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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逄春阶 王新蕾 杨国胜

2007年央视“春晚”，赵本山、宋丹丹、牛群表
演的《策划》，讲述了一个公鸡下蛋的荒诞故事，
讽刺了借“名鸡”炒作的现象。而现实中，还真有

“名鸡”存在，比如寿光鸡。
“寿光鸡，过去比寿光菜有名，它与广东三黄

鸡、上海浦东鸡、安徽固始鸡并称四大种鸡，曾写
入中学生物教科书。”寿光市慈伦大鸡有限公司
原副总经理、52岁的吴国桐对我们说。

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先生以养鸡出名。我们在
《金岳霖回忆录》中也看到他这样写：“中国的大
种鸡非常之多。东北和山东有寿光鸡，江北有狼
山鸡(即北京从前的‘九斤黑’)，上海有浦东鸡，
也有养了多年而成为中国种的波罗门鸡，湖南有
桃源鸡。”

寿光鸡，原产于寿光市稻田镇一带，以南慈、
北慈、大伦村饲养的鸡最好，所以又称慈伦鸡，
2010年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称号。

2013年12月21日，记者来到寿光市稻田镇，
听村民讲述寿光慈伦大鸡的古今故事。

“凤凰化鸡”传说

在慈伦一带，至今流传“凤凰化鸡”传说。
古时候，有只美丽的凤凰飞经慈伦，发现此

地有两条汩汩涌动的灵脉，在慈伦正北合二为
一，上连天罡，下汇北海，闪烁着金色光芒。凤凰
遂动了凡心，化成两只硕大美丽的鸡，飞入一伦
姓人家繁衍生息。

“凤凰落在咱这里，那是有原因的。东边有一
条白杨沟，西边下去公路是桂河，在大伦村后边
交汇，南边和周围的水都淌过来，这里就是涝洼

地，以前还叫慈伦洼。”在吴国桐的介绍中，正是
这片涝洼地，吸引了凤凰落地。“小鱼小虾贝壳
多，鸡最喜好吃这些。鱼虾贝类含钙高，利于骨骼
发育，正是慈伦鸡格外高大的原因。”

“母鸡好好一窝，公鸡好好一坡。”在慈伦人
眼中，种鸡是传家宝物，传男不传女。从事寿光鸡
育种、养殖三十多年的伦九明说：“在以前，我们
当地有一个习俗，种鸡实行封闭式饲养，姑娘走
婆家、媳妇回娘家，进出都由族人严格查验，以防
带出。所以，寿光鸡原种很少外流他乡。”

伦九明还讲述了一个故事。慈伦一户人家女
儿出嫁后，生了孩子，娘家人备米、面去“送粥
米”。女儿一看，竟然还有皮红蛋大的寿光大鸡
蛋，心想父母终于给了自己种鸡蛋。满心欢喜之
下，赶紧拿蛋去孵化，多少天过去了，鸡蛋没有任
何动静。女儿后来才知道，原来娘家送来的，是煮
熟的鸡蛋。

“鸡比户皆畜，鸡卵甲他县”

寿光鸡存在历史悠久。早在战国时期，以齐
国邹衍为首的新兴学派所著《周礼》中曾记载：

“乃辨九州之国……正东曰青州……其畜宜鸡
狗，其谷宜稻麦。”那时候的青州，将现寿光鸡产
区包括在内，可见寿光地区养禽业在当时已占重
要地位。

北魏时期，贾思勰撰写《齐民要术》一书中，
记载了寿光鸡选育、饲养管理经验，着重记叙有

“形大形小”两种，并描述“大形鸡不抱”等特点，
还在“谷产鸡子法”一篇中，具体提到“一鸡生百
余卵”，是我国古代有关鸡种文字记载最详尽可
靠的资料。

清代《寿光县志》中记载：“鸡比户皆畜，鸡卵
甲他县，皮有红白之殊，雄
鸡大者高尺许，长冠巨爪，
为一邑特产。”

“历史上，寿光地区盛
行斗鸡，古城等地还设有
斗鸡台，专供民间斗鸡娱
乐。”据伦九明介绍，虽然
寿光鸡早有名气，鸡场历
史沿革却颇为复杂。

战火纷飞的年代，人
民迫于生计，留选优良种
鸡的传统难以为继。建国
初，大伦村有一位叫伦秀
山的人，家中存养寿光鸡
原种300只，可谓当时规模
化养殖寿光鸡第一人。

