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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6日讯 (记者 于潇潇 )5

日，本报联合潍坊学院、潍坊医学院等
高校媒体开展的“潍坊高校新闻媒体
沂山行”活动在浮烟山开始了第一站。
本报记者与十余名学生记者一起，沿
着浮烟山-乔官-鄌郚-高崖水库-蒋
峪-东镇庙-沂山主峰的线路，探访了
潍坊至沂山一线的民俗风情。

潍坊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每一
个村庄，每一条河流都有其独特的历
史印记。而许多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
慢慢淡出人们的记忆。本次“潍坊高校
新闻媒体沂山行”活动即是为了再度
发掘这些历史文化，感受齐鲁大地古
老丰富的人文气息。

以浮烟山放飞场为起点，5日上午
八点，一行13人出发，徒步前往本次活
动的第一站——— 昌乐营丘镇。沿途共
二十余公里，经历十余个村庄。同行的
学生记者们来自各高校的电台、电视
台和报纸编辑部。

徒步旅行是辛苦的，而且当天的
气温有三十度，队员们却兴致勃勃，沿
途不断用纸笔和镜头记录着风土人
情。有些未出过校门的学生记者甚至
是第一次见到田间生长的作物，向周
围劳作着的村民们打听哪一种作物是
黄烟，生长期如何等等。而村民们也表
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在营丘镇古城村，队员们见到了
齐国古城墙遗址。营丘镇文化站的工
作人员向队员们介绍了古城的历史文
化，并参观了在建设中的太公祠等景
点。队员们还在村民家中见到了古老
的制香技术。齐鲁晚报潍坊学院记者
站的学生记者于胜楠说，如果不是亲
自走这一起趟，自己都不知道潍坊还
有这么多古老的技艺和文化。

下午，在王裒园，队员们听到了关
于孝子王裒的故事，对这位在载于《二
十四孝》中的“闻雷泣墓”孝子，有学生
说，只在书中见到过，以为是传说故事，
真没想到确有其人。

下午6点，队员们到达了第一站的
终点。虽然旅途辛苦，队员们却纷纷表
示收获很多。

5日中午，经过十公里的跋涉，记者一
行来到昌乐县营丘镇古城村，这里是几千
年前齐国都城所在地。目前，这里还有齐国
古城墙的遗址。

还没进村，向导就指着村西侧一段绵
延几百米的“土丘”告诉记者，这里就是古
城墙的遗址。记者看到，城墙高约三米，上
长满了杂草和荆棘。虽然经历了几千年的
风雨侵蚀，仅仅留下了这不多的残垣断壁，
但站在墙下仰望，依然可以想像到几千年
前城墙的高峻、雄伟。

在村子的西北角，也有一段泥土夯筑的
古墙，这段墙较短，为了加以保护，已经被砖
石围了起来，将成为古城村里打造的“太公
祠”中的一处景点。墙的西侧竖立着一通成色
很新的石碑，上刻“齐国故都城墙遗址”。

记者沿着城墙上弯曲的小路登上墙
顶，四处望去，周边辽阔的大地、河流则尽
收眼底。地形条件想必也是当年齐国在此
建都的原因之一。

古城村民滕宝福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
代，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整个村子有着完整
的排水系统，每逢大雨，雨水会顺着护城河

先汇聚到一处，再顺流而下，那一处汇聚点
是打渔的绝佳场所。而古城墙则是年少时
孩童们玩耍的好去处。

由于缺乏保护意识，当年的排水系统
已经随着建房挖地基被破坏，城墙的土也
被不断挖掉用来建房。直到近年，城墙的
保护才被重视起来。村民们认识到了古城
墙的历史价值，有关部门也专门在城墙边
立碑，并且在路边易于损毁的地段用铁栅
栏进行了围拢，这一系列措施,都对保护古
城墙的进一步破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据《昌乐县志》载:“营丘故城，类今
燕都制度，原有外城广袤二十余里。”城
垣已塌无迹。据考：东门,即现古城村东十
五里，今坊子区范家庄东北隅里许，原有
东门石碑为记；西门在古城村西五里；北
申明亭村西南“女娲庙”处，原庙碑记
有：“古城西关西门外 ,女娲娘娘庙”字
样；南门在古城村南十二里,高家辛牟村东
南隅“府君庙”前；北门在古城北六里,潍
城区张、陈官庄村附近。

