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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抗战时期，在莒南县，1940年就担任了当地小山村各救会(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会长的李义丰，看到雨后土地上的

牛蹄窝里存了一小汪水，引发了灵感———

石泉湖村有座“山东水库之母”

□ 本报记者 于岸青

莒南县石泉湖村有三样红色“传家宝”：
山东水库之母、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义丰、全
国第一批社会主义新农村样板。

如今，石泉湖村把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利
用起来，将“山东水库之母”原型改造成为一
处红色文化景观，还建起了“石泉湖村村史
馆”，以图片、实物的形式集中展现石泉湖村
的光辉历史，还建设了红旗广场、开山治水广
场、罗帅饮马处等景观，让游客住民宿、游青
山，忆光辉历史、观鱼翔浅底。

那么，“山东水库之母”又是怎么回事
呢？

“六边”会议

1959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期间，山东省委
召开了规模浩大的冬季工作“六边”现场会
议。会议选择了全省在水利建设、治山治岭、
造林绿化、多种经济、麦田管理等方面的16个
公社先进典型，历时20余天，从沂水开始，到
淄博结束，边走边看。

会议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和书记处书
记裴孟飞主持，参加会议的是全省地（市）县
委第一书记、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地
（市）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其中，第五站来到
了“全省治山治水最早的旗帜”莒南县石泉湖
人民公社石泉湖生产队。

“六边”会议期间，当舒同带着会议代表
们到石泉湖村时，石泉湖生产队队长李义丰向
舒同介绍：“水库虽小，可是解决了大问题。
过去群众吃水要到外村去挑，现在好了，不但
解决了全村人、畜用水问题，还可以浇100多亩
地。”

莒南县志记载：“解放前，县内人工修建
的蓄水工程很少。1944年2月，石泉湖村各救会
会长李义丰带领40多名村民，用1个月的时间建
成石泉湖水库，坝长10米，高3米，坝体为土石
结构，坝心为粘土墙。临水面干砌石护坡，背
水面浆砌石墙。用土、石120多立方米，投工日
1100个，蓄水约200立方米。是山东省内第一座
水库。”

舒同站在小小的石泉湖水库边上听完介
绍，对李义丰称誉，石泉湖水库是“山东水库
之母”，并为石泉湖村题词：“山区水利建设
的典范。”

如今，这个题词被石泉湖人勒石，立在最
早的那座小小的“石泉湖水库”之旁。

所谓“六边”，意思是边看、边听、边
议、边决、边写、边行。边参观学习先进典
型，边讨论拟定生产规划，边传达落实，“与
会同志在会议期间，都迅速地将会议精神传达
回去，目前全省各县已先后召开了四级干部会
议，普遍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精神”，这16个典
型包括石泉湖村再一次成为全省农业战线学习
的榜样。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家”

当记者采访李义丰的长子李全培时，他说
的第一句话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
个家。”

没有石泉湖，就没有李义丰，同样，没有

李义丰，也就没有石泉湖的今天。抗日战争时
期，他就是抗日民主政府宣传表扬的模范；新
中国成立10年间，他是莒南县培养的三位全国
农业劳动模范之一。从1945年起，《大众日
报》对李义丰和石泉湖村的报道持续20年之
久。

提到李义丰，不能不提他的岳父季秀竹。
季秀竹自幼失祜，流浪为生，一副担子挑着全
部家当进了石泉湖，住下后到大店地主庄孝光
家当长工为生，前后干了将近40年。贫穷使他
一直娶不上媳妇，便收养了刘家的女儿。女儿
该说亲时，季秀竹提出，娶女儿者须给自己养
老。西山一家富裕户提亲，但定亲后便反悔，
只要女儿不要老的。季秀竹很生气，就把女儿
刘昌英藏到了西店头村。

李义丰幼时被大人带到地里，大人挥镰刀
时，镰刀把碰到了孩子的眼睛上，致其一目
盲。成年后，因为眼睛他迟迟娶不上媳妇。李
义丰五姑嫁在西店头，相中了刘昌英，便从中
说和。李义丰和刘昌英一见彼此中意。成亲
后，李义丰信守诺言，一直视季秀竹为父亲，
为他养老。西山家持续三四年不断纠缠，直到
共产党薛亭县长来了，对此进行了裁断，西山
家方才罢休。

