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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亓莹莹

“七一之前，来自全省各地到红色教育
基地参观学习的人已经安排满了。”6月19日，
在莱芜市红色教育基地办公室，工作人员周光
铤正忙着为预约参观学习的对象制定线路。

在山东党的历史上，莱芜有着特殊的地
位和作用。在每个历史时期，莱芜境内都留
下了保存相对完好的革命遗址遗迹。近年
来，莱芜市整合这些红色教育资源，通过不
断挖掘提质，统一布局，构建起独具特色的
红色教育基地。

一段段红色故事向人们娓娓道来。

统筹安排部署 多点穿珠成线

去年7月，以“挖掘红色资源 打造红色
教育基地”为职能的莱芜市红色教育基地领
导小组办公室挂牌成立。他们邀请了中央党
校、省委组织部、省委党校、省委党史研究
室等有关专家学者对全市77处红色教育资源
进行调研。

专家学者们在研讨论证中发现，莱芜涵
盖了从大革命时期到现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红
色文化资源，这是莱芜不同于全省其他地市
的特点和宝贵资源。大革命时期，中共泰
(安)莱(芜)新(泰)区委在莱芜建立；土地革命
时期，中共山东省工委在莱芜建立；抗日战
争时期，山东省委开辟并巩固了以莱芜为中
心的泰山区抗日根据地，莱芜成为鲁中区抗
日根据地的源头；解放战争时期，莱芜战役
在这里打响，15万人拥军支前；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小三线建设集中在莱芜南部山区，
20多家工厂在深山沟里为国防建设备战备
荒；改革开放以后，房干村、郭家沟村等一
批艰苦奋斗的典型不断涌现，坚强的党组织
带领人民走上了脱贫致富的路子。

就在这些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
过程中，莱芜境内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红
色革命遗址遗迹，它们就像散落在鲁中大地
上的一颗颗珍珠，莱芜市将它们穿珠成线，
形成了省内最丰富最系统最完备的红色教育
体系。

整合历史资源 彰显时代价值

盛夏时节，在莱芜市莱城区牛泉镇鹁鸽
楼村，沿着一条斑驳的石板路，就会来到一
座别具风格的清末时期建筑前，门口“山东
省工委旧址”几个大字，仿佛在诉说着那段
艰苦的革命岁月。

1935年冬，在山东省委迭遭破坏、与上
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全省没有党的统一领导
的背景下，莱芜县委书记刘仲莹与济南市委
书记赵健民等人在这里建立了中共山东省工
委，代行省委职责，扛起了山东革命的大
旗。山东省工委成立后，通过艰苦卓绝的努
力，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取得联系，恢复了全
省党的工作的统一领导，从此再也没有中断
过。山东省工委的历史地位突出，意义重
大，去年，莱芜市将其纳入红色教育基地建
设范畴，进行重点打造。

为确保改造效果，市委红色教育基地办
公室撰写了《山东省工委旧址展陈纲要》
《中共山东省工委在莱芜建立的历史基础和
历史贡献》，为展馆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
市区镇联合成立展馆建设、布展设计、史料
整理、实物征集、解说词撰写等工作小组，
经过十几次修改完善，山东省工委旧址教学
点终于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出来，目前，已接
待各类参观学习团体76批次1500余人，赢得
了一致好评。

山东省工委旧址是莱芜市整合红色教育
资源、打造红色教育基地的一个缩影。去年
以来，莱芜市集中力量新建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展馆、山东小三线纪念园、
钢城区9363纪念园、莱钢精神展馆、房干精
神展馆、泰钢精神展馆等8个教学场馆，目
前，已规划建设成以“一核六线多点”为整
体布局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基地。“一核”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展馆和主题党课。“六线多点”即六条
现场教学线路及其对应的教学模块。一是以
“信念如磐 百折不挠”为主题的大革命和

土地革命时期现场教学线路，主要包括山东
省工委旧址、莱芜县委旧址雕塑园、文成书
局旧址等教学点。二是以“浴血担当 中流
砥柱”为主题的抗战时期现场教学线路主要
包括鲁中抗日战争展览馆、茶业口抗日旧
址、莱东抗战纪念馆等。三是以“为民立命

