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传统资源是我们党革命传统资源是我们党
的宝贵精的宝贵精神财富神财富，，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把红色传
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深入进行党史军史
教育，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要用心用情用力
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济阳境内的红
色遗址遗迹资源较多，但是摸排程度不深，保护力
度不够，亮点挖掘不力，较为成型且成为基地的更
少，城区内仅有济阳革命烈士陵园一处，街道（镇）
也仅有济阳县第一党支部——史家寺党支部一
处。全区上下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加强对红色资源的挖掘、整合和优化利用，
利用好革命历史遗址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让革
命先辈在天之灵得到慰藉，革命后辈延续革命的
记忆，让红色资源在新时代“活”起来。

红色文化资源概况
济阳革命历程辉煌

1937年8月，济阳县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
称“民先队”）成立，刘刚平任队长，这是一个由共
产党领导的由进步青年组成的抗日组织。1937年
10月，中共鲁北特委（亦称鲁北特工委或冀鲁边工
委）成立，济阳党组织受其领导。1938年9月，肖华
率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军政机关一部组成八路军东
进抗日挺进纵队（简称“挺纵”）抵达乐陵县，建立冀
鲁边区军政委员会，成立军政干校。济阳的江兰
馨、杨好廉、傅怀伦、孙万珍、秦在田、于在清、尹子
元、王学元、刘元亭、张传芳等人先后参加学习，毕
业后分赴各地，组织发动抗日活动。

1938年10月，中共济（阳）商（河）边联合支部
建立，先属“挺纵”政治部领导，后改属中共临邑
县委。1939年1月，济阳、平原、商河、禹城、齐河、
临邑、德平七县工作委员会建立，齐济临商边区
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1939年2月，济阳县第一
党支部——史家寺党支部诞生，济阳抗日斗争从
此开启新篇章。1939年10月、12月，中共济商边
区工作委员会（史称“东路工委”）、中共济阳县工
作委员会（史称“西路工委”）成立。1942年8月，
中共齐济县工作委员会成立。1943年7月，中共
齐济县委和县政府成立。1944 年 1 月，齐、济分
县，济阳县建制恢复，成立中共济阳县委。

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 月 3
日，济阳城解放，济阳县的党组织领导全县人民
赢得了民族战争的彻底胜利。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违背人民意愿，
撕毁停战协定，全民发动内战。济阳人民和全国
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赢得战争
胜利贡献了全部力量。解放战争进入反攻阶段
后，在“反蒋保田，解放全中国”号召下，全县掀起
了生产互助、参军支前、拥军优属的热潮。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济
阳进入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期。中共济阳县委
遵循党中央基本路线和指导方针，带领全县人民，
医治战争创伤，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国民经济得到
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在此基础上，按照党在过
渡时期的总路线，成功进行“一五”计划建设，逐步
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开始转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改革开放后，全县人民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方针路线，把经济体制改革
不断引向深入。在农村逐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在城市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为经
济和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把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济阳
人民在区委区政府坚强领导下，秉承弘扬革命先
辈的红色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开拓创新，
为建设高质量北部中心城区而努力奋斗。

济阳党史人物众多

杨 好 廉（1918——1940.5）
化名刘忠，原济阳县七区陈坦村
人（今属商河县）。1935年，考入
济阳县乡村师范学校。杨好廉发
动同学到处演讲，宣传抗日救国
道理，积极进行募捐活动，支援古
北口抗日前线，反对国民党投降
派卖国行径。在日军占领德州，
逼近济南时，校长、教师和大部分
学生南逃，杨好廉毅然留下，积极
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8年
秋，到乐陵军政干校学习，并加入
中国共产党。学习期满后返回济
阳，筹建中共济商边区工作委员
会（东路工委），并任组织部长。
1940 年 5 月，东路工委人员宿营
王海亭村（今属曲堤街道）时被日
伪军100余人包围，不幸被捕，惨
死于日军刀下。

江兰馨（1918——1940.8）化
名江精干、江先民。今新市镇江
店村人。1938年秋，到乐陵军政
干校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学
习期满后回到家乡，积极发展民
先队员，建立抗日地下联络站，以
江店村红枪会为基础建立起抗日
武装。1938年冬，发动江店暴动，
揭开济阳革命武装斗争序幕。
1939 年春，调任临禹县四区区
长。1940年8月11日，区队在四
区姜家村（今属临邑县兴隆镇）开
会，因叛徒告密，被200余名日伪
军包围。突围中中弹牺牲。

