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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老校的革命火种百年老校的革命火种
桂亭

招远一中迎来百年华诞，应李太波
校长之邀，我回母校帮助筹备校庆。

招远一中的前身是1924年建立的
招远中学，在学子名册里，我发现了最早
两届学生中的佼佼者如李厚生、臧商彝
和王德安等一批进步学生。

老革命李厚生

第一级学生名册中，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来自招远南乡高山洼村的李厚生。
为了进一步了解他，我辗转找到电话号
码，多次挂通家住济南李厚生女儿李静
的电话，从中得到了更多的信息。

1929年，李厚生在福建加入党的外
围组织“中国红色互济会”。返回招远后，
以道头“五小”为基地，开展救亡活动。

1933年7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任
中共招远特支第一任书记。不久，因活
动引起敌人注意，被党组织转移到蓬莱
一带活动，后被推选为中共莱阳中心县
委书记。这一时期，党组织得到大发展，
招(远)莱(阳)边区先后有二百多人加入
了党组织。

据曾任胶东行政公署主任的刘坦回
忆，1933年夏初，胶东特委委员王之风
到招远找到李厚生、董瑞生、臧商彝、王德
安等人，发展了招远第一批党员。“李厚生
又向王之风汇报了我和顾丹秋、田绰永的
情况，介绍我们参加了共产党。从此，我
们的革命活动揭开了新的一页。”

1934年，李厚生被推选为胶东特委
委员。当年九月，他与另两名特委委员
张连珠、刘经三一起去荣成、威海一带策
划暴动，在文登县崮头集遭国民党军警
逮捕。

1935年，李厚生被营救出狱后，协助
继任胶东特委书记的张连珠组织发动了
震惊全国的“一一·四暴动”，遭到了国民
党反动军阀数千人的血腥镇压，张连珠
等部分胶东特委领导被敌人残忍杀害。

理琪来胶东就任特委书记后，李厚
生又被选为新一届特委委员，他协助理
琪一起整顿、恢复暴动后被破坏的党组
织，后来他随理琪把特委驻地转移到胶
东中心城市烟台。

1936年12月中旬，特委委员邹恒
禄(代号石匠俞)在烟台遇到一个叫刘忠
善的海阳县地下党员，约定了第二天与
特委领导接头。鉴于邹恒禄有可能已暴
露，理琪改派李厚生与刘接头，做进一步
考察，并与李厚生约定，如果第二天中午
十二点前见不到李回来，全体特委机关
人员必须马上转移。到第二天中午，李
厚生果然没有回来。

那天午后一点，理琪在住所外围观
察，发现周围有很多陌生人，遂迅速转
移。当天晚上，国民党特务突然包围了
邹恒禄的住处，理琪、邹恒禄包括李厚生
爱人姜枫等人遭到逮捕。

原来刘忠善叛变革命后参加了敌人
捕共队。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李厚生
咬牙坚持了一天一夜，到第二天中午12

点后，方把自己与理琪一起的住处说了
出来。

李厚生被敌人关押到1937年冬，全
面抗战爆发后获释。他因与理琪等人被
捕有牵连受到组织严厉处分。据他女儿
李静听其父亲讲，出狱后他找到同期被
营救出狱的理琪，理琪还征求过李的意
见想到哪里去工作。

李厚生回招远老家后主动组织发展
了招远“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1938
年8月，招远抗日独立营建立(营长是开
国少将张怀忠)，据老干部刘岐云回忆，
这期间，李厚生利用自己的影响，为招远
抗日独立营的发展倾尽全力，经他介绍
入伍的就有一二百人。

1940年，李厚生在招远抗日民主政
府任民政科长，翌年调胶东行署，历任胶
东农场场长和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所
长等职。

1945年4月女儿李静出生前后，时
任场长的李厚生罹患肝炎，上级给他发
了补助费。据其爱人姜枫回忆，李厚生
谢绝补助，全部退还了党组织。在那三
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全家只吃到了半斤
红糖的补品。

抗战胜利后，李厚生开始研究小麦
腥穗病的防治，得出净粪、净种、种粪隔
离的防治方法，在全省推广后成效显
著。他先后编写了《农业生产技术概论》
《山东农业生产技术指导纲要》等十几本
农业技术书籍，被评为胶东模范和华东
农业技术模范工作者，成为名副其实的
农业专家。1950年，他参加了全国第一
届劳模代表大会，后获华东农业科学技
术一等奖。

1958年，李厚生被扣上“叛徒、反革
命、极右分子”三顶帽子，发配到寿光劳
动教养，三年后回到了原籍。

李厚生对胶东革命有过重大贡献，
是可圈可点的。1980年11月，他因肝
癌晚期在招远县人民医院住院，省委派
两位干部从济南赶到招远，在他病床前
宣读了山东省委关于他的平反决定，只
是他来日无多了。据女儿李静说，她父
亲是在一个月后的公历12月8日去世
的，享年76岁。

老主编臧商彝

臧商彝是招远夏甸隋家村人，1924
年夏考入招远县中学第一级。翌年“五
卅运动”时，他与同班李厚生同学一起，
带领同学积极参加游行、演讲、募捐等活
动。后来与李厚生、王德安等同学成立

