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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肖 会
本报通讯员 许文豪

他为英雄刻肖像

“运筹帷幄的彭德怀，忠诚抗倭的张自
忠……林林总总、形神俱备。”在聊城市6旬老
人孟庆云的家里，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工作室
中，这些民族的脊梁、抗战的英雄，都通过孟
庆云的刻刀跃然纸上。

“中国卢沟桥上一声炮响，日军侵略者炮
轰宛平城上……千千万万将士们浴血奋战，中
华民族抗战到底争解放。”这是孟庆云为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所创作的一首诗。

谈起自己制作的伟人和英雄人物肖像时，
孟庆云说：“赵一曼、杨靖宇这些英雄的事迹
为大众所熟知，而聊城本地的一些英雄却不被
人知晓。”所以，在此次的创作过程中，孟庆
云加入了一些聊城本地的抗日英雄，如金方
昌、徐宝珊等。

孟庆云说：“抗日英雄金方昌19岁时被抓
去坐牢，在牢房里用手指蘸着鲜血写下了‘严
刑利诱奈我何，颔首流泪非丈夫’的悲壮语

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70周年，孟庆云将英雄人物的肖
像、事迹、说明以及自己对抗战英雄的感悟都
刻在了板子上。

痴迷板刻艺术几十年

现年61岁的孟庆云，年轻的时候在部队就
养成了坚定和执着的性格。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参加了一个浮雕艺术展，当时展出的栩栩如
生的艺术形象使他萌发了在五合板上刻画的想

法。每到空闲的时间，孟庆云就把自己关进屋
里创作板画，起初手背上被刻刀划得伤痕累
累，五合板刻坏的就有几箩筐。经过不断钻研
和摸索，孟庆云终于掌握了油漆、上色、晾
晒、磨光等20多道刻板工艺。为了在板刻的道
路上更进一步，他把大部分工资拿出来买书
籍，去西安兵马俑、洛阳龙门石窟、湖南长沙
韶山参观学习，假期里，孟庆云放弃了探家的
机会，而是在部队里继续搞创作。

1998年8月，孟庆云转业到聊城市统计局工
作。他继续保持对板刻艺术的痴迷，将自己家

的储藏室用于板刻画的晾晒，就这样，孟庆云
业余时间就在“工作室”里埋头苦干。

几十年来，孟庆云在刻板画的艺术道路上
不断探索，创作了古代人物、著名诗人、十二
生肖、人文景观、毛泽东系列作品等风格迥异
的作品，作品和诗歌册集先后被井冈山革命历
史博物馆、西柏坡革命纪念馆等多家收藏。曾
有位外国古董商想以2500美元购买“一唱雄鸡
天下白”毛主席画像，孟庆云断然拒绝。他满
怀深情地说：“板刻作品只送给真正喜欢艺术
的人，我从来不想以此赚钱。”

“灵感”来源于生活

“板刻是个精细活，它不仅需要体力充
沛，还将眼、心、手、笔都融合在一起，一幅
好的板刻作品要经过构思、选板材、绘画、刀
刻、油漆、上色、晾晒等24道工序，作品完成
后，再用框装裱起来。板刻艺术作品集美术、
技术、欣赏、教育于一体，需要天赋和灵
感。”孟庆云说。“立刀深化、撇刀有力、翻
刀自然、运刀错落、勾画轻巧、涂漆清淡、晾
晒适度、上色均匀、装饰平展”，这是孟庆云
总结出的36字“孟氏板刻法”。

每一幅作品都需要“灵感”，没有灵感，
创作寸步难行。在孟庆云不足10平方米的工作
室内，记者看到书架和橱子上摆满了各种时期
的伟人和英雄的形象，幅幅传神。在业余时
间，孟庆云经常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成为旧
书籍、杂货市场的常客。有一次，孟庆云在集
市上看到一位老人有“毛主席在西柏坡”、
“毛主席去安源”等“文革”时期的壁纸画，
他如获至宝，二话不说便买了下来，回家后细
心擦拭，摆放在书桌上。为了及时记录下创作
灵感，孟庆云常常把笔和纸放在身上，一有灵
感，他就立即记录下来。截至目前，孟庆云已
经创作出300多幅板画，在创作板画的同时，孟
庆云还会将自己的心得体会写下来，现在已经
写了30余万字，准备出版成册。

