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众日报受沂蒙精神滋养，也是沂蒙精神忠实的实践者、

见证者和记录者———

红色基因代代传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于爱梅是“沂蒙母亲”王换于的孙女，被
誉为沂蒙新红嫂。

12月20日去世的张淑贞老人，是于爱梅的
母亲，是远近闻名的沂蒙“老红嫂”。11月29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于爱梅说，母亲1939年3
月入党，党龄和大众日报同岁。

三代沂蒙红嫂，都与大众日报结下深厚情
谊。

资料记载，大众日报工作人员白铁华在日
寇的突然扫荡中，不幸被抓住。因为身上被搜
出北海币、单据和爆破筒，受到严刑拷打，包
括用点燃的香烟烧，用烧红的刺刀烫，他无所

畏惧，坚贞不屈。经过残酷折磨，敌人认为他
已经濒临死亡，放松了看管。最终，在当地一
位郭姓群众帮助下，逃出鬼子魔掌。

于爱梅说，听奶奶讲述，白铁华刚被送过
来时，嘴肿得张不开，爷爷就把他揽在怀里，
奶奶用火镰刀撬开一点牙缝，把糖水送进去。
又到处寻找药品，搜集治伤偏方。

在沂南县的沂蒙红嫂纪念馆中，有一块展
板，这样记录白铁华“回家”的情景：1983
年，白铁华回来看望王换于老人，一进家门就
给王换于磕头，跪在地上往前走。

于爱梅说，那时候无论是看护孩子还是
救助伤员，母亲张淑贞都与奶奶一起做，尽
心尽力。

王换于的老宅，被认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老宅东屋被郭洪涛、徐向前、朱瑞、
黎玉、张经武、林浩等领导干部当过办公室。
屋后边两间房子给大众日报使用，今已不存。
于爱梅说，“那时候，家里还曾经给大众日报
一块地，大约一亩八分，让他们做菜园，自己
种菜，改善生活。”

于爱梅说，她现在通过参与创办沂蒙精神
传承促进会、在沂蒙红嫂纪念馆义务讲解等工
作，传承弘扬沂蒙精神。她还说，“大众日报
是我必读而且是认真读的一份报纸，上面刊登
的有关沂蒙精神的理论文章、典型报道，我都
认真学习，认真思考，对我下一步做好弘扬沂
蒙精神的工作，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三代沂蒙红嫂的“大众缘”

■报史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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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大众日报 征文选登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11月29日，沂南县马牧池乡东辛庄。新时
代红嫂于爱梅，讲述起奶奶王换于的故事。抗
战时期，“沂蒙母亲”王换于一家人冒着生命
危险，把大众日报工作人员白铁华从死亡线上
救了回来。

八百里沂蒙大地，见证了无数这样可歌可
泣的故事。

牢记嘱托，担当作为，心系大众，胸怀时
代。创刊80年来，大众日报受沂蒙精神滋养，
同时也积极实践、不断创造着与群众“水乳交
融、生死与共”的时代新篇。

生死与共铸就沂蒙精神

“报社的白铁华是我奶奶救下的。那个年
代，救助共产党八路军，被日寇抓到可是要杀
头的。”

——— 沂蒙“新红嫂”于爱梅

12月1日，费县白石屋村。
这里是《沂蒙山小调》诞生地，1940年10

月前后，大众日报第二印刷厂转移到这里。
费县党史办原主任张乃军介绍，当时条件

特别艰苦。房子矮，石头筑成，茅草披顶。冬
天，连降大雪，屋里零下十几度，手都伸不出
来。没条件铅印，就用油印。但油印也缺材
料，铁笔磨秃了，就用纳鞋底的大针绑在筷子
上刻钢板。没有油印机，用高粱秆固定住蜡纸
两头，两个人用手按住，另两个人拿纸、续
纸。因为长时间没法洗澡，这些人身上都招了
虱子，但他们都很乐观。

张乃军说，大青山突围期间，大众日报第
三战时新闻小组驻在白石屋，乡亲们全力以赴
地支持。白天，编辑躲到望海楼山上去，在村
民为防土匪砌的寨子里编稿。天黑了，就下山
用油印机印报纸。“晚上，群众听着机器咣当
咣当响，这些人不睡觉在干活，白天醒过来，他
们还在干活。群众开玩笑说，真是一群‘神人’。”

“沂蒙母亲”王换于救护大众日报经理部
工作人员白铁华的故事，生动地诠释了“水乳
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

11月29日，重走创刊路前方报道组来到沂
南县马牧池乡东辛庄，“沂蒙母亲”王换于就
是这个村的村民。抗战时期，王换于创办战时
托儿所，照料抚养了八路军和革命烈士的近百
名革命后代。她们一家，曾经冒着生命危险，
救护大众日报经理部工作人员白铁华。