季秀竹极其能干，他跟只隔一座小山的大
山前村著名劳动模范郑信是好朋友，两个人相
约一起开荒，季秀竹在石泉湖开出的荒地不比
郑信少，也被评为县上的劳动模范。山东分局
副书记、山东战时行政委员会主任黎玉住在石
泉湖时，曾请季秀竹代为与庄孝光联络，希望
庄孝光把房子借给省战委会当办公场所。季秀
竹到大店前后跑了四趟，后两趟是骑着黎玉的
马去的。庄孝光本就是开明士绅，索性把房子
献出来，全家参加了政府工作。1945年8月12
日，山东省政府正是在庄家大院正式成立。

牛蹄窝的启示

石泉湖村背靠虎山，村子建在山凹处，周
围满是大树，不走到近处看不到村庄，隐蔽性
极好。1942年前，村里只有28户农民，123口
人，没有地主，都是穷人。人口少，对保密十
分有利。1943年春，罗荣桓和一一五师参谋长
陈士榘及山东军区机关曾驻在石泉湖。这前后

有一一五师司令部、山东军区机关、军区后勤
处、大众日报社、北海银行、山东军区医院二
所、军区疗养院等7个机关短暂驻过石泉湖村，
莒南文史专家李祥琨说：“光机关人员就超过
180人，人数比本村人数还多出许多。”大众日
报社原社长陈沂跟随分局也住过这里，村民许
士安给陈沂看过孩子。

石泉湖村是抗战期间，全莒南县唯一没被
日军祸害过的村。

石泉湖村十分缺水，全村只有一口小水井
供饮用，遇到天旱，水井枯竭，只能到几里外
有井的村去挑水吃。外村人曾编歌谣：“石泉
湖，真可怜，刷锅水，用三遍。”机关入住使
饮用水量剧增，机关保密性强，又不允许外出
打水。部队曾试图打井，但都没打出水来。

1940年就担任了村各救会（各界抗日救国
联合会）会长的李义丰，看到雨后土地上的牛
蹄窝里存了一小汪水，引发了灵感。他想，如
果在山沟中用黄泥打上土坝拦住水，不就解决
缺水问题了吗？

说干就干，筹备了一年多，1943年春天，
已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李义丰带领全村40名劳
力开山劈石头，筑坝砌堰，完全自力更生，在
一条山峪里建起了一座小水库，库存约有200立
方米。然而，就在这年夏天，一场大雨引发的
山洪把这道石坝冲垮，一点水也没有拦住。

李义丰没有气馁，反复琢磨，改进了施工
办法——— 外边砌石，里边填黄泥，筑坝闸水。
他带领全村7个互助组，又用了一个冬春，在原
处又建起一座更高、更宽、更坚固的大坝，并
开凿了一条溢洪道，防止洪水冲垮，终于建成
了水库，彻底解决了军民饮用水的问题。

今天看来，这个“水库”比城市的一些喷
水池还小，但这是山东最早的一座水库。

改变石泉湖面貌的人们

新中国成立后，李义丰和石泉湖人没有停
止改变生活的脚步。

1955年11月30日，大众日报用了一个整版，
以《改变石泉湖面貌的人们》的标题报道石泉
湖变穷山为富山的事迹。“由于全村完全合作
化，生产迅速地发展，获得惊人的成绩。荒山
造林三百亩，培植桲椤场二百五十亩，栽植果

树一千余棵，开辟牧场六十亩，初步修整了倒
塌十余年的梯田地堰。土地年产量解放前每亩
只有一百五十斤，一九五四年提高到了三百
斤。一九五四年全村每人平均收入了粮食八百
二十斤，全村山草收入了十万斤。石泉湖的人
们第一次过上了饭饱衣暖的生活”。

同时，一版刊发社论《变穷山为富山》，
指出：“莒南县石泉湖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
们，已经把变穷山为富山的口号变成了实际行
动。他们在两年时间内，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
量，把荒山改造成了树林，把‘三天不下雨旱
死，二天连阴涝死’的贫瘠山地，改造成了水
浇地，因而庄稼丰收，牛羊成群，社员生活日
益改善。……他们的做法，值得全省农民学
习；他们的经验，应当在一切山区推广。”

取得这些惊人成绩的基础性工程，还是建
水库。

1954年冬天，李义丰从县里开会回来，传
达上级号召：“我们既然生在山区、长在山
区，就要在山区扎根，在山区建设社会主
义。”怎样建设呢？要修建水库，战胜旱灾；
要植树造林，改变秃山面貌；要利用山草发展
畜牧；要在桲椤树上放蚕；要在水库里养鱼，
发展多种经济。

