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济南9月4日讯 济南盛福花园社区
的书记助理李静最近多了一个身份——— 山东
省委办公厅信息调研室特约信息员。她一有
空就到小区各楼栋找人访谈，把居民反映比
较集中的问题记录整理下来，发送到“山东
省党委社情民意报送系统”中。9月2日下
午，她刚刚投送了一条“加强管理非机动车
非法改造问题”的信息。

近日，省委办公厅信息调研室从全省媒
体、学校、企业、医院、乡镇、社区以及村
一级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选
聘特约信息员，一竿子插到底，直接从基层
采编信息，掌握第一手情况，供领导决策参
考。这是省委办公厅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接地气的一项举措。

为准确掌握基层干部群众的意见建议，

更好地服务基层群众，省委办公厅要求厅
领导同志每年到基层调查研究时间不少于
40天，蹲点调研不少于1周，围绕省委中
心工作确定调研课题，完成1-2篇高质量
的调研报告；各处室、单位分别联系一个
乡镇(办事处)、两个村(社区)开展调查研
究，为省委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党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

实情况如何？涉及群众利益、关系社会和
谐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教育实践活动开展
以来，省委办公厅已派出2批6队在全省范
围内进行督查落实。今年1-7月份，办理
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有关民生问题的批示交
办事项156件，办理《网上舆情》批示交
办事项39件。

本着边学边查边改的原则，省委办公

厅在8月6日印发通知，就深入基层开展调
查研究，减少不必要的会议活动和文件简
报，压缩行政开支反对铺张浪费，树立全
新服务形象，为干部职工创造良好生活环
境等五个方面制定了整改措施，做到立说
立行。今年力争下发的文件数量下降
20%，电报数量下降25%，简报数量下降
16%。办公厅行政办公经费总支出降低
7%，会议经费降低15%，当前已经着手就
相关工作建章立制，出台规定。

联系实际才能取得实效，解决问题才
能达到目的。省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刘长允说：“要通过活动开展，促进办公
厅工作上台阶，更好地发挥参谋助手作
用，全面提高‘三服务’工作科学化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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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办公厅教育实践活动重实效

接地气转作风当好参谋助手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9月4日讯 德意志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今天在青岛开业，成为落
户岛城的第13家外资银行，也是其继北京、
上海、广州、天津、重庆之后在国内开设的
第六家分行。

据介绍，德意志银行是德国最大的银行，
是世界上最主要的金融机构之一。作为第一
家落户青岛的欧盟外资银行，德意志银行青
岛分行将为企业和金融机构客户提供全方位
的现金管理、贸易融资和贷款服务，以满足企
业和金融机构客户的需求。

德意志银行落户岛城

□陈昕路 报道
本报济南9月4日讯 今天，山东高速集

团与中国平安保险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中国平安将为山东高速完成我省“十二五”
高速公路建设任务提供强大资金支持。

根据协议，在股权直投方面，中国平安
将以股权投资方式参与山东高速增资扩股、
股权转让等业务领域。在企业保险资金融
资，中国平安将为山东高速募集保险资金，
投向山东高速旗下国家级、省级的重点公路
项目，支持山东高速的发展。在银行业务方
面，山东高速获得平安银行济南分行30亿元
综合授信。在资产管理方面，山东高速集
团权属四川、云南公司分别获得中国平安30
亿元和16亿元的债券投资。同时，双方还将
在保险、不动产等领域进行深入合作。

山东高速牵手中国平安

（上接第一版）她当年曾参加这一行动。张淑
贞说，一家人先是在村后岭挖了一个大地窖，
在东山挖了一个山洞，以备形势紧张时将孩子
向这里转移。孩子越来越多，人手也越来越不
足。许多孩子正吃奶，光靠她和弟妹的奶水远
远不够。“我和婆婆就挨家挨户打听，谁家的
孩子夭亡了，就动员妇女不要把奶退回去，把
队伍上的孩子给她抚养。稍大点的孩子，就给
抗日堡垒户照料，就这样安排下去20多个。我
们家留了10多个年龄小、体质差的。”