1954年，利用伦秀山
这300只寿光鸡为核心群，
成立了寿光商业养殖场，

开始圈栏饲养。1958年，经农业部批准，成立国营
山东省寿光慈伦种鸡场，隶属山东省农业厅管
理。1974年体制下放，划归寿光市人民政府管理，
易名为国营山东省寿光县慈伦种鸡场。2006年6
月，改制为山东寿光慈伦大鸡有限公司。

199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常信，到慈伦种
鸡场考察指导。伦九明对那一幕记忆犹新：“吴教
授说了‘三个没想到’，没想到寿光鸡还有纯原
种，没想到寿光鸡保存这么好，没想到寿光鸡生
存条件这么好！”

一代养鸡人 难忘寿光大鸡鸣

“2000年，我收到了一封从南通寄到鸡场的
信，署名是施馥寿。写信来说，十分怀念寿光大
鸡，想要再听一听寿光大鸡的鸣叫。”幼年的吴国
桐，曾在父亲工作的鸡场见过施馥寿。

“他搞了一辈子寿光鸡的研究，我父母都认
识他，他是从上边派来的，大家都很敬重他。”吴
国桐赶忙录下鸡鸣声，将磁带寄了过去。

在学术网站检索寿光鸡，我们欣喜发现，竟
然有施馥寿所写《寿光鸡随我南迁记》，载于1983
年第2期《山东养禽》，讲述他自1976年因病退休
后，带二公三母回南通继续研究的成果。

“1977年，三只母鸡全年平均产蛋161 . 75枚，
高于同年北方原场大群平均产量。”面对这一发
现，施馥寿进行了大胆猜测：“是南方气候助长了
寿光鸡生产潜力的发挥？还是在饲养管理上还存

在着不明因素？”
养了三十年的寿光鸡，施馥寿坚信传统的选

育方式，“实践证明，按传统选育办法，能有效提
高鸡种质量，只要科学的统一标准，坚持严格选
育，可以提高种鸡的整齐度，可以预期在不久的
将来，就能赶超国际良种水平。”

“寿光鸡特有的耐粗饲，耐寒耐湿、抗病等适
应性，和蛋大、不抱、肉味鲜嫩、蛋白浓稠、壳质致
密抗震等优点，将远非外来品种所能比美。”寿光
鸡的优点，施馥寿最为清楚，他坚信寿光鸡作为
中国本土优良物种，有着外来品种无法比拟的特
性。

文章发出后，刊物又特派专人访问，并发编
后记。“施馥寿同志是1951年3月由华东农科院种
鸡场聘请来山东……在山东工作的26年间，除先
后主持济南、昌乐、寿光三个种鸡场的技术指导
工作外，并对寿光鸡的普查、选育、提纯复壮作了
大量研究。”

骨骼高大的寿光鸡，打起鸣来气势磅礴，有
一种厚重的金属磁质声。走遍寿光千家万户，听
了半辈子鸡鸣的施馥寿，对寿光鸡的情感是深切
的。从南通到寿光，在那个物质匮乏、交通闭塞的
年代，他在寿光一待就是26年，惟有高亢嘹亮的
鸡鸣声为伴。

应重视保护本土物种

“寿光鸡属于中国传统的土鸡，生长周期长，
所需要饲料多，成熟缓慢，出肉少，在物质并不富
裕的年代，肉食鸡更受重视。”伦九明说，“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厌倦了肉食鸡的‘饲料
味’。寿光鸡，黑羽、黑爪、黑嘴，是典型的黑色食
品，具有独特风味和营养价值，已重新被市场青
睐。寿光鸡脂肪多，风味浓郁，适用于煲汤、红烧、
白切等传统饮食习惯。”

红皮大蛋，是寿光鸡产蛋的一大特点；肉质
鲜美，更使它成为潍坊饸饹的正宗原料。潍坊饸
饹，是潍坊三大名吃之一，用独特工艺压出面条，
并浇上鲜鸡汤。做饸饹，最正宗的鸡汤，就是由寿
光鸡熬制而成。

