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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滨州的英雄气——有人以
鲜血染红“抗日沟”，有人在血泊里
交上最后一次党费，有人的骨灰里
发现28块弹片……

这是滨州的大爱——有人拜陌
生人为母，27年如一日尽孝；有人十
几年间坚持做义工，死后捐献遗体
和眼角膜……

这是你不知道的滨州——无棣
古城形若卧地牤牛，俗称“卧牛城”；据
1933年6月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
报告：“博兴党的工作成绩突出”……

在近日举办的第三届“滨州文
旅之星”讲解大赛上，全市 7个县
（市）区的22名选手在市博物馆讲述
自己心中最美的滨州故事，推动我
市“文化品质更好”，为“在知爱建”
作出文旅贡献。

仔细聆听这些讲解词，您会发
现，有很多滨州故事并不为大家熟
知。它们有的壮怀激烈，有的大爱
无疆，有的是底蕴深沉，有的朝气蓬
勃，值得我们咂摸、细想。

红色滨州：血泊里上
交最后一次党费

在博兴县博物馆革命历史展
厅，有一个76年前的钱包。

钱包棕色的皮子已经磨损得斑
驳不堪，四周磨烂的边角上血迹依
稀可见。

博兴县博物馆讲解员李晓嘉介
绍，1945年5月中旬，博兴县地方抗
日武装集结在陈户一带。5月21日，
正逢陈户大集，赶集群众众多，却突
遭5000余名日伪军合围袭击。又要
反击，又要掩护赶集群众进行突围，
博兴县地方抗日武装何其难也！

在东寨村西南处，博兴县独立
营政治协理员王竹川带领两个排，
用两挺机枪、一门小炮作掩护，冲破
了五道封锁线。当冲到官阎村时，2
名机枪手牺牲，此时仅剩9名战士。
当冲到耿家旋涡沟时，王竹川腿部、
胸部连受重伤，战友王英才背着他
跑了100多米。

王竹川喊道：“赶紧把我放下！

我的伤势很重，不能同你们突围
了。”大家坚持要背他一起走。王竹
川坚定地告诉王英才：“我代表营党
委命令你，把机枪带出去，这是你的
任务，要坚决完成。我掩护你，还能
多杀死几个敌人。”说完，王竹川吃
力地掏出钱包交给王英才，他说：

“这里面有我的党证和两块银元，你
冲出去以后，替我交上最后一次党
费……”王英才只得带领队伍和王
竹川挥泪告别。

战友们离开后，只剩王竹川一
人，他凭借几个坟头，一连击毙八、
九个日伪军，直到自己的子弹打
光。为了将匣枪留给战友们，他将
匣枪拆开，埋在自己身下。当他徒
手匍匐前进时，子弹再次击中他，王
竹川壮烈牺牲。

战后，王英才郑重地把王竹川
被鲜血染红的党证和钱包里的两块
银元交给上级。王竹川的钱包则一
直被王英才珍藏，后来王英才将钱
包捐献到博兴县文物部门。

英雄牺牲在黎明前，何其悲壮。

铁汉柔情：骨灰中发
现28块弹片

这是个难以置信的数字——从
军72年，死后在其骨灰中发现28块
弹片，大的如黄豆，小的如米粒，多
数嵌在骨头上……

带着数量如此多的弹片过日
子，这位战士生前遭了多少罪啊！

刘竹溪，这位渤海老战士，这个
“铁打的英雄汉”，面对强敌不屈服，
面对病痛更不服软。他战胜了日寇，
战胜了伤残（二等甲级伤残），战胜了
疾病（肝硬化两度报病危），耄耋之年
又战胜了结肠癌、肺癌，活到90岁。