由于生活条件差，奶水越来越少，留下的这
些孩子也不够吃了。王换于决定，自己家的孩
子喝粥、吃粗粮，让同志们的孩子喝奶、吃细
粮。“婆婆跟我们说，自己的孩子就是死了，
也不要紧，有你们在，还能生养，可同志们的
孩子要是死了，恐怕有的就断了血脉了。”媳
妇们记住了婆婆的话，托儿所办了3年多，先后哺
育过罗荣桓的女儿罗琳、儿子罗东进，陈沂的女
儿陈小聪等党政军干部、烈士的42个孩子，这些
孩子无一伤亡，但王换于却有4个孙子先后夭折。

对于陈若克烈士，张淑贞记忆犹新。她
说：“俺家住过很多八路军女干部，都管俺婆
婆叫‘娘’，管我叫‘大嫂’。”陈若克后来
与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结婚，王换于以母亲的身
份，在老屋里为朱瑞和陈若克办了婚礼。婚后
陈若克一直住在老屋里。

1941年日寇大扫荡，陈若克已怀孕8个多
月，张淑贞和婆婆想把她藏起来，可她说：
“我是党的干部，如果遇到危险就藏起来，还
怎么号召群众抗日？”她坚决跟部队转移。不
久，陈若克不幸落入日军手中。在日军百般折
磨下，陈若克早产生下一个女婴。狱中的陈若
克毫不屈服，慷慨就义，年仅22岁。刚出生没
几天的孩子也被活活刺死。

部队几经周转，冒死把陈若克母女的遗体
抢运回来，送到王换于家。那天晚上，王换于
带着两个儿媳，坐在昏黄的油灯下，边哭边为
陈若克母女做寿衣。第二天，她卖了两亩地，
买了口棺材，又将婴儿的遗体单独装进一只小
木匣，放在若克的棺材上面，一家人把陈若克
母女葬在了自家的菜园里。王换于这是把陈若
克当作女儿下葬。

今天我们在和平、富足的环境中重温这个
故事，心中依然掀起重重波澜：当年在日本鬼
子大扫荡的形势下，王换于一家埋葬八路军的
干部要冒多大风险！据张淑贞讲，当时随时有
汉奸告密、被鬼子抓去的危险。在今天看来，
卖掉两亩地也许不算什么，但在当时，一个山
区人家积攒两亩地是多么不容易，这两亩地是
王换于一家的救命地。可他们为了安葬一位八
路军女干部，却义无反顾地卖了。

1989年，王换于老人在101岁时告别老屋，
谢世而去。

在苍山县，发生了一个母亲把自己的孩子
卖了给八路军买粮食的真实故事。她的名字叫
方兰亭。

早在1931年，方兰亭就和丈夫周振苍成了
地下党的秘密联络员。1939年秋，担任四县边
联县委交通员的周振苍被鬼子杀害，鬼子残忍
地割下他的头颅，挂在村头的炮楼上示众。方兰

亭带着满腔悲愤，掩埋丈夫的尸骨。八路军战士
对她说，大嫂，您别着急，我们帮你讨还这个血
债！方兰亭盯着八路军队伍，一个个青春的面庞
都朝向她，她看到了复仇的希望。她把对敌人的
刻骨仇恨，转化为对人民军队的铭心大爱。

1940年，方兰亭家里住了八路军一个班的
战士。粮食不够吃，她又不忍看战士们挨饿，
偷偷将小女儿卖掉，换回20斤小米做给战士
吃。战士们知道她家已没有粮食，起了疑心。
追问下，方兰亭才说出了实情。

