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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从春龙
    本报通讯员 高林 吴延朋

  易三实验小学、郝斌中学、武霖村、长裕
村……烟台蓬莱区的这些学校和村庄，在外地
人看来只是普通的名字，可蓬莱人却深知每个
名字背后，都是一位烈士辉煌灿烂的一生。清
明节之际，记者走进这些学校、村庄，聆听英雄
的故事，感受蓬莱人独有的情怀。

刻在骨子里的崇敬

  “易三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1945年在庙山
战斗中壮烈牺牲的独立营营长盛易三。”易三实
验小学政教主任王媛媛告诉记者，学校虽不大，
却与四位革命烈士有关。
  易三实验小学的前身是成立于1948年的景
熙小学，以纪念在战斗中牺牲的蓬莱人王景熙
烈士。后来，为了纪念盛易三，蓬莱县人民政府
于1953年成立易三实验小学，并将景熙小学与
之合并。1954年，又将鉴明小学、世瑛小学合并
到易三实验小学，这两所小学分别为了纪念烈

士张鉴明和韩世瑛。可以说，学校成立之初就
镌刻着红色印记。在校园的展板上、英雄纪念
馆里，处处都能看到英雄事迹的介绍。
  “在庙山战斗中，盛易三带领三连战士和敌
人展开了肉搏战，因敌众我寡，伤亡很大。战斗
中，盛易三腹部中弹，不幸牺牲，当时才35岁。”
在盛易三雕像下，五年级学生张子辰向低年级
的学生讲着盛易三的战斗故事。
  “郝斌这个名字有学校的红色血脉，这是我
们的宝贵精神财富。”郝斌中学团委副书记班芳
告诉记者，1944年8月，胶东军区十四团政治处
宣传股长郝斌与蓬莱城伪军大队长郝铭传谈判
破裂被活埋。1945年9月，蓬莱县政府把郝斌的
母校义成小学改名为郝斌小学，后来更名为郝
斌中学。学校依托宝贵的红色资源，将爱国主
义教育融入教学全过程，开展爱国主义宣誓、红
色经典朗读、爱国主义演讲、参与国家公祭日等
一系列活动。
  此外，理琪小学、姚琪学校、健民小学、夏侯
小学、长裕小学等，每个校名背后，都是壮烈的
英雄故事。虽然有些学校因为调整、合并等原
因不复存在，但蓬莱人对烈士的崇敬，是刻在骨

子里的。

英雄的事迹被传唱至今

  夏侯村，是一个位于丘山水库上游的小山
村。“我们村原来叫兴村，为了纪念革命烈士夏
侯苏民，改名为夏侯村。”夏侯苏民纪念馆原馆
长张立和向记者讲述起夏侯苏民短暂而辉煌的
一生。
  夏侯苏民，原名张培礼，生于1919年。革命
年代，为了掩护身份、保护家人，化名夏侯苏民。
1938年2月，夏侯苏民参加了“蓬莱三军二路”抗
日队伍，入“蓬莱抗日中学”学习，毕业后，夏侯
苏民转战蓬莱、黄县、莱阳、灵山、蓝村、即墨、平
度、胶县、高密，历经130多场战斗，立下赫赫战
功，受6次嘉奖 。
  1946年10月10日，在第二次解放高密战斗
中，时任胶东军区第5师第13团团长的夏侯苏民
为掩护战友撤退，左胸被炮弹击中，壮烈牺牲，
年仅27岁。胶东军民为其先后举行三次追悼大
会，这在我党我军历史上十分罕见。1947年2
月，蓬莱县政府作出决定，把夏侯苏民的出生地

兴村，更名为“夏侯村”。
  2007年4月5日，夏侯苏民纪念馆正式对外
开放，后经2015年、2019年两次扩建改造，夏侯苏
民纪念馆被正式列入烟台市级红色教育基地。
建成以来，纪念馆已接待学员教育培训、群众参
观10万余人次。
  此外，为了纪念1940年10月在掖县双山战
斗中壮烈牺牲的杨武霖，蓬莱县政府将他家乡
所在的村更名为武霖村，即现在的武霖社区；为
了纪念1945年1月15日因掩护其他同志撤离而
壮烈牺牲的温长裕，蓬莱县政府将温长裕故居
糠市街一带命名为长裕村，即现在的长裕社区；
本洪村、孟起村、洪鹏村，则分别是为了纪念烈
士李本洪、张孟起、田洪鹏。英雄的事迹，随着
他们的名字，被传唱至今。
  在蓬莱，话英雄、赞英雄不仅体现在以英烈
命名的一所所学校、一个个村庄、一处处遗址，
更体现在老百姓的一言一行之中。随着时代发
展，如何让没有经历过血与火考验的年轻一代
感受到深入内心的红色力量，是红色基因代代
相传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

蓬莱：处处都留烈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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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众新闻记者 石念军