一个优质本土物种的形成，是千万年来优胜
劣汰的结果。在生物全球化进程中，地方物种的
突围和保存非常重要。据山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副教授辛益群介绍：“濒临灭绝的本土物种，在全
国各地都有很多。很多优质本土物种，由于生长
周期长，经济效益低，很容易被忽视。一个物种一
旦灭绝，短时间内无法恢复。抢救性地保护纯
种，是首先要做的。”而作为农产品地理标志产
品，寿光鸡是寿光特色，更是山东特色。保护本土
物种，不仅关乎生物生态，而且关乎文化生态。

赵本山的搞笑策划是艺术作品。对于寿光鸡
这种名优特产，确实需要积极推介和健康策划。

■ 山东好味道

如今，一提寿光，就是菜。其实，寿光鸡，名气不亚于寿光菜。在铺天盖地的银色蔬菜大棚包围中，

红瓦白墙背景下的“三黑”(黑羽、黑爪、黑嘴)寿光鸡，至今仍是家禽界的独特存在———

寿光大鸡：凤凰思凡 筑巢慈伦

□ 杨芹 秋实

“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周恩来曾如
此评价。“回忆起那场战役，打得激烈也让人自
豪。”亲身参加过济南战役的北京军区原司令员
王成斌将军这样说。在这位参加过济南战役的老
革命眼中，济南战役是怎样的呢？

锋指泉城 授旗总攻

济南战役于1948年9月16日晚发起。战役打响
时，王成斌担任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三十八师
一一二团七连副连长，负责突破杆石桥门的主攻
任务。

古往今来，江山易主改朝换代，济南几乎没
有一次是被硬攻破城的。千年古城济南的外城墙
高近十米，厚四五米，全是块石和两尺多长的大
方砖，三合汁勾缝垒砌而成。蒋军在日伪时期的
原有工事基础上，大加扩建，筑成了支撑点式的
永久和半永久的城市防御体系，易守难攻。蒋介
石命令第二绥区司令王耀武统率九个正规旅、五
个保安旅和特种兵部队十万余人，死守济南。而
我军部队对济南战役的动员口号是：“打下济南
府，活捉王耀武”。

9月19日，国民党军整编第九十六军吴化文
部两万多人，在济南城西的商埠地区起义，脱离
国民党阵营，济南的西线外围防御崩溃。商埠地
区还有一些其他的国民党守军。商埠一丢，城里
的守敌就不断地向城外打枪打炮，阻止解放军部
队靠近城墙。至21日20时，各攻击部队全部肃清
了商埠地区的残存守敌，从不同位置抵近外城，
开始准备攻城。

锋指济南外城，兵临城下。
9月22日18时，解放军东、西两个集团群，同

时对济南城发起了总攻。
总攻之前，纵队司令员周志坚、政委廖海光

来给各团的主攻连授旗，由七连将红旗插上济南
城头。副营长兼连长任进贵接旗，传给王成斌，将
最艰巨最光荣的登城任务，交给突击队。王成斌
接过红旗时，三排长李天助带领全排高呼口号：

“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把胜利的红旗插上济南
城头！”

因势而动 捕时突击

《孙子兵法》云：势者，因力而制权也。水因地
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因敌变化而取胜。王成斌回忆起自己曾经斗胆几
次违背上级命令“独断专行”的冲锋，至今记忆犹
新。

9月22日18时，炮声隆隆，我军炮火开始攻

击。预定的炮火准备时间是半个小时。当时王成
斌和负责爆破作业的八班潜伏在靠近城墙、护城
壕的那栋民房，担任突击登城的七班、九班蹲在
房后院子里的战壕中，焦急地等待着登城信号。
炮火打了七八分钟时，王成斌发现炮弹都是落进
城里爆炸，几乎没有落在城头的，敌人全部龟缩
在城墙上的单堡、暗堡里，一点动静都没有，这时
如果爆破、登城，时机最佳。若待炮火结束，团、营
下令，敌人躲过炮击重新露头组织起火力，反而
会给突击造成大的伤亡和困难，于是当场请示任
进贵提前组织实施了爆破。看到墙体已经炸开，
正是登城的好时机，王成斌决定让爆破班登城突
击，发出信号，后面掩护的火力向两侧及纵深延
伸，随之，枪声、杀声、手榴弹声四起。