刘竹溪，1938年入伍、入党时，
他只有18岁。年轻时，他是个容貌
俊秀的白面书生，战友们犯嘀咕：这
样的小伙子能打仗吗？

刘竹溪用百炼成钢、九死一生
做出了回答。

征战十几载，刘竹溪四度负
伤。至今，一些滨州老人还能回忆

起，当年刘竹溪在左臂创口大如鸡
蛋、满袖子是血的情况下，亲手毙伤
两个鬼子，其中一个是日军小队长。

1948年9月济南战役时，刘竹
溪在阵地上查看进攻路线时，被手
榴弹炸伤，脸部右下颌骨和七颗牙
齿被打掉，血肉和碎骨渣堵住了喉
咙导致他不能说话，他就躺在担架
上写纸条指挥。随后，因失血过多
刘竹溪昏死过去。战士们紧急将他
送至包扎所时，甚至连棺木都给他
准备好了。

两个月后，刘竹溪又带着重伤
之体奔赴淮海战役前线。这时他只
能靠喝稀饭汤水维持生命，且喝一
半漏一半。直到1950年，做了矫正
整形后，刘竹溪恢复了右侧的咀嚼
功能，才能张口喝水。

铁汉有柔情。
生前，刘竹溪总挂念滨州，将自

己的抚恤金全部捐赠给老家母校。
他去世后，他的儿女还在继续捐资
助学。在滨城区滨北街道北城英才
学校，刘竹溪的儿女陆续捐建了“竹
韧溪长电教室”和“竹韧溪长书
屋”。2016年起，“竹韧溪长杏坛奖”
设立，一年一届，奖励优秀教师。

27年尽孝：烈士母亲
有了终生依靠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可
有个人却拜陌生人为母，27年如一
日尽孝。这个岁月写成的故事，就
发生在沾化。

1996年，沾化籍战士吴国良为
营救76名被洪水围困的民工牺牲，
年仅22岁。

噩耗传来，吴国良年近六旬的
母亲孟庆凤肝肠寸断，自此，家中只
有她自己一人。孟庆凤还患有白内
障和严重的皮肤病,身心的痛苦加
上家庭的困难，使孟庆凤一病不起。

正在武警上海总队副食品生产
基地服役的战士史国栋得知吴国良
的事迹，深受感动。当听说吴国良
母亲的情况后，史国栋彻夜未眠：

“吴国良为了人民群众，连生命都能

献出去，我为什么不能给他的母亲
当儿子呢？”

因为没有孟庆凤的详细地址，
史国栋一连寻找了好几天，后来在
沾化人武部的帮助下，与千里外的
孟妈妈取得了联系。他写了一封情
真意切的“认母”信，并随信附上50
元现金。半个月后，史国栋收到了
孟妈妈的回信：“国栋，收到你的来
信，就像国良又回到了我身边，你叫
国栋，我儿叫国良，只差一个字。孩
子，我们有缘分啊……”

自认下了义母之后，史国栋每
月都给孟妈妈寄去几十元钱。当时
他每月的津贴只有42元，因此平时
他不敢乱花一分钱。每次遇到老乡
请客，他都借故推托，每天他只吃最
便宜的饭菜，以至不知情的战友背
后都叫史国栋“老抠”。

但当战友们得知此事的来龙去
脉后，史国栋的所作所为感动了大
家。他们相约：从今以后，孟妈妈就
是全班共同的母亲，大家一起侍奉
老人直至百年。之后，一封封情真
意切的“认母”信，连同80元“零花
钱”飞往滨州……

至今，史国栋和班里的6位战友
都退役多年，他们都没忘记当初许
下的诺言，仍然坚持每月给孟妈妈
写信、寄钱寄物。

做英雄不容易，替烈士尽孝同
样不容易，能够27年如此深情，已经
是一段传奇。

上述故事只是22个解说员奉上
故事的一部分。滨州大地上，还有
伏生藏书，舍抛性命；仲淹御敌，保
卫家国；刘徽算术，泰斗屹立；还有

“收全球、卖世界”的“中国明清家
具、木雕、石刻集散基地”水落坡故
事；还有融合了齐文化、燕文化、河
文化、海文化，“观一城则窥鲁北全
貌”的无棣古城；还有刘胡兰式女英
雄吴洪英，还有义务守护无名烈士
30多年的老党员……