本报记者 于潇潇
学生记者 于胜楠

古城墙下话沧桑

“爱心光明行”

第二批患者成功手术

终于能
看电视了

本报5月6日讯(记者 秦昕) 由本报联
合潍坊市慈善总会、安丘市人民医院眼视光
中心、大众网共同主办的2012山东省“爱心光
明行”大型公益活动,4日,在安丘市人民医院眼
视光中心继续进行，第二批5名年龄白内障患
者成功进行了手术。一名77岁的老人在手术
成功后，兴奋的说自己终于能看电视了。

今年77岁的傅云兰得了白内障有五年多
了，这些年她都没有看过电视，每天就是靠着
个收音机过日子。

年初的时候，傅云兰在一次听收音机的时
候，听到这次活动，于是电话联系上了眼视光中
心，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傅云兰通过报名和审
核，终于在4日进行了手术。

4日上午10：45，傅云兰走下手术台之后，
高兴的告诉记者，原本她就寻思着这辈子就

看不了电视了，没想到这次机会能够让她重
见光明，“现在终于能看电视了，不用再靠着
收音机过日子”。

今年 ,本报联合潍坊市慈善总会、安丘市
人民医院眼视光中心、大众网共同主办2012山
东省“爱心光明行”大型公益活动,活动出资额
达到300万元。

“爱心光明行”面向潍坊及周边地区的贫
困患者,将免费为1000名贫困老年白内障患者
提供手术治疗；为家庭贫困且品学兼优的应
届高考毕业生提供100个近视眼免费治疗名
额；为家庭贫困的需要治疗的弱视儿童,提供
100个免费治疗名额。

接受免费手术或治疗的流程如下:由个人
到村(居)委会或乡镇(街办)开具贫困证明,经所
在县市区慈善总会审核盖章后,持个人身份证

明和相关贫困证明直接到安丘市人民医院眼
视光中心进行报名,进行术前检查,符合手术要
求的,安丘市人民医院眼视光中心将直接安排
手术治疗。

2012“爱心光明行”详情请登录大众网潍
坊频道活动专题:http://weifang.dzwww.com/
zbzt/aygmx,咨询及报名电话:0536—4264513。

“闻雷泣墓”说孝子
在昌乐县的东南部，流行着这样一个

传说：1000多年前，当地出了一个孝子，爹
娘在世时他百般照料，双亲去世后，他仍惦
念生前怕打雷的娘，遇雷雨天都会跑到坟
地哭泣跪拜。他的这一举动被后人称之为

“闻雷泣墓”，元代时被载入《二十四孝》。这
位孝子的名字叫王裒(póu)，他的传说还入
选了潍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日下午，队伍来到昌乐县营丘镇王裒院
村，在村里老人们的指引下，找到了王裒墓。
墓前一块牌子记述着关于孝子王裒的传说：
据《晋书·王裒传》载：王裒，字伟元，北海营
陵即昌乐县人，魏晋时孝子。其祖父王修，
为汉末名士，后被司马昭嫁罪屈杀。王裒痛
父屈死，决然负父遗骨从洛阳携母返回原
籍昌乐，以教授为业，兼事农桑，将父亲遗
骨安葬华岩寺前，搭庐墓侧。裒母性畏雷，母

殁后，每逢打雷，王裒就到母亲墓前扶树而
哭，并大声说，“母亲莫怕，裒儿在此！”久而久
之，树为之枯。每次授课读到《诗经·蓼莪篇》
的“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时，无不痛哭流涕，
泣下沾襟，学生们干脆把《蓼莪篇》隔过不读，
以免老师听见伤心落泪。

王裒去世后，他的孝母故事被广为流
传。到了元代，王裒“闻雷泣墓”被载入《二
十四孝》，该书在明清时期成为儿童启蒙教
育读物。而王裒墓院旁的小村子原名“桃花
村”，因王裒名气大，来拜谒的人多，后改名
为“王裒院村”了。

据悉,当地正计划对王裒墓院进行综合
开发，建设成为向广大青少年进行孝文化
教育的基地，开发为具有特殊意义的旅游
景点。

本报记者 于潇潇

古城墙遗址。本报记者 于潇潇 摄

采采访访中中听听孝孝子子的的故故事事。。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于于潇潇潇潇 摄摄

本本报报启启动动““潍潍坊坊高高校校新新闻闻媒媒体体沂沂山山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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