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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常去济南出差，办事之
余，总要抽出时间去烈士陵园，看
望我的两位爷爷。

我家祖籍潍坊昌邑，爷爷兄弟
四人，他排行老大。他的二弟也就
是我的二爷爷叫董世茂，于1946年
参军，当年刚满19岁，他参加的部
队是许世友领导的胶东五旅十三
团三营九连。他所在的这个团，抗
日战争时在山东乳山诞生过著名
的“马石山十勇士”。十勇士所在部
队是三营七连六班，与我的世茂爷
爷属同一个营。

我的另一位爷爷名叫董瑞荣，
是我的本家爷爷。在村里，我家住
西胡同，他家住东胡同，两家相距
不到二百米。他和世茂爷爷同年同
岁，从小一起玩耍，又同年同日参
加了八路军。

解放战争时，经过整编，世茂
爷爷所属部队归入华东野战军第
十纵队，司令员是宋时轮，董瑞荣
爷爷的部队归入华东野战军第九
纵队，司令员是聂凤智。据我爷爷
回忆，世茂爷爷结婚三个月就参军
了，接连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战役
和招远水沟头阻击战。战斗间隙只
回家探望过一次，而这一次也仅仅
只有一个小时。这次回家，他带回
一张立功喜报，喜报上这样写道：
1947年国民党进攻山东时，董世茂
同志参加了水沟头阻击战，缴获敌
轻机枪一挺，荣立三等功。这张喜
报至今还珍藏在老家，当时我的父
亲还没有满月，二爷爷临走时抱起
我父亲亲了一下就离开了家，没想
到这一去便是与家里的永远诀别。

1948年秋，国民党军已由“分区
防御”被迫改为“重点防御”，蒋介石
令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所部
约11万人固守济南，并令徐州附近
兵团伺机北援。中共中央军委命令
华东野战军攻取济南，同时准备打
击徐州北援之国民党军。华东野战
军遂集中兵力，组成攻城、打援两个
兵团，攻城兵团约14万人，由山东兵
团司令员许世友、华东野战军副政
委兼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副司令
员王建安统一指挥。济南战役对于
国共两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
战，陈毅元帅战前专门赋诗一首，为
自己麾下爱将许世友鼓劲：“鲁南大
捷催战鼓,许是英雄猛如虎。今日西
进战胶济,泉城活捉王耀武。”

两位爷爷所属的九纵、十纵都
是攻城兵团，于9月16日晚发起攻
击，十纵从西边攻占飞机场，九纵
从东边进攻，率先攻入济南城。经8
昼夜鏖战，至24日全歼国民党内城
守军10万余人，迫使敌九十六军军
长吴化文起义，俘虏司令官王耀武。

瑞荣爷爷当时是九纵七十三
团的一名电话兵(后来的国防部长
迟浩田将军当时是该团的营书记、
连文化干事)，于此役壮烈牺牲。在
济南战役后，他们团被授予“济南
第一团”的光荣称号。

世茂爷爷也约在此时牺牲，他
牺牲后，山东野战军发放慰问信中
写明他是连长，但在济南烈士陵园
登记档案中记载却是排长，我不解
其中原因，便询问陵园管理处的同
志，他解释说，世茂爷爷当时是排
长，当年济南战役打得异常激烈，
部队连干部打光了，排长便顶到连
长的岗位上继续指挥战斗，整个战
役解放军伤亡两万六千余人，在陵
园中长眠着五千多位英烈，更多的
无名烈士，他们甚至连姓名都没有
留下来。

世茂爷爷的牺牲，使我们家陷
入巨大悲痛中，但同时也带来了无
上光荣，上世纪六十年代，我的伯父
和父亲先后参军并提干，每年春节，
爷爷家门口都会挂上三块“光荣之
家”的木牌，是村中数量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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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回济南
做中学教师。随之，我的户口和每月
30斤的口粮也迁回到了济南。时年
21岁的我，作为长子毫不犹豫地把
户口和粮食计划落在世世代代久居
的宽厚所街父母的名下，放弃了单
位给安排宿舍的优厚待遇。

那个年代，物资匮乏，老百姓买
口粮要凭粮本到指定的粮店购买，
像肥皂、糖、火柴等日常生活用品也
是每月按定量发票购买，只限当月
有效，过期作废。物资奇缺带来了供
不应求，于是凭票购物成了老百姓
维持生计的头等大事。那年月口粮
当中的面粉作为细粮，每人只有5市
斤，其余都是玉米面、地瓜面之类的
粗粮。新鲜蔬菜少之又少，就连大白
菜也是按人定量配给，家家户户门
前屋后冬储大白菜成了应时一景，
尤其春节前凭票排长队购年货的场
景历历在目，清晰可见……