通过这些故事，逐渐发现和触
摸“滨州色彩、滨州味道、滨州温
度”，更好地“在知爱建”，为“五度宜
人”的滨州增光添彩。

责任编辑：杨孟子 张婵
电话：3186761

“文旅之星”眼里的滨州故事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赵雷军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
者 王健 通讯员 王强 报道）6月
9日—10日，齐鲁记者行10余家
省级媒体的记者先后走进滨城区
和博兴县深入一线进行座谈采访。

在滨城区，采访团队先后到
市国际象棋国际跳棋五子棋协
会、滨城区第一小学、市老年人
体育活动中心、市乒乓球馆、滨
城区第二实验小学进行观摩考
察，实地听取了相关负责人对我
市老年体育活动组织建设、场地
设施建设、活动开展等工作的介
绍，深入学校了解我市国际象
棋、国际跳棋等智力体育项目进
校园活动进展情况及我市积极
拓展青少年体育阵地，厚植体育
后备人才培养的相关经验。

在博兴县，采访团队先后到
县全民健身中心、县乒乓球协会
等地，现场了解博兴县、乡、村级
体育社会组织开展活动情况。
并对独具博兴地域特色的一系
列体育元素，尤其是“一镇一特
色”“一村一赛事”的特色赛事活
动进行了重点采访。通过深入
挖掘博兴成功创建全国全民运
动健身模范县的典型案例，切身
感受全民运动健身在博兴蓬勃
发展的社会新风尚。

据了解，“走齐鲁，看体育社
会组织风采”宣传报道活动将持
续走进更多地市，深入挖掘典
型，详细记录生动细节，用镜头
捕捉精彩时刻，提升全省体育社
会组织的影响力。

“走齐鲁,看体育社会组织风采”
宣传报道活动走进滨州

岗位建功 争做先锋

市公积金中心2022年度
“三金”员工事迹简介

艾红芳（女）金牌员工
滨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公积金服务科科长

艾红芳自参加工作以
来，勤奋务实、兢兢业业。

她 先 后 荣 获 2003、
2005、2006、2007、2009年度
先进工作者；2011、2022 年
度宣传报道先进个人；2005
年在省住宅与房地产论文征
集活动中荣获三等奖；2016
年荣获省政府系统优秀调研
成果三等奖、滨州市政府系统
重点调研课题优秀调研成果
三等奖；2010、2013、2017、
2020、2021年度获中心支部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22
年获得“金牌员工”称号。

张梦婷（女）金牌员工
滨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市直机关管理部科员

张梦婷自从事公积金服
务工作以来,面对办事群众
始终要求自己做到“微笑服
务”，以假设我是客户的角
度，细细琢磨客户需要的优
质服务，用礼貌用语和积极
向上的姿态服务好每一位
客户。

目前，张梦婷主要负责
公积金提取审核工作，她始
终严格遵守公积金提取政
策,耐心解答客户的问题,详
细讲解公积金各项政策。

张梦婷荣获市政务服务
中心“优秀服务标兵”称号 。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时培建通讯员董洪峰 董剑 苗银芳
报道)按照山东省作家协会“走文
化廊道 看山东发展”主题文学创
作活动部署,6月 11日,市作家
协会“走文化廊道 看山东发展”
主题活动启动暨全市作家“风物
写起来”创作采风动员大会在滨
城区市中街道大刘村黄河滩露
营基地举行。

全市40余位骨干作家先后
到黄河生态园、万绿农业有限
公司、韩声杨村“黑二妮”五彩
鲜糯玉米种植基地、三里村进
行实地采风,大家认真聆听、仔
细观察、积极沟通、详细记录,
为下一步主题创作积累详实素
材。作家们纷纷表示,通过参

加此次活动,既深刻感受了黄
河文化,也充分了解了滨城区
乡村振兴与企业发展成果,同
时看到了各村以及企业特色产
业高质量发展为村民带来的收
益,接下来将以笔为媒、潜心创
作,用心用力用情书写乡村日新
月异的发展变化。

