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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舒同同的的章章丘丘县县委委书书记记之之““谜谜””
1960年冬，因“大跃进”造成的全国性的经济困难，山东成了重灾省之一。因为当时震惊全

国的“黄河事件”，中央对山东省委的领导核心进行改组，舒同被免去省委第一书记职务。1961
年4月，舒同被下放到章丘工作一年。

1960年冬，因“大跃进”造成
的全国性的经济困难，山东成了
重灾省之一。缺粮少吃是当时最
主要的原因，特别是章丘黄河公
社因为饿死及病死人数较多，惊
动中央领导，这就是震惊全国的

“黄河事件”。其实，这只是当时山
东乃至全国的一个缩影，因为当
时的状况都差不多，只是其他地
方的灾情还没有暴露而已。中央
遂对省委的领导核心进行改组，
舒同被免去省委第一书记职务。
按照中央“体察民情、调查研究、
改造思想”的指示，1961年4月，
舒同被下放到章丘工作一年。

在山东的问题暴露后，全国
各地的问题相继暴露，随即中央
又在全国掀起了反对“五风”的
整风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舒
同在多次检讨的基础上，根据中

央的指示到离济南不远的县进
行调研和思想改造，1961年4月15

日上午9时半左右，在一名司机
和一名警卫员的陪护下来到章
丘县委。当时的县委所有领导都
下去搞生产救灾和地瓜育苗。刚
刚21岁的时任县委秘书刘宝华
同志把舒同同志领进了常委会
会议室，然后县委的几名主要负
责同志立即赶回县委接待了舒
同。

事情虽然过去了53年，舒同
同志也已经离开我们16年了，但
章丘人民一直没有忘记他，他在
章丘工作的这段经历也常常成
为老百姓传说的佳话及谈资。舒
同同志兼任或挂职章丘县委书
记一事传遍章丘，以至于后来传
遍全国。无论是《章丘县志》，还
是网上搜索到的所有历史资料，

均是如此。笔者在和刘宝华伯伯
多次接触的时间里，曾经提起此
事，刘伯伯总是无奈地笑笑，因
为一些不实的证据和谣言频频
来袭，怎么解释也是无法摆脱。
刘宝华是当时的县委秘书，主要
跟随县委领导，又参与县委常委
会记录，经历了舒同同志在章丘
的全过程，是真正的亲历者。同
时，刘宝华又和县委安排的做舒
同同志生活和行政秘书的赵金
祯同志同住一个宿舍，每天交谈
和关心舒同同志自然是少不了
的，应该说是详细了解底细的
人。后来，舒同去千佛山医院疗
养时，刘宝华陪同县委领导多次
去看望，并且多次接受过舒同同
志的书法指导，现在，刘宝华还
一直保留着舒同亲自写给他的
书法作品。

据刘宝华介绍，舒同来章丘
工作是根据中央关于“体察民
情、调查研究、改造思想”的指示
精神来的，对兼任章丘县委书记
一事省委从来没有公布过，就是
泰安地委和章丘县委也从未接
到这样的任命或口头通知。舒同
自己在章丘工作期间从来没有
讲过，当时所有的县委领导也都
没有听说过。直到1961年秋后，舒
同从章丘回到济南养病（在当时
的高干疗养院千佛山医院），一直
到后来离开章丘也没有任何的口
头或文字的免职文件和通知。当
时任章丘县委第一书记的刘钦鉴
未因舒同的到来而有文字或口
头的降职任免通知。

当时的舒同，中央只是免去
其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尚未做最
后的处理。舒同当时的思想压力
非常大，包袱沉重，他见人不语，
遇事很少言语。有时讲出一句
话，县委领导和秘书们也听不
懂，需要由随从的人翻译。由于
压力大，舒同神经衰弱比较严
重，失眠是其最大的苦恼，晚上
九点一定要按时休息，否则便难

以入眠。那时常委们是白天下去
工作，晚上开会，县委常委会舒
同很少参加，都是第二天由当时
的县委第一书记刘钦鉴同志向
他汇报。汇报以后舒同也很少表
态或提出意见，都是让县委按照
省委及地委的部署办事（当时的
章丘由管辖的济南市按照区划
调整划归为泰安地区管辖）。

那么，舒同同志兼任县委书
记的事情又从何而来呢？据刘宝
华说：“最大的可能就是在1961

年12月，应《大众日报》之邀，办
公室主任于承福代县委书记刘
钦鉴写一篇关于调查研究搞好
农业救灾的文章，稿子的落款
是：中共章丘县委第一书记刘钦
鉴。但是，在稿子刊登后却改成
了中共章丘县委书记处书记刘
钦鉴。”刘钦鉴书记去秘书办公
室找刘宝华抄写一份材料时，于
承福就把报纸拿给刘书记看并
问咋回事？刘钦鉴书记没有讲出
个理由来，也觉得有点纳闷。但
是，刘书记最后说：“可能是因为
舒同同志在这里的缘故吧，咱们
都得往后排。”至于到底是什么

原因，报社既没有联系，也没有
说明，再者说报纸已经登了，县
委也不便再问，此后就没有人提
及此事了。由此看来，这就是被
后人说成是舒同兼任过县委书记
的唯一能够让人联想到的重要线
索。但事实是，舒同从来不主持县
委的工作，都是当时的县委第一
书记刘钦鉴主持。舒同也从来没
有干预过县委常委的工作安排，
几乎不参加常委会会议。因此，完
全可以断定，舒同同志根本就没
有兼任过章丘县委书记。

