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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关注

26 名川籍学子将学成返乡
放几盏莲花灯，为四川人民祈福
本报记者 刘彦朋

川籍学子

离校感言

在这里生活、学习两
年，我最大的变化就是勤快
了，对别人来说没什么，但
对曾经的我来说，这是巨
变，永远铭记这里的一草一
木。 ——— 黄强

被爱包围是一件幸福
的事，但我已经明白要懂得
知足和回报。

——— 孟有帅
现在离开学校、离开聊

城的这种感受，不亚于前年
离开家来此读书时的难舍。

——— 曹阳

再有半月时间，在

山东工程技师学院就读

的26名川籍灾区学子就

要离校返乡工作了。两

年过去，学生们用“成

熟”和“勤快”来形容自

己，用“留恋”和“不舍”

表达此时的心情。5月12

日当天，学校没有组织

集体祭奠，但他们以自

己的方式缅怀遇难的家

乡同胞。

12日下
午，操作间
内，工程技
师学院的老
师正细心地
教 3名川籍
学生操作机
器。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川籍学子正在教室内
专心听讲。 本报记者 李
军 摄

毕业后

都回老家上班

12日上午10时20分，
在学校机电工程系教学楼
机电一体化教室，来自四
川灾区的刘冬等26名学生
在上课。再有十几天时间，
他们就要离校走上工作岗
位，离校前正在准备国家
职业技能鉴定测试。

班主任李文华介绍，
由于有些学生原来考入绵
竹东汽技校时，初中还没
毕业，“他们刚来时，文化
基础和实践操作能力都比
较弱，经过这两年的学习，
通过这次考试没问题。”

该校招生就业处负责
人说，前段时间，对于灾区
学生的就业意向，学校征
集了家长和学生的意见，
并在学校合作企业中优先
筛选后，在省相关部门的
协助下，这 26名学生已经
被省内一家上市公司的德
阳分公司录用，最快月底
学生就可以去报到了。
“2008年6月28日，从

原来的东汽技校来到这
里。入校那天，同学们在学
校门口迎接我们。”来自德
阳绵竹的宋安强说。26名
学生中，年龄较大的田和
强也说，因为水土不服等
问题，入校第一年就打了
三四次吊瓶。每次李文华、
杨超若两位班主任老师都

是轮流亲自陪同，“现在刚
适应了，也要离开了。”
“曾经看着东汽技校

被震得四分五裂，原来每
天上课的地方成了危房，
甚至有同学及其家人不
幸受伤、遇难。那对我是
一种撕心裂肺的震撼。”
孟从强说，入校后，学校
专门给他们设置了川味
餐厅，每次回家往返都是
班主任老师接送。“去年
在家过完春节返校，我们
乘的是成都到青岛的火
车，早上 7点在济南下车
时，虽然已经开春，但天
还很冷，而李老师和杨老
师为接我们，要在早上 4
点就得起床，坐两小时的
车赶到济南，再在出站口

等上一个多小时。被这样
的环境关爱着，我很难不
成熟，这也是我这两年来
最大的变化。”

运河里

放莲灯悼逝者

该校机电工程系的老
师说，马上就要进行职业
技能考试了，这些孩子正
在努力复习，学校不准备
组织集体祭奠活动，但并
不反对他们自发举行的缅
怀仪式。
“今天是‘5·12’两周

年。”来自绵竹兴隆镇的刘
冬平静地说，在两周年纪
念日当天，他想以一种很

低调的形式来纪念，默默
地在心里为家乡父老祈
福，为那些在地震中遇难
的同学、老师祈祷。

黄强说，亲身经历过
地震，眼看着熟悉的教学
楼被震得东倒西歪，甚至
有同学的父母在地震中遇
难。虽然两年过去了，但那
天的情景至今仍无法让他
释怀，他要写篇日记，抒发
自己的悲恸之情。

清平乡的孟有帅说，
家乡人在绵竹马尾河通过
放莲花灯，祭奠逝去的亲
人，如果学校允许，他想下
晚自习后，亲手制作几盏
莲花灯点着，放进聊城城
区的运河或东昌湖里，为
四川人民祈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