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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界

邹城，历史
悠 久 ，文 蕴 深
厚。灿若星辰的
文化名人，妙趣
横生的文化故
事，为社会、为当
代贡献了许多原
创的思想精华
和 名 言 警 句 。
在这块风水宝
地上，当你在不
经意间，可能就
踏在了古代圣
贤名士的脚印
上。

邹 城 地 域
文化，是大中华
文化之下的一
个文化分支，是
经过漫长历史
形成的特色鲜
明 的 地 域 文
化。从地域上
海拔不高，但文
化之峰高点众
多，可以说是灿
烂辉煌、博大精
深。具体说来，
可用一源、三流
和多点概括。

一 源 。 伏
羲文化，是中华
文化的源文化、
根文化。人文
始祖伏羲女娲
发祥地——郭
里，既有聚落遗
迹、后裔繁衍，
又有祭祀庙宇
和 传 说 故 事 。
在郭里爷娘庙村南，有传说中伏羲女
娲“滚磨成亲”的老磨台。

《邹县志》载：“人祖庙，祀伏羲，
亘古今存。”据查证，郭里伏羲庙重建
时间，比始建于明成化十九年至二十
年间——1483年甘肃天水伏羲庙建
筑群，建于明英宗正统十三年——
1448年河南淮阳伏羲庙建筑群建设
时间早几个朝代。

三流。中华传统文化是以儒家
文化为主流，释、道为两翼的文化，当
然也有诸子百家为补充的多元文
化。“孔孟之道”成为儒家文化的代名
词，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文
化。

孟子，邹人也。孔子生于邹，居
于鲁。因建尼山水库，1968年，济宁
地区将“现属邹县田黄公社管辖的十
个大队十五个村庄 44 个生产队，
1480户，6626人，耕地面积 7115亩，
划归曲阜县统一领导”。所以，孔子
诞生地原属今邹城，现属曲阜，另有
火车站广场“孔孟诞生双圣碑”留存。

多点，即多元文化谱系。母教文
化、孔孟弟子文化、邹鲁文化等，丰沃
的文化土壤孕育出了文化圣贤。古
之“邹鲁”，由地域之名逐渐演变成中
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之一。

“邹鲁”二字，不仅是地域名称，
也是文教兴盛的代名词，文化概念的
符号。在2000多平方公里200多年
的时光里，诞生了至圣孔子、复圣颜
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
5位圣人，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不能不
说是个奇迹。

地域文化，对内是凝聚力、向心
力，对外是宣传力、影响力。在地域
文化的深层比较中，才能感受到家乡
文化灿烂辉煌的特质，才能树立“舍
我其谁”坚定文化自信、擦亮地域文
化名片的责任意识，使“邹鲁”特色文
化更有特色，优势文化更具优势。

邹城地域文化藏在地方文化学
者心中。家乡文化是更作用于人心
的文化，人有各种情感，丰富多彩，亲
情、友情、恋情……那么，最深厚、最
无私、最慷慨、最永恒的便是故乡之
情。

乡愁不是忧伤，也不是单纯的怀
旧，而是对家乡文化的深情之感。邹
城最难得的是有一批无私、执着，不
计得失的文化人……埋在心底的乡
情、痴情，用“拾古”的文章或书籍奉
献给社会，确乎值得钦佩。

邹城地域文化藏在乡人的胡子
中。有些县志、村史等在典籍里，但
更多的风土民情、轶闻趣事、民间传
说甚至神话故事的文化碎片，以及非
物质文化遗产，可能就藏在乡人的胡
子中。

邹城地域文化藏在有形、无形的
古村落中。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的基因库，连接着所有炎黄子
孙的精神根脉，凝聚着所有大步走在
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人的乡愁。建
设美丽乡村，“美”在自然，“根”在文
化，“富”在产业。一眼老井、一棵古
树、一条老街、一座祠堂或破损不堪
的房舍……可能都深藏着文化。