那时，不是所有的副食品店都
能卖年货，而是规定几处大的商店

贴出告示，说明自ⅹⅹ日起开始供
应年货。每每看到这样的告示，翘首
相盼多时的人们欢欣雀跃，奔走相
告，还会三三两两自备购物家什，相
约一起排队凭票购物。

记得，城里最大的年货供应点
在卫巷副食品店。有一年的腊月二
十三，不到清晨七点钟，我从宽厚所
街东头步行了近半个小时来到了院
西大街路南的卫巷副食店。尽管天
寒地冻，副食品店尚未到开门营业
的时间，排在外边的队伍已经从马
路边拐进了附近的小街背巷胡同
里。就这样等待了三个多小时后，我
凭供应票买到了全家六口人的年
货：每人一斤冻带鱼，还买到了两只
邦邦硬的冻鸡。回家把鱼化冻之后，
几条又窄又薄的带鱼令人大失所
望。

上世纪60年代初期，位于商埠
经二路纬四路的“万字巷”(后更名
为万紫巷)是济南最有名望的副食
品商场，粮油、肉蛋、水产、调料、蔬

菜、水果等一应俱全。有一年过了腊
月二十，母亲花八分钱(当时公交车
按站数，分段计费，三站以内5分钱)
坐公交车带我从舜井街来到万紫巷
商场。刚走近路东的副食品店，就见
长长的排队长龙。商店专门派人维
持秩序，所以队伍有条不紊慢慢行
进，顾客们都不惧寒冷耐心等待。幸
好商店规模大，年货较为充足，轮到
我们时，母亲选购了带鱼、鸡、猪肉
等。我们还去了附近的水产店买了
海带、藕、海米和笋片之类，最后又
买了调料和干果等一些年货。忙活
了大半天，母亲喜笑颜开地说，置齐
了年货，过年可以打“酥锅”了。望见
家母会心一笑，跟随其后的我手提
一满筐的物品也倍感轻松。

岁月留痕，过往的经历早已远
去，临近年末，我把过年的往事讲给
子孙后代听，他们笑称我在述说陈
芝麻烂谷子般的琐碎小事。可岁岁
年年人不同，这一切过往确实是我
们那代人的亲力亲为。

解放阁入口处南侧的基座上，镶
嵌着一块黑色的大理石碑，上有“一
九七八——— 一九八八泉城十大景观”
的字样，让人想起29年前的一段往事。

1989年，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
刚刚过去。和全国各地一样，泉城济
南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展
示改革开放以来济南的新面貌、新变
化，当年5月，团市委、建委等四单位联
合举办了“1978—1988泉城十大景观”
评选活动。在当时没有网络和手机的
情况下，评选活动以书信投票的形式
进行。广大市民热情高涨、积极参与，
纷纷投书，选出自己心目中的十大景
观。活动共收到有效选票6322张，7月20
日，评选结果揭晓。按得票顺序，八一
立交桥、省体育中心、黄河公路大桥、
解放阁、环城公园、舜耕山庄、舜井商
业街、五龙潭公园、燕子山居住实验
小区和齐鲁宾馆成功入选“1978—1988
泉城十大景观”。十大景观均为改革
开放以来济南市的重点建设工程，既
有道桥交通设施、公共体育场所，也
有园林公园、涉外宾馆和住宅小区，
其中大都在省城建设史上具有开创
意义，成为当时引人注目的的地标性
建筑。

29年已经过去，泉城面貌翻天覆
地、日新月异。对比“十大景观”的今
昔，不由让人感慨万千。

八一立交桥 黄河公路大桥

1987年，英雄山路拓宽为50米，成
为连接南北的交通主干道，与另一条
东西大动脉——— 经十路在八一礼堂
附近相交。为保证交通畅通，市政府
决定在此兴建立交桥，并将其列为
1988年十项城建任务之首。建成于上
世纪50年代的八一礼堂曾有“江北第
一礼堂”之称，它和门前的八一广场
是当时省城举行各种大型集会的主
要场所，承载着省城市民太多的记
忆。1987年11月，八一礼堂被定向爆破
拆除。次年8月1日，八一立交桥竣工通
车。通车之时，万人空巷，人们争相一
睹济南第一座立交桥的风采。如今，
燕山立交等一座座宛若游龙、结构复
杂的新型立交桥拔地而起。相比之

