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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训，男，汉族，垛石街道田家屯村人，生于
清道光年间，卒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

王文训出身于农民家庭，幼年时因上过私塾，
略识一些文字，成年后学习一些武术，练过拳脚功
夫。他性格豪迈，有胆具识，急公好义、磊落不群，
在街坊乡邻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清同治年间，盗贼蜂起，全境骚动。此时，王
文训在垛石镇田家屯、索家庙、尚家坊一带倡议成
立了“一心团”，剿匪除奸，保家守土，保障一方百
姓的安居生活，全体团众齐心公推王文训为“一心
团”团长。

清咸丰年间，官府征收漕粮（旧时从水路上向
官府运送的粮食），官府苛政赋税，县衙征收漕米
时又将征税尾数上捐，见零成整，见勺成合，见合
成升（勺、合、升都是旧时粮食的容量单位，十勺为
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dàn
一合零一勺，也要进位成二合，百姓俗称这种计算
方法为“露头捐”）。从而使官吏从中渔利、百姓负
担沉重，致使百姓怨声载道叫苦连天。这时，王文
训见义勇为，村中凡有应付差役催粮事宜，王文训
都一身承担，为乡亲免去了许多祸殃。与此同时，
他还亲自去县衙据理力争，终于使知县理屈辞穷，

答应按官府确定数目征敛，做到勺合分明，并刻石
碑立于县衙大门前作为永久证明。

第二年，又遇上了大灾之年，庄稼歉收，百姓
逃荒度日还不得饥饱。灾荒之年，官府不但不予
减免赋税，反而紧催逼税，如不按规定时间交上，
就对百姓打骂蹂躏。王文训见此情景，心急如
火。于是就又亲自到县衙为百姓请求减征和缓征
赋税，经过再三请求，县令不但不准，反而训斥王
文训无理取闹，聚众闹事。谈判决裂后，县令对王
文训十分怨恨，欲想尽快除掉这个祸根。但仅靠
本县是无能为力的，因为考虑到王文训“一心团”
和广大百姓的支持。于是，县令就向济南府请求
派官兵立即杀掉王文训，除掉这个向官府造反的
祸首。清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三日上午，即农
历腊月三十日上午，济南府派清官兵乘百姓过年
之机包围了田家屯，想活捉王文训。王文训立即

率“一心团”团众英勇抗击，战斗中，打死打伤清官
兵数名，并当场打死带领清兵的游击（游击是指清
军中仅次于参将的军官，相当于营长职务），清官
兵大败后而溃退。

王文训的“一心团”击败清官兵后，认为已是
大年初夕的下午，清官兵不会再反扑进村，于是就
放松了警惕，只让田家屯本村的团众站岗值勤，其
余各村的团众都放假回家过年。没有料想到的是
清官兵正是乘过年之机，又回村反扑突袭，决心想
全歼“一心团”，活捉王文训。大年三十傍晚，清官
兵再次反扑突袭田家屯，把整个田家屯村包围的
水泄不通，“一心团”终因团众稀少、措手不及，寡
不敌众，惨遭大败。

“一心团”大败后，王文训想方设法逃奔临邑
县钟楼店他的旧交朋友“黑虎团”的团长陈烔那
里，但此人不念私交，不料遭到陈烔的出卖。济阳

“一心团”团长王文训次日最终被清官府杀害。济
阳百姓知道这个消息后，都十分悲痛，编成谚谣：

“王文训是好汉，舍上自己救一县”，对他英勇无畏
的为民精神大加赞叹。

济阳“一心团”团长王文训被清官府杀害后，
他的儿子王长吉又重振“一心团”，被团众公推为
团长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一心团”的团众发展至
千余人，日常练兵，纪律严明，打着为民的大旗，决
心想占领济阳县城，士气鼓舞的特高涨。有一天，
王长吉认为占领济阳县城的时机已到，便集合“一
心团”全体团众在垛石镇王家冢村的崇兴寺内集
合，准备攻打济阳县城时，不料遭到清官兵包围突
袭，在激战中，由于寡不敌众，“一心团”团众几乎
全部遭清官兵杀害而牺牲。至此，济阳的“一心
团”全部覆灭，不复存在。

作者系区退休老干部

济阳“一心团”团长王文训
◇孙厚德

五四运动在济阳

五四运动起因于收回山东主权。自1918年11月25日开始，山东人民
为收回主权进行了一系列抗争活动，形成了以济南为中心，以山东各社团
为主体，以通电为主要形式，强烈呼吁北京政府坚持公理、取消密约、维护
主权的社会活动。在先进青年知识分子的带动下，济南爱国
运动的烈火迅速燃烧起来。在济南读书的部分辛集学生回
到家乡，四处张贴“还我主权，还我山东”“严惩卖国贼”等标
语，并到附近小学、集市进行演讲，主要内容是：反帝反封建，
收回青岛和胶济铁路，抵制日货。