力挽狂澜”为主题的解放战争时期现场教
学线路，主要包括莱芜战役纪念馆、莱芜战
役指挥所旧址、吐丝口战役纪念碑等。四是
以“忠诚奉献 团结实干”为主题的社会主
义建设时期现场教学线路，主要有山东小三
线纪念园、钢城区9363纪念园、莱钢集团展
馆等。五是以“锐意进取艰苦奋斗”为主题
的改革开放时期现场教学线路，主要有房干
精神展馆、泰钢精神展馆等。六是以“叩问
初心 砥砺奋进”为主题的从严治党现场教
学线路，主要有廉政教育中心、预防职务犯
罪警示教育基地等教学点。

用好红色阵地 进行革命教育

今年4月，在莱芜市钢城区，原山东新华

翻砂厂旧址经过规划建设，对外开放。因是
国营9363厂，即称为9363纪念园。

同时，今年是新华翻砂厂第一批老职工
入厂50周年，厂里170多名老员工重返旧地，
重温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曾在这片
土地上奋斗过的岁月。

钢城区9363纪念园作为党员教育的重要
教学基地，在5月份，迎接了省直机关党校在
校研究生的参观学习。市红色教育基地办公
室提供了菜单式定制教学线路，为他们制定
了主题展馆—山东省工委旧址—钢城区9363
纪念园—房干精神展馆的现场参观学习线
路。

“莱芜市将红色传统弘扬好、红色基因
传承好，打造系列主题展馆，为全省乃至全
国开展主题教育提供优质教学资源和活动阵
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庆奎说。

目前，在教学安排上，莱芜市针对不同
培训需求，模块化设计了教学课程，设置了2
至5天的教学套餐，灵活安排教学线路和教学
点，让学员在这里学有成效。据统计，各展
馆已接待320多批2 . 2万余人次参观学习。

按照“一核六线多点”的总体布局，莱芜市整合红色教育资源———

在这里，聆听一段段红色故事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陈晓永 陶德合

6月11日，在莱芜市雪野旅游区茶业口镇
北腰关村，84岁的退休老干部、鲁中兵工厂
创始人宋振温的长子宋德文老人，给记者讲
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流动的鲁中兵工厂的故
事。

鲁中兵工厂于1938年4月在茶业口镇北腰
关村建成，是山东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第一
个兵工厂。

在山东抗日战争打响之前，宋振温在河
北吴桥镇拜牛泗河为师，学习造枪技术。
1938年1月1日，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打响
后，宋振温便来到徂徕山西麓的四禅寺，加
入八路军，并被安排到四支队二中队一班。

随着队伍的迅速发展壮大，枪支成了大
问题。四支队司令员洪涛，要求宋振温秘密
回到茶业区（时称莱芜七区）北腰关村组建
鲁中兵工厂。经过实地考察，筹备组决定把
兵工厂建在北腰关村西山脚下宋家的菜园地
里，宋氏父子五人挖了一个大地窖，地窖便成
了造枪车间。并利用宋家存下的原料，兵工厂
投产了，一批批枪支送到了抗日最前线。

1940年初，鲁中兵工厂职工已突破300
人，从6月份开始，鲁中兵工厂由制造枪支转
产刺刀。为防止人多暴露目标，兵工厂实行
六个生产点分散生产。

兵工厂的迅猛发展，成了日寇的眼中
钉、肉中刺。1940年秋，驻莱城、口镇、博
山、章丘、文祖的日伪军多次联合出动，对
茶业区进行大规模的拉网式“扫荡”，兵工

厂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此，鲁中兵工厂
由腰关等六个制造点全部搬迁到沂蒙山一带
的大崮山上。

1941年7月，日军乘“铁壁合围”沂蒙山
之际，从蒙阴、沂水、新泰纠集千余名日伪
军围攻大崮山。大崮山失守后，宋振温带领
部分军工技术人员，返回莱芜重建鲁中兵工
厂，生产刺刀和步枪子弹，并在职工中进行了
操作规范和技术培训，使生产的刺刀、子弹质
量和数量都超过了山东兵工局规定的标准。

