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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凤阳 “到”凤阳
□黄世凤  王  琪
  特约通讯员  汪玉环  张梦雨
  主 办 单 位  安徽青年报社
                凤阳县教育体育局
                  共青团凤阳县委员会
  参 与 学 校  凤阳县临淮中心小学工小校区
              凤阳县西华路小学
              凤阳县临淮中心小学永福路校区
              凤阳县工人子弟小学
  学 生 记 者  岳林夏  金昊宇  王昌国  陆馨珂等
凤阳，文化底蕴深厚，素有帝王之乡、改革之乡、花鼓之乡、石英之乡等美誉。发扬小岗精
神，进行文化传承，依托本土资源，振兴凤阳经济，一直是凤阳县近年来努力的方向。2019
年，是新中国建国70周年，为更好地展现凤阳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激励广大青
少年了解家乡、热爱家乡的深厚情感， 12月19日，来自凤阳县4所小学的20多名学生记者走
进安徽科技学院（以下简称“安科院”），了解凤阳辉煌历史，感受高校文化氛围；来到安
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力股份”），追溯企业改革足迹，探寻企业文
化之美。

见识“大学问”
当天，从迈入安徽科技学院东区西门开始，学生记者便开始了一场丰富多彩的知识之旅。“
咦，为什么这条大路叫做明德路？”“看，那边指示牌上还有明礼路呢……”
安科院党委宣传（统战）部秘书邓艳萍作为解说员，听到学生记者的疑惑，介绍说：“凤阳
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家乡，我校地处凤阳，因此学校南北向道路以‘明’字开头，学校希望学
生在做到诚信有礼、品德高尚的同时，更不忘凤阳历史……”连路牌设计都这么有深意，学
生记者金紫凡对学校文化底蕴深厚的敬畏之心油然而生。
自1950年创办以来，安科院就注重融合凤阳文化。学校党委委员、宣传（统战）部部长卫胜
就告诉学生记者：“建校时，学校教室、宿舍用的就是明朝初期朱元璋在凤阳建都城的城墙
砖。”学生记者边看着仅剩下的城墙砖盖成的办公楼，边听着讲解，不仅对学校的历史文化
有了初步了解，更是对凤阳的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穿过办公楼，走过梅园，随处可见埋头苦读的安科学子，“考上大学还要这么用功？”对大
学抱有误解的学生记者鲁西西，最终在图书馆里找寻了答案。考研学子付杰告诉大家：“学
无止境，你读的书永远是照亮前方的路。”一段和风细雨的话，在学生记者的心中刮起了狂
风暴雨，震撼了他们的心灵，增强了他们要为心中的“大学梦”砥砺前行的信念。

竖起“大拇指”
参观完校园，校党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新闻中心主任李刚，在新图书馆会议室，为学生记
者放映并讲解学校的宣传片，数10分钟的宣传片，学生记者们时而抬头，时而记录，专注的
神态早已透露出对大学生活的无限向往。
有着近70年发展历史的安科院，可以说和改革开放同成长，想起刚刚卫胜伯伯说的建校时安
科人一砖一瓦搭建教室的艰苦办学场景，再看看如今学校取得的发展，学生记者不由地为这
些不怕困难、迎难而上的教育工作者点赞，但让他们点赞的远不止这些。
安科院是国内唯一一所位于县城的本科院校，一直将扎根凤阳，看成“近水楼台”，对于传
承历史文化，做到了真正的责无旁贷。据李刚伯伯介绍：“学校精心制作的《大包干带头人
口述大包干》系列视频，抢救性地保护了‘大包干’这一国家重大历史史料,该视频已被国
家博物馆和图书馆作为馆藏收藏，并成为学校思政课堂的鲜活教材。”将“大包干”精神永
远传承，这种自发保护文化的自觉性，再次让学生记者为安科院竖起大拇指。

“邂逅”大企业
第二站，学生记者来到了德力股份。作为中国日用玻璃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为何落址凤
阳？工作人员杨波表示，这和凤阳盛产石英资源有很大关系。看着眼前这些晶莹剔透、造型
别致的玻璃制品，居然是石英砂制成的，学生记者陆馨珂开始好奇这玻璃制品的加工流程。
熟谙生产技术的董保文伯伯告诉学生记者：“制作玻璃器皿，首先需要把石英砂在高温条件
下熔成石浆，之后需要把石浆放进模具里塑形，整个制作过程长达两三天，且不容有任何差
错，否则玻璃会破损，甚至会伤到人。”听着董伯伯的讲解，学生记者不仅增长了见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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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到了小小矿石光辉之变美丽背后的艰辛。
“的确，在落户凤阳的第一天，德力人就发扬不惧艰辛，勇于开拓的精神，在不到100天的
时间里，实现从项目奠基到产品下线，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公司如今已实现10亿的
销售额，产品销往全球70个国家及地区，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公司员工的辛苦拼搏。”
工作人员王雪飞在介绍企业发展历程时说的这段话，让学生记者岳林夏忍不住感慨：“为振
兴民族玻璃器皿产业而不懈努力、不懈追求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作为小学生
的我们，一定要趁着年少努力学习，做新时代的追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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