成立济南理发业联合总会济阳分会

济南理发工人抗捐罢工是山东在党的领导下举行的最
早的罢工之一。1923年7月，山东省警察厅长高延文强行对
济南理发业征收卫生执照捐，引发理发工人的联合抗捐罢工
斗争。王尽美、王用章深入理发工人中活动，团结了大批工
人骨干，开展抗捐斗争。理发工人先后在南关毛家坟罗祖
祠、魏家庄南首的砖瓦窑、千佛山下集会游行。迫于社会舆
论压力，警察厅答应理发工人全部条件。斗争胜利后，济南
理发工会正式建立，对外称“济南理发业联合总会”。济阳与
济南周边的长清、齐河、临邑、商河等16个县相继建立分会，
会员总数达2000余人。

乡师爱国学潮

济阳县简易乡村师范的前身是济阳县师范讲习所，1934年改为乡村师
范学校，学制4年。先后有马夷亭、路雨亭、宋绂斋任校长。学校从1934年
底开始招生，到1937年“七七事变”，共招收四届学生（其中1937年招收的学
生没有入学）。学生中有不少曾经接受过一些共产党员的影响，他们到乡
师后都成为宣传革命道理、开展斗争的骨干。三四年的时间，学校发生过
多次学潮，为争取改善生活，惩治贪污，举行长达一周的罢课，迫使学校当
权者收敛了贪污行为，学生的伙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改善。

借考试之际，在试卷上表示了全体学生的共同愤怒，成功驱逐训育主
任出校。西安事变爆发后，学生们拒绝参加并以一哄而散的方式抵制国民
党县政府为粉饰蒋介石而进行的游行。抵制反动校长的训话会，以集体退
场的方式把县长晾在讲台上，让校长出尽了丑。为古北口的抗日将士们募
捐，进行抗日宣传、演讲、游行，与全国各地的爱国革命运动遥相呼应，轰动
了济阳城。“七七事变”后不久，日寇开始轰炸济阳城，学校无法上课，校长
宋瑞麟带领部分师生随军南逃，大部分学生对国民党没有好感，倾向留下

来抗日，其中如杨好廉、江兰馨、傅怀伦等，成为共产党在济阳地区的第一
批党员，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和革命斗争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也
有一些学生如王春华等，成为济阳县革命斗争的骨干，经历了战争的洗礼，
一直奋斗着。济阳乡师和乡师的学潮，培育了革命的火种，锻炼和准备了
干部，培养了骨干，为济阳后来的革命斗争，做了最好的奠基。

供稿单位：区委党史研究中心

济阳

清宁商业街附近有个牛家村，有位年过七旬的老年人，他叫牛继彦，多年来以经
营五谷杂粮、农副产品为营生，恪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坚持货真价实讲
诚信的理念，被乡里乡亲称作是“把买卖做完美、服务到家、不留私心的买卖人。”

去年中秋节后的第三天，就是农历八月十八日，清宁集上仍散发着浓郁的过节
气息：大减价的月饼没有下架，抢手畅销；一串串水灵灵鲜活的葡萄摆满了地摊，一
车车脆生生的黄鸭梨满满当当，卖杂粮的牛继彦就在这鲜果市场中段的南侧，我没
讲价，以每斤2元4角的价钱购买了20斤大米，过完称，我当即按照价付了钱，他又忙
着照应一位老太太买绿豆、红小豆，我急着到西边蔬菜市场去买菜，便忽忽忙忙推着
三轮电动车离去。

挤在人群中，我先后买了几张豆腐皮、土豆、洋葱、南瓜、黄瓜、萝卜，零散地堆放
在车厢内，到了菜市场的北头，就是清宁集的尾端了，我停下来，数数还有什么没买
齐的，如果买齐全了，往北出村，回家的道路最近。车厢里的东西一样样翻了两三
遍，脑海里也在翻腾，老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什么，却想不起来。于是，不由自主地
掏出了临来赶集时，罗列要购买东西的那张巴掌大的纸。“好脑筋不如烂笔头”，人们
生活中积累提炼出的谚语，还真能表达出深刻的道理。我突然眼前一亮，脑海中显
现出“大米”两个字。拍了自己脑门一下，自言自语道：“嗨，糊涂了，变成了猪脑子！”
极力回想，像看电影那样，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追溯自东往西走过这二里多路的集
市，一样一样买东西的详细情节。记得买大米的钱确实当场付清了，给人家一张伍
拾元的钱，人家又找给了两元零钱。这个场景，脑子回忆得很清晰。至于装在比较
大的方便袋里的20斤白米，是当场拿走放到车厢里了呢，还是一时疏忽，急着走忘记
了带走，舍到他的摊子上了呢？苦苦思索着，脑子还是空白，记不清楚，拿捏不准。
如果当时已将大米放到自己车厢内，不见大米，那就很可能乘我不备，被人给提走
了，就不好找了，那就算花钱买个教训。还有另一种可能，假使大米忘到他摊子上，
也许有找回的可能。死马当活马医，抱着一线希望，一旦能找回呢？不就减少损失
了吗？

