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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1月25日讯(记者
刘云菲) 24日，一次特殊的

送年货活动在东昌府区和茌平
县进行着。活动由蒲公英志愿
者聊城协会发起，会长苏金生
表示，起初带着试一试的心态，
不想一条微信引发众多人关
注，仅五天就募集了27个年货
大礼包。爱心范围越来越大，大
家打破身份，纷纷以公益、献爱
心来快乐自己。

24日上午，参与募集年货
的爱心人士随着蒲公英志愿者
聊城协会工作人员一同来到贫
困学生家庭。大家在献爱心的
同时，也为一些孩子艰苦的生
活而感到震撼。其中一双姐弟
俩，爸爸已60多岁，妈妈远离多
年，家里生活来源全靠爸爸捡
破烂维持，“他们吃的就是面糊
糊，米都很少吃，经常吃咸菜，
我们当时走访一看这种情况，
立马把这两个孩子列为捐助对
象。”

苏金生说，给贫困孩子送
年货的活动这几年连续开展，
协会往往需上街宣传，付出很
多劳动可效果不明显。今年他
突然想到从微信上发出捐助消
息，不想有上百人参与，大家从
朋友圈里转发，朋友间又转发。
参与的人多种多样，一些企业
家和政府官员也纷纷加入。大
家都不强调自己的身份只关注
活动本身，五天27个年货大礼

包募集完毕。每个礼包里包括
一袋米、一袋面、一个书包等。

“在实际捐助中，很多人的捐献
标准已远远高于我们之前的规
定，有的拿被子、有的送钱，这
些都是现场就交到学生手中。”

聊城的李先生是其中一位
爱心人士，起初他对活动有怀
疑态度，可当亲眼看到孩子们
的生活，看到年货送出，他发出
了感概，原来做公益的人这么
多。

苏金生说，这条微信是以
协会中一个叫“爱心妈妈”的项
目发起的，该项目是共青团东
昌府区委与聊城蒲公英志愿者
协会联合举办的。不仅为贫困
儿童免费授课，除辅导作业外，
还教授美术、书法等才艺，通过
发展，协会中已有两位“爱心妈
妈”。“协会发展到现在已有465
人，大家来自各行各业，我们也
分了几个项目，都有专人管理，
每个人都能参与到爱心活动
中，这份快乐大家很享受。”

苏金生说，公益的范围扩
大，受益的孩子也越多，“在走
访阶段，志愿者发现太多的孩
子需要社会来关注和帮助，他
们都在困难地生活中，有的甚
至因此要失学。而募集年货是
其中的一项捐助内容。我就想
通过这样的活动来带动更多人
参与，来给更多的贫困孩子送
去温暖。”

志志愿愿者者发发微微信信给给贫贫困困生生送送年年货货
活动得到上百名市民响应，五天送出27个年货大礼包

本报聊城1月25日讯(记者
刘云菲) 给贫困孩子送年货大
礼包的活动还在进行中，一共需
要35个大礼包，还有8个大礼包
需要认领。有爱心的亲们！我们
可以一同参与进来，为孩子们送
去一份新年问候。募集完毕后，
蒲公英志愿者聊城协会与本报
工作人员将于您一同将大礼包
送到孩子手中。

蒲公英志愿者聊城协会会长
苏金生说，今年他们计划送出35个
年货大礼包，每份礼包价值在350元，
其中包括一袋米、一袋面、一个书包
等。凡是参与的爱心市民，将一同与
工作人员将礼包送到贫困生手中。
而贫困生的选定是根据协会在各县
市区乡镇上的信息员提供，接受救
助的贫困学生都是最需要帮助的。
每位学生接到这份大礼包后，当场

都要写一份回执单，这份回执单将
交给协会工作人员和捐赠者。

苏金生说，在目前的捐赠活动
中，大部分孩子都是在小学阶段，
下步，他们将扩大捐赠范围，扩大
对高中学生的捐赠面，让更多的孩
子受益。捐赠热线：0635-8451234(齐
鲁晚报今日聊城热线)、13869550631
(蒲公英志愿者聊城协会工作人员
王静)。

还有8个年货大礼包需要爱心人士认领

古古城城复复建建铁铁公公祠祠主主体体基基本本完完工工
600年前铁铉部队聊城退燕兵,一代忠烈受缅怀

25日，记者在中华水上古城东南隅看到，复
建景点铁公祠主体工程基本完工，飞檐翘角，雕
梁画栋。600多年前，明朝兵部尚书铁铉率部在
聊城抗击燕兵，历代聊城曾有多处铁公祠纪念
缅怀。

