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隔王慧

这一期“人文齐鲁”有两
篇稿子最易勾起人们的情愫。
一篇是作者为周东升的《毛主
席在英雄山和厉家寨》，一篇
是“当下小文谈”专栏的《婚礼
记事三则》。

济南的英雄山原名四里
山，英雄山之名源于毛主席
1952年深秋在这里对遇刺身
亡的烈士黄祖炎的悼念。在当
时共和国正百废待兴、抗美援
朝战争火热进行的时候，毛主
席于百忙之中来济南悼念与
他朝夕相处了四年之久的秘
书黄祖炎，并流下了动情的泪
水，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一代伟
人对战友的深情。

专栏“当下小文谈”这次
的文章跟以往很不一样，作者
叶小文用叙事诗的形式记述
了自己女儿与朋友的婚礼。女
儿在香港结婚，父亲因为自己
的特殊身份而不能赴港参加
婚礼，只好凌晨起床，点香遥
祝。作为高级干部，原来也有
很多我们普通百姓想不到的
难为之处。女儿出嫁，做父亲
的竟不能亲赴婚礼。幸好作者
趁赴深圳出差之际，由朋友设
宴，与新人及其父母亲友相
聚，得享天伦。真是人间普爱
重团圆，最是儿女情长时。

周立波的婚礼是这几天
娱乐圈的大事，想不到他也是
叶小文的朋友。婚礼以公益之
名遍邀名流，成龙、刘嘉玲、吴
征杨澜夫妇、陈凯歌一家、史
玉柱等均到场祝贺，并送上礼
金，星云大师证婚。翌日，周立
波夫妇出席海派清口专项公
益基金接牌仪式，将前晚所收
的324万礼金，再加上好友捐
赠、企业捐赠以及夫妇俩的个
人捐款，总计3669 . 6623万元
悉数捐出。

这几年娱乐圈中明星结
婚的不少，但像周立波这样
把婚礼做成慈善的不多，不
管他此前在网上与网友如何
对骂，他追求公益的婚礼都
是值得称赞的。祝福周立波
和他的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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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山：

毛主席缅怀烈士的山

坐落于济南市南部的英雄山，
古称赤霞岭，又名四里山。英雄山
之名，则缘于毛泽东主席的一次追
忆和缅怀。

1952 年金秋时节，一位伟人
的足迹深深地印在了这座埋葬着
一千五百多名英灵的山上——— 他
就是毛泽东主席。他的到来，是为
看望曾经朝夕相处长达 4 年之久、
一年前刚刚遇刺身亡的黄祖炎烈
士的墓地的。

黄祖炎，江西省南康县人，他曾
两度任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秘书
长，同时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在毛
泽东主席身边工作了 4 年之久，因
而两人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51
年 3 月 13 日，时任山东军区政治部
副主任的黄祖炎，在参加山东军区
文化工作座谈会观看演出时，遭反
革命分子王聚民在黑暗中枪击，不
幸牺牲。时年仅 43岁。

黄祖炎遇害的消息，迅速由中
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报告中共中
央和毛泽东主席。毛泽东闻讯后非
常震惊和悲痛，立即指示由罗荣
桓、罗瑞卿等组成调查组赴济南调
查；从 3 月 18 日至 4 月 19 日，短
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主席连
续三次就此事在有关报告上作出
批示，这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是非
常罕见的。

1952 年 10 月 26 日，毛泽东
主席第一次踏上了济南这片热土。
他的这次山东之行，除听取工作汇
报，察看山东各地，座谈了解情况，

还有一项重要的日程，那就是凭吊
黄祖炎烈士。当日下午，在听完山
东分局安排的视察活动计划后，他
通过询问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
得知，黄祖炎的墓地在南郊的四里
山上。毛泽东说：“我想去看看。自
1938 年初延安一别，他去赣南接
陈毅下山组建新四军，到如今已经
1 4 年了。没想到那一别竟是永
别。”毛主席的话语充满了惆怅和
悲伤。

1 0 月 2 7 日，四里山红栌似
火、松柏肃然。毛泽东主席和许世
友同乘一辆轿车，沿着蜿蜒跌宕的
山路匆匆向黄祖炎烈士的墓地行
进。在途中，他对许世友说：“祖炎
同志是个难得的人才，能文能武，
为人厚道。他有很强的组织观念，
工作兢兢业业，从未出现过差错。
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同志团结友
爱。我很怀念他。”

