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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山：传承乳娘精神 激活红色文化
——— 红色舞剧《乳娘》回到家乡演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姜俏俏

在全国巡回演出30多场后，大型红色舞剧《乳娘》回到家乡，并于6月17日和18日在威海大剧院接连演出两场。期间，《舞娘》剧组人员、乳儿代表等将前往胶东育儿所进行参观学习，
并举办“弘扬乳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座谈会，对红色乳娘精神进行深入学习和谈论。

舞剧《乳娘》是2018年山东省重点打造的4部红色文化题材作品之一，是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建党100周年献礼精心打造的作品。
作为革命老区，乳山红色历史悠久，乳娘仅是其中一个代表群体，这里曾发生过马石山突围战、双山突围战等荡气回肠肠的英雄故事，拥有马石山红色教育基地、胶东育儿所等红色

文化载体，红色基因已经融入城市血脉，红色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

《乳娘》再现尘封历史

“乳娘精神”释放强大力量

由于当年乳娘们都是秘密抚
育乳儿，因此关于胶东育儿所留下
的资料线索少之又少。本着敬畏历
史的责任感，上世纪80年代，乳山
市就组织相关部门对乳娘进行查
访，对胶东育儿所这段珍贵的历史
进行抢救性保护。数年来，乳山市
40多个乡镇、部门的500余名干部
走访了149个行政村、20多个城市，
采访了30多名人物，征集了769件
文物资料，编写了《关于胶东育儿
所的历史材料》。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乳娘
精神，乳山利用胶东育儿所原址民
房，修缮了胶东育儿所基地，以文
物陈列、照片展示、影像播放、展室
复原等方式，展现胶东育儿所历
史，让群众、党员干部重新了解乳
娘感人事迹、感受乳娘精神。胶东
育儿所修复时，田家村17个老屋住
户不到3天时间，就完成了置换搬
迁；70多岁的老党员沙典仁主动让

出了自家的房屋，全家搬到苹果大
棚居住；胶东育儿所开放之后，已
过花甲之年的乳娘子女、亲属们自
发担当起义务讲解员，一遍遍地为
参观者讲解乳娘事迹。

今年年初，乳山又启动“小远
落——— 你在哪里·”寻访乳儿活动，
对外发布首批查访的42条乳娘和
胶东育儿所乳儿寻访线索和线索
收集平台，在全国寻找当年胶东育
儿所的乳儿。

为了更好提炼乳娘精神，推进
红色文化建设，乳山市还举办了红
色乳娘精神暨乳山革命文化建设
高层专家研讨会，邀请全国知名专
家就红色乳娘的精神内涵和时代
价值进行研讨，进一步优化乳山红
色资源开发，讲好党史故事，传承
红色基因。

“红色乳娘的中国抗战史是一
个很有代表性的群体，她们视乳儿
为己出，宁可牺牲自己的孩子也要

保护革命后代，并创造了乳儿无一
伤亡的奇迹，关键是这还是一个自
发形成的群体，实在是罕见。”山东
省委党史研究院院长赵国卿高度
赞誉了红色乳娘。

“乳娘这种超阶级、超时空的
大爱有很重要的时代价值，并且乳
娘的事迹很有普遍性，更能让社会
大众产生共鸣。”中国现当代史学
者丁龙嘉说。

“乳娘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
应运而生的。”乳山党史研究中心
主任徐华伟说，是党和人民军队对
群众生死与共、以命相救，才让她
们义无反顾铁了心跟党走。

为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乳娘精
神，乳山市挖掘提炼和弘扬传承

“忠心向党 大爱无疆”的乳娘精

神，全力打造“母爱圣地 美好乳

山”城市品牌，并通过创作影视文

学作品、组织红色书画联展、图片

展、红色主题歌曲征集、红歌比赛

等多种形式，让红色文化走进群众

生活中。

深厚的红色文化也影响带动了

更多的人。在红色精神的感召下，近

年来，乳山市先后涌现出了三次参

与维和任务、被联合国授予荣誉勋

章的邢飞，26年帮助200多名残疾儿

童走上健康路的“齐鲁和谐使者”邢

素英等一批先进典型，有5000多名

市民被评为各级“好人”，48名市民

被评为各级道德模范，志愿服务团

体在各领域“生根发芽”。

为了更好地弘扬母爱文化，乳

山近年来开展了“十大杰出母亲”
“十大孝星”评选等系列评选活动，
对46年守护瘫痪儿子的丛占芝、切
肺治癌捐肾救子的好母亲宋连芬、
雷打不动悉心照顾奶婆30年的张