本报记者 杨淑君

2 5日，记者在中华水上
古城东南隅看到，复建景点
铁公祠的建设工程主体基本
完成，整体院落已经初步形
成。最前面，南向大门左右各
有一间房屋；大院东、西两面
各有三间房屋；北面迎门处
就是大殿，五开间两层楼阁；
四角处各有拐角廊亭将四面
房屋连接，使院落成为布局
美观的四合院。

日前，铁公祠施工人员仍
在紧张工作，一位施工者介绍
说：“铁公祠院落全部建筑为全
木结构，采用优质木料。大殿及

大门、厢房，皆飞檐翘角,仿照
明清建筑复建,突出中式风格，
雅观爽目。

记者了解到，根据规划，在
古城东南片区，重建铁铉祠堂
的同时，还将利用东南角公园
用地，在传统园林造景基础上，
选取造型奇特、各异的天下奇
石进行园区主题展示，为游人
及古城居民建设一座园林奇石
特色休闲公园。根据工程进度，
2014年年底，完成工程土建部
分，及乔木栽植，等2015年开春
后，进行其他绿化，力争在2015
年5月1日，对外开放。

古城内复建铁公祠主体完工

谈及铁公祠的“主人”，熟
悉聊城历史的人，无不为他的
忠烈精神扼腕。

史载，铁铉(公元1366～
1402年)，邓州(今河南邓县)
人。他深受明太祖朱元璋赏识，
赐字为“鼎石”，任都督府断事。
朱元璋死后，长孙朱允炆登基，
任命铁弦为山东参政。燕王朱
棣为与侄子争夺帝王，以讨伐
主张削藩的大臣齐泰等人为借
口，从北京发兵南下“靖难”。

兵至济南时，铁铉在大明
湖南岸水面亭誓师，抵抗燕军
南下，几次挫败燕军，并焚毁
他们的攻城器械。当燕军炮火
攻城时，铁铉令人在城上竖起

朱元璋的牌位，使燕军不能开
炮，还设计诈降，在城门上预
设铁板，待朱棣领军进城，铁
板骤落，差点把朱棣砸死。朱
棣久攻不下，只好撤兵，建文
帝朱允炆闻报，擢升铁铉为兵
部尚书。

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
朱棣再次兴兵，绕过济南，攻下
南京，自立为帝。然后发兵复取
济南。铁铉兵败被俘，朱棣亲审
铁铉，铁铉坐在地上，大骂朱棣
叛逆。朱棣先后割下他的舌头、
耳朵、鼻子，然后投入油锅，死
时年仅37岁。南明朝廷追赠他
为太保、加谥号忠襄，清乾隆时
重新谥为忠定。

600年前铁铉在聊城抗击燕兵

为了纪念铁铉忠义不屈的
精神，在山东各地都建立铁公祠
来纪念他。济南人民甚至将他视
作乡土神或城隍爷。聊城人以及
时任东昌府知府的金启洛，为缅
怀铁铉使聊城人民免遭燕兵屠
戮的功绩，在聊城修建“铁公祠”
以示纪念。

清嘉庆二年《东昌府志》和
宣统二年《续修聊城县志·建置
志》均记载：“铁公祠在龙湾西岸
(即现在的山陕会馆南，双街南
头)，以历城侯盛庸配享。”可惜，
铁公祠早已毁损，只留下了历史

的记载。
据悉，聊城铁公祠有数处，

龙湾村之铁公祠是比较大的一
个，是东昌府知府金启洛于雍正
七年为纪念明朝兵部尚书铁铉
所建。

2010年10月，工人施工时，
曾在东昌府区龙湾村施工工地
发现了一通石碑，中国运河文
化博物馆的文物工作者经过对
碑文拓片处理，后邀请权威文
史专家对碑文进行仔细辨认和
释读后，判定聊城龙湾附近还
有一座于“雍正六年三月朔日”

落成的龙湾庙，铁公祠则由龙
湾庙改建而成，铁公祠石碑正
是改建后于“雍正七年仲秋”所
立。在《东昌府志》和县志中都
曾记载，在龙湾西岸建有一座
铁公祠，但一直没有物证。铁公
祠石碑的发现，证明了铁公祠
的存在。

在铁铉去世后的三百年后，
聊城龙湾又为其建庙，说明铁铉
在东昌大战中起到了举足轻重
的作用，至于铁铉是否亲临现场
指挥作战，至今仍是史学界的一
个谜。

历史上聊城曾建多处铁公祠

参与募集年货的爱心人士与学生和志愿者合影。

中华水上古城东南片区，复建的铁公祠主体基本完工。 本报记者 杨淑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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