□ 本 报 记 者 杨秀萍
本报通讯员 徐 丽 李凤国

近日，在聊城市东昌府区道口铺办事处
王月河村一处小院子里，抗日战争亲历者、
东昌府区民政局优抚对象、96岁的宋山云老
人，向记者讲述了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他所经历的辛酸往事与抗战故事。

被抓壮丁，受尽欺侮

1939年10月，日军用两枚小钢炮打掉了堂
邑县城（现东昌府区堂邑镇）的西北角楼，
城墙被打开一道豁口，日军很快从北关攻
入，占领了堂邑县城。城里的老百姓都吓得
向西城门跑去，挤死踩死者不计其数，从
此，附近村庄的百姓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那时候的宋山云还没有名字，他家穷，
他在家中排行老三，生下来，家人就一直喊
他“三儿”。

王月河村离堂邑县城只有十里地，日伪
军隔三差五地就进村扫荡。因为离县城近，
日伪军还经常到村子里来抓壮丁，宋山云就
多次被抓壮丁，去修补城墙，建工事，给的
饭食根本就填不饱肚子。这还不算，日本人
看谁干活不出力，走上去就给一枪托。同村
的宋小七在干活时，被一个脾气暴躁的日本
兵殴打辱骂，那个日本兵竟然用刺刀在他背
上捅了三刀。奄奄一息的宋小七被日伪军抬
着扔到了沟里，宋山云和同村的村民趁着天
黑，把他从沟里背回家去，在床上趴了两个
月，总算是捡回一条命来。

走投无路，逃荒东北

自从日本人来了以后，老百姓每天都生
活在恐惧之中。男人们被抓壮丁去给日本人干
活，也没有时间搞生产，地里收成越来越差，好
不容易收点粮食，也被日伪军抢夺而去。

1943年夏，鲁西地区大旱。老百姓家里
都揭不开锅了，树叶、树皮被扒光了，只剩
下光秃秃的树干挺立着。地里的野菜都被挖
光，连草根都很难挖到了，饿死的百姓不计
其数。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宋山云的父母
相继因饥饿而死。这个一米八几的汉子，在
父母的坟前嚎啕大哭。

不能继续留在村里了，宋山云和同村7个
年轻人商量，去东北逃荒吧，总得找条活路
啊。妻子嫁到这个一贫如洗的家还不到一
年，就迎来了离别。宋山云没有想到，这一
次离开竟然是他和妻子的永别。

当年8月，鲁西地区迎来了大雨，十几天
的大雨，让鲁西境内的卫河、漳河、滏阳
河、滹沱河等河流水位暴涨。就在这个时

候，驻扎在临清的日军在水中投放了霍乱病
毒，决堤后，洪水淹没了村庄和农田，洪水
所到之处，瘟疫横行。得病的人上吐下泻，
几个小时内就会不治而亡，许多村庄一夜之
间就会死亡上百人。这便是日军发动的鲁西
细菌战，1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形成了涉
及莘县、冠县、聊城、堂邑4个县10余个区
1000多个村庄的“无人区”。

参军入伍，跟党打天下

宋山云和同村伙伴一路乞讨，辗转到达
沈阳。为谋生，到处找工作，后来又被日本
人抓到煤矿里去挖煤，不仅要承担繁重的工
作量，还要忍受日本监工的拳打脚踢。

宋山云忍受不住了，在一个深夜偷跑出
来，正好遇到了附近打游击的八路军。以前
曾有八路军在老家的村子里训练过，八路军
纪律严明，专为老百姓着想。宋山云见到八
路军就像见到亲人一样，他带着八路军把煤
矿里的伙伴们解救了出来，并发誓再也不给
日本人干苦力活儿了。

1945年初，宋山云正式参军入伍，成为
东北抗日联军的一名战士。白天，他跟着部
队训练、打鬼子，晚上，他在部队识字班里
学习读书识字，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学会了
识字，并给自己取名叫宋山云。

日本投降后，宋山云跟随部队收缴日军
的枪械。在收缴一个偏远据点枪械时，日军
没有收到上级命令，拒不缴枪，双方发生了
激烈的枪战。宋山云同村的一个伙伴不幸被
流弹击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愤怒的宋山
云和战友们全歼了据点里的日军。

赶走了日本侵略者之后，宋山云又跟随
部队南下，参加了解放战役，天津、北京、
开封……海南岛，足迹踏遍了祖国大地。
1950年，解放海南岛之后，思乡心切的他复
员回到了家乡聊城。现在，老人在当地政府
的照顾下安享晚年。