  作为上海首屈一指的文学地标，思南读
书会自2014年2月创立以来，历经11年发
展，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文学品牌，也是沟
通世界的文学窗口。
  其创始发起人和总策划，著名作家、上
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孙甘露介绍：“截至目
前，已经有6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来过思南
读书会，惠及读者超过10万人次。”
  3月24日下午，受邀做客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之际，孙甘露先生向我们讲述了思南
读书会的种种，言谈举止间，那份自得与欣
喜之意，似乎并不亚于谈及自己的文学
作品。
  “应该说，思南读书会是应运而生。”
孙甘露说。
  思南读书会创办于2014年。彼时，孙甘
露任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系思南读书会
的总策划。据他介绍，读书会的缘起其实要
追溯到2011年，也就是上海举办世博会的次
年。当时，上海书展已经举办了多年。有人
提出，应该对标国际书展，邀请更多的中外
作者、学者来与本土读者交流。
  目前，上海书展已经成为国内最具影响
力的图书主题展会。而其国际化之路，正是
始于彼时。
  “上海国际文学周”作为上海书展国际
化发展的一项创新内容率先登场，旨在通过
整合出版商等资源，邀请不同语种的作者和
作家来参加上海书展，并与国内读者进行面
对面的交流。
  新的问题随之而来。
  当时的书展现场并不像今天这样文明有
序。出版社和书商拿着喇叭吆喝叫卖的现象
时有发生，书展现场的环境有些喧闹和
嘈杂。
  在喧哗之中进行交流和对谈，不管是对
作者还是对读者而言都不友好。颇感尴尬之
际，主办方想到：是不是把它移出来，在附
近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举办交流活动，让活动
归活动、卖书归卖书。
  从上海书展的现场走出，占据地势之利
的思南公馆，很快进入孙甘露们的视野。
  他向我们讲述起思南公馆的得天之
利———
  这是位于传统历史文化街区复兴中路的
一处国有物业。沿着思南公馆往前走，就是
著名的周公馆。旁边另有冯玉祥将军的产
业，但他自己没有住过，柳亚子先生曾居住
于此写书编书。隔着两排房子是曾朴的旧
居，他曾经在里面办过真美善书店，其客厅
原样还保存着，后来修缮过，当时也是文人
墨客聚会的地方，徐志摩等一大批人都是他

的朋友，来往都是在那里。斜对门就是梅兰
芳先生故居。附近另有刘海粟故居，以及钱
钟书创作《围城》时居住的地方。近现代历
史名人和文化大家荟萃于此，让这一片历史
文化街区充满文化的意味和艺术的气息。
  此后，“上海书展·上海国际文学周”
的交流活动，多在思南公馆举办，但主办方
很快又发现了新的问题：书展和文学周只有
一周时间，是不是可以对书展和文学周的活
动进行常态化的延伸？
  想到了，就要做。2014年，读书会正式
创立。因其落户思南公馆，遂名“思南”。
  承上海书展国际化发展之天时，得思南
历史文化街区之地利，思南读书会的应时而
生与快速发展，更离不开当地政府、企业和
广大作家、作者与读者的“人和”。
  孙甘露说，思南读书会的根本定位是服
务社会、服务公众。这是上海市作协职能转
变的实际需求，也是作家群体服务社会与大
众的方式。
  思南读书会既是历史文化街区“活化”
利用的代表之作，更是文学激活城市的典型
样本。
  思南读书会以公益性为宗旨，所有活动
都面向读者免费开放，既不向读者收费也不
招募会员。完全是开放的，读者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受邀前来参加活动的名家大腕也
基本属于公益性质。思南读书会偶尔会提供
一点报酬，但是象征性的，有时仅仅负责承
担一下食宿事宜。
  这并不影响思南读书会的广受欢迎。4
月19日，思南读书会将迎来第500期特别活
动。这一数字意味着，自创办以来的11年，
除了重大节假日暂停活动之外，思南读书会
基本保证了一周一期的活动频率，超过2000
人成为思南读书会的主讲嘉宾。受邀的嘉宾
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诺贝尔文学奖、茅盾文
学奖得主，还有诸如获得普利策奖、美国图
书奖、爱尔兰图书奖等奖项的各个国家和地
区的作家，以及一些“不获奖也很重要的作
家”。
  “很多人不是用钱就能请到的。作为一
个公共服务项目，大家愿意倾尽自己的毕生
研究来为公众讲2个小时，这也是最让我感
动的地方。”孙甘露说。
  11年来，思南读书会惠及超10万读者。
正如孙甘露曾经在受访时说，因为偶然机缘

