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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八月底，那是学生入学报
名的日子。我们这一批新生来到宿迁，纷纷
走进我们的学校———淮阴专区供销商业学
校。

学校位于宿迁县城东部大运河西畔。
校园不大，占地不足十亩地。校部和办公室
在北院，饭堂和宿舍占据校园中部，教室和
操场在南大院，四间教室设四个班级，全部
都是砖瓦结构的平房。

入学后我们了解到，学校的前身是淮
阴专区供销系统干部轮训班。六四年改为
半工半读供销学校，隶属于省供销合作总
社，由淮阴供销办事处主管。六四年招收一
批试验班四十六人，学员来自在职人员。六
五年暑期中考扩招我们这一批学生一百五
十六名，全部来自淮阴专区所辖市县。

学校共四个班，除原老班外新生按照
县域划分三个班。首任校长蔡鸿学，教导主
任和总务主任分别是王长和王明。学校曾
聚有一批高素质的教师队伍，除部分大学
毕业生还有从其他部门选调来的。他们是
施惠生、乔凤林、仲伟功、朱永富、王忠、罗
啟迪、吴梦娇；女教师雷秀玲、季莉莉等。他
们分别担任班主任和各科教学。专业教师
余西台，管乐清是省总社选派来的，分别担
任财会和统计专业教学工作。

学习课程是在高中课程基础增加了经
济学、计算技术、专业课。入学第二年专业
划分财务会计和计划统计各两个班。学校
有严谨的教学计划，制定了学生守则，校纪
编成校歌传唱。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使我们
认识到供销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起的重要
作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供销合作社的
办社宗旨，要求我们树立爱商和学商的思
想，认真学习经济理论和工作技能。

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学习，也适
逢供销系统的购销旺季，学校安排我们走
出校园，分别到宿迁，沭阳，泗阳三个县基
层供销社实习，时间一百天。

我们带着学习商业的热忱分组到基层
供销社，深入柜组与老职工同站柜台，参与
营业，老师傅言传身教，我们虚心学习业务
实践理论知识，满腔热情地为顾客服务。在
老师傅传帮带之下，大家的业务技能都有
显著提高，能够胜任工作岗位，都得到了领
导和职工的好评。实习让我们得到实践锻
炼，也让我们得到向社会学习的机会。

我们这一辈，生长在毛泽东时代，是用
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学生，做又红又专
的新人是我们的目标。在学校，我们遵循着
毛主席教导“团结、紧张、严肃、活跃”学习
和生活。在那艰苦的坏境下，我们每月伙食
费仅九元，粮食定量每人每月是三十三斤，
集体伙食分桌就餐；住宿是集体大宿舍高
架两层床；生活用水起初是我们从大运河
拉运回来的，厨房蒸笼下的热水是我们的
洗漱用水；学校每年腌制几大缸咸菜，那是
我们早晚佳味菜肴。生活上的艰苦并没有
让我们失去学习的信心，我们认真读书学
习，学校请来商业业务能手给我们讲学，开
展业务技术练兵活动；学校经常召开各种
报告会，毛主席著作天天学习，文体活动经
常开展……丰富的校园生活，处处洋溢着
青春气息，充满欢声笑语。

当年的学校是一座革命的大熔炉。良
好的校风和氛围给我们提供了紧张有序的
学习坏境，进校以后我们各方面和综合素
质得到提高，大家有信心使自己成为供销
战线上的“红专”合一的新兵。

学校设在宿迁三年多，按专区规划曾

两次迁建新校。初始是借用宿迁棉麻公司
旧仓库改建的，六六年四月，在淮阴县小营
改建新校，由于中央文件，为符合“备战”精
神校址远离城市，又一次改建在淮阴五里
庄。但动功不久，因文革运动的开展而停建
了。

六六年夏季，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文
化大革命运动。我们学校与其他学校一样
开展文革运动，停课闹革命，学生走出校园
加入“大革连，大字报，大辩论”活动，成立
“红卫兵”组织……但是我们全校学生没有
参与社会上武斗，没有出现过激行为，没有
放弃学业；同学们始终保持清晰头脑，在
“工宣队”“军宣队”的驻校领导和帮助下，
复课闹革命。边学习边参与运动。在校三年
多，我们曾多次到农村帮助秋收秋种，深入
工厂与工人并肩劳动，也曾走进军营向解
放军学习。

在红旗飘飘一切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
革命年代里，我们迎来了毛主席关于知识
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最高指示。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学校执行专
区文件指示：全校学生回原籍下放农村。听
毛主席话，跟共产党。我们 忠心向党、怀
揣毛主席著作，不滞缓，毅然离校走向农
村，继续在广阔天地里劳动学习，接受贫下
中农再教育。

离开母校五十年的今天，我们不会忘
却当年的宿迁，在那涛涛的大运河畔，在那
巍巍的马陵山下，在宿迁的城镇和农村，曾
留下我们青春的身影。是敬爱的母校哺育
我们知识，伴随我们成长，母校永远在我们
心中！

忆五十年前的母校
阴 许尔金渊许峰冤

六十年是多久?六十年,可以让幼稚的孩童变成沉
淀着岁月痕迹的花甲老人、六十年,可以让一个城市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六十年对于苏食院又意
味着什么呢?