传统的地域文化概念不是一成
不变的，也不是纯粹的地理空间的概
念。当新时代全球化、工业化和城镇
化融入生活方式，也迎来了多元文化
并存激烈碰撞的时代。“传承”二字中
的“传”和“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传”是无条件的铭记、保存、保护，是
历史记忆；“承”是有条件的，是去粗
取精，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能为
新时代服务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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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作为金融的主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在稳
定国家经济命脉、抑制通货膨胀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在战争年代，它的重要性会更加凸显。
抗日战争时期的微山湖秘密交通线，就承担着运
金延安的重大历史使命。

运金之缘起：内外交困下的必然选择

受严峻的战争形势、贫瘠的自然条件等诸多因
素的制约和影响，位于延安的党中央、边区政府和军
队的经费一直非常短缺。特别是到了抗战中后期，
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不准一斤棉花、一粒粮食、一尺
布进入边区，企图从经济上困死边区和党中央。

对此，毛泽东同志曾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
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
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
是大极了。”尤其在弹药、医药购置和外事处理等
问题上，更是举步维艰，因为这些事项只能用黄金
和外汇办理。开采和收集黄金这一硬通货，便成
为当时缓解财政困境的重要措施。

位于胶东半岛的招远地区，自古就是中国著
名的黄金产地，有“金都天府”之称。1938年夏天，
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前往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
作，亲身经历和感受到党中央的财政紧张和拮据，
向党中央提供山东的黄金，支持延安的财政经济，
意义重大。

1940年，中共中央组织选派近百人的中央财
经工作团赶赴山东，争取向中央输送比较充裕的
现款和“通货”。毛泽东认为，“把票子搞到延安
来，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多搞些‘通货’来比较好。”
内外交困之下，从山东抗日根据地向延安源源不
断输送黄金，已是势在必行。

运金之斗争：掠夺与反掠夺

面对日伪军的军事占领和疯狂盗采，胶东区
党组织向敌占区金矿派遣得力人员，团结采金工

人乃至爱国资本家，与日伪军展开惊心动魄的黄
金掠夺与反掠夺的斗争。

胶东区委先后成立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玲珑
采金局等组织，统一领导招远的黄金生产。胶东党
组织采取了多种所有制形式的黄金生产措施，除了
实行个体生产外，还有由采金局出资办的公营金
矿，采金局和矿商联合办的公私合营金矿，矿工集
资办的合作社金矿，以及矿商自办的私营金矿。

鼎盛时期，矿点达到200多个，投入黄金生产
的人数大约有3万人。这些生产组织每年的税金
（主要是黄金）也有数万两。胶东党组织还通过秘
密潜入金矿，带领矿工智取黄金；在从玲珑金矿到
龙口港，沿途伏击敌人运金车队，武装夺取黄金。
胶东党组织专门建立了负责收购黄金的地下收购
站，通过多种形式与日寇和私商争购黄金。

运金之路线：胶东至延安的交通线

运金延安是一项特殊而又高度机密的工作，
整个运金路线由多段秘密交通线串联而成。从胶
东把黄金安全运到延安，全长2000多公里，需要
穿越上百道封锁线，一路充满艰难险阻。

其主要运金路线是：一般先将在招远等地通
过各种形式筹集的黄金，集中到中共胶东特委（区
委）驻地或指定位置，然后通过“渤海走廊”和“滨
海通道”送到山东分局，然后由山东分局经微山湖
和湖西根据地，抵达冀鲁豫边区，之后再转往太行
山地区和延安。

纵观黄金运输线全程，它主要由“渤海走廊”
“滨海通道”、湖上交通线和冀鲁豫边区交通线构
成。从冀鲁豫到太行山是比较容易走的，只要一
过平汉路就到了。到了太行山，回延安最艰苦的
阶段就基本上过去了。

微山湖秘密交通线地处苏鲁豫皖4省交界，
是当时华中、山东通往延安的必由之路和交通枢
纽。它东起津浦铁路沙沟站以西的彭楼村，西至

湖西单虞根据地，水路15公里，陆路70公里，分为
湖东、湖上、湖西3段，它见证了刘少奇、朱瑞等我
党高级干部携带黄金路过的艰辛和从容。

1939年3月19日，刘少奇同志从苏北返回延
安时，深知党中央经济上的极端困难，在离开山东
时，就将山东分局筹集的1万两黄金带回延安。在
微山湖停留期间，刘少奇作“五点指示”，要求地方
党组织和游击武装，要千方百计保住这条水上交
通线，掩护过往的领导干部和部队。

