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有麓下看沧桑
王王尽尽美美的的名名字字和和功功绩绩镌镌刻刻在在丰丰碑碑上上，，形形象象一一直直活活在在人人们们心心中中，，““尽尽善善尽尽美美””

的的种种子子结结出出硕硕果果
□ 本 报 记 者 杨国胜 张鹏

本报通讯员 李培玉 李芳

寒潮来袭，连续几夜冷风把潍河吹出了
冰。站在乔有山上北望，镜面一样的潍河冰
面与不远处的冬暖式大棚，在太阳照耀下银
光点点。

乔有山是座不足百米高的小山，山下的
诸城市枳沟镇北杏村，是中共一大代表、中
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山东党组织的缔造者
和早期领导者王尽美的故乡。

岁末年初，本报记者来到乔有山下，深
切缅怀王尽美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的卓越功
勋，追思和学习他对党和人民事业坚定执着
的崇高风范，感悟这里的沧海桑田、日新月
异。

“尽善尽美”的种子根植潍河边

“他把自己全部的生命都投身于中国伟
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直至生命的最后
一刻。‘尽善尽美’的种子也根植于潍河
边。”

北杏村坐落于诸城西南与莒县、五莲两
县交界处，村北是一望无际的昌潍平原，潍
河绕村而过，绿了又黄、黄了又绿的乔有山
终年沉默地守在村前。

1898年，王尽美在这里出生。“那时候
的北杏村，四周有高大的围墙，村内有前后
左右四条大街成‘井’字形，人们称为‘棋
盘街’。全村300多户人家，除10余户地主
外，其余都是佃户。王尽美自家没有土地，
租种了地主家的几亩薄田，在为地主子弟陪
读时获得了求学的机会。”诸城市委党史研
究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李海涛介绍。

1918年，一个春末夏初的早上，王尽美
在赴济南求学前，登上乔有山，再次鸟瞰山
下那深宅大院与茅草屋的鲜明对照，远眺村
后迤逦东去的潍河水，脱口吟出了激情澎湃
的诗句：“沉浮谁主问苍茫，古往今来一战
场。潍水泥沙挟入海，铮铮乔有看沧桑。”

来到济南后，王尽美如饥似渴地阅读了
大量进步书刊，极大地开阔了眼界。五四运
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使王
尽美更加积极地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当得
知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
究会后，他即刻前往学习，并成为埠外通讯
会员。1920年11月，他与邓恩铭等人发起成
立“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研
究和宣传新思想、新文化。通过不断学习和
对社会实际的考察以及对各种思潮的比较，
王尽美同志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
共产主义信仰。

1921年春，王尽美牵头创建了济南共产
党早期组织，并于同年7月，作为山东代表出
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
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
大事变”。

为了表达对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理想
的坚定信念，他又满怀豪情地写下诗句：
“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潍水
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并且改名
励志，把原名王瑞俊改为王尽美。

“从此，他把自己全部的生命都投身于
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直至生命
的最后一刻。‘尽善尽美’的种子也根植于
潍河边。”李海涛说。

1922年7月，王尽美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按照大会的有

关要求，建立了中共济南支部，担任支部书
记。在这期间，他奔走于齐鲁大地，积极筹
建党组织，使山东各地党组织得到迅速发
展。在他的领导和帮助下，青岛、淄博、青
州、寿光、广饶等地都建立起中共支部或小
组，党员人数迅速增加，为开展工农革命运
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建融联体凝聚合力

“以党建为媒，打破城乡壁垒、行业界
限，推动城乡要素跨界配置、干部队伍全面
共建、产业发展有机融合。”

顶着寒风，北杏村村民李树德沿着生产
路不时向600多亩大樱桃园里张望。“上周我
们刚清理了坏苗死苗，并进行了补植，又培
土固树和涂白防冻。这几天风大，更要提防
苗木被吹倾斜。”

这600多亩大樱桃园将采用“按揭”付款
的方式承包给农户管理，原来在此种地的农
户优先承包。农户先拿上部分“首付”，剩
余承包款分期付款，前三年不结果时不用
给，盛果期后三年内付清。

“按照目前市场行情测算，大樱桃盛果
期亩产在3000斤左右，按均价35元计算，总
收入能超过10万元。扣除成本费用，亩收入
也在6万元以上。”李树德兴冲冲地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北杏村迎来
新的历史机遇。自1983年担任北杏村党支部
书记以来，高成玉为村庄发展奋斗了近40
年，他现任北杏社区党委书记。

那些年，高成玉带领村“两委”班子敢
闯敢干，办起了多家集体企业，北杏村集体
经济从无到有，从有到强，很快成了远近闻
名的富裕村。

2016年，北杏社区将土地“打包”，组
建了诸城市乔有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
社区集体经济发展新平台，公司采取“公司+
合作社+农户”的模式，牵头建设了千亩设施
农业园区、大樱桃基地、乔有山农业公园等
一批经济发展项目，在带动群众致富的同
时，每年增加集体收入200多万元。