遇到读书会，进来看一看、随便听一听的读
者很多。他们之中许多人只是路过一次，也
许以后不再会出现，但这次“偶遇”就像种
子一样会散布到很远的地方，你永远想不到
它可能在哪儿生根发芽，会开出一朵怎样
的花。
  文学激活城市，城市让生活更加美好。
独特的历史赋予了上海在文学世界的独特意
象，张爱玲、王安忆、金宇澄、孙甘露等上
海作家的创作接力，不断更新着一个根植于
现实、交会于想象的别样上海。而与文学创
作截然不同，思南读书会更像是一道静寂的
细流，滋润着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和生活于
此的人们。
  如今的思南读书会，已经不单单是一场
读书交流分享活动，而是一系列的“思南”
品牌矩阵。《思南文学选刊》《思南书局》
《思南书单》……丰富多彩的内容日益融入
上海市民生活的日常。
  作为推动上海城市文化建设的一股重要
力量，思南读书会曾先后荣获国家新闻出版
署“2019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上海文化
十大品牌提名奖等奖项，并于2024年初入选
“上海文化”品牌最具影响力案例和最受市
民欢迎案例。可以说，以文学为注脚，思南
读书会的影响力已从上海扩散到全国乃至海
外，打造出一张名副其实、光彩夺目的上海
文化名片。
  思南读书会属于上海，其成功的经验却
不独属于上海。
  “济南也一样，像高校、院团和新闻媒
体机构，每天可能都会有来来往往的文化名
人。这些交流往往是局部的、局限的。那么
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份资源汇聚起来，适当开
放给社会？用一个比较轻松的交流方式，让
读者更多地接近作者、接近学术。”
  显然，孙甘露的这一建议，也不仅仅适
用于济南。

自由式及单板滑雪锦标赛

我省名将李方慧摘银

隔记者 于晓波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在2025年世界自由式及单板滑

雪锦标赛自由式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决赛中，我
省名将李方慧在决赛中取得93.00分，以0.50分之差
遗憾获得亚军。

2025年全国射击冠军赛

山东队夺2金3银1铜

隔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郭伟 报道
本报讯 近日，2025年全国射击冠军赛飞碟项

目的比赛在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射击射箭中心落下帷
幕。本场冠军赛赛事共吸引来自全国各地22支队伍
447人参赛。由巴黎奥运会飞碟男子多向亚军齐迎
领衔的山东队运动员发挥出色，在多个项目的决赛
中共计取得2金3银1铜。

全国速度滑冰锦标赛

我省权相赫夺2金1银

隔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宫尚文 刘丹 报道
本报讯 近日，2024—2025赛季全国速度滑冰

锦标赛在新疆乌鲁木齐收官，我省运动员权相赫在
比赛中夺得两项冠军一项亚军，刷新个人最好成
绩。男子500米比赛中，权相赫以35秒55获得第一
名；在男子1500米比赛中，他再接再厉，以1分46
秒48再次夺冠；此外他还夺得男子集体出发第二
名；男子长距离全能第六名。

德国DTB体操邀请赛

我省小将助力国家队男子团体夺冠

隔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王子傲 尹榕清 报道
本报讯 近日，2025年德国DTB体操邀请赛青

年组男子团体项目结束，由赵瑞阳、杨兰斌、纪兴
晖、龙厚诚、王呈丞组成的中国队在男子团体比赛
中以总分234.100分强势夺冠。其中，我省体操小将
赵瑞阳发挥出色，在自由体操、跳马、单杠三个项
目中贡献39.9分。据悉，德国斯图加特DTB杯体操
邀请赛历史悠久，是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三大
赛外的重要体操国际赛事。

全国现代五项冠军赛

山东队夺2枚银牌

隔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郭伟 报道
本报讯 近日，2025年全国现代五项冠军赛

（武汉站）在湖北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完赛，我省
齐悦彤和陈琰分别收获女子和男子个人赛的银牌。

山东男女排

双双挺进全运决赛圈

隔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宋莹 张成旭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在第十五届全运会排球项目资

格赛中，山东男女排均以五胜一负的战绩双双晋级
决赛阶段，展现出雄厚的综合实力。十五运排球项
目成年组资格赛于3月22日开打，女排A组、B组分
别在山东临沂和陕西商洛进行比赛，男排A组、B
组资格赛则在浙江德清和河北秦皇岛分别打响。最
终，山东男女队均以5胜1负的战绩顺利取得十五运
决赛阶段的资格。

我省体育领域首个

省级标准化试点项目通过验收

隔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田美丽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了

2024年度评估合格省级标准化项目名单，由省体育
科学研究中心申报的“山东省体卫融合标准化试点
项目”顺利通过验收。该项目是我省体育领域首个
获批的省级标准化试点项目，该成果标志着山东在
推动体育与医疗深度融合、构建全民健康服务体系
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济南培育体育消费新场景

打造6条精品体育旅游线路

20个运动驿站
隔记者 于晓波 杨学莹 报道
本报讯 近日，济南市举行新闻发布会，济南今

年将打造户外运动新场景，推动长清“天穹之境”、
长清滑翔机中心、历城棒垒小镇项目建设，支持各区
县积极申创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打造体育消费新
场景，创新培育融创茂、大明湖、印象济南等核心商
圈和网红景区体育消费新场景。打造6条精品体育旅
游线路、20个运动驿站。争创“好运山东”体育消费
创新场景重点项目2个、入库项目40个。

购买体彩大乐透套餐票

威海一购彩者收获奖金1003万元

隔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赵智 报道
本报讯 近日，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5029期开

奖，当期全国中出2注一等奖，其中1注花落山东威
海。中奖彩票为体彩大乐透58元套餐票，单票收获
奖金1003万元。

中奖者王先生（化姓）表示，中奖票是机选的
一张58元套餐票，结果一票中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