据了解,此次采风活动结束
后,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新
闻传媒中心主办,市作家协会承
办的全市首届“滨州色彩”主题
创作征文、首届“渤海红色文化”
主题创作征文两项文学赛事正
式启动。全市作家将以精品力
作为助力乡村振兴、推动企业发
展、宣传美丽滨州、传承弘扬红色
文化和黄河文化贡献文学力量。

市作家协会“走文化廊道
看山东发展”主题活动启动

全市作家“风物写起来”主题创作
采风活动同时举行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
（通讯员吴占东 程龙 张箫鑫报道）
6月11日，滨州职业学院应用科
技研究院的老师和信息工程学
院的学生到小麦种质资源圃体
验了一次特殊的劳动实践课。

滨州职业学院农学专家王
继滨教授在麦田里带领同学们
选株麦收，同时向同学们科普田
间农学知识。王继滨介绍，小麦
要想获得优质高产，选择品种很

重要，麦熟时节正是小麦杂交后
代群体中选择单株的时机。小
麦种质资源圃里育有滨职麦的
相关品系，同学们在劳作的同时
也听到了滨职麦、滨职棉、滨职
豆的前世今生。

下一步，滨州职业学院将以
此为契机发展学生的立行立干、
勤勉劳作的精神和品质，为国家
培养热爱劳动、勤奋刻苦的新时
代技能型人才。

“芒种”麦熟新体验
滨州职业学院开展劳动实践课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向春 通讯员 王希强 报道）近
日，《黄河春韵诗词选》（1988-
2022）捐赠仪式在黄河入海口远
望楼广场举行。

《黄河春韵诗词选》精选了
诗词选作者、滨州职业学院教
育学院院长马建国 34 年来围

绕黄河文化主题创作的200余
首诗词。诗集于今年4月由中
国文化出版社出版后，在社会
上产生很大反响，得到了人民
网、新华网、央广网等260余家
主流媒体和地方媒体的关注，
仅在中国网的浏览量就超过
1000万。

《黄河春韵诗词选》
捐赠仪式举行

百名历史人物百名历史人物

在整个清朝,山东省共有15人
可以称作“阁老”,达到臣子职务的
最高峰。其中滨州有2个,一是惠民
县的康熙时期的文华殿大学士李之
芳,另一个是滨城的咸丰皇帝的恩
师、协办大学士杜受田。

李之芳(1622年-1694年),字邺
园,惠民县城南门街人。李之芳天
启二年(1622年)出生,崇祯十五年
(1642年)中举人,顺治四年(1647年)
中进士,授浙江金华府推官,掌管刑
狱事务,在任5年,御史审查当地案
情,李之芳不看卷宗,竟能背诵出卷
宗内容,深得同僚佩服。他创修的
《两浙赋役全书》,被户部奉为典
范。李之芳在官员考核中被评定为
最高等级“卓异”,他晋升为刑部广
东司主事,参与编修《大清律》,再晋
升为湖广司郎中。因为他出类拔
萃,被授予总理刑部各司的重任,代
理刑部尚书处置日常事务。顺治十
五年(1658年),李之芳调任广西道
监察御史，他上疏请求革除随意向
百姓摊派钱粮的陋规,禁止州县官
员迎送旧习,颇得舆论好评。

顺治十七年(1660 年),李之芳
被派出巡按山西。所到之处,他必
深入民间,探访百姓疾苦。康熙即
位,召回京城。康熙二年(1663年),
李之芳任湖广道监察御史。康熙五
年(1666年),李之芳负责巡视浙江
盐政,他剔除积弊,革除陋规,安商
恤贫,清蠹锄奸,做了许多为当地民
众称道的好事。特别是他果断处理
了盐商汪仲炎等4人,并一举查处了
他们在京城的后台,大快人心。后
来，李之芳再调入京城执掌河南道。

