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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少年到白头 恩爱相守七十年

八旬老人牵手走过钻石婚
临沂市设 1 亿元

县域经济发展专项资金

本报 3 月 13 日讯 (记者

邵琳)记者从 3 月 10 日召开的

市政府全体(扩大)会议上获悉，

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今年市财

政计划采取 8 项重要措施，包
括：设立县域经济发展专项资金
1 亿元，对“双 50 计划”企业重

点扶持，整合设立市级技术改造

专项资金 2000 万元，设立技术

创新奖 400 万元，设立企业上市

奖，加大外地大企业引进的奖励

力度，加大对中小企业扶持力

度，对县区增收实行重奖。

设立县域经济发展专项资

金 1 亿元，根据县区工业大项目

建设及地方财政收入在全省增

幅及总量位次前移情况，同时考

虑招商引资、外经外贸出口、工

业经济发展、村镇基础设施投入

等，给予奖励扶持。

此外，设立市级技术创新奖
400 万元。为引导和鼓励企业上

市，将设立企业上市奖，对在境
内、境外首次发行股票上市的企

业予以奖励。

电力保护新条例实施后

临沂首张“责改书”发出

本报 3 月 13 日讯 (记者

王逸群 通讯员 刘丽君 孙

学军)13 日，记者获悉，新电能保

护条例实施 4 天后，临沂兰山供

电部门发出首张“责改书”。目前

属全省首例适用《山东省电力设

施及电能保护条例》的行政执法

行为。

据介绍，2 日，临沂供电公

司输电工区巡线员在对 220 千

伏蒙临线巡视时，发现兰山区南

沙埠庄村民魏某在 98 号至 99

号铁塔之间的通道内建钢结构

大棚，巡线员当即对其下达《安
全隐患整改通知书》，要求其立

即停止施工。魏某虽然口头答

应，仍利用晚上时间突击建成钢

结构车间。

3 日，临沂供电公司向兰山

区经贸委书面申请进行行政处

罚。新《条例》第五十条明确赋予

了电力行政管理部门执法主体

的资格。随后，兰山区电力行政

管理办公室向魏某下达了《责令

改正电力违法行为通知书》，明

确要求其停止建设，拆除已经建

成的构筑物。

3 月 7 日，魏某自行拆除了

位于保护区内的该违章构筑物。

邻居家发生什么矛盾最喜

欢找来金春去调解，两口子闹矛

盾、婆媳不和，只要她来调解大

事小事都给化解了，为此她得了

个外号叫“县委书记”。

村里的邻居有一户姓崔

的，夫妻二人已经有两年不在

一起生活了，法律服务站的工

作人员来调解的时候说“俩人

劝不了，得离婚。”来金春知

道以后，找到双方的家里分别

做工作，“离婚不容易，人是

旧的好……”两口子终于分别

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安安稳稳

过起了日子。

老两口现在四世同堂，日子

越过越幸福，2000 年的时候还去

北京旅游了一次，看了天安门，

转了故宫，还游了长城。他们年

轻的时候生活在战乱当中，怎么

也想不到有一天能一起站在北

京照张相，来金春说：“这辈子北

京看过了，临沂也看过了，没什

么想去的地方，很满足，现在的

生活跟过去的日子比起来像上

了天堂了。”

文/图 本报记者 王璐

左肖

乔装成老太 半夜把亲成

1941 年，年仅 18 岁的来金

春由姑姑做主把她许配给了邻

村的徐立江。“父母离开的早，什

么都是由姑姑做主。姑姑说徐家

人很老实，能过日子，便把婚事

定了下来。”回忆起当时事情，老

人很是动容。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

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

军在来金春的村里设有两个据
点，经常到处扫荡，村里像她

一样年轻的姑娘白天从不敢出
门。一天下半夜，姑姑打听到

据点的日军都到别村扫荡去

了，便打算把来金春送到王家

庄村，把喜事办了。

“脸上抹了锅底灰，把头

发盘到脑后，穿上破衣裳，一
路上弓着腰， 18 岁的小姑娘变

成了老婆子。”来金春对当时

的打扮记忆犹新，而一说起当

时的情景，让她觉得很惊险，

“ 日 本 鬼 子 到 处 查 ‘ 花 姑

娘’，要是被他们发现我是个

姑娘，就会被带走。”