谈话间，汽车到达了半山腰
处，毛泽东主席下车步行。黄祖炎
的墓地在烈士陵园的最高处，墓为
拱形圆顶，花岗岩石修葺，正前方
的墓碑上镌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
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之
墓”的字样。毛泽东主席快步来到
墓前，表情凝重地默默致哀，并深
鞠一躬。许久，他轻抚着墓碑深情
地说道：“祖炎同志，我来看你了！”
此时，泪水已顺着他的脸颊慢慢地
流下，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不
禁也潸然泪下。

毛泽东又缓步绕墓地一圈，满
意地点点头说：“墓修得很好。山东
军区的烈士抚恤工作做得不错。”
许世友介绍说，济南战役牺牲的将
士基本上都埋葬于此，有不少烈士
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毛泽东主席又
环顾四周，看到青山翠柏中遍是烈
士陵墓，深有感慨地说：“青山有幸
埋忠骨啊！有这么多人民英雄长眠
在这里，乃此山之幸也。四里山就
是英雄山啊……”由此，四里山又
有了一个新的名称——— 英雄山。此
后不久，由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
“革命烈士纪念塔”七个金色大字
镌刻在山顶的纪念塔上。

毛泽东主席的这次悼念之举，
不仅为英雄山增添了厚重的人文
气息，更展示出他那崇高的人格魅
力。当时，刚刚诞生三年的共和国
正百废待兴，抗美援朝运动正如火
如荼，而他这位举世瞩目的舵手，
正日理万机地引领着共和国这艘
巨轮的航向。他于百忙之中，不辞
劳苦，悼念英灵，充分体现出这位
历史伟人的朴素情怀和对死难烈
士的深情厚意。

厉家寨：

毛主席树的一面旗帜

1957 年 l0 月 9 日，是莒南县
厉家寨人无比欢欣鼓舞的日子。这
一天，他们开山劈岭、整治山河的
壮举得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
的亲笔批示。消息传来，这个深藏
在沂蒙山腹地六百余年的小山村，
宛如晴空里炸响了一声春雷，彻底
打破了往日的宁静，人人激动万

分，奔走相告。仿佛一夜间，厉家寨
成了神州大地万众瞩目的中心。
“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

是一个好例。”听着广播里一遍遍
播放着的领袖话语，看着报纸上自
己村庄那亲切的名字，每一位社员
的心里都感到幸福无比。祖祖辈辈
生活在这小山沟里的父老乡亲，有
谁能够想到，在全国各地有千千万
万个像厉家寨一样普普通通的名
字，纵览世界风云的毛主席竟然也
关注着这小小的一隅。

厉家寨，地处沂蒙山区三山五
岭之间，因土地瘠薄，水源匮乏，自
然条件恶劣，世世代代过着靠天吃
饭的日子。1951 年 12 月，厉家寨
党总支书记厉月坤开始带领互助
组深翻岭地。1955 年 12 月，厉家
寨乡 l3 个初级社合并成立大山高
级农业社。厉月举任社长。这年冬，
社员们在“劈岭填沟”，“让河水改
道、让土地翻身”的行动中，仅用 5
个多月的时间，完全凭靠每个人一
双手、两个肩、一把镐头一张锨，就
削平了 11 个岭头，填平了 21 个大
坑、300 多道水沟，并将 5 条小河
改道，从而把 1000 多块零碎土地
连接成片，不仅扩大耕地面积 l92
亩，而且便于耕种和管理，创造了
人间奇迹。为了抵御水旱灾害，保
护农田和家园，他们又开展了闸山
沟、修水库、整梯田、封山造林等多
项水土保持工作，并在实践中创造
了一套完整的防洪、蓄水、保土的
办法，使3600亩旱田变成了旱涝保
丰收的良田。由于改造了自然条
件，加之在生产方面推行了各种增
产措施，大山农业社的生产呈现出
欣欣向荣的局面。l 955年是丰收
年，平均亩产粮食549斤。高级合作
化的1956年，在发生几十年一遇的
大水灾和风灾的情况下，平均亩产
仍达到552 . 8斤。到1957年，6000
多亩耕地基本深翻一遍。随后又打
水井建水库，挖了一条长800米的
深沟，用水车提水浇地400多亩，从
此结束了厉家寨没有水浇地的历
史。1957年2月，厉月举出席了全
国首届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荣
获“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并受
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亲
切接见。

1957 年 10 月，中共八届三中
全会期间，毛泽东主席在看了中共
莒南县委工作组写的《山东省莒南
县厉家寨大山农业社千方百计争
取丰收再丰收》的报告后，9 日，他
挥动如椽大笔，在报告上作出了那
段彪炳史册、影响深远的批示，并
印发给所有与会代表。