□ 本 报 记 者 孙亚飞
本报通讯员 赵永斌 陈秋实

有着70年党龄的李建格老人，参加过抗
日战争、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后随四野南
下。他1958年转业回家，现属于当地民政部
门的优抚对象。近日，这位年近九旬的老
人，向记者重温了70年前的抗战生涯。

1926年3月，李建格出生在高唐县尹集镇
王庄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40年，刚满14岁的
他在东北参加了抗日队伍，成了部队里年龄
最小的战士。虽然他当时年龄很小，但是凭
借着自己的机智勇敢，李建格很快成了连队
的侦察排排长。

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苏军开始进攻我

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八路军第三野战
军联合苏军，在吉林省敦化县老爷岭对日军
展开伏击战。在这场伏击战中，八路军第四
野战军协同作战，此时李建格是第四野战军
43军侦察排排长。

据李建格老人回忆，八路军在东北有很
好的群众基础，李建格带着侦察排去搜集情
报时，从群众那里得知了敌人动向，随后向
上级进行了汇报并决定在老爷岭对敌人进行
伏击。日军分六路进军，闯进我军伏击圈
后，我军在老爷岭稻田地里与日军展开激
战。苏联军队有五六百人与我军联合作战，
并出动飞机与日军军机空中激战，击退了敌
人的数次进攻。“后来因为弹药不足，我军
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战。”李建格回忆道。

“当时双方都杀红了眼，我军以很小的
代价重创了日军。”李建格说，“当兵的越
是豁出命去越能退敌，越是后退越会被敌人
打。”在这次战斗中，日军首次出动了近五

千人，加上后续支援部队有上万人参与了战
斗，我军在此次战斗中几乎全歼敌军。战斗
胜利后，李建格随部队继续追击日军，战斗
一直打到了黑龙江。

老人告诉记者，随着抗战胜利曙光的到
来，国民党反动派对在抗战中成长起来的八
路军部队如鲠在喉，掀起了反共高潮。老人
在这个时候随部队南下，又开始了解放战争
的征程。

现在的李建格老人，经常给身边的人讲
起以前的故事。他常说：“现在的好日子来
之不易，要好好珍惜。”老人的战斗经历也
影响着周边的许多人。李建格的孙子李军告
诉记者：“小时候爷爷经常给我讲战斗故
事，教育我爱国，说共产党好，解放中国很
不容易。我在这个环境中长大，受到了很多
熏陶，会认真继承和弘扬爷爷的抗战精神，
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

□记者 高田 报道
本报聊城讯 8月16日，孔繁森纪念馆

展厅内聚集了不少书画爱好者和书画名家，
来此观看画展。由省文联和聊城市文联共同
主办的“书画同源”当代名家邀请展在聊城
举行，此次画展共展出作品200余幅，将持
续到24日结束。

尽管天气炎热，但孔繁森纪念馆展厅内
仍吸引了众多的书画名家和书画爱好者。据
了解，此次画展共有70多位书画艺术家参
展。正值暑假期间，许多美术、书法等艺术
专业的学生也闻讯前来参观。

□ 迟庆斋

《人民日报》于8月10日、11日连续刊
发了《手握权力 不谋私利》、《身居高位
爱民深》的文章，追记青海省原副省长尕布
龙。尕布龙从普通的牧民到革命队伍中的一
员，从党的基层干部到青海省委常委、副省
长，从退休的老干部到植树造林的副指挥
长。他一辈子只惦念百姓疾苦，只想让荒山
变绿，他疼爱的女儿至今还是一个普通牧
民，在草原上放牧。这就是尕布龙的人生轨
迹。这是一座无形的精神丰碑，镌刻着一位
领导干部全心全意服务人民的光辉境界。

尕布龙毕生笃定理想信念，矢志不渝。
他把自己坚定的理想信念，化作了一心一意
为党和人民事业终身奋斗的实践，他始终把
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1992年，尕
布龙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下
来，但退而不休，决定上山植树。他坚定地
说：“党把我从一个放羊娃娃培养成领导干
部，我要尽最后一点力，为子孙后代留一片
青山。”66岁的尕布龙带领民工修路、整
地、育苗、栽树、浇水。他风餐露宿，披荆
斩棘，开始了植树造林的新事业。从此，青
海省南北两山的角角落落都留下了他的身
影，一年四季，尕布龙在南北两山的沟沟梁
梁上奔波。春天种树，夏天防洪，秋天管
护，冬天防火。在尕布龙的带领下，累计完
成了4万多亩的造林工程，栽植各种树苗
4000多万株。