一个班的战士，齐唰唰跪在方兰亭跟前，
泣不成声。

战士们凑起党费，将她的女儿赎了回来。
电影《沂蒙六姐妹》，是战争年代沂蒙人

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影片反映了一个普通家庭
感人的拥军故事。小男孩臭臭的奶奶，丈夫支
前送弹药牺牲，两个儿子全部送上前线，也都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两个儿媳又上了，抬担
架，搭人桥。老人宁愿孙子挨饿，把家里的粮
食全部摊成煎饼，充作军粮。

看了这部影片，看了方兰亭的故事，你会
想到一点：只要老百姓没被消灭光，就消灭不
了共产党，消灭不了共产党的军队。

在沂蒙山区，至今流传着一个寻找“白菩
萨”的故事。

1940年前后，八路军山东纵队来到沂南县
马牧池乡一带，纵队卫生部长白备武医术好，
待人亲，一有空就带着医疗人员跋山涉水给老
百姓看病，治好了不少疑难杂症。纯朴的山里
人不知怎么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就称他为
“白菩萨”。

“菩萨是什么？是救苦救难的。把共产党
干部称为菩萨，你说这是种什么感情？”一位
党史研究者对我们说。

日军对马牧池一带扫荡时，不知从哪里传出
“白菩萨叫鬼子打死了”的传言，四里八乡的群众
急了，他们聚在一起商议，最后决定：“怎么着也
得找着白菩萨。这么好的人，就是死了，也得把尸
体运出来，不能让鬼子糟蹋了。”

一幅感人的画面出现了：前方炮声隆隆，七
八十名沂蒙山庄稼汉，推着独轮车，迎着炮火向
马牧池赶去，哪里的枪炮声最响，他们就冲向哪
里，哪里就响起彻天的喊声：“白部长，白菩萨！”
正当喊得焦急时，白备武突然出现在眼前。他突
围出来了。这些听到枪炮声就紧张的庄稼汉，此
时仿佛忘记了周围的炮声，仿佛忘记了正进攻的
鬼子，一个个抢着跟白菩萨握手，以山里人特有
的大嗓门嚷嚷：“俺说白菩萨死不了，你还不相
信”、“谁造的谣啊，敢咒白菩萨，不得好死！”

感受到沂蒙人民深情厚意的，还有一位
“廖菩萨”。

抗战刚爆发的时候，散兵游勇、土匪、小混混

在沂蒙山到处横行，十几个人就占山为王，一个
小山头就成为打家劫舍的山寨，抢粮、抢钱、抢女
人，人民不堪其扰。1938年5月，八路军山东纵队
四支队司令廖荣标率领部队来到沂南，部队对
人民秋毫无犯，还帮乡亲们种粮、收粮、看
病，更消灭了祸害人民的土匪。“这不是菩萨
兵吗？”不知是谁喊了第一声，这里的老百姓
开始称廖荣标为“廖菩萨”。

一段时期，廖荣标身体不好，老百姓挂念
起来，给部队介绍民间医生、推荐土方子。史
料记载，时任山东战工会主任黎玉在一次谈话
中说：“老百姓晚上睡觉前祷告，祝‘廖菩
萨’身体健康。”

寻找白菩萨、为廖菩萨祈祷，反映了共产党
干部在老百姓心中有多么崇高的地位，老百姓对
他们是多么亲近。今天我们在教育实践活动中重
温这些故事，除了看到这一点，更要看到：菩萨在
民间是救苦救难的神灵，我们的干部给老百姓做
了好事、做了实事，才赢得了这样受爱戴的称
号，才感受到了老百姓的深情厚意。永远为老
百姓做好事实事，这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

一心一意跟党走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

方向，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这首传唱大江南北的《跟着共产党走》，是作

词家沙洪、作曲家王久鸣在沂蒙山区创作的，创
作时间仅是10分钟。有人曾问沙洪：“你是怎样在
这10分钟内写出来的？”他回答：“这不是写出来
的，是从我心中迸发出来的。”