王换于已经去世。她的孙女于爱梅讲述，
她听奶奶说，逃出日军魔掌的白铁华，被送到
村里时，浑身是伤，伤口发炎脓肿奇臭，脸也
肿胀变形。奶奶一家悉心看护，给他端屎端
尿，喂水喂药。王换于又到处打听治烙伤的民
间药方，外出几十里找来獾油，掺上自己头发
烧成的灰给白铁华敷伤口，后来又用“老鼠
油”搽身体，硬是把他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
几个月后，白铁华恢复健康，又回到了工作岗
位。

于爱梅感慨，“那个年代，救助共产党八
路军，被日寇抓到可是要杀头的。”

沂蒙精神代代传。受家庭影响，于爱梅爱
党拥军，被称为“沂蒙新红嫂”。作为沂蒙精
神传承者和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曾两次受到习
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

一个个“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故事，
汇成一曲曲沂蒙精神的宏大交响乐。正是在党
的领导下，与群众“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
发展过程中，大众日报也由一张报纸，壮大成
为一个多媒体融合发展的大型传媒集团。

水乳交融的深厚情感

“一听说报社印刷厂来这里，家家户户抢
着把房子让出来，自己到山坡上搭团瓢住。”

——— 沂南县孙祖镇天水栈村村民杜付花

天水栈，沂南县孙祖镇山半腰的一个小
村。如今，被称为刘家峪村天水栈村民大组。

1940年4月，为了躲避日军扫荡，大众日
报印刷厂搬到天水栈。

从村名看，水从天上来，就能想像出天水
栈环境之险。

11月28日，重走创刊路前方报道组来到天
水栈，实地踏访报社前辈们工作、生活、战斗
过的地方。

大众日报印刷厂设在村民李宝年家里。院
子不大，房屋布局还基本保持着老样子。现
在，李宝年的儿子李树彬和儿媳杜付花住在这
里。77岁的杜付花站在院中间，向重走创刊路
前方报道组介绍，“那时候，在这三间堂屋排
字，拿到那两间东屋里印报纸。”

报纸印好，暂时先放到西邻家的房子里。
为了保密安全，西邻家的大门被用石头封起
来，然后在两家邻墙上开了一个小门，邻居家
出入都从这个小门走。直到印刷厂搬走，邻居
家才重新打开大门。

杜付花说，自家房子让出来了，就上山搭
团瓢住。团瓢其实就是窝棚。

有的村民家人口多，一个团瓢住不下，干
脆住石棚。87岁的李树航说，石棚不挡风，秋
冬时节晚上冷，冻得睡不着，“就躺在那数星
星，看月亮”。

杜付花还保存着几十枚当年印报用的铅
字。这些几乎已经磨平、笔画斑驳的铅字，沉
淀着历史，更沉淀着深长的记忆。她说，留着
做纪念，将来也让孩子们了解这些往事，长见
识，受教育。

岁月磨蚀，房子已经显得很破旧。杜付花
说，孩子住城里，都很孝顺，也多次动员他们
搬到城里去，但是老两口对这旧房子感情深，
舍不得离开。大众日报经常有人来这里看望他
们，“当成亲戚走动了”“我们就在这住着，把
房子看护好。”

心中永远记着人民，永远记住我是谁，记
住自己从哪里来，一直是大众日报的文化底
色、情感底色。这也是大众日报的文化基因，
一代代传承下去。

弘扬沂蒙精神使命在肩

“因为我的那些农民兄弟。他们对一个仅
仅反映过他们心声的党报记者就有这么深的感
情，我唯有继续写下去，才能报答他们的信
任。”

——— 全国新闻界学习榜样“新时期好记
者”、大众日报高级记者陈中华

11月29日，来自国家税务总局青岛经济技
术开发区税务局的杨建武，在沂南县沂蒙红嫂
纪念馆参观时心潮澎湃，“很感人，有种热泪
盈眶的感觉，老区人民对八路军感情很深，这
都是因为我们党群众路线做得好，真是军民一
家亲。”

“最后一口粮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
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的“红嫂”群体，

是沂蒙精神的生动写照。
沂南县党史工作者郑国华介绍，沂蒙红嫂

明德英“乳汁救伤员”的事迹家喻户晓。1960
年，著名作家刘知侠根据明德英的事迹，创作
了短篇小说《红嫂》。第二年，这篇小说就刊
发在大众日报上。

宣传报道沂蒙精神，大众日报使命在肩，
并且都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处理。刊登《红嫂》
的版面，大众日报给予超常规的对待。1961年
7月9日，以几乎整版的篇幅全文刊登。版面大
气、大方，还专门配发了插画美化。这次报道
有力扩大了小说《红嫂》的影响，让红嫂的故
事更加广为传播，深入人心。