1943年9月24日，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也经由
这条交通线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会议。在微山湖
畔的蒋集村休息时，朱瑞把中共湖西地委组织部
长陈璞如的爱人苏健叫到跟前小声说：帮我办件
事，你到老乡家借点针线来，我有用。

苏健赶忙借来针线，递给朱瑞。正要转身离
去，朱瑞又说道：你别走，我的眼不好使，手又拙，
这事还要请你帮忙。他从腰里解下一个黑布袋
子，沉甸甸的，有两个破洞处闪着金光。

见苏健露出惊异的神色，朱瑞小声说：这里边
是金砖（一寸宽，二寸长），你可要保密。我主要担
心有人见财起歹心，这是准备上交党中央的经
费。我们党财政太困难了，处处需要钱啊！

作为专注研究秘密交通线的学者，南开大学孙
健伟博士在《黄金抗战——胶东抗日根据地的黄金
斗争与运金延安》一文中指出：纵观黄金运输线全
程，它主要由湖上交通线和冀鲁豫边区交通线构成。

由以上史实和相关学者研究，我们完全可以
把微山湖秘密交通线称之为微山湖黄金运输线。

运金之贡献：十三万两黄金的重要价值

由于战争时期没有留下完整的资料，以及黄
金运送的高度保密性，胶东向山东分局和中共中
央输送多少黄金，确实已经无法搞清。但是，依据
现存史料，特别是当事人的大量回忆，我们仍可以
梳理出当年运金延安的大概数目。

据时任中共山东分局主任秘书谷牧回忆：据
初步估计，山东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期间上缴黄金
约有10万两之多。

孙健伟博士通过潜心研究，发现1945年胶东
区党委机关报《大众报》曾对运输黄金做过一个很
准确的统计：胶东的金矿现有大小矿洞百余处，平
均每日共可产金35两，每年产量达12000余两。
全面抗战八年中，仅胶东地区就产黄金10万两左
右。

这和谷牧当年回忆的数据是吻合的。
另据《中共烟台历史大事记》记载：据有关资

料不完全统计，在八年抗战中，胶东区拿出13万
两黄金，分别送往山东分局和中共中央。《烟台文
史资料》第五辑中也写道：据当年从事收购黄金的
几个老干部估算，1938年至1944年，在日伪严重
破坏和奸商倒卖的情况下，招远共筹集上交黄金
13万多两。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抗战时期，胶东抗
日根据地至少向党中央上缴黄金13万两，按16两
1斤的旧制，约为4.3吨。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徐畅教授，对13万两

黄金的实物价值进行过专门研究。按照中共《陕
甘宁边区九年来财政收支报告》，1943年至1944
年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分别约为32.01亿元、50
亿元（边币）。

1943年至1944年政府规定边币与法币比价
大致围绕10:1波动，以此计算，1943年至1944年
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分别约为3.2亿、5亿法币。

再按照1两黄金等于1.75万元法币计算，1943
年3.2亿法币折合黄金18285两（1.8万两）,也即13
万两黄金约为陕甘宁边区1943年财政收入的7倍。

按照1942年滨海区的实际购买力折算成粮
食的话，分别约可以购买5.99亿斤小米、6.5亿斤
高粱、4.99亿斤小麦。

山东抗日根据地将13万两黄金源源不断送
往延安，化解了党中央的燃眉之急，成为党实现自
给自足的重要经费来源，这对于支撑中共抗战胜
利，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乃至赢得全国的最终
解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了抗日的大局面，勒紧腰
带向中央输送了这么多的黄金，是对我党领导的
抗日战争做出的巨大贡献，值得在抗战历史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