信哉斯言！沙洪正是耳闻目睹了千千万万
沂蒙人民一心一意跟党走的故事，在心里长久
积淀，才有了这一朝迸发。

在省档案馆，保存着目前仅存的一本《山
东省联合大会会刊》。这本会刊是王换于大娘
一家保存下来的。我们问张淑贞，王换于大娘
哪怕还乡团把刺刀架在脖子上，哪怕被冤枉、
开除党籍，哪怕这本书几十年无人问津，为什
么也要“钻牛角尖”保存它？

张淑贞老人对我们的提问有点不屑。她大
声说：“咱们是党的人，跟着党走。党把任务
交给咱，那就得完成好，就算是死，也要完
成。”这铁一般誓言的源起是，当年山东省参
议会副参议长马保三把这本书交给王换于时，
郑重的一句嘱托：“保护好这本书，比掩护一
个战士或一个干部重要得多。”

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着一双极普
通而又极不普通的布鞋。这双布鞋也有一个传

奇经历，它记载着一名沂蒙山妇女一心跟党走
的心路历程和生命历程。还是姑娘时的蒙阴女
子郭云英，赶上了解放战争的洪流，她在16岁
时，就和姐妹们一起做军鞋。三尺土布、一条
麻绳，一把锥子，一把剪刀，常常是数着星
星、借着月光做到天亮。到21岁出嫁时，这个
瘦弱的姑娘做了300多双军鞋。

郭云英做最后一双军鞋时，开国大典的礼
炮已经响了，也就一直没人来取鞋。但她明白
这是给队伍上做的，咱是跟党走的人，要一直
等党派人来取。这双鞋就这样被保存到柜子的
最底层。孩子们问过，老伴也要过，但她从不
为所动。上世纪80年代，一位文史工作人员来
到郭云英家。当年豆蔻年华的沂蒙山女孩，已
是华发满头的六旬老人，她用颤巍巍的双手，
翻箱倒柜，取出这双比她孩子的年龄还要大的
布鞋，请对方转交给部队。

这双鞋被送到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蒙阴县原党史研究室主任李作义对此很有

感慨：沂蒙人淳朴，也很倔强，只要认准了的事，
就一条道走到底。只要跟定了共产党，哪怕付出
毕生的精力乃至生命，他们也绝不回头。

在蒙阴，还有一位传奇女子，她叫李凤
兰。解放战争时期，李凤兰的未婚夫王玉德参
加了解放军，眼看定好的婚期临近，未婚夫始
终没有回来。这个婚是结还是不结？家里人犹
豫了。最后李凤兰自己拿主意：既然跟定了王
玉德，早结晚结都一样，那就先结，结了婚能
让他在战场上安心杀敌。

和谁结婚？奇特的一幕出现了：李凤兰和
嫂子抱着的一只大公鸡拜了天地。

嫁到王家后，李凤兰跟着公婆耕田种地，
摊煎饼，做军鞋。直到解放后，她才得到丈夫
牺牲的消息，自始至终，夫妻俩未谋一面。纵
是如此，李凤兰仍是给公婆养老送终，领养了
两个孩子，终生未嫁。

在中国历史上，曾不只一次上演过女子和
公鸡拜堂成亲的故事，那是在封建礼教下、在
妇女被压迫的时代，女人不得已作出的选择。
然而，沂蒙女子李凤兰却主动与公鸡拜堂，拜
堂后纵是与丈夫不曾谋面，也终生不悔，孤独
走过60年。

是什么力量支撑她这样做？听听她那质朴
的话语吧：“俺丈夫参加的是解放军，跟的是
共产党，俺就要守住解放军的家，给解放军的
父母养老送终！”

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我们讲要坚定理想信
念，难道不应从这位沂蒙山女子这里得到一点
启示吗？无论是什么年代，她那种对信念的坚
守，总是让人尊重和钦佩的。