翠水等先进典型进行表彰。组织开
展为母亲义诊、母爱主题征文、母
爱主题演讲比赛、母爱主题文艺巡
演等群众性宣传文化活动，使母慈
子孝深入人心，在全社会形成“母
爱、爱母、敬母、回报母亲”的社会
氛围。

乳娘精神的传承，更凝练了区
域精神品格，促进了干部作风转
变，坚定了服务群众的意识。乳山
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头等大事
来抓，近三年来，累计投入100多亿
元用于民生实事建设，打造了包村
连户、“虹桥拉手”、大病救助、慈善
助学等一批民生服务品牌。同时，
组织开展党员干部到红色教育基
地接受党性教育、“红色关爱”志愿

服务、学乳娘当先锋、重温乳娘精

神等系列红色主题教育，激发党员

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红色文化

感染和教育了乳山一大批党员干

部，涌现出了全省践行党的群众路

线先进典型邵本道、“齐鲁时代楷

模”王伟等一大批新时期先进模范

人物，红色基因已经成为党员干部

开拓进取的力量源泉。

每年有超过10万人次来马石

山、胶东育儿所等红色教育基地和

红色遗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越来

越多的人来到乳山追寻胶东红色乳

娘、马石山十勇士等红色足迹，深入

了解乳山红色革命历史，感受乳山

红色基因释放出的新时代力量。
红色乳娘的事迹传遍全国，乳

娘精神感动了全国人民。如今，乳
娘已经成为“母爱圣地 美好乳
山”的一个文化符号，一面鲜艳旗
帜，越来越彰显出精神魅力与巨大
能量。

“现场观看舞剧《乳娘》演
出，很震撼！在极端艰苦的年代，
红色乳娘能够舍弃自己孩子的
性命保护革命后代，这种大爱精
神令人感动，更值得我们传承和
发扬！”6月18日，市民刘玉梅一
家在威海大剧院观看了舞剧《乳
娘》演出，深受触动。

“这是我第一次看舞剧。我
原以为舞剧是种高雅艺术，我看
不懂。没想到，我看懂了，也看哭
了。”乳儿代表姜菊生说，“演员
一上场，光看服装，我就哭了。她
们真实还原了那段日子，那份母
爱和那份精神。”

大型民族舞剧《乳娘》讲述
了抗日战争时期乳山妇女冒着
生命危险哺育前线子弟兵和烈
士遗孤的感人事迹，自去年6月
上映以来，已经在北京国家大剧
院、山东省会大剧院、江西艺术
中心大剧院等多地演出30余场。

由于保密规定，乳娘这一群
体的事迹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
解密。此时，乳娘大多已经离世
或老去，乳娘的事迹也湮没在乡
间。随着舞剧《乳娘》在全国巡
演，尘封的红色记忆再次被唤
醒，时光倒流回77年前。

胶东是中国革命的红色摇
篮之一。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
几年中，中共胶东区党委领导的
抗日队伍日益壮大，其中妇女干
部也越来越多。在险恶的环境
中，不少妇女干部生了孩子却无
法随身带养。为了解除她们的后
顾之忧，胶东行署和胶东妇联共
同研究决定——— 筹办一处战时
胶东育儿所，主要任务就是收养
党、政、军干部子女及烈士遗孤，
乳娘由组织上物色当地哺乳期
妇女。

1942年7月，中共胶东区党
委在牟海县(今乳山市)组建了
胶东育儿所。育儿所成立后，第
一步工作就是在周围村庄物色
不脱产的乳娘。这是一项特殊的
工作，带孩子不但要吃苦受累，

而且要对外保密，担很大风险。
育儿所的工作人员遵照上级党
组织的指示，积极与周围村的党
组织和妇救会联系，在不长的时
间里，就选择了一批乳娘，经体
检合格后，开始奶养孩子。

这些乳娘，有的是即将给自
己断奶的妇女，有的是吃奶孩子
不幸夭折的妇女，还有的是正在
哺乳期的妇女。东凤凰崖村的姜
明真给自己不满8个月的儿子断
了奶，从育儿所接来刚满月的婴
儿福星；初连英已是两个孩子的
妈妈了，最小的正在哺乳期，她
抱回了一个叫爱国的小女孩。

说是叫育儿所，但并没有
“所”，并非多个孩子寄养在一
起，而是为了隐蔽安全，也为了
让孩子们有一个温暖的家，孩子
是随乳娘分散在各村居住的，称
乳娘是“妈妈”。

随着形势的不断好转，寄养
的乳儿也越来越多。婴幼儿还是
交由乳娘们哺育，断奶后再送到
育儿所里集中收养。至1945年8
月抗日战争胜利时，胶东育儿所
的幼儿已由初时的2人增加到
168人，工作过的乳娘和保育员
有100多名。再至1952年7月，胶
东育儿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10年间300多名乳娘和保育员养
育了1223名革命后代。