尕布龙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
仰望尕布龙，我们不禁扪心自问，在理想信
念方面同他的差距有多远？尕布龙从放下牧
鞭走进党政机关的那一天起，就对自己说，
不能忘了养育自己的草原和牧民群众。他说
到办到，一辈子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不论在哪里工作，尕布龙心中都装着乡亲。
下乡检查工作，他的车从没空过，经常给农
牧民捎带树苗、饲料、猪仔、羊羔，甚至砖
头。退休后在山上植树造林的10年间，每一
个春节的初一至初三都是他上山值班。当万
家灯火通明，家家户户吃团圆饭的时候，这
位老人却坚守在南北山的林区。

尕布龙手握权力，不谋私利，一生清正
廉洁，两袖清风，铸就了共产党员的高洁品
行和操守。尕布龙常说，权力来自百姓，只
能服务百姓，绝不能谋取私利。他的亲戚没
有一个因他而沾过光。尕布龙担任省级领导
后，人们劝他将家属转为城镇户口，他不表
态。有人提醒他将家里人迁到省城，给在老
家放羊的女儿安排工作，他还是不表态。他
的妻子直到去世还是牧民，女儿格格丽至今
仍在牧区放羊。儿子尼玛才仁结婚时，收到
父亲的结婚礼物是“约法三章”：一不能请
客，二不能收礼，三不能放鞭炮。1990年，
尕布龙的外孙报考湟源牧校，仅仅差2分。
当外孙拿着成绩单，找外公求助时，吃了闭
门羹。尕布龙说：“坚决不行，差1分也是
差，要么继续上学复读，要么去当兵。”外
孙委屈地哭了，从此再也没有找过外公帮任
何忙。

尕布龙当了22年省部级干部，经常到全
省各地的农村牧区调研，他从未向当地党政
部门打过招呼，更不允许其他同志背着他事
先通知接待。无论在什么地方吃饭，他都要
付三个人的餐费：自己的，还有司机、秘书
的。哪怕是在村干部家里吃一顿饭，他也要
给饭钱。他常说，一顿饭绝不是小问题，在
战争年代，我们党的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
针一线，一心一意为人民。现在搞现代化建
设，更不能多吃多占，否则就会败坏党风，
丧失民心。这是何等的浩然正气！仰望尕布
龙，我们要深刻剖析自己，在廉洁自律、俭
以养德方面同尕布龙的差距有多大，从而严
守党纪国法，把廉洁自律转化为内心的自觉
遵循，时刻保持自重、自警、自省、自励，
常修立身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
心，更好地校正人生追求，升华思想境界。

身居高位，心系百姓。尕布龙始终保持
牧民本色，永远把普通群众拥在怀里，放在
心底。他活着，人们为他竖大拇指；他去世
了，人们由衷地呼唤他，希望出现更多的尕
布龙式的好干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正
在开展，尕布龙是一面镜子，也是实实在在
的榜样。

(作者系聊城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尕布龙：

党员干部的一面镜子

“书画同源”

当代名家邀请展

在聊城举办

6旬老人板刻英雄肖像
风格迥异、栩栩如生，用板画留住抗战记忆

96岁老人讲述战火纷飞的抗战故事———

宋山云：跟着共产党打鬼子

老侦察兵李建格忆抗战：

豁出性命重创敌军

◆6旬老人孟庆云，对板刻艺术情有独

钟。几十年来，他不断探索创作了古代人物、

著名诗人、十二生肖、人文景观等风格迥异的

作品，作品和诗歌册集先后被井冈山革命历

史博物馆、西柏坡革命纪念馆等收藏。今年，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孟庆云又制作了英雄人物肖

像，其中不乏聊城本地的抗日英雄。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70周年。聊城作为革命老区，在
抗日战争中，众多仁人志士浴血奋战，用鲜
血和生命捍卫了国家、民族的尊严。抗战胜
利70周年纪念日前夕，本报记者专门采访了
两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听他们讲述在
硝烟中保家卫国的往事，抚今追昔，展望未
来，并向他们致敬！

编者按

■向老兵致敬

▲7月26日，宋山云展示自己的军功章。
□王登虎 报道

▲8月15日，孟庆云在工作室里认真雕琢刻画。
□许文豪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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