沂蒙儿女明白，守好军人的家，守好党和
军队的人和粮，就是守住了胜利和希望。1941

年11月，日寇包围沂南县五空桥村，抓捕了掩
藏八路军35万斤粮食和30多条枪的村长刘世
矩。为了逼他说出所藏的物资，日寇先是将他
暴打一顿，再放进铡刀恐吓，如此重复了三
次，刘世矩愣是没吐一个字。事后，刘世矩得
了个“三钻铡”的绰号，他说：“就是让我下
半辈子躺在铡刀上，鬼子也休想得到一粒八路
军的粮食。”

1939年的第一天，山东有史以来第一张共
产党和人民的报纸——— 《大众日报》，诞生在
沂水县云头峪村。8月20日，记者来到云头峪，
大众日报社老房东刘茂菊老人的儿媳狄元梅，
为我们打开了这座宁静的小院：正面是三间瓦
房，东面则是两间老房，石头墙，草屋顶。狄
元梅说，这两间房原本是公婆的新房，干村支
部书记的公公牛庆禄听说大众日报社要找一间
隐蔽的房子当印刷所，便和刘茂菊商量，主动
将新房腾出来，搬到堂屋和老人同住。

“当时印报纸是严格保密的，几乎每天晚
上我公公都在院外站岗放哨。”狄元梅说，六
个月之后，印刷所搬走了，但他们却对这段历
史念念不忘。“我婆婆在世时经常提起当年的
事情，每次说起来精神头就特别好。”1991
年，报社给狄元梅在小院旁边修了新房，但她
始终割舍不下那两间老房，每隔段时间就来院
子里打扫一下，拔拔草、扫扫灰。

此后，大众日报社先后转战沂南、莒县、
莒南、费县等老区的100多个村庄，每遇险境，
就有乡亲挺身而出。为掩护报社员工和器材，
160多位沂蒙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8月22日，我们来到此次沂蒙采访的最后一
站莒县夏庄镇，在这里的红色群落影像展馆，
我们再一次感受到心灵的震撼。一进入展馆，
437位夏庄镇建国前老党员的照片，像一股股激
荡岁月的红流扑面而来。这是中国现存最完
整、最壮观的红色群落。

镇党委书记邓兵告诉我们，夏庄既是革命
老区，也是当年当兵、入党的聚集地，当时全
镇域人口仅1万多人，入党的就有1600多人！照
片中的老党员，如今健在的还有148人。

展厅的中间有一面墙，墙上贴满了400多位
老人当年的入党申请书。看着这些有些发黄的
表格，看着上面并不规整优美的字体，甚至是
一两句简单的语言，不由得让人热血澎湃。它
们表达着沂蒙儿女在枪林弹雨中的生死抉择，
表达着沂蒙儿女一心一意跟党走的坚定决心。

莒县是“毋忘在莒”典故的出处所在，说
的是春秋时齐国公子小白，曾逃难到莒国，过
着寄人篱下的日子，后回国继位成就大业，是
为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一次君臣痛饮，齐
桓公尽显得意之气，其师傅鲍叔牙奉杯而进
曰：“使公(齐桓公)毋忘出奔在于莒也。”

党中央部署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省委将沂蒙老区确定为群众路线教育基地，在
一定意义上说，也是让我们不要忘记当年的艰
苦岁月，不要忘记当年在沂蒙老区形成的群众
路线好传统，在新时期实现好、维护好、发展
好人民利益，继续赢得人民的信赖和支持，带
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毋忘在莒，毋忘沂蒙！

□记者 高晓雷 报道
本报济南9月4日讯 全省乡村旅游规划编制对接洽谈会今天召

开，从即日起到2015年，我省全面启动县域乡村旅游规划编制工作，
每个辖乡村县(市、区)均须制定出台当地的乡村旅游发展规划。

洽谈会一次性邀请30家旅游规划机构和132个县市区，部分县市
区与旅游规划机构初步达成合作意向。不少旅游局长表示，“一下子
与30家机构建立了联系，平时得跑多少路！”旅游规划机构则称，山
东启动县域乡村旅游规划，这对自身业务拓展是个极好的机遇。