来金春进了徐家的门，两

人就算是结了婚。当时，徐立

江是王家庄村的青年团团长，

经常带领青年团团员破坏敌人

的公路、据点。婚后，徐立江

一直带领团员到处扒公路、打

鬼子，为了躲避敌人的追击，

他们通常只能住在山里。

在家的来金春也不落后，

参加了妇救会，和村里的妇女

们一起，为八路军做军鞋、烙

煎饼。“男人在外面冒着生命

危险打鬼子，我们女人在家里

也不能闲着，为男人搞后勤，

早日把鬼子打跑。”在来金春

的话语里，记者感受到了在抗

日战争的特殊环境下，他们之

间建立的“你抗战，我支前”

的特殊爱情。

重视儿女教育 家庭定期开会

每年的农历正月十四，都是

老两口家开家庭大会的日子，这

一天儿女们聚在一起讨论怎样
孝敬师长、培养后代、勤劳致富，

徐立江的儿孙们还总结了家庭

文化分别是：孝、和、勤、诚、廉。

记者进门的时候两个人正

在院子里剥花生，“这些花生是

帮邻居家剥的，平时家里没活的

时候，老两口就主动帮邻居掰玉

米、剥花生，谁家男人出去打工

了，他们就帮独自在家的女人做

做饭，喂喂牛，看看门。”徐立江

的二儿媳说，“现在老两口身体

还很硬朗，平时最喜欢劳动和帮
助别人，冬天天冷压水井被冻住

了，俺公公就每天去村里的水井
挑水来吃。路上不平整，他就拿

着簸箕和铁锹去修整。”

结婚七十年，徐立江老人

的家庭一直是村里有名的和睦

家庭，也是村里多年的老文明

户。他们生活很简朴，至今两

位老人还住在建国初期盖的三

间房里，当初这三间房的房顶

铺的是草，直到改革开放经济

情况好了，他们才把房顶上的

草换成了瓦。

受老两口影响，儿孙辈的孩

子们大多忠厚老实，三儿子徐连

敬是在家务农的农民，一天清晨
起床他发现自家院里落下了一

只丹顶鹤，丹顶鹤的翅膀因为刮

到树枝不能飞了，“俺马上想到

丹顶鹤是国家保护动物，就赶紧

把这只丹顶鹤给保护起来了。”

徐连敬说，由于沂南县城没有动

物园，他步行十二里路把丹顶鹤

交给了沂南县林业局的动物保

护协会。

村民自己的“县委书记”

在沂南县蒲汪镇王家庄村，有一对
夫妇，他们人不过百，却已相爱 70 年。从
少年红颜到白发苍苍，他们同甘共苦，

危难相扶，他们是青年时代的爱人，中
年时代的伴侣，暮年时代的守护。他们

的婚姻如钻石一样，坚韧、稳固、永恒。

3 月 10 日，记者来到 89 岁老人徐立

江的家里，听他和老伴来金春讲述他们

相识、相知、相伴的爱情故事。你扶着我，我搀着你，两位老人一起走过了 70 年。

3 月 13 日在临沂召开的第

七届鲁南农资产品信息技术交

流会上，参会企业正在向农资经

销户推介自己的产品。

全国 23 个省市区的 156 家

企业，鲁南苏北等地区 583 家农

资经销商参加了本届农资会。会
上对接洽谈项目 47 份，交易额
达 3200 多万。

本报记者 韩纪功 通讯
员 姜彬 良全 摄影报道

农资会买卖

3200 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