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掉转车头，原路返回。街上遇到了些熟人，问这问那，因
为我心情有些沮丧，忐忑不安，没有像往常赶集那样，碰到长时间没见面的熟人，就
像断了线的一串珠子，拉起呱来没完没了，当时就寒暄应付几句，寥寥几句便搪塞过
去，心里疙疙瘩瘩老纠缠着，感觉找回大米的希望不大，渺茫！

快走到牛继彦的粮摊附近，犹豫不决，胆怯起来，遂放慢了脚步，心想：事情的责
任，全怪自己。眺望了那摊子上，并没有盛放大米的那个塑料袋子，到人家面前，怎
么张开嘴，先说什么，怎么问呀！对方承认尚好说，一旦人家说没见，岂不是丢了鸡
又失了米吗？人家说我诬陷他，那怎么收场呢？我左右为难，踌躇不前，盘算着，迟
疑着，十分为难。正在这时，站在不远处摊子后头的牛继彦发现了我，大概猜出了个
十有八九，大步跨过来，主动牵着我的手，焦急地对我说：“孙大哥，你叫我好着急
哩！我给那老太太称了绿豆和红小豆，结了账，一转身，发现了你的大米。喊你几
声，你只顾往西走；去追你吧，这里没人守摊子；问了你村几个认识的人，说没见过你
……”听到这里，悬在心里的那块石头这才落了地，连声说：“大兄弟，你辛苦了！谢
谢，谢谢”。他一只手拉着我的手，另一只拍着我的肩膀，继续说：“这没什么，只是人
一上了年纪，肯忘事，回头就忘。”我紧握住他的手，他摇来摇去，告诉我：“担心你中
午用大米，我就到了不远处的服装市场，一个姓李的夫妇多年卖服装，曾打过交道，
说跟你熟。他今天家中有事，收拾摊子稍早一些。一说这情况，他夫妻俩愿意帮忙
给你捎回家。我就委托给他办理了。”

时下，集市上的扒手偷不到东西就像丢了魂似的，可这邻庄的继彦老弟，把我无
意舍在他摊上的大米给照料得详尽周到，想我所想，急我所急，真是眼不黑财不黑的
大好人哪，打着灯笼也不多见啊！

老家当地，常把经商、商贩一类生意人叫作买卖人。邻村牛继彦老人就是这样
一位地地道道、实实在在把买卖做到家的好买卖人。

那位卖服装的叫李文才，40多岁，自家门上的表兄弟，对越自卫反击战荣立过
战功，人很正直憨厚。他一到家就把大米给送来，家人熬了饭，等我骑车赶回家，煮
熟了的白米已飘着浓浓的香味。 作者住址：回河大杨村

把买卖做到家的
买卖人

◇孙云峻

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的百岁华诞。一百
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破壁
图强、砥砺奋进，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展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雄伟
蓝图，成就了泱泱华夏的焕然风貌。为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歌颂党的丰功伟绩，助力济
阳区经济文化社会更好更快发展，繁荣人民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拟举办“永葆初心”济阳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书画摄影剪纸作品展，作

品征集方案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中共济阳区委宣传部
承办：济阳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济阳区文化和旅游局
二、主题内容
聚焦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围绕党史、新中

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新时代的
伟大成就，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展现我

区革命历史、改革发展等历史成就和崭新面貌，
以艺术的形式大力弘扬红色文化和时代精神，
为推动北部新区全面起势、加快向高质量中心
城区迈进贡献力量。

三、征稿要求
1、作品内容紧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的主题，歌颂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和丰功伟
绩，描绘伟大祖国的壮美河山，反映各族人民昂扬
奋进的精神面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

愿景。尤其欢迎以济阳革命先烈、英雄劳模人物、
红色教育基地、改革发展成就为题材创作的作
品。书法内容诗词曲赋、楹联、短文等题材不限，
提倡红纸书写，形式新颖，增强喜庆气氛。

2、作者不限地区，即可独立创作，也可以联合
创作，涉及历史史实的要保证准确无误。

3、书画作品原则上要求4尺竖幅，由区文联
统一装裱。

4、征稿日期：即日起至2021年5月20日。

5、作品将于“七一”前后展出，展出后作品退
还作者。

四、投稿方式：
1、摄影作品发邮箱jiyangwenyi@163.com。
2、书画剪纸作品送或邮寄至济阳区文联办公

室（济阳城区富强街1号油区发展服务中心办公
楼408室）。

联系人：李佩明，电话：84228967
二0二一年四月九日

“永葆初心”济阳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书画摄影剪纸作品展征稿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