傅怀伦（1916——1945.1）字
经五，今仁风镇傅家村人。1938
年冬，赴乐陵军政干校学习，加入
中国共产党。学习期满后返回家
乡，参与中共济商边区工作委员
会（东路工委）筹建工作。1940
年起，历任德县八区区长、平禹县
八区区长、济阳县七区区长 。
1944 年 10 月，惠济商三边县建
立，任三边县政府民政科科长（未
到任）。1944年12月29日晚，率
区队在今曲堤街道高庙村宿营时，突遭伪军包
围，不幸被捕。1945年1月5日，被杀害于今商河
县玉皇庙镇堤口村。

刘刚平（1919—1994） 原名刘福利，曾用名
刘振华，今临邑县孙家庵乡小刘家村人。1937年
5月，在商河县立第九高级小学组织建立民先队，
任大队长。1938 年 9 月，到乐陵军政干校学习。
学习期满后，到济（阳）商（河）边区开展敌后抗日

活动。1939年1月，中共济商边联合支部建立，任
支部书记；2月，建立中共济阳县第一党支部——
史家寺党支部，随后在贾寨、蒯王、江店等村建立
党支部；12月，组建济阳西路工委，任书记。1943
年1月，任中共齐济县委组织部部长。1944年10
月，任惠（民）济（阳）商（河）三边县委组织部长兼
武工队队长。1946年，调东北工作。

吕本支（1918.2——1997） 字荣青，曾用名杨
建农，今商河县白桥镇大吕家村人。1938年，到
乐陵军政干校学习。1939 年 2 月，参加八路军。

1939年9月，受挺纵政治部派遣，
深入济阳县东北部白桥区、仁风
区一带进行抗日活动，建立济阳
东路工委，组建济阳县大队。抗
日战争时期，历任军区政治部干
事、师政治部干事、军区政治部
敌工队队长等职；解放战争时
期，历任团政治处主任、纵队政
治部联络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
立后，历任沈阳军区司令部化工
部副部长、后勤部工厂管理局政
委等职。

李 兴 民（1919.12——2003）
原名李克己，1919年12月生，新
市镇史家寺人。1938年6月，参
加八路军永兴支队。1939 年 2
月，任济阳县第一党支部——史
家寺党支部书记；4月，任中共济
阳第四区委书记；年底，打入敌
伪合作社。1940年3月，任西路
工委副书记兼四区区委书记，后
兼五区区委书记。1940年7月，
任临邑县政府文教科科长兼游
击二中队指导员。1942年，调任
济阳视察团副主任、民教科长。

1943年起，任齐济县青联主任、济阳县农会主任、
平原县委民运部长、二地委土改工作团组长。
1949年2月，调区党委参加南下干部大队，任新组
建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干部训练大队中队政治
指导员；9月，任华东局直属机关党委宣教科长、

机关工会秘书科长。19531953 年后年后，，任上海新沪中任上海新沪中
学学、、市北中学校长市北中学校长（（厅局级厅局级））等职等职。。

朱宝承朱宝承（（19021902————19481948..1212）） 字振玺字振玺，，今回河今回河
街道店子村人街道店子村人。。1937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先在武先在武
汉参加国民党军队，后到鲁南受训，转到临邑。
1938 年秋，脱离国民党军队，到乐陵参加八路军
挺纵第五支队。历任冀鲁边二军分区参谋、参谋
主任、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第十七团第一营副营
长、齐济县大队副大队长、济阳县大队副大队长、
渤海纵队第十八团团长等职。1940年3月，首次
深人济阳境内，进行游击活动，在四区路家桥伏击
乘车过路日军。1942年3月，率第十七团第一营
在济阳城西东王村设伏，截击下乡扫荡的日伪军；
5月25日，同赖金池一起率军分区主力部队，在齐
河县大队配合下，一举歼灭盘踞于济阳、齐河边区
的顽军赵芙亭部，击毙旅长赵芙亭等60余人，俘虏
500人。1944年2月，率济阳县大队在三区艾老村
设伏，击溃伪省、县警备队600余人。1947年，参
加青（县）、沧（州）战斗。1948年3月16日，在解放
桓台的战斗中，率渤海纵队第十八团担任主攻，全
歼守敌1800 余人。1948年冬，率所属渤海纵队第
十八团参加淮海战役，在今河南省永城县王家花
园一带阻击突围之敌。当他指挥部队向敌军发起
反击时，一颗炮弹在身边爆炸，当场牺牲。