80年来，大众日报不断结合时代条件，积
极传播弘扬沂蒙精神，积极宣传报道一批践行
沂蒙精神的先模人物。被授予“齐鲁时代楷
模”光荣称号的赵志全，全国“时代楷模”、
革命烈士张楠，“当代红嫂”、朱老大食品公
司总经理朱呈镕等人的先进事迹，经大众日报
报道，产生了巨大影响，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引
领作用。

2017年8月1日，大众日报重头评论专栏
“海右今语”，在头版刊发鲁义的文章《大力
弘扬沂蒙精神》，就如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沂蒙精神作出深刻
阐释。当年10月16日，大众报业集团大型融媒
体报道“殷切的期望 最实的担当·总书记牵挂
的民生事”，整版聚焦沂蒙精神，引起强烈反响。

今年4月18日，大众日报《论丛周刊》又
以整版的篇幅，推出临沂市委沂蒙精神学习研
究课题组理论研究成果《“水乳交融 生死与
共”——— 铸就沂蒙精神的政治实践逻辑》，深
入阐发沂蒙精神的丰富内涵。

与群众“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成长起来
的大众日报，不仅是沂蒙精神的宣传者、记录
者，也是沂蒙精神的优秀实践者和创造者。一
代代大众报人，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
笔力，心中有真情，脚下有泥土，采写出一批
带着泥土芬芳、沾着田野露珠的好稿件。大众
报业集团近年来获得几十项中国新闻奖，其中
12个一等奖，创造了省级党报参评中国新闻奖
的好成绩，涌现出“长江韬奋新闻奖”获得者
等国家级拔尖人才10多人。

“新时期好记者”陈中华、“胡同记者”
张刚成为全国新闻界学习的榜样。陈中华身患
癌症，病后恢复工作第二年，就因为稿件数量
和质量名列前茅，力拔大众报业集团“十佳记
者”头筹。对于为什么这么“拼命”，他说，
“就因为我的那些农民兄弟。他们对一个仅仅
是采访过他们的、反映过他们心声的党报记者
就有这么深的感情，我唯有继续写下去，才能
报答他们的挚爱和信任。”

这也是有着80年历史的大众日报的心声。
80年风雨兼程，大众日报初心不改，大众

报人情怀不变。昂扬走进新时代，大众日报将
继续砥砺前行，传承弘扬沂蒙精神，勇担时代
职责使命，文字有温度，笔下有担当，在为时
代抒写、为人民放歌中，谱写华彩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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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红嫂走了

红嫂精神永驻
（上接第一版）盒里还有一个小盒，里面放着两枚

党徽，一枚有些旧了，一枚崭新。
“娘是个老党员，最牵挂的事就是交党费，每年春

节一过，就催着我快点把一年的党费交上。这枚新党
徽，是组织上2015年发给她的，她心里那个高兴啊就不
用说了。”于千林泣不成声，“俺娘曾对我说，我当兵
40年，娘儿俩在一起的时间没有40天，我就答应把欠她
的时间补回来，转业退休后我就和娘住”。

“蒙山高，沂水长，我为亲人熬鸡汤……”张淑贞
用一生诠释了爱党拥军的红嫂情怀，践行了入党时的铮
铮誓言。

1913年9月13日，张淑贞出生于沂南县马牧池乡西
官庄，后嫁到东辛庄，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1939年夏，日寇来沂蒙山“扫
荡”，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纵队首长徐向前、朱
瑞率领部队来到东辛庄村，不久大众日报社也搬迁到这
里。从那时起，张淑贞就和人民子弟兵结下了深厚情谊。

在抗战最艰苦的1940年到1943年，张淑贞担任2个
村的妇救会长，负责13个村的抗日宣传和发展党员工
作，先后发展了20多名党员。

为了照看好战时托儿所的革命后代，张淑贞把刚出
生的女儿放到一边吃糊糊汤，把奶水喂给年龄小、体质
差的托儿所孩子。“同志们的孩子要是没了，恐怕就没
了血脉，咱舍上命也不能让烈士断了根呀。”张淑贞
说。托儿所的40多个孩子一个没有少，张淑贞的两个孩
子却因营养不良而夭折。

张淑贞用大爱和信仰撑起了一片天。
在以后的岁月里，张淑贞全家冒着生命危险，又掩

护和救治了百余名八路军伤病员和抗日干部。
2015年，张淑贞家庭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最美家

庭”。2016年，中央文明委开展了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
评选表彰活动，张淑贞家庭再次入选。