带着一名通讯员，王成斌随八班刚爬上城
头，先他一步登城的三排长李天助向后一歪，倒
在他怀里，鲜血泚了一身一脸。

刚把三排长交给通讯员，站起身还没来得急
拔枪，一个敌人扑到王成斌面前，一番肉搏之后
终于将敌人踹下了城墙。紧接着，突破口上的又
一名敌人从南边朝他扑过来，一头将他撞倒。天
色将黑未黑，浓烟弥漫中，影影绰绰，还能看清是
个胖胖的军官，非常壮实。敌人一边把王成斌压
在下面，一边在滚打中将枪口指向了他脸前。千
钧一发之际，王成斌一歪头，张嘴朝敌军官咬去，
横着咬住了敌人日式鳖盖匣子的长枪管。敌人想
把枪管拔出去，手腕拼命一拧，没有挣脱，枪管在
王成斌口中转动，“当时生生把我一嘴牙齿都搅

松了！”王成斌回忆道。
生死大逆转往往就在一瞬间。趁敌军官想抽

回枪管之时，王成斌腾出手抓到了自己腰里的匣
子枪，枪口往前一撅，扣动扳机，几颗子弹钻进敌
军官的胸腹。“当时是连发，我也不知道打出去了
多少发子弹，他从我的身上滚了下来。”王成斌讲
述那生死逆转的画面，仍历历在目。

打退城墙上敌人的反扑，王成斌把突破口交
给指导员杨镜洁，又带着一排战友向右侧城墙上
突破，先后炸掉三个大小地堡，其中包括守敌七
十三师十五旅的一个营部。战史载录上就是短短
的几段描述，实际上这一阶段的战斗打得异常惨
烈。天已经黑定，照明弹十几颗十几颗地连续升
起，城上城下一片雪亮，子弹炮弹的弹壳乱飞，枪
声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轻重火力构成密
不透风的火墙，成群成群的敌人向突破口扑来。打
到最后，负责巩固突破口的二排只剩下了三个人，
二排长两次负伤，一条胳膊打断，仍在坚持战斗。

好在，后续部队在不断跟进，突破口不断扩
大。

18时20分，七连全部登城。

临危受命 布战二连

七连成功登城后，九连、八连陆续进入突破
口，任进贵指挥九连、八连向内城攻击前进，命令
王成斌收缩连队，带着七连稳定突破口，就地转
为营的预备队保存起来，准备再战。王成斌把七

连撤到突破口右侧的城墙底下休整，清点人员，
时间是晚上9点左右。七连战前是160多人，班排
都是齐装满员的，可两个多小时的攻城战后，全
连已经伤亡近半。

就在王成斌准备稍事休整一下时，营长派通
讯员来找他，让赶快到团指挥所去。

团长告诉王成斌，二连连长牺牲，指导员和
副连长都负重伤，让他接任二连连长，二连的副
指导员吴喜善接任指导员。就这样，王成斌在七
连当了一个多月的副连长，突破济南登上城头，
临危受命，再次回到了二连。

这时，二连已经伤亡20多人，进攻受阻。
济南的城区不像一般城镇，民居相对密集，

老百姓的房子一栋挨着一栋，部队齐头并肩地攻
击前进，靠逐屋逐院地打通院墙、屋墙向前推进，
速度太慢，敌人不可能对每栋房屋都进行防守，
有些高大建筑坚守一下，部队挖墙靠上去，刚一
接近他们就撤走了，费力费时，战果十分有限。于
是王成斌向营长建议，部队还是应该形成拳头，
选择有利地形，组织掩护火力，主要沿大街向前
发展。营长有些犹豫，敌人的防御是沿街部署的，
那样硬打，部队伤亡可能会很大，这么大的济南
城，纵深战斗会持续很久，必须保持好有生力量。

这时，吴喜善说：“我认为王连长的点子很
好，至少我们二连可以拉上去打一打！”连长、指
导员意见一致，营长不好再坚持了。

王成斌和吴喜善商量一下，做了分工。吴喜
善带一个排在前突击，他自己带两个排在后组织
火力掩护，二连沿着一条稍宽的巷子扑出去，向
左侧靠到大街上，迅速向前发展着进攻。很快，向
前打过一两个路口，后续部队也跟进展开了。陆
军第九十二师战史记载：23日上午10时许，一一
二团沿东、西双龙街发展至三和街以东和南凤凰
街、精忠街一带，并与九纵部队建立了联系。