要实现这个美好的计划，第一个关键就是
建更大的水库。但是，村里有人说：“建水库
吗？在人家大庄还行，在咱这个小山庄，麻烦
可就大发啦！就没算算咱一共才有几条腿。”

然而，在质疑声中，在严寒的天气里，腊
月初二，石泉湖村党支部带领社员打石备料开
始了！

“气温经常在摄氏零下十八度上下，北风
刺人筋骨。钻窝里的水喷到钻把上，结上了厚
厚的一层冰。人们的手上冻出了纵横的裂纹，
流着鲜血，染红了钻把，火辣辣的阵疼。但人
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心，却是火热，力量永不枯
竭。高高的铁锤一落，满山震动，石料慢慢堆
地成了‘山岭’。他们一个劲干到腊月二十
八，歇了四五天，正月初三又开始了。”

临沂专署水利队耿队长来到工地指导：
“李社长，您准备用多少料物？”

“二千五百车子石料，七千车子黄泥
土。”李义丰回答。

“咦，那可差远啦！”耿队长看着他说。

“得七千五百车子石头，两万车子土，少一点
也不行。”

这话像是晴天霹雳，一下子把李义丰给懵
住了。

这话传到了正在开山辟地的社员那里，社
员也泄了气。没等天黑，工地上的六个组长就
跑到李义丰那里说：“坏啦！大家都把家伙带
回来啦！他们都说：‘要是用那么多料，再有
半年也完不成。’‘眼看就开春啦！要是光弄
这个，耽误了生产，哪来的粮食吃？’”

面对突如其来的困难，李义丰召集村支委
开会。李义丰说：“不管怎么样，水库一定得
修起来。要不，雨季一到，所有料物就会给山
水冲走，那不仅一点好处得不到，还劳民伤
财。”支部委员们都同意了他的意见。接着就
向党团员发出了号召，号召全体党、团员起模
范作用，把大家带动起来。

所有党、团员都响应了支部号召。在党团
员的带动下，全体社员再上山。大家分了工，
挑出了15名社员专管水库工程，5个人负责春耕
春种，其余青壮年负责整地、运料，女社员们
则负责捣粪、送粪、翻地、放蚕等任务。到了
阴历四月，水库终于落成，“地里的庄稼，山
上的牛羊，树上的柞蚕，也都肥壮地生长了起
来”。

这年雨季，山洪沿着山谷驯服地流入水
库，形成了“二十一尺深、十多亩大的湖”。
浇地时，闸门一开，滚滚的水流一直放出三里
半地，一天能浇十亩二十亩。水利改善，使粮
食产量大幅增加，当年石泉湖每个村民的收入
达到了1089斤粮的水平，居于临沂专署的前
列。

水土保持的榜样

1959年12月2日，大众日报以《纵横四千里
干劲盖山河》为题报道了“六边”会议。其中
特别报道了石泉湖村：“几年以前，石泉湖人
民就以治山治水的豪情壮举引起了省委的重
视。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同志曾经两次到过这
里。这次，石泉湖人民，又像接待亲人一样接
待了舒同同志。对于石泉湖人民的干劲，舒同
同志给了很高的估价。舒同同志对大家说，石
泉湖治山治水最早。他们没有水源，但是搞成
了水库，并且搞了三个。过去刷锅水要用三
次，现在水的问题解决了。他们在石头山上栽
树，把石头山都绿化了。他号召大家，都要来
学习石泉湖人民的干劲。”1957年，国务院水
土保持委员会授予石泉湖村“水土保持的榜
样，山区建设的模范”锦旗一面。

1958年3月，与分布在全省各地的53项大、
中型水利建设工程一起，莒南虎园水库动工兴
建。当年7月1日水库建成，控制流域面积72平
方公里，总库容6105万立方米。这时，正逢大
力宣扬石泉湖村艰苦奋斗、整山治水的模范精
神，两年后，虎园水库更名为“石泉湖水
库”，这是莒南县第一座由国家投资兴建的、
真正能称为“水库”的水利枢纽工程。

多年来，石泉湖水库作为一座集防洪、灌
溉、发电、养鱼、供水为一体的综合利用水
库，经历多轮改造，直到今天还在为莒南人民
的生产生活发挥着作用。

山东水库之母 李义丰长子李培全介绍水库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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