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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县万名建国前老党员组成“红色群落”

““光光指指挥挥不不行行，，带带头头干干才才能能服服人人””

文/片 本报记者 高扩

老支书两度入党

传佳话

采访中，“您当初为什么入
党”这一问题被频频提起。

“为了打鬼子。”
“打土豪分田地。”
“共产党能救中国。”
……
这些老党员的回答很朴

素，我们得到的答案也不尽相
同，但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
的观点从未改变过。

不表面信党，不假装信仰，
这是他们身上的共同特征。

莒县洛河镇罗米庄一村的
老党员赵亮昆两度入党的故事
至今仍为人所传颂。赵亮昆是
莒县第一个党支部——— 浮来山
党支部的书记，1929年就加入
中国共产党，带领学生、农民闹
革命，遭国民党当局逮捕，后辗
转逃脱至东北，失掉了中共党
员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吉林
参加抗日联军，1933年在海龙
县(现梅河口市)一次战斗中被
俘关押，被营救出狱后回到莒
县，毅然加入莒县抗敌动员委
员会，并于1949年5月重新入
党。

“是党的人，就要听党的
话，就要跟党走。”这是龙山镇
杨家沟村建国前老党员卢翠秀
经常说的话。

卢翠秀17岁入党，今年已

是85岁高龄，目前是日照市年
龄最大的现任村支书。1947年，
反动派组织的“暗杀团”将她列
入黑名单，她没有害怕，照样组
织拥军支前。

失明退伍兵带头

抡镐垦梯田

1983年，已经54岁准备退
休的卢翠秀接受组织安排，担
任了龙山镇杨家沟村党支部书
记。“干工作不讲年龄，共产党
员活到底干到底。”卢翠秀说。
她57岁的小儿子杨代国都已经
退休，可卢翠秀的干劲仍然很
足。这两年，她带领村民种了
100多亩板栗、100多亩黄梨。

回想起自己的工作，“干得
最多的就是治水、治山”。治山
就是在山上开辟梯田。治水就
是在山坡上修建堤坝，及时收
集雨水。现在村里大小堤坝36
处，几乎每年都要修一两座。

由于年事已高，卢翠秀如
今住在县城小儿子家，小儿子
杨代国每天早送晚接。“我没有
感觉到麻烦，这个村倾注了母
亲太多的心血。”杨代国说。

“光指挥不行，得带头干，
群众才服你。”中楼镇上曹村老
党员曹建竹说。在修青峰岭水
库时，他担任陵阳公社施工团
政委。据统计，参与建设该水库
的老党员达到1600余人，带动
了全县17个公社、3万余群众投
工投劳，从动工到完成仅用了8
个月时间。如今，青峰岭水库是
全省第四大水库，总库容达4 . 1

亿立方米。
夏庄镇胡家孟晏村老党员

胡玉亭，是一位双目失明的特
等残废军人。他在村里担任党
支部书记、副书记长达38年。从
1963年冬天开始，他带领村民
改造村里的走马岭和二道岭。
双目失明的胡玉亭，每天在别
人搀扶下来到走马岭，双手抡
镐、摸着刨岭。在他的带领下，
利用3年时间在寸草不生的石
岭上开垦出200亩梯田，又利用
2年时间修了两座中型水库，使
全村60%的土地旱能灌、涝能
排，全村每年增收粮食3万斤，
解决了村民吃不饱的大问题。

50年前探索公费

医疗和退休制

阎庄镇爱国村老党员吕鸿
宾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被称
为“ 走 互 助 合 作 道 路 的 带 头
人”。回望吕鸿宾的事迹，称他
为一名“农民思想家”，一点也
不为过。

1948年，吕鸿宾加入中国
共产党，任吕家庄党支部书记。
他和副书记吕安吉带头，两人
合伙送粪，妇女、小孩合伙淘
粪、刨高粱。在他带领下，村民
全部组合加入四个季节性互助
组。

吕鸿宾的小女儿吕明明
说，父亲没上过一天学，互助组
应该是父亲从事工作中最早的
制度创新。

上世纪50年代，他又创造
了互助组“三大合理”办法，即

劳力工分合理，牲畜记工合理，
工具使用报酬合理。由于这个
政策内含按劳分配的实质，村
民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吕鸿宾
的这些自主探索都是在“吃大
锅饭”思想抬头的背景下进行
的。

1952年，吕鸿宾参加了中
国农民访苏代表团。尽管识字
不多，更听不懂俄语，但他边参
观边记录，写出了13 . 2万字的
访苏日记。

现年80岁的杨进从1957年
开始就在爱国村干文书，据他
回忆，上世纪60年代，吕鸿宾就
在爱国村实行了公费医疗和退
休 制 度 。村 民 小 病 可 以 报 销
20%，大病可以报销至少50%；
年老体弱的社员可以退休，并
领取工分。

“沾老子的光是

不光荣的”

小店镇金墩村老党员卢
兆兰与丈夫同为抗战期间入
党，四个儿子、三个孙子都是
党员。

在儿子王常明当选村支书
的第一天，她就给儿子立下了

“四不”规矩：一不能贪占村里
的钱，二不准用村里的钱大吃
大喝，三不准用村里的钱报销
应由自己承担的费用，四不准
搞一言堂。

现在，卢兆兰已是101岁高
龄，除了有些健忘，身体仍非常
健康。儿子王常明刚刚从村支
书的任上退下来，专心照顾老
母亲。

碁山镇三庄村老党员吴正
范参加过抗日战争、辽沈、平
津、淮海、渡江、抗美援朝、对印
反击战等战役战斗，转业后成
为国家干部，1966年患不典型
性麻痹症后主动回乡。家里人
让他找上级照顾一下孩子，他
断然拒绝：“依着老子的身份安
排工作，沾老子的光是不光荣
的。”

“群众的血汗钱，咱要是
乱花或浪费，那就等于犯罪。”
夏庄镇李家抱虎村老党员李
春田曾担任村会计，近三十年
里，他坚持原则，不合理的开
支决不下账，想占便宜的决不
让占，只要开会吃饭的单子一
律不报。

老党员们的生活大多清
贫，不少人还住在低矮的土坯
房里。城阳街道东关三街85岁
的老党员董永明参加过淮海战
役，先后三次负伤，复员后多次
拒绝国家给他安排到银行、供
销社工作的机会，他总是说：

“我没有多少功劳，当个农民就
很好。”

济南青少年宫流动音
乐厅曾在莒县夏庄镇组织
了一场为参加过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的老党员的慰
问演出。在场的人们发现，
在这样一个看似普通的乡
镇，竟然有新中国成立前老
党员1640名，当时健在的就
有437名，形成了一个蔚为
壮观的“红色群落”。

统计显示，在整个莒
县，建国前老党员最多时达
到13341人。截至去年12月
15日，健在的有1058人，平
均年龄86 . 7岁。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
“红色群落”人数在迅速减
少；当我们把视角拉近，才
发现这些普通的老人身上
流淌着高贵的血液，他们的
精神至今仍有巨大的时代
意义。

卢翠秀出席党的各项会
议的证件挂了一墙。

85岁的卢翠秀（右）是目前日照市年龄最大的现任村支书。

聚焦莒县“红色群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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