试想，在那个年代，舒同同
志身居高位，是党的高级干部，
免职不是省委所能够决定的。何
况在当时，舒同也是领袖比较欣
赏的人物之一。再加上后来的资
料显示，只是“认识问题”，贬至县
委书记几乎不可能。

鉴于舒同同志的地位、身份
及在书法界的威望，我们不能盲
目去传说，要实事求是，以免造成
不良影响。本文参考的是详实的
第一手资料，是刘宝华亲历所为
的感想，也是重要的历史见证，希
望人们能够正确借鉴和学习。

舒同当时的思想压力非常大

刘曰章

时任县委秘书刘宝华亲历全程

舒同同志老年时的照片

舒同为章丘留下的墨宝

记记住住乡乡村村
金海湖

□编者按

小说《记住乡村》取材于章丘
垛庄镇南峪村，文中所有烈士的
姓名皆是真实的，反面人物的姓
名和部分地名用了化名。小说再
现了章丘抗战的光辉历程，本报
节选连载以飨读者。

小说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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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鬼子汽车队杀进村

民国二十七年初冬，山区的
冬天来得特别早，高家峪村中间
的小河已经封冻了，大清早的，
寒风呼啸，天气还阴沉沉的让人
心烦。大爷爷一早起来背着粪筐
去拾牛粪，刚推开院子门，吓了
一跳，看见一个人死了一样躺在
自家门口。往前仔细一看原来是
瘫子王力挂了一身白霜躺在地
上。探手一试鼻下还有气息，忙
喊金锁爷爷前来帮忙：老二，老
二！快来和我把王力抬进来，他
怎么爬到咱家门口来了！

爷爷快步而出，把王力抬进
屋，放在土炕上盖上被子，掐了
一会儿人中，王力才咳嗽几声，
倒上气来。

金老大、金老二，我窝囊啊！
婆娘给我戴了绿帽子，王春是个
野种，我把他抚养大了还当了汉
奸，你说我是造了啥孽！其实，我
也早知道王春不是我的孩子，他
没当汉奸时我还觉得虽然不是
自己生的，但是我养他这么多
年，他也该养我老的。酸杏在外
面勾引野男人，我也知道，但我
身子不争气，我和她挑明了，她
肯定带着王春跑了。这些年我就
委屈着活着，假装啥都真不知
道，是想维持住这个家，让外人
知道我王力还有个家。但今天不
说不行了，你兄弟俩快召集民兵
们开会吧，鬼子要来了！

大爷爷端起瓷碗来给王力，
“喝口水，兄弟，你慢慢说，是咋回
事？”

“昨晚，我听见王春回来了，
叫起酸杏来，商量事，我假装睡

死了，他们说的啥，我听了个八
九不离十。他和酸杏说这几天鬼
子趁八路的四支队去泰安了要
来扫荡。他们还商量着，要让酸
杏去白水泉村找他的表亲土顽
王连派人来配合鬼子扫荡，争取把
我们垛庄片的抗日武装清缴干净。
王春说，这次扫荡鬼子要派汽车队
运兵来，光鬼子就有500多人，加上
汉奸和王连的土顽不下1000号人。
关键是酸杏和王春说了咱村在大
东沟挖的百人洞了，王春这个王八
蛋说，人都躲进去正好，让鬼子一把
火烧了，省得开枪费事了。你说，
这是人说的话吗！他可是在这个
村里生养的啊！

王春和酸杏临走还商量着
想杀了我，但怕闹出动静来，引
起隔壁王黏糊家人警觉，酸杏还
得去100多里地外的白水泉村找
王连，着急要走。我装睡一直没

醒的样子，他们就急匆匆走了。”
大爷爷喊起来：王力，你是

救了咱全村100多口人的命啊！
你说你瘫了这么多年了，真难为
你，是咋从河东边爬到我们河西
边来的？

王力费力地张着嘴说：我是
用两根木棍支着地从炕上滚下
来，又一点点爬过来的！爬到你
家门口，累得我睡着了。幸亏金
老大早出门，要不我就不知不觉
冻死在你家门口了。你们民兵快
商量带着老百姓咱往西山躲吧！

大爷爷说，老二敲锣，早饭
也不吃了，咱得先撤，就咱村离
着炮楼近，鬼子汉奸肯定先奔着
咱村来！

金锁爷爷拎起铜锣出门咣
咣地敲了起来，一边敲一边喊：

“鬼子要来了，大家伙子快收拾
东西往西山跑啊！百人洞不能进

了！快点儿啊！”
大爷爷攥着盒子炮，紧张地

集合着民兵队伍，先找了两个壮
实后生轮流背着王力往西山跑。
然后，又回来督促村里的老弱病
残们快点收拾东西躲命去。

爷爷一边跑一边和乡亲们
解释百人洞不能进去的原因，跑
得心慌气短，满脸流汗快支撑不
住了。奶奶接过铜锣来，边敲边
跑替他吆喝起来。他这才想起自
己家还没收拾来，赶紧回家带着
大奶奶，大姐金英、大妹金巧，还
有自己的儿子金龙、大爷爷的儿
子金额赶快收拾起家里粮食，牵
着牛羊往村外跑。老百姓过日
子，总觉得东西少，没有值钱的
家当，但真要走了却挑挑这件、
拣拣那件，一件都不舍得丢。真
是老婆哭孩子叫，全村的人都乱
了分寸。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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