罗荣桓同志曾经说过，我们山东管的黄金是
给中央送的，一两也不留，要全部上交中央。

黄金运送部队都接到过这样的命令：任何人
都不许透露运送的时间、地点和部队番号、兵力和
交接的过程。携带黄金的人都曾立下“宁丢性命，
不丢黄金”的誓言。

漫漫运金路，没发生过一起携金叛逃事件，没
丢失过一两黄金。他们用实际行动树立了金子般
的坚定信念，锻造了对党清澈纯净的绝对忠诚，体
现了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和精神特质。

山东军民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使命的
伟大品格，理想信念高于天的革命情怀，勇于牺牲、
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山东军民用鲜血与生命领导和护卫的黄金通
道，以及先辈们的丰功伟绩，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也必将成为激励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

①②为打破封锁，延安军民开展轰轰烈烈的
大生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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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炊烟云袅处，斜插篱笆墙，我爱这清新质朴
的薯乡……”当秋日下午的暖阳映照在大地上时，
在泗水县杨柳镇的现代化社区里，传来了一阵阵
欢快柔美的歌声。

原来，这是泗水县杨柳镇宣传科的干部郝禹
霆在教社区居民唱歌。郝禹霆唱的，是由杨柳镇
党委副书记、镇长蔡键作词的歌曲《薯乡杨柳》。
这首歌一经推出，就像一缕清新和畅的风，在杨柳
镇的田间地头荡漾开来。

“咱有自己的镇歌啦，唱的就是咱的薯乡……”
大伙觉得这个事新鲜又亲切。杨柳镇为啥叫“薯
乡”？这就得说说杨柳镇的拿手产业——甘薯加
工，“小甘薯”在杨柳镇成就了“大气候”。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说一千道一万，农
民致富最关键。杨柳镇的甘薯产业做得有多大？
这是乡亲们最自豪的话题，全国最大的甘薯加工
基地就在这里。

那《薯乡杨柳》这歌，又是怎么个来历呢？
这几年，杨柳镇找准了甘薯产业融合示范区

这个目标，走上“龙头企业带动、社会资本注入”这
条路，用镇村干部常给大伙说的话，就是以党建促

产业、以产业带民富，打造泗水县薯乐恬园（甘薯
产业融合示范园）项目，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大伙常挂在嘴边的“薯乐恬园”，就成了蔡键创
作《薯乡杨柳》的灵感源泉，他想把老少爷们最喜欢
的事写成一首歌。在接受《文化周末》记者采访的
时候，蔡键坦言，自己没有接受过作词方面的专业
教育，创作过程中最大的压力来源于尺度的把握。

这首歌既要全面展现薯乐恬园作为泗水乡村
振兴工作中的又一新亮点，又要以外界易于接受
的艺术风格来呈现。于是，他写完歌词就向省音
乐家协会求教，从谱曲、演唱到后期制作，人家都
给予技术指导和人才支持。

这样一来，专业的精巧补上了“业余”的粗糙，
反复修改几十遍，历时一个月终于完成了。

《薯乡杨柳》中，细说了杨柳镇乡村振兴。薯
乐恬园示范区以“45年老店”、国家级农业产业化
农业龙头企业泗水利丰食品有限公司为带动，构
建了甘薯“育苗、种植、储销、加工”于一体的全产
业链体系。

龙头企业辐射带动10个村庄党组织领办合作
社联盟，建设甘薯育苗大棚80亩，农耕体验区1000

亩，村民实现土地流转得租金+门口务工赚薪金的
双重收入，探索出了“龙头企业+农户+基地”的共
富路径，实现了村集体、龙头企业、农户三方共赢。

泗水县去年成功入选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创建名单，连续举办四届中国甘薯产业发展大会，
成功创建“全国甘薯产业科技研发基地”“全国甘
薯新型食品加工示范基地”等4个国家级品牌。

“柳絮”牌粉皮、粉条以及甘薯蛋白、膳食纤维
等高端保健产品，十大系列300多个品种，畅销全
国各地并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综合加工能
力60万吨，甘薯产业产值47亿元，辐射带动农民
4.3万户、14.2万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万元。

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与电子商务，培育打造特
色鲜明的“仓储、物流与电商发展”的新模式，现代
化仓储物流保鲜库和传统土窖，全镇甘薯年保鲜
存储能力达到30万吨。

