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2 年，毛主席首次来济

缅怀黄祖炎

1952年10月26日，毛泽东主席
第一次踏上了济南这片热土；27

日，毛主席先后游览了千佛山、大
明湖、趵突泉、珍珠泉、黑虎泉、四
里山(今英雄山)，随后参观了黄河
泺口大桥。在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
友的陪同下，毛主席登临济南南郊
的英雄山，深切缅怀黄祖炎烈士，
并称赞“山东军区的烈士抚恤工作
做得不错”。黄祖炎，曾任毛泽东主
席的秘书，1951年3月13日，时任山
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黄祖炎遭
反革命分子枪击，不幸牺牲，时年
仅43岁。

28日，毛主席途经泰安到曲
阜、徐州视察。在曲阜，曲阜县委书
记兼县长孔子玉为毛主席作导游，
参观了“三孔”。毛主席一行首先来
到孔庙，在大成殿前，他驻足观瞻
了大殿正上方康熙皇帝题写的“万
世师表”和光绪皇帝题写的“斯文
在兹”匾额；并兴致勃勃地来到诗
礼堂，看着苍劲挺拔的唐槐依然葱
郁，宋代银杏树正值硕果累累，毛
主席开心地笑了。

1957 年在青岛

住了一个月

1957年7月12日，毛泽东主席由
南京乘专机抵达青岛，至8月11日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毛主席在此
先后12次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
会议和省市委书记会议，撰写了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并
5次来到第二海水浴场进行游泳锻
炼。其间的7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家副主席朱
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也飞抵青岛，参加有关会
议。8月11日上午8时许，毛主席乘

机离开青岛，回到北京。在青岛期
间，毛主席生活极其节俭，他曾给
伙食人员写了张字条：菜太多了，
吃不了，不要浪费。

1958 年，途经兖州

询问合作社问题

1958年8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
河南省视察后，转道山东，途经兖
州站停车，在专列车厢里接见了济
宁地委书记高逢五、地委副书记兼
滕县(今滕州市，时隶属济宁地区，
今属枣庄市)县委第一书记王吉德
等同志。毛主席在接见中除询问了
大跃进的情况和粮食管理等问题
外，还特别关切地询问了合作社的
合并问题。

在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提供的史料中，对这段经历有详细
的描述：当时由于通知较急，还在
田间组织生产的王吉德来不及换
衣服，挽着裤腿，腿上还带着泥就
上了火车。见到王吉德这身打扮，
毛泽东毫不在意，还夸奖说：“不用
问，你也是个农民出身。”随后，毛
泽东抽出一支香烟递给他，由于紧
张，王吉德未加思索下意识地接过
烟。毛泽东给他点着，便抽了起来。
毛泽东问：“你是什么职务？”王吉
德回答：“我是济宁地委副书记兼
滕县县委第一书记。”毛泽东听后，
幽默地说：“噢，那你是滕小国的国
王了。”大家被毛泽东的话逗乐了，
紧张的心情也放松了。

1959 年到大辛庄

查看麦田管理

1959年4月5日，毛泽东主席在
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结束后，乘专列北上返京，11日晚
上9点多钟，专列驶入宁阳县境内
的磁窑火车站，然后，调转车头，进
入磁窑至东都支线，停在华丰车站

以西、田家院村以南路段。次日上
午10时左右，毛主席走下火车，在
随行卫士长李银桥、卫士封耀松的
陪同下，神采奕奕地漫步在乡间大
路上。下午3时许，专列离开华丰。
毛泽东主席在宁阳停留了大约18

个小时，随行摄影师侯波拍下了一
幅珍贵的照片。

1959年4月13日，毛泽东主席来
济南视察。在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
书记白如冰、济南市委书记处书记
秦和珍等同志的陪同下，查看了历
城县东郊人民公社大辛庄生产队
的麦田管理情况。在这次视察中，
毛泽东发现了不少问题。4月29日，
他给省、地、县、公社、队、小队六级
干部写了一篇党内通讯，其中谈到
了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推广机械
化，以及讲真话不讲假话等问题，
并特别强调了“包产能包多少，就
包多少”，能“收获多少，就讲多
少”。