在之后的4年里，宋振温又带领技术工
人，分别在沂源张家旁峪、三岔沟、铁车，
博山镇门峪、珠宝峪、凤宝峪、凤张宅子，
沂蒙山太公峪等地建立兵工厂，并培训技术
工人支援各地兵工厂，为鲁中地区的抗日武
装提供充实的枪支弹药。

八旬老人回忆抗日兵工厂往事———

流动的鲁中兵工厂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亓莹莹

6月7日，在莱芜市莱城区高庄街道办事
处塔子村山东小三线纪念园展馆内摆放着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而这本书正是由山
东人民印刷厂印刷的。

去年，莱芜市整合红色旅游文化资源，
依托山东人民印刷厂，建成山东小三线纪念
园。山东人民印刷厂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小三线”工程在莱芜建设的战备印刷厂，
莱芜钢铁厂、莱芜发电厂、山东汽车修理厂、
山东新华翻砂厂等20多家“小三线”企业由省
革委会和省国防工业办公室统一领导而建。

因建设需符合“靠山、分散、隐蔽”的
原则，莱芜、沂源、蒙阴地理位置条件得天
独厚，又是革命老区，群众基础好，因此，
莱芜成为山东“小三线”建设首选地。

山东人民印刷厂承担过的最光荣的一项
印刷任务，就是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
卷。

曾在山东人民印刷厂党委办公室任职的
程同祯老人回忆，1977年，印刷厂接到山东
省毛主席著作出版社办公室下派的一项政治
任务——— 印刷500万册《毛泽东选集》，并要
求60天内完成任务。

“我们的印刷质量好，全厂职工激动又
光荣地承担了这次印刷任务。”程同祯说。

接到任务后，山东人民印刷厂对全厂职
工生产生活进行周密安排，并迅速投入生产
中。当时，职工生产热情空前高涨，这期
间，没有一位工人请假，没有增加一分报
酬，机器没有出现一次故障，山东人民印刷
厂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印刷任务。

1977年8月，在山东省专门召开的庆祝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发行大会上，山东人
民印刷厂装订车间获得制作先进单位，4名工
人获得先进个人。

“小三线”工程为国家国防建设打下了
坚实基础。因为是战备印刷厂，印刷厂配备
了印刷人民币的凹版印刷机，保证战争一旦
爆发，货币能正常流通。

改革开放以后，山东人民印刷厂依然发
挥着重要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1983年，
山东人民印刷厂承担了印刷20万册《邓小平
选集》第三卷的任务。同时，重印四大名
著、《山东画报》复刊、几十年的中小学教
材、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1981年的高考试
卷，山东人民印刷厂每一次都出色地完成了
时代赋予的印刷任务。

忠诚于党和人民，支援三线建设，莱芜“小三线”建设———

山沟沟里印“毛选”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张鸿儒

6月14日，在莱芜市雪野旅游区雪野镇房
干村村委西南方向山脚下，去年7月建成的房
干精神展馆迎来了第400余批的200多名参观
者。展馆内，讲解员向大家讲述房干人“不
忘初心、艰苦奋斗”的发展历程。

在问天厅，展台上陈列着一件件看似不
起眼的物件，其中两件大小不一的破旧土陶
罐吸引了参观者的目光。讲解员介绍，这是
上世纪70年代老支书韩增旗带领村民治山修
路、筑坝蓄水时，人们随身携带的饭汤罐和
咸菜罐。

在那个艰苦的时期，村里党员群众在山
上施工，有时长达半年都不回家，晚上住在

临时搭建的窝棚里，吃饭全靠家人用绳索来
传递，绳子另一端就吊着装满菜窝窝和咸菜
的罐子，这些是大家一天的饭食。那时，党
支部也把办公地点安在了山上，在这种简陋
环境里坚持工作，如今的房干就是在这样的
环境下，一锤一凿开辟出来的。