10年中，日军多次扫荡、国
民党反动派多次围剿，胶东育儿
所也不得不多次突围、迁徙，但
乳儿们无一伤亡。在那个新生儿
死亡率高达24%的年代，堪称奇
迹。

而创造奇迹的就是这些怀着
家国情怀和满腔母爱的乳娘们。

在日寇的扫荡中，乳娘姜明
真和婆婆抱着乳儿福星和自己
的孩子跑到山上，藏在山洞里，
可是两个孩子在一起，只要喂一
个，另一个就哭闹。为避免由于
哭闹暴露，姜明真狠下心把亲生
儿子送到另一个无人的山洞。在
敌机轰炸中，她的孩子被埋在山

洞里，被姜明真抱回家后没几天
就不幸夭折。那几年，姜明真先
后收养过4个八路军子女，而她
自己6个亲生骨肉却因为战乱、
饥荒和疏于照顾先后夭折了4
个。

同样的危急情况下，裹着小
脚且体弱的乳娘肖国英抱不动
两个孩子，她把女儿藏进了草
垛，却抱着乳儿远落藏进了深
山。乳娘宫元花和保育员李玉华
一起抱着刚满周岁的乳儿福勇
躲在山上两昼夜，宫元花把福勇
包在自己的宽裆棉裤里，让福勇
的脸紧贴着自己的胸口，并与李
玉华对面而坐，两人把双手互插
在对方的胳肢窝里捂着，用两人
的身体温暖着福勇。仅有的一块
玉米饼子被宫元花嚼碎了，一口
一口喂给了福勇。

其他乳娘同样是厚人薄己，
乳娘初典英为了把乳汁给乳儿
八一吃，先用芋头把自己的孩子
喂饱再给八一喂奶；乳娘邓素云
在抚养乳儿小正子到4岁后病
逝，孩子又交给了妹妹邓素珍继
续抚养；乳娘矫曰志哺育乳儿生
儿四年，十几次为生儿献血，以
命保命；为救治乳儿政文，乳娘
王葵敏用家中仅有的20斤小米
换回救命药……

乳娘们为何会舍生忘死地
保护这些乳儿？乳儿代表宋玉芳
的一段话就能解释。

1942年11月，日寇集结两万
多兵力，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
了一场拉网合围大“扫荡”，并制
造了残杀抗日军民503人的“马
石山惨案”。期间，数千名群众被
日寇合围在乳山市马石山一带。
八路军5旅13团3营7连6班的10
名战士路过马石山时，发现群众
被重重包围，他们没有选择自行
突围脱险，而是打开包围圈往返
冲杀了三次，掩护近千名群众突
围转移。当他们第四次冲进包围
圈时，为了让群众安全突围，他
们选择向群众转移的相反方向
撤退，边撤边开枪，把敌人引上
了马石山的主峰。在弹尽粮绝的
绝境中，战士们拉响手榴弹与敌
人同归于尽。他们被后人称作

“马石山十勇士”。
宋玉芳的童年都是在胶东育

儿所度过的，她对这段历史最为
熟悉不过。多年后，当她再次回到
乳山，向哺育过自己的乡亲们道
谢，得到的回答是———“千万别客
气，没有你们的父母出生入死，也
没有我们今天的好日子。”

同样的话在77年前就被乳
娘们说过，她们大多目不识丁但
懂得报恩、重信重义，她们都是
抱着一个朴素的想法———“孩子
的爹妈为了打鬼子，连命都不要
了，一定要照顾好他们的孩子。”

1951年胶东育儿所全体留影。

舞剧《乳娘》在威海大剧院演出。

舞剧《乳娘》演员参观胶东育儿所。

“红色文化”激活发展动力

《乳娘》只是近年来乳山
挖掘众多红色文化资源的一
个代表。

乳山是著名的革命老区
和抗日根据地，红色资源丰
富，这里既有轰轰烈烈的五大
抗战英雄群体之一、舍身相救
上千名群众的马石山十勇士，
也有默默无闻用乳汁哺育
1223名革命后代的乳娘和保
育员，还有从踊跃支前的兵工
研发制造、被服生产到冒死救
治伤病员的诸多后方医院、制
药厂，以及为胶东乃至全国抗
战解放事业的经济稳定做出
重要贡献的北海银行印钞厂
等红色遗址，为抗战胜利做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红色
遗址更是党政军民鱼水情的
生动实践，谱写了一段段军爱
民、民拥军的感人乐章。