街巷酣战 解放济南

攻入济南内城，一一二团二营沿着布政大街
迂回到大明湖畔的山东省政府大院，那里是国民
党军第二绥靖区的司令部所在地。距离大明湖大
约还有两三个街道的时候，不少于一个营的敌人
突然从左侧反击上来。

这时一营的攻击正面是一个右斜着的⊥形
街口，一连、三连和营指已经越过街口，正朝右侧
的大明湖西南王耀武地下指挥所的方向发展过
去。反击上来的敌人火力封锁了街口，狼嚎犬哮
地扑向随后跟进的二连，企图从侧后抄了一营及
一一二团进攻队形的后路。一连、三连和营指转
不过身，二连立刻顶上去，沿着一百多米的横街，
展开了济南巷战中最激烈的一场抗反击战斗。这
时王成斌才意识到，营长的先前决定是正确的。

这一带已经是济南守敌最后负隅顽抗的地
区，部署的都是最骨干的部队。敌人的这个反击
行动非常坚韧顽强，火力几乎没有停顿，在烟雾
弹的浓烟掩护中，一股一股的敌人从街对面的房
屋里跳出来，抱着怀里的冲锋枪一边射击一边向
街对面冲。他们的步枪作战时一般不上刺刀，这
次全上了。有的冲出房屋一露头就负伤倒在了街
心，仍一拱一拱地往这边爬。有十几个快步穿过
不宽的马路，冲进了房屋，和二连的战士搏杀在
一起，房屋里还有他们的人，火焰喷射器呼呼地
喷过来一条条火龙，瓦斯毒气弹一颗颗扔过来，
到处烧起一团团大火，一片片哼哧哼哧的咳嗽
声，热浪逼人，烟卷火燎。

差不多打了将近一个小时，二营在一营右翼
攻入山东省政府大楼的前后，街对面敌人临时拼
凑的敢死队基本打光了，反击的凶猛势头渐渐萎
顿。这时，二连也伤亡过半，连轻伤员一起，还剩
六七十人。

此后，敌人不再那么疯狂，二连暂时也没有
力量冲过街道去，双方隔着一条十多米宽、密密
麻麻躺满死尸的马路，陷入对峙状态的僵持。街
对面的敌人不时炮击一轮，扔出一枚枚烟雾弹。

僵持到下午5点多，敌人的反击已经有气无
力，基本不打了，二连也仅剩50多人。大明湖一带
的枪炮正在稀落，周围一些其他兄弟部队靠过
来，开始从各个方向攻击街对面的敌人。营部的
一个通讯员从⊥形街口的右侧跑回来传达营长
的命令，说：二连保护了营、团的侧翼，任务完成，
让王成斌收拢连队，跟着营主力继续向大明湖方
向发展。

王成斌当时很不甘心，他觉得好不容易又回
了二连，不能一仗就把二连打光了，不能白打。于
是王成斌决定还是打街对面的那些敌人。一番激
战后，陆陆续续抓到360多名俘虏。指导员吴喜善
当场进行教育，他带着在外城投诚了解放军的一个
班长当助手，现身说法，不到半小时，俘虏中许多
人哇哇哭喊，160多人当即报名要求改投解放军。

等到营长返回二连询问伤亡情况时，王成斌
报告说：二连还有200多人，具体人数还没来得及
清点。营长根本不信。王成斌回忆说，他和指导员
吴喜善都没忍住，一个劲地乐。吴喜善把全连集
合起来，请营长点验。

营长走到队列前，很快就反应过来，先连连
道了几声好，然后对着面前黄乎乎的一片大都身
着国民党军装的战士说：“同志们，我首先代表华
东解放军一一二团一营的广大指战员，欢迎被国
民党抓来为他们卖命的阶级弟兄们，欢迎你们加
入解放军这个大家庭。今后，我们就是并肩战斗，
一起向蒋介石、向国民党反动派讨还血债，一起
解放全中国被压迫被剥削的兄弟姐妹们，帮助穷
人翻身当家而共同战斗的战友！”

营长话头一落，队列里哗哗地响起掌声，有
老兵带头喊起口号，战士们热泪盈眶，跟着高喊；

“打倒蒋介石！打倒反动派！我们是并肩战斗的阶
级兄弟……”

