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得是 10 年前，我刚从镇上初中考入县城高中

学习，因为从小就喜欢读书的缘故，在威宁，特别

是在 07 年的时候，网络几乎还未普及，身边很少看

到使用手机的人们，我所读的镇上的初中学校里有

20 多台微型计算机，但是那个计算机属于老式的台

式电脑， 07 年的秋天，我有幸考入威宁县最好的

高中（威宁民族中学）学习，那时的威宁县城很古

老，就如现在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平凡的世界》

里的画面，只是那时因为高考的压力，没有多少时

间去浏览威宁小县城的各个古籍，最让我记忆深刻

的就是，那时的威宁的房屋建筑最高的才 6 层楼，

胜似上海外围的那个小别墅，房屋建筑不高。威宁

民族中学位于县城的北面，也就是现在的人民北路，

毛家山脚下，也是历经了 70 多年的老学校，被称为

“威宁最高学府”，是多少莘莘学子最想进入学习

的高中，当然，威宁人都习惯称威宁民族中学为“威

中”，无论在哪儿，只要有人说，我是威中毕业的，

只要是威宁人或者到过威宁，对威中人都特赞，说

他很厉害，因此，我 07 年能进入威中学习，我当时

是可以说高兴许久，因为，那是我儿时最大的梦想，

大家知道，如果你有个当时最大的梦想实现了，你

肯定是特高兴。

那三年，是我最刻骨铭心的三年，因为，那时

的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威宁小县城陪我走

过了几度春秋，尽管它很古老，很陈旧，但它很温暖，

威宁被称为阳光城。因此，不因它的古老，只因它

的温暖，说它古老，其实是那是的威宁改革步伐还

没真正在县城展开，那时，几乎没有现代化的任何

建筑能在威宁看到，关键的是，那时威宁的交通很

落后，甚至在威宁还没有公交车，没有高速公路，

县城里的也很少有汽车，每个乡镇到县城也就 1 至 2

俩班车，很少，因此，从交通以及车就能感知那时

的威宁。那时，几乎是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

几乎没看到，手机还是诺基亚的，没有现在这些智

能手机，电子产品等。

那时的威宁小县城，可以用古老这个词概括，

它还处于改革的初期，一切都那么祥和。

随着改革发展的步伐，威宁县城在 2010 年开始

起，县城风貌可以说是就像换了一件新衣服一样的

效果，恰似脱去一件从泥地了干活很久的外衣，拂

去满身灰尘，穿上一件盛装一般。

优美的街景，新颖的路灯，环形岛上，新设置

的红、黄、绿灯，街道上抢眼的斑马线，交通秩序

井然有序，让人仿佛置身于都市之中。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斗转星移，风风雨雨，

辉煌与坎坷，如今，威宁县城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各种现代化建筑，交通设施完善，生活趋于现代化，

人们享受着现代都市的新生活。一切都那么瞬息万

变。

如今，威宁县城整体规划已出，以毕威高速公

路形成纵向发展轴，以六盘水至昭通高速公路形成

横向发展轴的总体规划和构想是该县着力推进农村

城镇化的重要举措之一。毕节到威宁的高速公路途

经该县草海、羊街、盐仓等乡镇的 10 余个村，在该

县县城北部 3 公里处与 102 省道连接，处于威宁县

县城与五里岗经济园区的中间地带，同时与县城的

绕城高等级公路和县城城市 I 级主干道乌撒大道相

连；六盘水至昭通高速公路已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

并将提前至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实施，该高速公路贯

穿该县全境，在该县境内长达 150 余公里，途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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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乡镇。