“红色乳娘被越来越多的
人熟知，带火了乳娘家乡的红
色沿线乡村，随着游客增多，
这里的农家乐、特色采摘等也
风生水起，让红色沿线百姓口
袋更富!”时下，走进乳山市崖
子镇田家村、诸往镇下石硼村
等红色沿线村庄，红色文化让
这里焕发新的生机。

以下石硼村为例，该村深
藏在乳山西北部马石山群山
腹地，战争年代，这里是我党
政军的大后方，兵工厂、敌后
医院、印钞厂、被服厂等机构
活跃。进入和平年代，这里由
于交通闭塞，常年发展落后于
全市其他地区。

为了让山区乡亲共享发

展成果，乳山启动红色沿线振
兴工程，实施“乡村记忆工程”
和“文化历史展示工程”，先后
投资5000万元对马石山烈士
陵园进行陈列布展，投资3400
多万元打造了胶东育儿所教
育基地，并规划建设布展了许
世友战时指挥所、胶东特委遗
址等40余个红色历史文化展
馆，公布了17处红色文化遗址
名录，留存红色记忆。

近几年来，借力以红色乳
娘为核心的红色文化内涵挖
掘，乳山连片整治沿线46个
村，开展道路铺装、给排水、绿
化亮化、河道清淤及景观提升
等工程，配套建设乡村记忆
馆、游客接待中心，鼓励农户
开办农家乐，大力发展樱桃、
桃子等特色农业种植，发展红
色文化游、休闲采摘游、乡村
体验游等项目。其中，重点对
下石硼、东尚山、井乔家、青山
等4个村进行“红色改造”，聘
请专家对连片村的资源进行
规划、整合，将红色文化、风土
民俗融入青山绿水，打造了

“桃源古村”东尚山、“红色密
营”下石硼、“大爱无疆”田家
村等一批饱含红色文化内涵
的美丽乡村，规划了一条长达
百余公里的环形红色旅游路
线，撬动乡村振兴的新动能。

从昔日的路窄屋破、河道
垃圾堆积、杂草丛生，到如今
的绿树环绕、溪水潺潺，犹如
世外桃源般的美丽乡村；从无
人问津的普通胶东小山村，到
年接待观光游客超过10万人

次的旅游示范村，时下，从历
史中走出来的红色文化正成
为乳山乡村振兴的红色引擎，
带火了“红色沿线”村庄，在

“红色之旅”拉动作用下，今年
以来，乳山市接待游客数量增
长8%，旅游总收入增长10%。

“红色文化+美丽乡村”的
初步尝试让老百姓尝到甜头，
但深谙发展的乳山人更加意
识到，只有不断提升乳娘精
神，才能更好地传承红色基
因，带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为
此，乳山市坚持文化自信，通
过举办红色乳娘精神高层次
研讨会，提炼提升红色乳娘的
内涵和时代价值。

红色基因融入城市发展
血脉。乳山市将把乳娘精神作
为新时代县域经济发展的引
擎，构建起“3+3”产业发展体
系，大力实施双招双引，开展

“强链、补链、建链、延链”，强
化精准招商、专业化招商，大
力实施双招双引，为全市高质
量发展积蓄动力，为当地企业
发展及人才的引进营造了良
好的环境。通过传统产业膨胀
扩规、新兴产业增量崛起，乳
山有力地推动产业新旧动能
转换，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此外，乳山坚持“红色+绿
色”的产业发展模式，将“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贯穿经济社会发展中。乳山
鼓励引进科技含量高、发展前
景好的新兴产业，先后有十多
个过亿元的项目因不符合生
态环境要求而被否决。

为让乳娘精神以更多形
式呈现在群众面前，乳山市通
过创新红色资源的挖掘，以舞
剧、吕剧、话剧等多种形式，将
红色乳娘搬上“舞台”，释放红
色文化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
力。吕剧《乳娘》、民族舞剧《乳
娘》、电影《马石山十勇士》、大
型专题片《红色的爱》等一大
批群众喜闻乐见的红色文化
作品，让红色文化可读可学，
直抵人心，以红色乳娘为核心
的红色文化焕发新的力量。

文化搭台，产业唱戏。日

前，乳山举办“感恩乳娘乳山

行”“助力乳山·共赢未来”恳

谈会系列活动，邀请从乳山走

出去的党政军机构和企事业

单位代表、有意向投资的客商

及高端人才走进乳山，深入推

介乳山的自然资源、生态环

境、风土人情、文化底蕴、产业

基础等。其间，在举办的“母爱

圣地 美好乳山”双招双引合

作交流会上，动车转向架项

目、环保净化还原设备制造项

目、智能装备制造项目等签订

项目合作意见。

提及乳娘，乳儿代表泪流满面。

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胶东育儿所接受红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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