李之芳是明朝的举人,清朝的
进士,而且他的父母都是在清兵掳
掠惠民县城时遇害。清朝统治者对
于汉族官员首先是戒备、压制,其次
才是利用、重用,他们对于所谓的开
国科举考试特别重视,李之芳正是
清朝第二科的进士,是被重点关注
和培养的对象。李之芳对清朝非常
忠心,以直言、敢言闻名,又非常有
能力,所以一路晋升。康熙皇帝清
除鳌拜之后,鉴于鳌拜专权时期,大
学士当值日不在内阁值班,第二天
才看奏折,容易产生延误、压下,甚
至是篡改的弊端,李之芳上疏请求
恢复大学士值班制度,严格文书的

起草工作,得到康熙的肯定。李之
芳说:“昔大学士俱内直,诸司章奏,
即日票拟。自鳌拜辅政,大学士皆
不入直,疏奏俱至次日看详。请复
旧制,杜任意更改之弊。”李之芳对
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多次上疏要求
肃清吏治。他上《请行甄别督抚
疏》,请求清查全国各省督抚大员,
凡营私舞弊、横行不法、失职渎职者
应一律彻查,以整顿吏治。康熙皇
帝深以为然,要求吏部认真甄别,不
久就革除了数位督抚的职务。一
时,李之芳耿直之名誉满朝廷。

康熙九年(1670 年)秋,李之芳
官阶晋升为正四品,仍执掌河南道
事,从此可以密折奏报。康熙十一
年(1672年),他被破格提拔为都察
院左副都御史。李之芳数次上疏,
请求严格各级盐政官员的考核,慎
重罚处京外官员的俸禄。他所上的
奏疏都事关国家大局,切中要害,深
得康熙皇帝倚重。1672年年底，李
之芳升迁为吏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再转兵部右侍郎兼都察
院左副都御史。

康熙十二年(1673 年)夏,李之
芳以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身份离京去杭州总督浙江等处军
务,成为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任
封疆大吏仅两个多月,吴三桂起兵
反清,李之芳面临着虎视眈眈的靖
南王耿精忠的巨大压力,他立即整
顿军备,加紧操练士卒。来年春天
三月,耿精忠也率兵反叛清朝,派部
将曾养性、白显忠、马九玉等三路大
军进攻浙江,一时全省震动。

李之芳紧急传令各地将领分兵
据守,同时,严令部将死守仙霞关,
扼住险关要隘,阻挡耿精忠部队。
康熙皇帝命都统赖塔率军进入浙
江,李之芳主动与他会合。五月,两
人带八旗兵千人、绿旗兵两千、乡勇
五百,进驻衢州防守。部将都劝李
之芳不要离开省城杭州,他果断地
说:“不对,衢州地处上游,是浙江的
门户,一旦衢州失守,则整个浙江不
保。我虽然是文臣,但作为一省的
主帅,我必须亲临第一线,死而无
憾。”战争刚开始时,叛军的三路大
军进展顺利,清朝的温州镇总兵祖
弘勋也叛变投敌,很快,数万敌军四
面围困衢州。七月,李之芳与赖塔

率部与叛军激战。李之芳手执大刀
冒着漫天炮火,亲自在阵前督战,部
下劝他在后边指挥,他说:“三军将
士都看着我这个主帅,我若退后,必
然引起全军骚动。今天的胜败,事
关生死,我们绝不能后退半步。”守
备将军程龙临阵畏缩,李之芳立即
将其斩首示众,遂军心大振,一举取
得胜利。他又乘胜派部将出击,收
复义乌、淳安、东阳、嵊县等地,整个
浙江的形势稍稍有所稳定,康熙皇
帝下诏嘉奖李之芳调度有方。