郭传才（1930—2019）1930年8月生，今济阳
街道何家居人。1949年入伍，参加淮海战役、渡
江战役。1950年4月，被派往第三野战军高炮三

团，成为一名装填
炮弹手。1950 年 9
月，作为华东第三野
战军炮兵代表，参加
在北京召开的全国
英模代表大会，受到
毛主席接见。后赴
朝作战，立一等功一
次，被授予二级勋
章，并被评为全师的

“高射英雄”。1951
年，作为中国人民志
愿军英雄代表回国
参加国庆典礼，第二
次受到毛泽东主席
和 朱 德 总 司 令 接
见。1953 年4月，回
国参加首届炮兵功
臣庆功会。5 月 1
日，跟随毛泽东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登上

天安门城楼，观看文艺演出。1955年，随部队回
国。后分配到胶南 201 师高炮营任一连副指导
员。1963年，转业到济南市历城区东郊人民公社
（今王舍人镇）武装部工作。

王为民（1949—1997）新市镇红庙村人。第
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68年入伍，历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某部战士、济南钢铁厂机修分厂浇铸工、
胜利油田临盘指挥部采油三队电焊工、临盘采油
三矿、一矿副矿长。1984年起，先后研制成功千
斤顶式扒轮器、硅橡胶套安全阀、多功能流量计、
永久性盘根及油井井口防盗系列装置等 30余项
技术革新成果。先后被评为山东省劳动模范、能
源部劳动模范和全国劳动模范。1997年1月，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被江泽民称为“新
时期的铁人”。1997年9 月14日，在技术革新现
场不幸殉职。。

熊希堂（1923—1999） 湖南省长沙市平江市
人。1932 年1月，参加工农红军。1934年，随工
农红军开始长征。1936年8月，任红四军一师政
治部警卫连排长。1945 年3月，任华东军区司令
部三中队中队长。先后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
等10余次战役。1955年6月，转业到济阳县，先
后任民政局局长、文化馆馆长、政协济阳县第一
届委员会副主席。1989年8月，经上级批准享受
副地（厅）级待遇。先后获淮海战役纪念章、渡江
胜利纪念章、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纪念
章、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纪念章和纪
念红军长征六十周年纪念章。

济阳革命遗址遗迹丰富

济阳乡村师范学校遗迹 位于济阳一中原东
门附近。济阳县乡村师范学校的前身是济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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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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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不少学生接受过共产党员影响，到乡师后成为
宣传革命道理、开展斗争的骨干，如杨好廉、江兰
馨、傅怀伦等，成为共产党在济阳发展的第一批
党员，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献出宝贵生命。济阳乡
师培育了革命火种，锻炼和准备了干部，为济阳
革命斗争，做了最好奠基。

济阳惨案遗址 位于老城区南关村。1937年
11月13日，日军攻下济阳城，守城官兵及部分居
民2000余人，尽遭屠杀。日军指挥官下达了“大
杀七天”的命令。没有来得及逃出的无辜百姓，
成为日军屠刀下的羔羊。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
7天中，用集体活埋、汽车拖、大火烧等极其残忍
的手段杀害无辜百姓402人，重伤19人，烧毁房
屋550间。

吕家河涯惨案遗址 位于新市镇吕家河涯
村，土马河北岸。1937年11月29日，驻新市3名
日军到四区大庄（今属新市镇）韩家村骚扰，被农
民杨佐文杀死2名，1名逃回大庄。傍晚时分，百
余名日军包围韩家村、吕家河涯，焚烧房屋400余
间，抢劫粮食10余万公斤，打死无辜村民43人，
驱至土马河淹死和枪杀32人，带往大庄西首庙前
烧死11人。