当晚肃清残敌后，连队在大明湖畔休息。第
二天一大早，王成斌带着二连撤出济南城。在枪
炮和硝烟中喧闹了整整七天的济南，终于又回归
了平静。
（注：该文标题出自《王成斌诗词书法选集》）

■ 红色记忆

风动泉湖星夜长
——— 北京军区原司令员王成斌将军追忆济南战役

□ 新蕾 春阶 整理

寿光鸡，是寿光百姓多年辛勤培育的结果，
群众对寿光鸡有着深厚的感情。寿光农村中，普
遍流传着“妇女有三急：闺女、外甥、鸡”之
说。在鸡场采访时，每个村民都能讲出不止一个
与大鸡有关的故事。从小在南慈村长大，后来从
事新闻工作的慈兰荣先生的回忆最为生动。

寿光鸡潜力大，能产大蛋。在上世纪60年代
末，有只寿光鸡下了两个蛋，都是400克。因为
鸡蛋大，下不出来，饲养员割了鸡肛，这两个鸡
蛋都是双黄蛋。那只鸡，因为割了肛，好多鸡就
去啄它的肛门，最后被啄死了。蛋壳，一直在慈
伦鸡场厂长伦玉圃的桌子上放了好几年。

在上世纪70年代，南慈村一户人家，从慈伦
鸡场买了十只小鸡。其中有一只鸡，尾巴格外
大，像只大鸵鸟，显得“鹤立鸡群”。主人每天
捉蚂蚱、虫子、豆虫给它吃，不久开始下蛋，都
是三个一斤的双黄蛋，每隔三天下一个，这只鸡
就出名了。生产队要去潍坊买化肥，大队会计说
想用15元买那只鸡，送给农机站，好能多买几吨
化肥。“甭说十五，五十也不卖！”这户人家拒
绝了会计。没想到，三天后，这只鸡误食了老鼠
药，一命呜呼。

寿光鸡有灵性，生命力更是顽强。在另一户
人家，一只寿光鸡误食老鼠药。鸡有灵性，赶忙
往家跑，主妇看出它的异常，赶忙把菜刀烧了，
割开了鸡嗉子，抠出东西洗干净，又拿针线缝
合。接下来的几天，将绿豆嚼碎了喂它，五天之
后，它就自己满地跑着找食吃了。

寿光鸡善斗而不好斗。开春时节，大公鸡
总爱领着一群母鸡在场院啄食吃。有时遇到另一
支鸡群，两只大公鸡难免要比试一下，但寿光鸡
不恋战。第一回合，双方对视，从眼神和体型上
互相打量；若还不服，第二回合，俯下身子，头
部凑近，上下动动，左右动动，基本就能分出高
下；若真想斗，第三回合，用喙进攻，互相撕
咬，两三次后，分出胜负，战败鸡就灰溜溜跑
了。从此以后，战败鸡遇见胜利鸡，都要绕着
走。

寿光鸡不怕老鹰。生产队种园子的老头，名
叫慈介禄，他养着一群鸡，头领是一只寿光大公
鸡。一次，天上飞来老鹰，人们就喊，“老雕来
了！抓小鸡啦！”鸡能听懂人们的话，慌张地往
园子里跑。眼瞅着老鹰就要朝一只母鸡飞冲过
来，没想到，就在老鹰俯冲下来一刹那，公鸡跳
起，爪子朝上，朝着老鹰“轧轧”叫起。几个回
合下来，老鹰无法靠近，只得飞走。

上世纪60年代，村里以猪鬃为副业，名叫慈
法德的村民，去潍坊送猪鬃，碰上一个平度人。
他对寿光大鸡很感兴趣，拉来八头奶猪仔，送到
慈伦鸡场，换了八只寿光鸡。

吴国桐回忆，寿光鸡扬名海内外。日本人对
寿光鸡觊觎很多年。1983年，日本人辗转联系到
慈伦寿光鸡场。几个日本人见到寿光鸡时，马上
点头哈腰给鸡鞠躬。说要用自己任何一个品种的
鸡，来兑换寿光大鸡，遭到了鸡场拒绝。

·相关链接·

慈伦大鸡故事多

济南战役中的激战场面

施施馥馥寿寿

寿寿光光鸡鸡 李文亮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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