建立电子商务销售和直播带货平台，通过抖
音、快手、淘宝、京东等平台将甘薯及其制品销售
到全国各个省份。春节前后，泗水蜜薯需要“抢
购”，1公斤能卖到20元。

歌词中的“看不够万亩平原好粮仓”，一句话
概括了杨柳镇的地理优势。

杨柳镇是泗水县唯一的平原乡镇，耕地5.8万亩，
2021年被评为全市耕地保护激励乡镇，是名副其实
的粮仓，适合种植甘薯、玉米、小麦、瓜菜等农作物。

薯乐恬园项目区规划建设面积1700亩，涉及
14个村、5000余户，项目总投资5亿元，一期投资
1.27亿元，打造甘薯种植及农耕文化研学体验基
地、甘薯博物馆、主题酒店、乡村振兴学院、蔓游杨
柳柔时光片区。

二期投资3.73亿元，主要打造甘薯主题商业街
区、薯乡民宿、花海码头、绿道及驿站。全面建成后
可年接待游客15万人次，新增1000个直接就业机
会、3000多个间接就业机会，可实现村集体增收20
余万元、村民人均收入增加2000元以上。

“幸福杨柳，自信薯乡”，是蔡键基于杨柳镇的
真实情况写下的：近几届党委政府一张蓝图绘到
底，一张蓝图干到底，才有了如今整整齐齐、有产
业有发展的杨柳镇，变化可谓巨大，所以要自信地
唱响“薯乡”这一招牌。

如今的杨柳镇，不仅甘薯产业做大做强，文化
“两创”也蓬勃发展——小颜庙村列入“第二批山东
省红色文化特色村”，前琴柏村建起了孔子学堂（琴
柏书院），后琴柏村民孙凡合获评市级非遗（柴烧儒
窑）传承人，杨柳镇也获评市级文化建设样板镇。

“泗河水一路欢歌流淌”，灵感来自济宁人乔
羽先生的“一条大河”，写的是杨柳镇乡亲在母亲
河边的生活变迁。杨柳镇盘活驻地存量闲置土
地，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作为统筹城乡发展、加快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突破口，迅速拉开了现代化
小城镇发展框架。

通过商业开发、挂钩置换、棚户区改造等方
式，杨柳镇先后实施杨柳新苑和杨柳东苑一期、二
期社区建设，完成7个村的撤村并镇，镇驻地人口
达到1.2万人。镇驻地学校、医院、康养中心、大型
商超、酒店齐全，驻地周边落地了众多大小企业，
百姓生产生活实现了大变样。

“碎花在田野里开放”“田野从翠绿到金黄”，都
是肉眼可见的景象，是杨柳镇和示范区的新美景。

记者来到薯乐恬园项目三产文化博览休闲
区，右手边是总占地5700平方米甘薯广场，由薯
乐恬园游客中心和甘薯休闲广场组成。位于休闲
广场中央的5个大地瓜雕塑，寓意杨柳镇5个甘薯
类规模以上企业发扬坚韧不拔、埋头苦干的甘薯
精神，团结一致发展发达。游客中心总面积1000
平方米，集引导、购物、购票、停车等功能于一体，
为游客提供一站式服务。

“十里红枫俏画廊”“薯蔓延伸的方向”，写的
是杨柳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让美丽乡村
变成美丽经济。甘薯加工废水循环利用，建立荷
塘净化种莲藕、塘内营养育龙虾的立体循环经济。

记者了解到，薯乐恬园示范区2个村建成景区
化村庄、7个村建成省市级美丽乡村，其中核心区
的孔家村是省级旅游村庄、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就像青葱少年，奔赴诗和远方。鲜衣怒马，不负
韶华向前方。”蔡键说，希望这首歌用朴实的文字、优
美的旋律、高昂的歌声，表现杨柳镇落实市县乡村振
兴战略部署的坚定决心，唤起干部群众对家乡的热
爱，为家乡泗水变得更美丽、更富裕贡献一份力量。

《薯乡杨柳》，泗水之滨的流行歌
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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