以县城为中心 , 以毕威高速公路和六盘水至昭

通高速公路为纵向、横向两个发展轴，形成东西走

向和南北走向的十字型纵横交错的城镇化发展走廊，

有效扩展了县城人口容积和面积，将现在的城郊结

合部全部发展为中心城区范围，拓展了县城向农村

辐射的能力，对于带动县城周边的农村城镇化具有

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说起找工作，那是一个大学生的最终梦想，临

近大学毕业时，时常到处报名、考试、面试，那年

夏天，走过很多路，威宁没考进，最终，为了个工

作，通过社会招考，考进遵义市的一个县城高中工

作，刚考进的那时候想，不负所望，至少这么多年

的求学梦算是有个结果，慢慢的发现，因为离家远，

老家里有老爸老妈，他们为我们上学辛苦一辈子，

如今已经白发苍苍，而他们身边有没有其他人的照

顾，我的心实时绞痛，无时不挂念他们，只是，苦

于一时无路，在遵义那两年，是我人生心酸的两年，

历尽千幸和万苦，终于，我的母校威中给了我希望，

去年金秋季，终于走出那历史转折之城，历劫，克难，

不负梦想，感恩有母校，离开了 7年，再度重相逢，

威中还是那么的美，只不过，曾经，我是一名学生

进入威中学习，如今，我是以一名老师的身份进入

威中工作学习。感恩一切。现在，曾经高中教我的

老师们和我成为同事，甚至，现在我的高中英语张

珊老师和我同任教一个班，因她随和又特好，和我

同属家门，我们都称呼她“珊姐”。如今，我高中

时代的老师们都属于资深的名师了。而我，还属于

教育行业的新手，我的教育漫漫长征路，才刚刚开始，

我坚信，以最后对待教育的心态坚定前行。

今天，因威宁民族中学恰逢建校 80 周年，学校

组织编纂校史，我有幸参与编写，因此之故，认识

了很多威中毕业的学生和工作过的老师们等校友们。

比如，熊康宁老师，1976年毕业于威宁民族中学，

属于威中杰出校友。贵州师范大学喀斯特研究院院

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

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喀斯特石漠化防治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学术带头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专家、

住建部世界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贵州省省管专家、

省人民政府咨询顾问。

我在收集《威宁民族中学校友录》的过程中遇

到众多的威中校友等等，从他们的身上感觉到，大

概得到了威中被称为威宁最高学府的答案，在于有

德高、身正，知识渊博的众多老师、校友们的文化

支撑。

80 年，那是一个人的一生，而对于一个学校，

那是深厚的文化沉淀。我有幸，能在这里学习工作，

缘于梦，得于梦想。

诗曰：

威宁民中，经典传唱，县域龙头，威宁希望，

凤山浩浩，宝州古韵，千载流芳。史诗遗风，寰宇荡荡。

乌撒文化，源远流长。地区发展，教育领航。教育大计，

群贤共商。名曰威中，实寓翱翔。巳卯金秋，寒来暑往。

历八十载，不忘初心，砥砺远航。黔镜名校，德高名师，

多娇学子，其业煌煌。威中校友，贤俊雅赟，展翅翱翔。

名师三百，个个年富力强，学子七千，人人奋

勇向上。自强不息，身正学高育人师 ; 厚德载物，

躬耕教坛真爱无疆。莘莘学子，谆谆师长。教则不

记辛勤，学则扬帆起航。草海千波浪，学子扬帆勇

起航 ;六桥一片天，威中昂首铸辉煌。海阔凭鱼跃，

天高任鸟飞。忆过往，威中业绩丰硕辉煌，看今朝，

天时地利与人和，千载良机正当好 ; 望未来，长风

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池鱼化龙，一飞冲天，

前程似锦，分外妖娆 ! 春华秋实，硕果盈秋香满院 ;

后昆有为，斩棘披荆勇向前。一份收获，十份耕耘。

一分成绩，万千苦辛。十年树木，百年育人，同心

奋进谱华章 ! 常青草海自潺缓，人杰地灵多俊贤。

众志成城铸伟业，乌蒙名校谱新篇。学子青云上。

喜看枝头花绽放，展翅翱翔向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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