“少年同志社”。
1930年春，“少年同志社”成员作为

骨干建立道头第五高小。1933年春，他
们派李敬吾去地火涌动的莱阳乡师寻找
党组织，胶东特委委员王之风（莱阳乡师
二级学生)受党组织的指派，来到了道头
五小，发展了李厚生、臧商彝、董瑞生等
人入党。

1933年7月，臧商彝与李厚生等人

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招远特支
组织委员。1934年2月党组织遭破坏
后，继任中共招远特支书记。

臧商彝于1936年3月被国民党政
府逮捕并被押往济南。在狱中，他面对
严刑逼供，坚决不吐露党组织的一点线
索，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在年底终于被营
救出狱。

1938年8月，他担任招远县委宣传
部长，后奉调去《西海导报》任编辑部部
长、西海专署教育科副科长，后在专署机
关做党务工作。

臧商彝在1946年春被调到胶东《大
众报》社，先后任时事版副主编、编辑部
副部长等职。他工作勤恳努力，推进发
挥了《大众报》作为党报的重要作用。

1949年4月20日，正当解放大军就
要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之际，臧商彝因
脑溢血逝于莱西县，随即被上级批准为
烈士。

当年臧商彝的追悼大会，村里一些
老人至今还记得。报社领导派出六名同
志护灵到他的老家隋家村，周边老百姓
为这位32岁的革命烈士举行了隆重的
葬礼。

老县长王德安

王德安是招远南乡留仙庄人，是招
远中学第二级学生。1929年夏，王德
安考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所建的晓庄
师范，并于第二年三月在那里加入中国
共产党，成为招远有记录的第一个共产
党员。

入党后他在南京带头参加示威游
行，上了国民党军警的黑名单，后经党组
织同意回到家乡招远，在道头第五小学
任教，担任招远特支宣传委员，后来还接
任了特支书记。

王德安1936年遭到反动军警逮捕，
后越狱。1938年，他返回招远，历任中
共招远第四区党支部书记、四区区长、中
共招远县委军事部副部长和民运部长。

1940年2月25日，招远县抗日民主
政府宣告成立，在抗日烽火中，王德安出
任第一任县长。他先后废苛税、禁烟毒、
救济贫民、组织生产，深得穷苦百姓拥
护。他还着手恢复了上百所小学，使民
众教育得到大发展。

1944年，王德安调任西海专署司法
科长，1946年9月，重新担任招远县长。

1949年4月下旬，王德安随大军南
下，历任地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秘书
长、苏南行署检察署检察长、徐州市市
长。1950年 10月王德安在上海惨遭
国民党特务刺杀，年仅42岁。他不仅
是招远的革命先驱，也是母校招远一中
的骄傲。

招远中学第一、二级校友典例表明，
招远一中是一个有故事有温度也有张力
的百年老校，特别是那些献身家国的学
子们，给母校撒播了红色火种，为母校增
添了诸多宝贵的无形资产。

山东省招远第一中学前身为1924
年始建的招远中学，现校址位于招远市
文体路6号，占地面积300余亩，拥有51
个教学班，在校师生达2700余人。

百年弘道，名师辈出。招远一中认
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坚持“质量立
人 质量立教 质量兴校 质量强校”，坚
持以教学为根本，以科研为先导，把打造
优质教师队伍作为首要任务。学校建立
了系统规范的教师管理制度、培训体系，
持续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先后涌现出了
省级特级教师徐志立、正高级教师郭美
娟、徐忠平，涌现出了李宝敬、王成章、王
九如、赵连玉、王广文、赵桂仁等10余名
国家级荣誉获得者和盛呈祥、邹志超、余
伏梅、李冰海、姜莉、王军波等20余位省
级荣誉获得者。

百年弦歌，桃李芬芳。招远一中始
终坚持厚植教育情怀，坚持立德树人、因
材施教、特色发展，坚持办有品质、有情
怀、有温度的教育，涌现出了一批批以报
效国家为己任的青年才俊，从点燃故乡
革命火种的李厚生、臧商彝、王敬亭、王
德安和王一民，到国画大师崔子范、孙其
峰，从武警上将隋明太到著名学者陈增
敬、张新颖、郭明瑞……一代代母校骄
子，各领风骚。

百年树人，世纪逐梦。自第一任校
长兰升鳌建校以来，学校始终以“报效祖
国，振兴中华”为己任，坚持办家乡百姓
满意的教育；启智润心，培根铸魂，传承
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教书育人，服
务育人，环境育人；努力构建和谐、民主、
安全、文明、高效的校园。

学校先后获得“全国教育系统先
进集体”“全国中小学德育先进学校”

“全国211工程暨重点大学生源基地”
“山东省规范化学校”“山东省文明校
园”“烟台市优生培养先进高中”“烟台
市明星学校”等 130 多个市级以上荣
誉称号。

华章日新，不懈耕耘。新时代新征
程，招远一中继续秉承“至爱至德，止于
至善”的校训、“惟志惟勤，知行合一”的
校风、“以诚以坚，循循善诱”的教风和

“乐学乐思，力行致远”的学风，踔厉奋发
守初心，砥砺奋进向未来，奋力谱写立德
树人崭新篇章。

2024年10月3日上午9点，招远一
中将在学校运动场举办百年华诞系列庆
祝活动，欢迎各界校友及嘉宾莅临现场，
共襄盛会。

招远一中
迎来百年校庆

左起：李厚生、臧商彝、王德安

招远一中第一任校长兰升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