北杏社区发展虽日新月异，不过作为三
县交界处的边缘农村，资本、文化、人才等
依然是短板。为此，诸城市突破“就城市抓
城市、就农村抓农村”的传统模式，以联建
促融合。

“我们引导市直部门单位、城市社区、
企业党组织采取强强联建、强弱联建等形
式，跨区域、跨行业与农村社区网格党支部
建立城乡联建党总支，以党建为媒，打破城
乡壁垒、行业界限，推动城乡要素跨界配
置、干部队伍全面共建、产业发展有机融
合。”诸城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两新组织工
委书记王刚介绍，如今，全市共建立城乡联
建党总支616个，覆盖三分之二的农村社区网
格党支部。

近年来，北杏社区党委以构建“党建融
联体”为抓手，率先实现了社区党组织、自
治组织、经济组织的社区化融合。

诸城市委书记桑福岭时常到北杏走一
走，他认为这片热土有“闯劲”，一些好点
子更容易落地。

“北杏社区正在成为持续创新提升‘诸
城模式’的突破点，当地创新实践的‘按揭
农业’，也成为开展乡村振兴工作的有力抓
手。”桑福岭告诉记者，以北杏社区为代表
的农村，正在推进生产园区、生活社区、生
态景区“三区”共建共享，形成工农互促、

城乡互补、产城融合、共融共生的新型工农
城乡关系，让农民在县域内就地就近过上市
民化生活。

“尽美红色小镇”渐趋成型

“王尽美的生命短暂而永恒，但他的光
辉形象却像一座丰碑永远矗立在我们心头，
如今尽善尽美的革命精神已经代代相传。”

作为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的家乡，枳沟
镇正充分挖掘红色文化资源，打造“尽美红
色小镇”。

诸城是一片革命的热土，涌现出了以王
尽美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志士，他们的精神
一直影响着当地人民。

1月14日晚上9点，气温已降至零下。乔
有山北侧尽美干部学院栏杆上的橘黄色小
灯，照亮与北杏社区相连的柏油路。不时有
锻炼的当地居民和干部学院学员快步走过，
绕着社区广场与干部学院转上一圈。白天，
在北杏社区、尽美干部学院、北杏古街等
地，时常有省内外的游客走一遍“尽美
路”。

这几年，来社区参观学习的人多了，当
地居民越来越清楚“尽美”的价值。“为弘
扬王尽美同志的革命精神，传承‘红船精
神’，我们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建设尽美干
部学院，高质量研磨教育教学，统筹整合王
尽美烈士纪念馆、王尽美故居、乔有山、王
尽美墓地，以及诸城改革开放发展馆、刘家
庄抗战纪念馆等30个教学点，完善了‘初心
起点’‘担当发展’‘勤政清廉’三大教育
板块，丰富了理论、现场、访谈、体验、诗
词鉴赏5种教学形式，力争把学院打造成全省
乃至全国党性教育的一块‘金字招牌’。”
桑福岭介绍。

诸城市还通过加强与济南、青岛、上
海、浙江嘉兴、河北山海关等王尽美工作生
活过地方的沟通联系，建立党性教育联盟，
形成与沂蒙、济宁、胶东教育基地相互衔接
的党性教育链条。

“王尽美的生命短暂而永恒，但他的光
辉形象却像一座丰碑永远矗立在我们心头，
如今尽善尽美的革命精神已经代代相传。”
李海涛告诉记者，七七事变发生后，王尽美
的长子王乃征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村
召集同乡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并成立了
北杏村党支部组织抗日武装，在抗日救国及
解放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王尽美的丰功伟绩已经永载史册，永驻
丰碑。凡王尽美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人们
都为他建馆、立碑、塑像。山东省人民政府
把王尽美在北杏村的故居，列为省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2006年国务院又将其公布为国
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上海一大展览
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山海关铁工
厂展览馆和青岛百年史陈列馆，都以大量篇
幅展出了王尽美的生平事迹和丰功伟绩。诸
城的王尽美烈士纪念馆，成为千千万万后人
凭吊王尽美革命事迹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
青少年教育基地。

丰碑镌刻着烈士的名字和功绩，王尽美
的形象一直活在人们心中。现在，王尽美的
孙辈王明华、王军等继续担起了传承和宣传
的重任，并且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一队伍
中来，让王尽美革命精神的传播和弘扬生生
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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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尽美（1898年－1925年），原名王瑞俊，诸城市枳沟镇北杏村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山东党组织早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为党的创建建和