此次县(市、区)乡村旅游规划的编制将分三年三个批次展开，今年
重点扶持30个县域先期开展规划编制，明年将再推动安排90个县区，计
划至2015年132个辖乡村县域全部完成规划编制任务。对于完成规划的
县域，省财政将给予每个县(市、区)60万元的规划编制补贴费用；同
时，为鼓励规划精品的出台，省旅游局将建立优秀乡村旅游规划评选
奖励制度，每年拿出100万元对优秀乡村旅游规划成果进行奖励。

近年来，我省乡村旅游发展迅速，去年全省乡村旅游总收入达920
亿元，占旅游总收入的20 . 3%。但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规模小、档次低、综
合效益不高，甚至乱开发、恶性竞争，这种现象甚至在我省一些知名乡
村旅游点都屡见不鲜。省旅游局局长于冲认为，之所以有乱象，就是由
于规划没做好或者干脆没有规划。“发展乡村旅游，规划是基础，如果规
划做得好，可以有效利用资源，实现产业融合发展，产生1+1>2的溢出
效应。每一个县市区都应该结合自身资源特点编制乡村旅游规划。”

132个县市区现场对接旅游规划机构

乡村旅游实行“一县一规划”

爱心

馄饨

沂蒙大地的深情
——— 从沂蒙根据地看党群鱼水情是怎样形成的(下)

（上接第一版）切实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抓紧抓好。要细化完善
镇、村两级的建设规划，明确农村社区布局、规模和建设时序，充分
利用土地增减挂钩政策，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大力培
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发展农产品深
加工和当地传统产业、特色产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
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
作，加快土地流转，促进规模化、集约化生产。要加强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和连片治理，完善农村社区基础设施，逐步实现集中供热、供
气、供水和垃圾、污水集中处理，切实改善农村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要完善农村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管理服务模式，深入推进生态文明乡
村行动，提高农民文明素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记者 袁涛 报道
本报济南9月4日讯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省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

查领导小组会议上获悉，我省将用三年时间查清全省的地理国情，普
查成果将用于评估“蓝黄”两区、“一圈一带”等重要区域的资源环
境承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

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和我省安排，2013年1月至2015年12月三年时
间内，我省将利用高分辨率航空航天遥感影像数据、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和其他专题数据，查清反映我省地表特征、地理现象和人类活动的基本
地理环境要素的范围、位置、基本属性和特征，形成这些基本地理环境
要素的空间分布及其相互关系的普查结果。据了解，此次地理国情普查
范围包括全省境内的陆地及部分海岛国土，总面积约15 . 7万平方公里。

此次地理国情普查将紧密围绕区域协调发展，重点在生产力布局、
生态环境现状等专题省情信息上开展深入普查和分析，为区域的经济、
社会、生态、环境良性循环提供决策和规划依据。

我省将用三年时间
查清地理国情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邢文浩 报道
9月4日早上五点多，文登市民王书强的馄饨摊前就已聚集了不少顾客。有些人不但自己买馄饨，还主动帮老王

煮馄饨、收钱、收拾餐桌。这里的顾客也与别处不同，馄饨卖5块钱一碗，有的人扔下10元甚至是二三十元扭头就走，
叫也叫不住。2012年6月，各自告别一段失败婚姻的王书强和于女士相识相恋了。同年9月，于女士16岁的女儿珊珊患
上了一种极其罕见的疾病，一家人花去了30多万的积蓄，还借了不少外债，王书强在医院附近摆馄饨摊补贴家用。这
事经过微博传播，越来越多的文登人知道了这个“最美继父”，爱心开始向这个小小的馄饨摊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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