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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英华园学校校长王保理

情系英华终无悔，楹联书罢字珠玑
源于热爱，华丽“转行”投身教育；精于勤勉，著述等身栽培栋梁。时间不语，却标注着足迹，数字不言，却镌刻

着成长。1999年，王保理倾尽所有，创办了东营英华园学校，从此结束了东营市没有民办教育的历史。二十二载劳
苦，在他的带领下，英华园挺立成长，浇灌出民办学校的传奇与辉煌。

育人如春风化雨，为师者山高水长。躬耕杏坛二十余载，从学生喜爱的“好老师”、老师崇敬的“领路人”，到家
长敬重的“好校长”，王保理一路且行且思，凝大爱于心、赋责任于行，勤勉敬业，收获满园桃李，领略一梦一生。

本报记者 王帅

以心以血，一梦一生英华情

环境整洁、国旗飘扬；
铃声响亮，书声琅琅，漫步
在英华园学校中，任谁第一
次见到王保理，也不会想到
这个敦厚朴实、和蔼可亲的
老人就是这所学校的校长。

1999年的春季，一个偶
然的机会，王保理得知东营
市竟没有一所民办学校，还
有一些孩子为了上学，小小
年纪便去了外市求学，他陷
入了思考。经过认真考虑之
后，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
法：要创办一所民办学校，
让孩子在家门口接受最好
的教育。他觉得民办教育是
一件社会公益事业，是造福
子孙后代的大事，其意义之
深远是其他企业所不能比
的。

说干就干，经过社会调
研、专业咨询、校舍考察、政
策落实等一系列的奔波后，
终于在东营师专的老校舍
创办了“东营英华园学校”。

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后，王保理的办学热情变得
一发而不可收拾。在政府的
扶持、社会各界的帮助下，
学校招生规模迅速扩张，师

资力量不断壮大，学校知名
度越来越高。在短短的几年
里，在校学生人数、教职工
数量、办学实力等成倍增
长。在此基础上，建立新校
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在政
府、企业、金融等社会各界
的大力支持下，一所崭新的
英华园学校终于在东营市
拔地而起。

“教学生一天，想学生
一生。”这是从英华园建校
之初就秉持的教育理念。弹
指一挥间，风雨二十二年。
办学的辛苦，不是寥寥几笔
可以描述清楚的，个中滋
味，只能由王保理一人咀嚼
品味。

二十二年来，在王保理
的带领下，英华园形成了

“为人以德，为学以恒”的校
训，树立了“教学生一天，想
学生一生”的教育理念，营
造了“清、净、敬、静”的良好
校风，实施“注重基础，尊重
差异，因材施教，多元发展；
现代观念，开放意识，世界
眼光，面向未来”的32字办学
方针，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
的办学特色和办学优势。

如今，英华园早已成长
为一所名师荟萃、桃李满园
的东营名校，成为了全市第
一所集学前教育、义务教
育、高中教育、国际教育、艺
术教育于一体的15年一贯制
省级规范化学校。学生们浸
润在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
内，置身在一流的办学环境
中，沉浸在“励志、善思、会
学、奋进”的浓厚学风里，遨
游在知识的海洋中，实现人
生的理想。多年来，这里已
经培养输送了大批的优秀
人才，这里走出去的有保卫
国家的军人，有弄潮商海的
骄 子 ，有 追 求 卓 越 的 精
英……

作为“全国两基先进教
育工作者”“山东省优秀教
育工作者”，王保理不负盛
名，二十二年如一日不忘初
心地坚守，取得了系列丰硕
成果，学校先后被评为“全
国先进民间组织”“全国青
少年文明礼仪教育示范基
地”“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学校”“山东
省基层党建工作示范点”

“山东省规范化学校”“东营
市教学质量优胜学校”“东
营市文明校园”等200余项荣
誉称号。

身先士卒，行之有力。
王保理几乎每天从早到晚，
时刻关注师生的情况。他有
写工作笔记的习惯，“好记
性不如烂笔头”是他常说的
话，在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
麻地写着要处理的工作，记
录着与班主任、教研组长、
备课组长等骨干教师的谈
话，他从中了解了老师的想
法、对学校发展的意见与建
议，也汲取着促进学校发展
的不竭动力。

如醉如痴，三年两著楹联梦

“国学明珠，分两行以
媲美；中华瑰宝，历千载而
弥珍”。王保理自幼受齐鲁
文化的影响，酷爱作诗答
对、诗联翰墨。他家祖辈留
下了很多楹联遗物，他爱之
如宝，吟联、背联、用联成为
他一生中最大的快乐，对楹
联的热爱和情有独钟，已经
到了痴迷的地步。

因为热爱，王保理先后
加入全国、全省各级楹联协
会。为了把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大创举和重要文学艺术
内容——— 古联妙语发扬光
大，他萌发了编著书籍、诠
释古联的念头。

自从萌生了这个念头
之后，他到处查找资料，到
处向专家讨教，到了寝不安
席、食不知味的地步，作了
扎实的准备。在不耽误工作
的业余时间，经历了三年的
潜心钻研，精心注释，王保
理完成了一部30万字的巨
著———《古联释义》以及其
姊妹篇《王羲之行楷书体集
萃》。该书共选取两千八百
副楹联，三百一十副横批。
这两部作品用浅显易懂的
语言对收录的古联逐一注
解、释义，让读者从通俗中
领悟到深奥，从平凡中体会
到高雅，巨著的发行，填补
了中国楹联史上的空白，为
弘扬国粹，促进东营乃至全
国的楹联文化事业作出了
积极的贡献，王保理校长荣
获“联教深化年先进个人”
的光荣称号。

成功的背后是无数的
付出，为了这项巨大的工
程，王保理不知道熬了多少
不眠之夜，付出了多少心
血……

在美丽的英华园学校，

王保理把楹联通过石刻、瓷
刻的艺术形式，镶嵌在学校
的每一个角落，有楹联墙；
有楹联歌；有楹联操；有楹
联课；有楹联教师；有楹联
书法；有寄托家乡情思的

“状元联廊”；浓缩了对联的
建筑美、对称美、语言美和
节律美。2010年5月，英华园
学校被授予“中国楹联教育
基地”。2021年2月，东营英华
园学校荣登“全国楹联教育
精英榜”。2021年12月，英华
园学校入选全国中小学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

值得一提的是，王保理
自行设计并建成的楹联艺
术长廊，也是展示楹联的巨
作。长廊在绿荫操场周边，
全长460米，历时两年建成，
镌刻有用篆隶楷草行书体
撰写的楹联380副，全部是
阳刻，师生耳濡目染，使操
场变得有生机、有文化。长
廊两边镶有用铝板刻制的
梅花、菊花等各式各样的仿
古图案，中国楹联学会副主
席、山东省楹联艺术家协会
主席刘太品将学校的楹联
艺术长廊嘱语为“中国楹联
第一长廊”。中国楹联协会
原会长蒋有泉先生指出：东
营英华园学校楹联文化建
设的典型做法和经验值得
在全国宣传推广。

两著楹联梦，一生英华
情。2021年，70岁的王保理依
然在教育的沃土上，守护着
一棵棵幼苗茁壮成长；2021
年，70岁的王保理依然用满
腔热血和不懈努力寄情于
楹联这份珍贵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中。

“师心不改，步履不
停。”这是他的执着，也是他
的承诺。王保理在规划新园蓝图。（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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