济阳第一党支部旧址 位于新市镇史家寺
村。1938年10月，中共济商边联合支部成立，先
属“挺纵”政治部领导，后改属中共临邑县委。
1939年2月，济阳县第一党支部——四区史家寺
党支部诞生。李兴民任书记，张廷秀任组织委
员，刘云亭任宣传委员，隶属临邑县工委领导。
史家寺党支部的建立意味着济阳的抗日斗争从
此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星星之火渐有燎原之势，
到1939年秋天，周围的江店、贾寨、王家等村相继
建立党支部。

陈罗战斗遗址 位于仁风镇北陈村西。1940
年2月6日（农历腊月29日），“挺纵”五支队二营
五、七两个连与商河县政府及济阳东路工委和县
大队进驻陈、罗二庄。群众反映，早上有一汽车
日军从村北东去，到商河阅兵，估计明天返回。
第二天拂晓，齐丁根营长带领两个连埋伏在村西
公路两侧。上午九时，汽车载着以渡边中佐为首
的阅兵团48名军官，从惠民参加阅兵返回。当敌
人进入伏击圈后，二营的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
开火，日军抵不住八路军战士的勇猛冲杀，除1名
逃窜外（后被当时尚在抗日的李光明部士兵打
死），全部被击毙。

济阳县委旧址（周氏庄园）位于垛石街道后
楼村。历时400余年。是现存比较完整的济南市
黄河以北唯一一处明末清初的古建筑群。始建
于明天启年间，到清咸丰年间，形成规模。1998
年电视剧《武训传》外景在此拍摄，中央电视台

《走遍中国·走遍济南》、山东电视台《美丽山东》
等栏目，对这座庄园进行多次报道。周氏庄园不
仅具有厚重的历史传统文化教育价值，而且对建
设红色文化教育基地有重要价值。1919年周氏
后人、在济南读书的济阳籍进步爱国学生周建
堂，受指派回乡宣传五四运动精神，1937年11月
日军攻陷济阳县，将其杀害。1946年7月，中共济
阳县委驻扎在周氏庄园。1948年9月，国民党九
十六军军长吴化文于济南战役起义后，率部来垛
石桥区后楼村一带休整，起义官兵受到济阳县党
政军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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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连 载载

鱼鱼 友友((小说小说))

◎张加增张加增

战事正紧，大仗接踵而来，野战军中决不能长
期的疗养，甚至来不及取下我腿上的弹片，也只有
送我回故里这条道了。

接下来，是有俺所在的班上连上给俺评残，依
据伤势给评了个“三等乙级”残废，发放了残废军
人荣誉证书，这样，回到地方，按照规定是每月发
给些残废补助金的。

很快，团里找来一个老乡用一辆牛车拉上我，
并派了狗剩和五个战士护送我回归故里。

自部队到家乡有好几百里路程，途中要穿过
一座小山和那条黄河，况且，兵荒马乱的日子说不
准碰上啥人啥事。所以，途中一行人小心翼翼走
的很慢。数日后，躺在牛车中，俺又听到了黄河的
滔滔的水声，那声音凄凄婉婉的像是老人在召唤
自己的儿子，又像是一曲无韵的长歌，没头没尾的
就一直那么唱着。

还是那小小的渡口，还是那黑油油的木船，俺
又行在黄河的上面了，那熟悉的颠波又让俺陶醉
了。在船上，狗剩紧握了他的手，一声都不哼，我
看到他的眼里含了一种异样的东西，那里面盛满
了对于久别的故乡的倦恋，盛满了岁月如梭，人生
无常的感慨。眼下，俺是真的回家了，回到这故土
上生活，直至埋入这块黄土了。可他还要再回到
战场上去，还要远走他乡去流血流汗啊……人啊，
谁知一辈子会咋过下来啊。

终于，疲倦的老牛同疲倦的士兵将我送到老
家来了。

狗剩他们还有重任在肩，他们一天都不能担
搁。他们将一应公文交给老村长，又匆匆忙忙往
回赶了，临别时，狗剩同俺紧抱在一起，放声大哭，

谁都知道这一别，见就难了……
送走了狗剩他们，俺才细细的打量起自家的

老房子，老村长在一旁心事重重的搀着俺。
不过几年功夫，那老屋变的更加破旧不堪了，

四周的土坯被雨水冲进去好深一层了，屋内，蛛网
密布，顶间黑糊糊的秫秸已经糟烂的掉下几处，西
北角上已露出一个大大的窟窿，而地上除了堆积
的泥土和草屑，满是黑黑的老鼠的狗的粪便。这
个样子，再遇了雨季，怕是要倒塌了。