两件陶罐，见证了困难时期房干人的艰
苦奋斗精神，也见证了40年后，这股精神依
然在传承。

在榜样厅中央位置，一块巨大的山石吸
引了人们的目光，讲解员介绍，这是掏山洞
建展馆时保留下的真实山体，以作纪念。为
传承房干人艰苦奋斗的这段红色基因，去
年，市里决定建设房干精神展馆。建设期
间，30名工人使用5吨炸药放了3000余炮，并
动用4台挖掘机，夜以继日奋战，从4月底开
始挖洞建设，到完成主体结构、布展完毕并
正式投入使用，仅仅用了不到100天。

“无论是治山治水，还是大力兴办工副
业，以及如今大力发展旅游业，实现绿色崛
起。我们会发现，要依靠群众，勇于战胜一
切困难。”房干村党支部书记韩汝忠说。

如今，房干精神像一面旗帜，一个个房
干式的强村、富村、生态村在莱芜大地上遍
地开花——— 王老村、富家庄村、王石门村等，
它们在房干精神的感召下取得了骄人成绩。

一个饭汤罐、一个咸菜罐，却是“房干精神”的写照———

两件陶罐见证40年奋斗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展馆教学点。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张鸿儒 刘琴 报道

本报莱芜讯 6月19日，莱芜市财政拨付老年
人免费乘车补贴资金1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60周
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坐公交车，保障惠民政策落
实。

1000万元

支持老年人免费乘车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张鸿儒 刘琴 报道

本报莱芜讯 6月19日，莱芜市财政拨付资金
1 . 5亿元，专项用于山水林天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
相关工作。

此次专项资金优先支持重点项目、已开工在建
项目，为推进莱芜生态建设、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提
供坚强保障。

1 . 5亿元支持重点

生态保护修复治理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张鸿儒 冯建华 报道

本报莱芜讯 6月5日，全国普法办公室公布了
第四批全国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先进单位榜
单，莱芜市钢城区入选榜单。

去年，钢城区共调处矛盾纠纷2130余件，调处
率100%，成功率98%以上，深入全区233个村（社
区）解答法律咨询2436人次，参与村级重要决策的
法律审核把关206次以及审查合同协议2300余份。

全国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先进单位是全
国普法办对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的地区
授予的最高荣誉称号。

钢城区荣获全国

法治创建活动先进单位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张鸿儒 高明 报道

本报莱芜讯 6月22日，省档案局公布了第二
批《山东省珍贵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莱芜梆子艺
术档案成功入选。

莱芜市档案局保管的莱芜梆子艺术档案，是原
莱芜梆子剧团1973年至1989年形成的，1991年接收
进馆，计104卷(册)，包括剧本、曲谱、录音、研究
资料、剧照等。这些档案文献系统地反映了莱芜梆
子艺术发展的历程，是莱芜梆子艺术成就和发展的
历史见证。

莱芜梆子艺术档案入选

省珍贵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张鸿儒 刘大伟 报道

本报莱芜讯 6月13日，省人社厅公布了省级
创业型城市(县区)和创业型街道(乡镇)名单，钢城
区被评为省级创业型城市(县区)，莱城区凤城街道、
雪野旅游区雪野镇被评为省级创业型街道(乡镇)。

去年以来，莱芜市积极申报钢城区、凤城街
道、雪野镇创建省级创业型城市(县区)和创业型街
道(乡镇)，并以此为载体，在全市搭建起了集政策
扶持、能力提升、载体孵化、服务助推等于一体的
创业帮扶路线网，提供全过程、多环节的创业帮
扶，取得了创业带动就业的良好效果，营造了“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浓厚创业氛围。

一区两镇街入选

省级创业型单位榜单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张鸿儒 亓亭 报道

本报莱芜讯 6月16日至18日，“齐鲁赛车英
雄会”全国汽摩首届露营文化旅游节在莱芜市雪野
旅游区举办。

来自全国各地的赛车能手、旅行家、摄影家、
美食家等齐聚雪野湖畔，以车会友，以技交友。此
次旅游节包含了汽摩赛事表演、汽摩环湖巡游、音
乐节、美食节、“非遗”展示、莱芜梆子特色产品
展销等系列活动。

汽摩露营文化旅游节

在雪野湖畔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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