这短短二十几个字的批示，不
仅使厉家寨名声鹊起，更使厉家寨
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当年 1 0 月 l 3 日，《人民日报》以
《大山农业社作出农业生产建设的
好榜样》为题，报道了大山社的事
迹，并建议各级领导机关认真总结
这方面的典型经验。11 月 1 日，中
共莒南县委作出向厉家寨学习的
决定。《大众日报》也发表社论，号
召全省学习厉家寨。12 月，在全国
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会议上，国
务院授予大山农业社一面“英雄战
胜了穷山恶水”的特等锦旗。1958

年厉月举参加国庆观礼，再次受到
毛主席的接见。继而，大山农业社
的事迹被拍成电影，轮番播放。顿
时，厉家寨成了全国农业战线上的
一面旗帜。

这短短二十几个字的批示，不
仅沸腾在厉家寨人的血液里，更激
荡在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心里。批示
的发表，犹如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一
道气壮山河的动员令，各行各业，
城市乡村，纷纷行动起来，走厉家
寨人艰苦创业之路，以战天斗地、
愚公移山的精神，创造着一个又一
个奇迹。一时间，南国北疆，中原西
域，“愚公移山，改造中国”这八个
大字，铺天盖地，遍及街衢，并成为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最为流行的标
语之一。直到今天，一些乡村的墙
壁上，还依稀能够看到这些字迹。
为学典型、找差距，前来厉家寨参
观学习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摩肩
接踵。村内村外，田间地头，大车小
辆，不绝如缕。仅在上世纪六十年
代前后，就多达五十多万人次。尤
其值得一提的是，这面旗帜的树
立，比 1964 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农
业学大寨”的号召还早了 7 年之
久。其间，山西省大寨大队党支部
书记陈永贵，分别于 1 9 5 8 年和
1965 年两次来厉家寨观摩学习，
因而民间有“大寨学习厉家寨”的
说法。陈永贵也谦逊地称：“厉家寨
治山治水整地是我的老师。”

这短短二十几个字的批示，激
励着厉家寨人为争取更大的胜利
而奋斗不息。倍感骄傲和自豪的厉
家寨人，齐刷刷地聚集到村里的英
雄岭上召开大会，向党中央毛主席
表决心：要以更大的决心、劲头，创
造新的成绩。并提出了“三山五岭
摆战场，两条河流做文章，实现农
业现代化，粮油再创新高产，农林
牧副全面发展”的新思路，千人上
阵整修梯田 2680 亩，治理河滩、荒
山 1200 亩，新建水库 4 座，渠道
57 里。随后几年，他们征尘未洗，
血泡未愈，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
克服重重困难，会战棋盘山、石人
顶，建起了龙潭沟、龙门水库等水
利基本设施。

这短短二十几个字的批示，不
仅成为厉家寨人最珍贵的记忆，更
成为一笔发展经济文化事业的宝
贵财富。为铭记这段光辉历史，厉
家寨在村中央的路口，树立起一座
巨型纪念碑，碑身正面是毛泽东主
席的巨幅画像，背面镌刻着那段光
辉的题词。虽然历经半个多世纪的
风雨，但由于厉家寨人的多次修
葺，如今依然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同时建起了展览馆，展出内容既有
图片，又有实物，再现了厉家寨人
艰苦奋斗、敢为人先的精神风貌。
为吸引游客，发展经济，厉家寨人
以红色旅游为载体，立足本地实
际，把多年整治的万亩梯田及山坡
崖畔全部进行樱桃栽植，让游客在
采摘樱桃的同时，感受当年厉家寨
人民整山治水的万丈豪情。每年前
来巡礼观光的游客达上万人次。

历史将铭记一切。虽然毛泽
东主席已走进历史，但在他的光
辉照耀下的那些往事，将定格为
永恒的记忆。

毛主席
在英雄山和厉家寨
济南的英雄山，因毛泽东主席曾经登临而闻名；莒南县的厉家寨，因“愚公移山，

改造中国”而著称；阳谷县的石门宋，因大力发展养猪事业而成典型……这些地方之
所以让人耳熟能详，一举成名，都无一例外地源自同一原由，那就是当年曾得到开国
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关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伟人虽逝，关怀永存。值此毛泽东主席诞
辰 117 周年之际，让我们再次追寻伟人那厚重的足迹，重温那亲切的话语。 毛主席与许世友在英雄山

厉家寨纪念碑南面的毛泽东主席巨幅画像。

毛泽东主席的亲笔批示刻写在村中央路口的纪念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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