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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原来庙宇的规模并不大，最多也

是土木结构，这也更能印证了当地人推测

的可信性。

      

狮子沟的大学校

钻过西盛村高速铁路桥，沿着不是

很宽的乡村小油路到了一处相对平整的

地方，这里曾经有一所完全小学，过去全

狮子沟九个自然村的学生除了有几个村的

一二年级学生在本村就读外，其余的都在

这里读小学，这个学校我们当时都叫“大

学校”。

据一些长辈们回忆，1948年村里的

富户和大户人家集资，在大庙下院的东

侧房，成立了一所私学堂，学生坐在炕桌

使用毛笔写字，课本是《三字经》《百家

姓》《千字文》，私塾先生是宁天保老

师，虽然当时的薪酬按米金折算，但老先

生依然还是诲人不倦，在狮子沟的读书人

中，有口皆碑。新中国成立后，改编为公

立学校，当时办学条件特别简陋，大庙下

院又盖了一间西教室，在潮湿的教室里用

泥台做课桌，泥墩支撑的木板作为板凳。

即使如此，穷人家的孩子能够背着书包上

学是开天辟地的，几千年封建社会没有做

到的事情新中国做到了，因此人们都珍惜

这来之不易的幸福，孩子们刻苦学习，老

师们认真教学，培养出不少人才。

从狮子沟大学校先后考出去的人很

多，他们兢兢业业地奋斗在各自的工作

岗位，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着聪明才

智，有些还成为行业内屈指可数的人物。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念书考学

和个人创业后逐渐走出狮子沟的人很多，

他们都是我们狮子沟父老乡亲的骄傲！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狮子沟还涌现过郝福

忠、李银魁、陈二才等烈士，家属都曾经

享受过优抚待遇。

1952年大庙内的泥塑被拆除，次年

变成了教室。大学校沿用初小四年旧学制

时间较长，后又改为五年制。这所学校在

1970—1980年间，学生达到200多名，教

师10多名，是学校存续期间师生最多的时

候。当时由于教室的拥挤，重新修建学校

已成必然。大庙的三间房都是双檩双替，

又全是上好的木料。学校就地取材，于

1978年拆了大庙，并利用大庙的建筑材料

当年就盖起了两栋教室，但后来因排水不

畅导致后墙坍塌，现在从倒掉的教室后墙

可清晰看到，当年大庙里的那些雕梁画栋

的梁柱立在屋脊处。

1990年以后，随着人口的减少学生

也逐渐减少，到2006年左右，几个行政村

的小学都整合到了三道营小学，至此后大

学校就成了现在的空壳学校。这所学校虽

已荒废，但在党的好政策的带领下，新建

的学校为学生们提供了更加宽敞明亮的学

习环境。在那里，孩子们接受着国家义务

教育的精心培育，将来也会成为各行各业

的有用人才，成为时代的精英与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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