看着房子，俺忽然想起什么，“妈妈呢？ 俺妈
在哪儿？”俺急切地问老村长。

“她啊，已经不在人世了，是在你走后几个月

死的，咽气时瘦得剩了一把骨头。对了，临死前，
她让俺留话给你，啥时你命大回来了，就要好生种
地，她说土地才是咱庄户人命根子啊。”

“妈妈，俺记下了，俺再也不走了。”对着老屋
俺答应着，俺知道，她老人家的亡灵是能听得到
的。

老村长待俺不错，看俺孤单单托着个伤身子，
就将俺暂切安置在村中的队部里住。

这房子本是地主冯大虎的宅院，这几年闹土
改，韶村的男人们都起来了，包括冯家的长工以及
其他几家小地主的雇农，都纷纷起来与他们的东
家斗争。没用多久，就都分得了土地和浮财。

大伙尝到了甜头，就把村政权当成了主心骨
儿，有事没事的往队部里跑，找老村长一应主事们
讨主意。

那时，冯大虎已经携了地契细软逃出去多时
了，村中有一股风在吹，说是冯大虎跑到他在皖东
军中任师长的弟弟冯小虎那里搬救兵去了，说不
定哪一天冯家的队伍就会打过来，洗劫整个村子
了。又赶上附近村中接连发生过两起还乡团杀害
村干部的事件。大伙就显得有些沉不住气，一种
新的恐慌亦渐渐漫延开来。一些人心虚地表示要
将地退出去，一些人将分得的衣物单独包好了，准
备着冯家人来时，送还回去……

面对这种情形，俺不能不说话了。俺以了自
个的所见所闻，对乡亲们讲出，许许多多的冯小虎
们已经大势已去，自身难保，他们没有能力来管这
些鸡毛蒜皮的家务事了。

直说的众乡邻口服心服的点头称是。过了些
日子，冯小虎果然没来洗劫村子，冯大虎亦不知跑
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样，俺在乡邻中的份量增大了，既是荣军，
又见过大世面，在一村中自然德高望重，大事小事
的连村长也来讨俺主意。

村长对俺说了：“你身子骨不好，给俺做个参
谋吧。”于是就封俺个官衔“村委员”，实差就干保
管，不由分说，递给俺那串代表信任代表权力的钥
匙。俺成了村上挺有实力的人物。

那些年，穷人们刚抬起头来，做事儿难免过
火。冯大虎跑了，他那地分了，但大伙又觉得不过
瘾，就拿他的家人亲戚出气。

先是在一个什么斗争会上，他们将冯大虎的

儿子才砸死了，后又砸死了他的三姨太。
那阵势挺可怕的，人们倾诉着冯大虎的种种坏

事儿，心头就积了一肚子的火气。不知是谁喊一声
“砸了他!”于是乱棍挥舞将对冯大虎的仇恨全砸在
才才头上身上，那种呼爹叫娘的嚎声至今想起还心
惊肉跳，直到才才血肉模糊的没了气脉，那些棍棒
才停息下来。其实，才才本人没做过大的坏事儿。
单单因为他是冯大虎的儿子，就砸了。三姨太才二
十几岁年纪，还没享过几天清福，她被砸的叫声像
是幽幽的冤魂，惨惨的，好吓人哟。

后来，人们还想砸冯的本家兄弟，一个叫冯彪
的种着二十亩地的主儿，俺看不惯了，不能这样滥
杀下去啊，俺就百般的阻挠，这才保下冯彪的一条
性命。没想到这成了俺后来的一条罪名，挨了治，
这是后话。

“你再抽一袋吧，好久没说这些旧事事了，一
提心里就酸酸的。”……

五

外面的雨声依然淅淅沥沥，像似谁谁在夜空
里说着什么。

后来，乡邻们互助了，合作了，但是，甭管咋
整，庄户人还得种地，还得摆弄土坷垃。

不知咋搞的，地是越种越稀松了，人们老吃不
饱肚皮 。到了春上，人们又在拼命的挖野菜了，
那点可怜的野菜挖光，又接着刨地下的芦根了，但
这些都不顶食。有人饿倒了，再也起不来了，一座
座的新坟，小房子似的添的好快啊。人间的房子
却在不住的减少。

（待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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