早期革命活动作出了卓越贡献。

王尽美出生于佃农家庭，在家境十分贫困的情况下，勉强读完小学。1918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预科班。翌年，五四运动爆发，随即投

身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洪流。

1920年1月，出席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任该会在山东的通讯会员。是年初秋，与邓恩铭、王翔千在济南组建“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0年，王尽美与邓恩铭等人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研究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1921年，作为代表参加中共一大会

议，并在当年和邓恩铭发起建立了济南共产党组织，并出版了《济南劳动周刊》。1922年7月中下旬，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至1924年，他先后组建了“平民学会”，创办《十日》杂志，主编《晨钟报》与《现代青年》等报刊，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传。他组织领

导了山海关京奉铁路工人大罢工，领导了秦皇岛、开滦五矿工人总同盟并创建矿工会。

因多年积劳成疾，1925年4月，他带病由北平回到山东，经医治无效而日渐恶化，同年8月19日病逝于青岛。初葬于家乡北杏村，1959年7月迁葬于

济南英雄山革命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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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尽美雕塑前，人们在举手宣誓。(□张鹏 李培玉 李芳 报道)

在北杏社区工作的日子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坚

持“三勤”：即腿勤，坚持走村入户，走进田间地头，走

进房前屋后，拉“百姓呱”，喝“农家茶”，干“农家

活”，真正让老百姓感觉到来了“自家人”；嘴勤，经常

过问村民的邻里关系及需求，向他们宣传医疗、养老、就

业、救助等一系列惠民政策；手勤，随时记录民情民意、

需求诉求。

在王尽美故乡，居民都有素质，都愿意讲理。通过

“三勤”，我与他们彼此架起了一座“连心桥”，群众也

视我为“贴心人”，有话乐意和我说，有事乐意找我办。

赵增恩

老中青三代话感悟

从小就知道村里出了一个王尽美。我时刻牢记尽美革

命遗志，心系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群众的利

益得到体现和维护，我们的工作才有价值。

社区工作绝大部分是平凡、琐碎的，看似简单，而要

把这些简单的事情年复一年都做好，就需要强烈的责任

感。激情是工作的动力，没有动力，工作就难以有起色。

社区工作有时候会让我们感到很辛苦，但是有辛苦就会有

收获，特别是我们能够为群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帮助他

们解决困难，心里会感到极大的满足。

李树德

先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我没有经历过腥

风血雨的战争年代，但却倍加珍惜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

换来的安定祥和的美好生活，我要努力传承革命先烈伟大

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

作为一名社区工作人员要时刻清醒地认识到，在个人

与组织的关系上，一个人的成长和进步离不开组织的培养

和造就；在工作与成效的关系上，一个人肯干事是态度，

想干事是热情，会干事是能力，干成事才是本事。我只有

在社区工作中实实在在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才能逐步得

到提高。

（□记者 张鹏 整理）

张凤娟

诸城市枳沟镇北杏社区党委副书记

诸城市枳沟镇北杏社区干部

诸城市枳沟镇北杏社区党委副书记、

党群服务中心主任

记者手记

党建引领发展路
□ 本报记者 张鹏

十里八村的人，都认“北杏”。三县交界的北杏村历
史悠久。

公元前681年，齐桓公以天子名义召集五路诸侯会于
北杏，出现了第一次由诸候出面主持的盟会，史称“北杏
会盟”。北杏南有群山，北有潍水，自古就有“海岱通
衢”之称。

北杏村位于潍河上游，墙夼水库位于西南侧，是山东
省第六大水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农业机械化水平
较低，像修建水库这样的大型工程基本依靠肩挑手推。那
时农民的生活水平并不高，但任劳任怨的北杏人战严寒斗
酷暑，正是尽美革命精神的体现。

多年来，北杏社区党委统筹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物业
服务中心、志愿服务站、社区农业发展公司等资源，不断
提升社区公共服务、志愿服务、物业服务、民生服务品
质，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发展带来的幸福感。

基层工作较复杂且千头万绪，只有吃准摸透基层的情
况，才能掌握工作主动权。社区党委书记高成玉扎根基层
40多年，他说，“工作中矛盾不可避免，要敢于面对矛
盾、重视矛盾，发现苗头及时处置，靠着打压和不管不
顾，一些纠纷是不会消失的。”他相信绝大多数群众都是
讲道理的，群众服的是“理”不是“权”。

北杏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这里高度重视基层党员干部
队伍建设，尤其是社区党委书记、网格党支部书记队伍，
健全关爱激励机制，创新激励政策，实现工作推进和责任
落实制度化，确保基层稳定发展，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成
组织、宣传、凝聚、服务群众的坚强战斗堡垒。

本版美编：于海员 马立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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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尽美的故乡诸城市北杏村已
发展成为居民安居乐业的北杏社
区。（□张鹏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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