下，八一立交桥只是简单的三层互通
式立交，但因其是济南历史上首座现
代化的立交桥而在此次评选中名列
榜首。

黄河公路大桥是省城第一座跨
黄大桥，现在常被称作“黄河一桥”，于
1978年12月正式破土动工，1982年7月建
成通车。大桥总长2023米，主桥长488
米，为双塔斜拉式公路桥。大桥共有5
孔，最大跨径为220米，是当时亚洲跨
径最大的桥梁。通车之后，人们竞相
骑车前往，争睹大桥风采。如今，随着
济南北跨战略的实施，济南境内已有6
座各类跨黄大桥建成通车，3座大桥即
将通车，另有“三桥一隧”仍在筹建中，
届时将形成“十二桥一隧”的跨河格
局。而这座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号角兴
建的大桥，其省城“黄河第一桥”的地
位是难以撼动的。自2017年11月17日
起，大桥开始免费通行。

省体育中心

省体育中心竣工于1988年1月，占
地约34公顷，是由体育场、体育馆、游
泳馆等组成的综合性体育活动中心。
省体中心体育场曾是第一届全国城
市运动会的主会场，先后承办过北京
亚运会和亚洲杯足球赛的部分赛事。
在东部的奥体中心建成前，这里一直
是鲁能泰山足球队的主场，曾被广大
球迷称为“圣体”。体育馆曾承办过
1984年第七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
典礼和各种大型演唱会，承载着几代
人的美好记忆。游泳馆则一直是国家
跳水队的训练基地。

环城公园 解放阁 五龙潭公园

以护城河为基础建成的环城公
园，像一串项链镶嵌在老城区的周
围，将大明湖、五龙潭、趵突泉、解放阁
等景点串联在一起，形成一个全长4.7
公里的全开放式绿色公园。环城公园
于1984年开始建设，全市人民积极参
与，各区分片包干，展开劳动竞赛。经
过两年半的奋战，公园于1986年10月正
式对外开放，成为市民休闲游览的好
去处。近年来，经过提升改造的环城

公园变得更加美丽宜人。坐落在环城
公园东南角的解放阁，原为老城东南
城墙角，是1948年9月济南战役时华东
野战军攻城的突破口。1965年，济南市
政府决定在此修建解放阁，但一直是
有台无阁。解放阁于1985年5月开始重
建，次年9月24日济南解放纪念日时建
成开放。解放阁总高34米，台基高10
米，阁上设有济南战役文物陈列馆。
夜幕降临之时，解放阁流光溢彩，巍
峨壮观，阁顶的红星熠熠生辉，至今
仍是省会引人注目的标志性建筑之
一。位于西护城河附近的五龙潭公园
于1987年9月建成开放，内有四大泉群
之一的五龙潭泉群，共有泉池27处。每
到暮春时节，满园樱花绽放，一直是
市中心一处闹中取静的特色公园。

舜耕山庄 齐鲁宾馆 燕子山小区

舜耕山庄始建于1985年，是济南
市最早建成的独具民族风格的园林
式宾馆。位于千佛山脚下的齐鲁宾馆
总高11层，于1985年4月正式开业，曾被
誉为“济南最高档的酒店”。它是改革
开放之初济南首家涉外四星级酒店，
也是当时省城最高的建筑之一。在上
世纪90年代初，作为济南外事活动主
要场所的齐鲁宾馆，曾领风气之先，
一时风光无两，当时的市民都以能到
齐鲁宾馆消费为莫大的荣耀。后因管
理不善，齐鲁宾馆逐步陷于困境，最
终于2003年停业。原建筑于2011年被爆
破拆除。

位于市区东部的燕子山小区于
1987年4月开工建设，共有69座住宅楼，
是当年建设部组织实施的三个实验
小区之一。那年我刚到济南工作，单
位离小区不远，亲眼目睹了小区的建
设过程。当时的建筑工地塔吊林立，
彩旗飘扬，来自省内外的30多家建筑
公司展开了施工大会战。1989年小区
建成后，先后获得国家工程质量银质
奖、全国“优秀住宅实验小区”等各种
荣誉称号，经常有外地客人前来参观
取经。如今的燕子山小区，粉刷一新
的米黄色楼体依然引人注目，由于属
于优质学区房，在房产市场上依然非
常抢手。如今，虽然现代化小区如雨
后春笋，但在住房尚未商品化的20世
纪80年代，燕子山小区的超前设计、
完善配套依然具有开创意义。

舜井商业街

舜井商业街位于泉城路与黑虎
泉西路之间，因街中段有“舜井”而得
名，长约240米，于1985年开业，曾有“济
南的王府井”之称。后来逐渐成为电
子产品和音像制品大卖场，本世纪初
又成为江北最大的手机集散地，此后
逐渐形成的夜市名气也不小。2008年
春，舜井街开始拆迁改造，夜市被关
闭，两边建筑被拆除，街道进行拓宽
改造。现为单向通行道路，并开通了
公交车，两侧皆为世茂商业综合体的
组成部分，却再也难觅往日商业街的
喧嚣和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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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鲁宾馆曾是济南最高档的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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