历时3年，平定了耿精忠及其余
部的战斗后,李之芳以浙江总督的
身份调度各方,他与满族将领赖塔、
康亲王杰书等并肩作战,结下了友
谊,立下赫赫战功。在浙江期间,李
之芳经历了大小140余仗,他亲自
率军与敌激战,屡立奇功,可是他却
以自己乃是总督身份,从不参与论
功,相关功劳,都被他推给了部下的
将领,由此,许多跟随他的各级将
领、官员都得到晋升。为嘉奖李之
芳作战有功,康熙皇帝为他加兵部
尚书衔。

李之芳关心百姓疾苦,他认为,
天下平定之后,首要任务是安定百
姓。他上书朝廷,请求豁免浙江遭
受战火蹂躏地区的赋税,遭到朝廷
各部反对。他据理力争,四次上书,
说:“恤民以固邦本,裕赋以资国用,
二者并重。然必使有可生之民,而
后有可征之赋。浙东被贼蹂躏,饥
寒交迫。使非亟予蠲豁,则旧逋既
缺,新逋愈积,即日黜一官,于事无
济。且蠲此不可复征之赋,俾民得
休养生息,以供将来之税,正所以为
国家财赋计也。”他的慷慨陈词得到
了康熙皇帝的赞同,于是下诏执
行。于是,各地流亡和参与反清的
人都逐渐安定下来。

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底,李
之芳应诏回京,因其出师时年逾50
岁,转战10年,还朝须发皆白,公卿
士大夫莫不相顾叹息,康熙皇帝亦
为之动容,随即，李之芳晋升为兵部
尚书。

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李之
芳晋升为吏部尚书。来年,李之芳
身体欠安,康熙特遣御医诊视,并赏
赐药物。疾病稍微痊愈后,李之芳
请求辞职,康熙特别挽留。翌年,李

之芳再次恳切辞职,康熙皇帝仍然
不准。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秋,
李之芳以吏部尚书晋升为文华殿大
学士,“入阁办事”,被尊为“阁老”,
他是当时汉族官员中职务最高的人
之一。来年春,李之芳遭人弹劾,诬
为与大学士明珠结党营私,康熙也
担心李之芳功高望重,不好驾驭,便
借此机会让他休息,李之芳从此告
老还乡。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
康熙南巡经过德州,李之芳前去迎
驾,康熙非常高兴,激动地说:“卿筋
力尚健,能乘骑至此耶!”还赏赐了李
之芳许多物品,慰劳有加。

在故乡安居7年,康熙三十三年
(1694 年)，李之芳病逝于家,谥号

“文襄”。两年后,康熙皇帝又在惠
民县城东郊赐给李之芳坟地，其墓
地规制宏大。清初文坛霸主王渔洋
为其撰写神道碑,大学士张玉书撰
写墓志铭。1967年秋,惠民县第一
油棉厂修建厂房时,将李之芳的坟
墓挖掉。李之芳有4个儿子、22个
孙子、50个曾孙,其后人中科举者代
不乏人,其曾孙李师敏进士出身,曾
任台湾知府,惠民李阁老家，是武定
府知名的世家大族之一。

李之芳去世后,康熙皇帝追念
他的功劳,曾经对群臣说:“人能效
命,即为勇士。耿精忠叛,时之芳为
总督,虽不谙骑射,执刀立船首,率
众突前破敌。彼时同出征者,还京
皆称其勇。今承平久,善射,能约束
士卒,尚不乏人。若屡经战阵者,甚
难得也!”康熙皇帝曾经数次斥责谏
官,嫌他们尽说些鸡毛蒜皮之事以
敷衍塞责,叹息道:“若李之芳者,真
御史,今竟无其人耶!”雍正皇帝时,
命令建设贤良祠,特命供奉李之芳,
使其世代享受祭祀,并且晓谕众臣
说:“德若汤斌、功若之芳者,祀之。”
乾隆年间,恩赏功臣之后,皇上特赐
李之芳后人云骑尉世职,世袭罔替。

李之芳有文名。他退休回家
后,闭门谢客,读书著述,有《棘听
草》《行间日记》《文襄公奏疏》《台谏
集》《文襄公别录》《文襄公文集》等
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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