好的家风，重在言传身教。在张淑贞家，三代红嫂
用生命和热血支援革命、爱党拥军，传承着红嫂精神。

张淑贞的婆婆是“沂蒙母亲”王换于，被誉为红嫂
光荣传统的开创者。原大众日报社干部白铁华1941年被
王换于救治。王换于给他喂水喂饭，端屎端尿，4个月
后白铁华伤愈归队。1983年，白铁华来到王换于家，已
经95岁的王换于一眼认出了白铁华，喊了一声“儿
呀”，说罢老泪纵横。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在婆婆影响带动下，张淑贞接过
了接力棒。女儿于爱梅从小耳濡目染，她从张淑贞那里接
过了曾经纳过军鞋、缝过军衣的“红嫂针”，把大部分精力
投入到了拥军优属事业，被誉为“沂蒙新红嫂”。

在红嫂精神的滋养下，于爱梅这一代叔伯姊妹21人
有15人入了党、3人参了军。

“我喜欢给孩子讲太姥姥、姥姥和妈妈的故事，也
经常到红嫂纪念馆做义务讲解员。”于爱梅的女儿高洁
说，作为后人，自己也要把红嫂接力棒一代代传承下
去，让沂蒙精神熠熠生辉。

大
众
日
报
伴
我
六
十
年

□ 马先吉

我今年83岁了，23岁的时候我开始向
大众日报投稿，向编辑和记者同志学习新
闻写作。在过去的60年里，我始终得到报
社领导和老师们的关怀和指导，从一个新
闻门外汉成长为资深通讯员。

1956年，我从临沂农校毕业分配到五
莲县工作，由于爱好写文章，业余时间就
开始向报社、电台投稿。可是由于方向不
明、路子不清，一股劲不知道往哪里使，
虽然熬了不少夜、费了不少劲，但是很长
一段时间里，发出去的稿子都是一去不
回。有一次，我向大众日报的编辑同志写
信请教新闻写作，没想到编辑同志认真负
责地给我回了信，一边热情鼓励我把为党
报写稿的积极性保持下去，一边直言不讳
地指出我的稿子写的实事太少，提出的问
题离党的中心工作太远，希望我认真学习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实际工作中提出
问题、分析问题，把握准上情，了解深下情。

1958年，中央号召大力发展养猪业，但
各地普遍遇上了饲料不足的问题。当时我
担任农业技术员，了解到五莲县户部公社
有些大队采集麻蒿晒干磨成面喂猪，对解
决饲料不足的问题起了不小的作用。我就
麻蒿长在什么地方、如何采集、怎样处理等
问题进行了细致的采访，最终写成了一篇

《麻蒿喂猪也很好》，寄给了《农学知识》杂志，很快就被刊
用了，杂志还按照我寄去的标本制作了插图。这是我第一
次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作品，也让我在写作上开了窍，按照
这样的思路写稿，我的稿件也很快在大众日报等多家媒
体上发表了。是大众日报编辑同志的回信，开启了我的通
讯员生涯，将我带进了新闻写作的大门。

发表了多篇稿件后，我的写作能力受到了领导的认
可，被调到县委报道组担任组长，开始有机会与来五莲
县采访的大众日报记者共同采访，近距离学习大众日报
记者的采访技巧、写作方式。当时条件有限，记者来采
访时乡镇党委只能提供自行车代步，吃住也都是在村
里。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记者同志们依然深入基
层、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气候炎热的六月天里，
蚊虫叮咬令人难以忍受，记者就躲在蚊帐里写稿子。有
一次，一位记者骑着自行车，在一周的时间里采访了五
莲县的25个村庄，将基层的情况完全摸清楚后才开始写
稿子。这样的采访作风使我深受感动，也让我在几十年的
采访生涯中养成采访必下基层的习惯，在从事新闻宣传
工作期间，我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基层采访，地瓜
窖子、会计室、民兵连办公室都曾是我采访中的住处。

大众日报每年都举办通讯员培训班，县里的通讯员
争相报名，我每次都会把学习的机会让给年轻人。刚开
始大家都问我，为什么和大众日报的感情这么深，还舍
得把去大众日报学习的机会让给别人，我总是笑着告诉
大家，与记者老师共同采访的过程，就是学思想、学政治、
学工作、学作风的机会，为此我还特地写了三句顺口溜：

“记者来五莲，老师到面前，我就进了学习班。”
1996年，我退休离岗，继续订大众日报在家读，看

大众日报就像吃饭喝水一样，哪一天离了也不行。
作者简介：马先吉，山东五莲人。曾任五莲县委宣

传部副部长，五莲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图图①①：：五五位位““沂沂蒙蒙六六姐姐妹妹””在在纪纪念念孟孟良良崮崮战战
役役胜胜利利5500周周年年时时的的合合影影。。

图图②②：：11998833年年，，““沂沂蒙蒙母母亲亲””王王换换于于与与大大众众
日日报报工工作作人人员员白白铁铁华华合合影影。。

图图③③：：11996611年年77月月99日日大大众众日日报报刊刊登登小小说说
《《红红嫂嫂》》。。

图图④④：：八八百百里里沂沂蒙蒙山山。。


	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