿中念完了书。”跟陈

世钧聊起他的大学生活，他脱

口而出。

年近花甲的陈世钧是 1958

年“临沂大学”建校后的第二

届学生，曾担任临沂一小校

长。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他

每个月只能吃到 27 斤粮食，这

对于一个年轻小伙子来说远远

不够。

“那时虽然饿，但满脑子

里还是想好好读书学习，为国

家做贡献。”陈世钧说，那时
他就树立了理想，将来当一名

有本事的教师。他对制图课产
生了兴趣，在图书馆里，他慢

慢开阔了知识面，毕业后就到

临沂附小当起了老师。

得知临沂大学更名的消息
后，陈世钧兴奋地说，临沂有

了大学，发展肯定会更好。

“她就像是一个孩子，长大

了、独立了，应该到社会上闯

一闯，再回报社会这个父母的

养育之恩。”

同时，他还对大学今后的

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

“校内应该培养自己的名家、

学者，能够独立承担科研课

题，要有符合大学规律的管理

理念，教育学生做‘真人’。

新大学应该不仅为沂蒙山区的

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也要对精
神文明建设做贡献。”

●原临沂一小校长陈世钧：

有了大学，

临沂发展会更好

77 岁的蒋森老人曾任临沂
师专的党委书记。 1970 年从北

京师范大学本科毕业后，他来

到当时的临沂师专做政治科教

员。 1984 至 1993 年期间，任

临沂师专党委书记。 1995 年退

休。

蒋 老 说 ， 当 时 的 条 件
下 ， 办 大 学 真 是 想 都 不 敢

想。然而，在全校师生及千

万沂蒙人民的努力下，这个

曾经想都不敢想的愿望就实

现了。

蒋老告诉记者，听说要创

办大学的时候，他很兴奋，但

是也担心不被批准。但是，大

家的努力最后获得了回报。

今天，大学揭牌，蒋老一
早打扮得整整齐齐，带上校方

提供的临沂大学的校徽，提前
到了会场。

当临沂大学的牌子被揭开

的那一瞬间，蒋老热泪盈眶，

他工作了近 30 年的学校，他为
之付出大半生心血的这所学
校，终于又迈上了一个新台

阶。他说，她将来会越来越好
的。

●原临沂师专党委书记蒋森：

当年不敢想的

愿望实现了

1976 年毕业于临沂师专的

马丽华现任中国藏学出版社总

编辑。她今天参加揭牌仪式的

时候，激动地表示，临沂大学
很壮观，大学更名成功让人感

觉振奋。

马丽华是我国知名作家、

诗人，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

辑、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

委员。江苏邳县人。 1976 年毕

业于山东临沂师专中文系，

1990 年学习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作家班，现任《西藏文学》主

编，西藏文联专业作家，西藏
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创作一
级。

马丽华告诉记者，接到临

沂大学校友中心的电话通知

后，马丽华很开心。母校师专
经过多年的变迁，变成了临沂
大学了，她觉得自豪。但是，

当时只是觉得母校肯定已经变

得很好了，但是到了临沂大学
的校园，她感到了惊讶。

“真没想到这么好！”马

丽华说。她围着校园转了转，

真不敢相信，学校会有这么大

的变化。而更让她欣赏的是，

全校师生的精神面貌。她说，

用“奇迹”这个词来形容临沂
大学的发展，一点都不过分。

马丽华说，临沂大学将来

肯定会向中国乃至世界的知名

大学迈进，有更高的知名度。

她会与国际接轨，培养更多高

层次的人才。

●作家马丽华：

愿学校向

知名大学迈进

临沂大学揭牌，最高兴的

莫过于学生们。临沂大学商学
院的大四学生张现敏兴奋地告

诉记者，自己将成为第一批拿

到临沂大学毕业证的学生，感

觉很有意义。

张现敏说，昨天晚上为了

布置会场，她一直忙到凌晨 2

点。尽管很累，但是很兴奋。

贴牌、摆花、摆茶杯，每做一
项，她都非常兴奋，期待着揭

牌的盛况。

8 日上午，她又早早来到了

会场，看到领导们一位位来

到，她觉得这是为临沂大学更

名而来的，这是母校历史上非

常辉煌的一笔。领导揭牌的那

一刻，她感到她的心在砰砰地

跳。

作为大四的学生，她感觉
非常幸运。“我们是第一批拿

到临沂大学毕业证的呢！”张

现敏难掩炫耀之情。她说，在

校三年多的时间，目睹了学校

的巨大变化，学校更名为大

学，是当之无愧的。

张现敏是学旅游管理的，

她说，在校的这段时间，她会

认真学习；走上工作岗位后，

她会努力工作，做出成绩，绝
不给临沂大学丢脸。

文/胡志英 刘遥

●大四学生张现敏：

绝不辜负

“大学”的名字

李海鹏是临沂师范学院历

史系 2000 级校友，如今李海鹏

已成为学校激发学生自主就业
的典型人物，他的山东皓宇服装
工业园，注册资金 1 亿元，拥有

员工 2000 多名。为资助学校贫
困大学生，他还设立了“海鹏助

学基金”。

李海鹏是在 11 月底知道母

校更名的消息的。12 月 7 日，记

者采访他时，他还正在赶回临沂
的路上。作为本次庆典所邀请的

为数不多的企业家校友之一，电

话中李海鹏的声音无不透出自

豪之情。

8 日上午，当李海鹏亲眼目

睹“临沂大学”的牌匾揭开，毕业

6 年重回母校的他更加激动了：

“回到校园，感觉还是那么亲切，

昔日的老师同学依然热情地招

待我，我特别感动。”

回忆大学生涯，李海鹏说，

在大学四年的生活中，他受到了

老师非常严格的教育，“良师益

友，使我一辈子受益。”

目前，“海鹏助学基金”已经
先后投入几十万元资助该校困

难大学生。这位慷慨的企业家还

向记者透露，明年 5 月份是大学

70 周年庆典，将会是大学更名后

最隆重的一次盛典，“到时我会

尽自己所能贡献一份力量，继续

增加对‘海鹏助学基金’的投入，

扩大困难学生接受捐助的数量，

也是为母校 70 岁大寿献上一份

贺礼！”李海鹏说。

●企业家李海鹏：

继续尽力

帮助困难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