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7身边·城事2017年7月6日 星期四

编辑：李蕊 组版：曾彦红 校对：范少伟

本报济宁7月5日讯(记者
孔令茹 通讯员 乔志宇)

“昔日涝洼地，今朝鱼米乡。
和风吹绿浪，满目稻花香。”鱼
台文学爱好者朱圣磊的《稻
花》古体诗，4句诗句讲出了上
世纪60年代鱼台人民“稻改”
斗饥荒的伟大历史实践。轰轰
烈烈的治水改稻大军让鱼台
一举从贫困县成为余粮县。

70多岁的刘俊岱是稻改
亲历者，1965年，身为高中教
师的他带领学生到各村支援
稻田插秧。“白天在水田里泡

一天，晚上铺地上一层麦秸和
破席和衣而睡，土坯就是我们
的枕头。”回忆起当年的稻改
经历，刘俊岱感觉往事历历在
目。他说，那种乏累不亲自感
受很难体会到。

亲历者王传华1974年参
与到稻改劳动中。那年的盛夏
十分炎热，正值水稻插秧季
节，却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
旱。当年13岁的王传华加入到
这场抗旱热潮中，在干涸的东
鱼河上挖一条子河，把湖底的
水引入排灌站。

“尽管头顶骄阳，嗓子干
得冒烟，大家却干劲十足。”
王传华说，当听到“泉水出来
了！”的喊话声后，大家顿时
就像发现了新大陆般围观起
来，连续几日的劳动，双手磨
了五六个血泡，浑身累得像
散了架似的，但第二天一大
早，又精神抖擞的爬起来，继
续挖河。

“一位清河公社的农村妇
女，母亲病重、婆婆身体不好，
她和女儿生活很困难，但为了
支持稻改，自己把嫁妆卖了，

钱都捐给了稻改工程。”亲历
者龚恩全讲述了稻改时期的
一位妇女典型，他说之所以农
民能这样做，是因为大家盼着
稻改成功后，全县人民都能吃
好、住好。这种劲往一处使的
精神特别让人感动。

近日，在鱼台“弘扬稻改
精神，再造鱼台辉煌”动员大
会上，丰富多彩的“稻改”再现
方式将大家带回了顽强拼搏
的稻改年代。“稻改”亲历者讲
述了半个世纪前的“稻改”故

事；鱼台美术协会、书法协会
的成员用手中的笔描绘出了

“今望千层浪，当思十里荒”的
“稻改”赞歌；图片展上一张张
珍贵的老照片让大家身临其
境感受激励后人的“稻改”精
神。

如今，新时期的鱼台正全
力以赴建设“四宜”新鱼台，历
经沉淀和传承的“稻改”精神
成为鱼台儿女的精神动力，正
激励和鼓舞着47万鱼台人民
再造鱼台新辉煌。

听鱼台稻改亲历者讲述上世纪60年代的奋斗故事

土土坯坯当当枕枕头头，，麦麦秸秸当当““被被褥褥””

上世纪60年代鱼台人民“稻改”斗饥荒的真实场景（资料图）。

2日，近千名中小学生在济宁体育中心游泳馆内开始学
习游泳。暑假期间，济宁市体育局、市教育局、市财政局联合
实施了济宁市2017年中小学生普及游泳运动工作。今年将
培训近6000名学员。 本报通讯员 周宇 摄

学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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