上世纪50年代———

毛泽东主席
在山东的那些日子
□周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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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

今年的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周年。毛泽东离开我们37年了，时光如
水，岁月如梭，流逝的光阴冲刷着人们对往
事的记忆，可稍加留意就会在你我身边发
现，一提起毛泽东这个名字，许多人仍有讲
不完的故事，仍有表达不尽的感慨。毛泽东
为何总是让人如此敬仰和怀念？

毛泽东对山东这块热土极为重视，作
为农业大省、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文化大
省，山东曾得到毛泽东的格外关注和亲切
关怀。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倾注
着他的心血；山东解放战争的胜利，凝结着
他的智慧；山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
就，汇聚着他的关怀。新中国成立后，他心
系山东，多次视察，给予殷切关怀和指导，
仅在1952至1963年的12年间，毛泽东就专
程亲临我省视察达十次之多。今天刊发周
东升先生撰写的《重温毛泽东主席在山东
的那些日子》，作者通过查阅档案馆保存的
1966年5月之前的《人民日报》，并翻阅有关
党史书籍、刊物，几次修改完善，再现了毛
泽东或风趣幽默地与当地的干部群众进行
座谈，或饱含深情地踏访灵山秀水，或脚步
匆匆地深入田间地头的种种场景，让我们
一起再次追寻伟人那厚重的足迹，重温那
亲切的话语。伟人已逝，风范永存。在毛泽
东诞辰120周年到来前夕，我们开辟“怀念
毛泽东”专题，希望读者朋友们向我们提供
更多毛泽东到山东考察的资料、文章、图
片，或追忆自己接受毛主席接见的难忘情
景。

济宁至台儿庄的运河段，自古以来就
有“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的美誉。运河
故事也如长流之水源源不断。有关冯玉祥
将军的文字多年以来浩如烟海，本期B2版

《冯玉祥寻亲记》一文以平民的角度，展现
将军平民形象的一面，读来真实亲切，动人
肺腑。19世纪60年代，清军刘铭传率部队由
新疆调往济宁驻军。后，刘铭传奉命主政台
湾，冯玉祥的父亲被留在济宁段的运河重
镇——— 长沟，任职河标营。在此期间与三代
供职河标营的游家结亲，和游邦孚的堂姐
结为夫妇。而后生了冯道基和冯玉祥兄弟。
至此，这位巢湖军人，也就和运河结下了不
解之缘，冯氏兄弟的血液中，流淌着像运河
之水一样的千秋故事。且看冯玉祥将军是
如何巧遇亲人，又是如何与亲人共叙亲情
的吧。

●人文齐鲁，寻觅的是过去，观照
的是今日之发展脉络；挖掘的是人文，
滋养的是当代读者的精神家园。如果
你热爱齐鲁文化，如果你热爱这样的
探寻和追溯，那么，请联系我们吧！

●稿件及图片发至：qlwbxujing@
hotmail.com

枣刊前絮语

伟人风范永存

山东，作为农业大省、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文化大省，曾得到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格外关注
和亲切关怀。仅在1952至1963年的12年间，毛主席专程亲临我省视察就达十次之多；他的专列在南下
北上途经山东的时日，更是不计其数。其间，他或风趣幽默地与当地的干部群众进行座谈，或饱含深
情地踏访灵山秀水，或脚步匆匆地深入到田间地头，或神采奕奕地漫步于乡间小道……因而，齐鲁大
地上的许多地方，都曾留下他高大而亲切的身影。今年的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年纪念
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来临之际，让我们再次追寻伟人那厚重的足迹，重温那亲切的话语。

济南

1958年8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济南与长征时的警卫员
陈昌奉上校交谈。

1952年10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泰安火车站散步。

1959年4月13日，毛泽东主席来济南视察，察看历城
县东郊人民公社大辛庄生产队的麦田管理情况。

1952年10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
曲阜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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