还记得刚入学的时候,我独自一人从个熟悉的环
境突然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难免有些紧张,但来到学
校,这种顾虑就完全没有了。而苏食院也和我想象中
的大学生活没差,刚进校门就被“立德尚能”这四个
大字吸引了,这也是苏食院一直所延续的校训。

六十年的岁月,苏食院经过时间的磨练,已经非常
成熟,它送走了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又迎来了一波又
一波新的面孔,它见证过许多汗水与泪水，欢笑声与
声呐喊声。

六十年,在无声的叹息和笑容中,来来去去多少人，
而在社会上得到了德高望众的地位的人,能骄傲的说
一声,我的母校是苏食院。苏食院就像有一双温暖的
大手,为每一个学子插上的腾飞的翅膀,让他们都能在
梦想的蓝天上翱翔。

苏食院秉承着“民以食为天,药以安为先”,充分
彰显出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对“以人为本立德
尚能”校训的阐释。

“六秩春秋辉煌路,继往开来谱新章。”六十华诞,
是苏食院的新时代,是一个新的开始,是学校实现新跨
越的重要机遇。未来的苏食院将会越来越好,六十年，
学校的环境有了质的飞跃。无论是“百草园”还是
“双馨湖”、是“听荷轩”还是“怡然居”,他们都只
会越来越好,现在的苏食院因为有了这些独特的风景
而美丽,未来的苏食院会为有了我们而自豪。

回眸六十年，卓然不凡。苏食院走过了脚踏实
地、诲人不倦的六十年，走过了努力奋斗、锲而不舍
的六十年。六十年来，苏食院人用自己的青春和汗
水，打造了苏食院昨日的辉煌；用知识和智慧，挺起
了苏食院今日的脊梁；用博爱和文明，积淀了苏食院
丰厚的底蕴；用豪情和壮志，书写了苏食院壮丽的篇
章。真可谓：耕耘共收获一色，奋斗与成绩齐飞。

六十年薪火相传,六十年华秋实。时光茬苒,对于
即将到来的六十岁,我希望能用一颗年轻的心态去迎
接新的岁月,我们试图在苏食院身上还有它走过的历
程中,寻找到智者的生命的内涵。

最后借用之前已经毕业了的学长的一句话,也代
表了我的心声,祝学校越来越好,各位校友也能学有所
成!不忘苏食,阔步前行。

挥笔洒墨 叙苏食之情
阴 刘嘉兴

今年是学校花甲大庆，然而您
可知道创业艰辛与曲折？想当初只
有四名教师和两名炊事人员和一盒
粉笔借用在宿迁县一处破厂房里建
校，在曲折发展道路上而走到如此
辉煌今天（<校史－坎坷办学 >）。
远的不说，1979 年复校后的供销学

蕩校建康西路原址现今已 然无存，
曾在那里工作和生活几十年的我，
心中难免还有一丝怀念，许多校景
在我脑海里留下的记忆至今还挥之

別不去。当然，那时学校规模，级 和
校园风景，也就是说校容校貌和今
天相比已不在一个档次上，不可同
日而语，用天壤之别来形容也不为
过。我想怀旧心理是人之常情，有怀
旧才会正视现实，进而开拓未来。我
等开拓未来已无份，但为后生当拉

吶拉队 喊助威还是有余力的。想当
年在课堂上我曾以校景作喻言激励
过同学，要他们认真读书，正确对待
人生，毕业后进入社会诚心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现在不
妨将校景遐想从记忆里掏出重现于此。但望能引起曾

詔在同在一个课堂里共献 华为校史增光添彩的老哥老
姐们美好而甜蜜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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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门
你是一张风帆
展开胸怀迎风破浪
满载千万莘莘学子
驶向知识海洋

你是一张风帆
乘长风破万里浪
驶向一个重点
又向另一个重点远航

啊 风帆 风帆
因为有了妳
我们生活充满阳光
在书海里尽情吮吸营养

啊 风帆 风帆
因为有了妳
我们踏进社会信心坚强
人生价值迸发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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