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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不得有多少次走进沂蒙了，每一次都
感动。这块神圣的土地是《大众日报》诞生
地，这里有我们的根脉。6月13日至16日，我
参加了由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省作
协联合主办的“长歌颂沂蒙——— 沂蒙精神代代
传”文学创作采风活动，又一次“回家”，接
受精神洗礼。
  在孟良崮战役纪念馆，我急急忙忙地去寻
找那块“送军鞋”的展板，这是我第二次看
到，掏出本子，又抄了一遍展板说明。
  展板说明很短。全文如下：“杨化彩，蒙
阴县野店区烟庄村的一位普通农妇，与四岁的
儿子相依为命，家里一贫如洗，接到送军鞋的
任务后，她从惟一的褂子上撕下大襟用来做军
鞋的鞋面。到了收鞋的时间，儿子抱着四双军
鞋，穿着盖不过肚脐的小褂，依偎在妈妈身
旁，许久舍不得把鞋放下。村里人都知道，这
孩子长这么大，还没穿过一双鞋呢。”你看，

四岁的孩子去送军鞋，许久都不舍得把鞋放
下，因为他生下来就没穿过鞋子。这就是沂蒙
的“红孩子”。沂蒙的红嫂们自己的孩子没有
穿过鞋子，却要做军鞋给子弟兵。这就是沂
蒙人。
  四岁的孩童尚不能理解战争的意义，却
本能地知道这些鞋子无比珍贵。他或许不明
白为什么母亲要拆解自己的大襟褂子，却能
感受到那些布料经过母亲双手的摩挲后，变
成了某种神圣的物件。这个细节浓缩了沂蒙
精神的本质：在最极端的匮乏中，人民依然
选择奉献；在最深重的苦难里，群众依然坚
定支前。“最后一块布做军装”不是抽象的
标语，而是杨化彩撕下的衣襟，是她儿子紧
抱军鞋的小手。
  在快节奏的红色教育中，我们需要宏大叙
事，也别忽略了那些让历史真正鲜活起来的微
观场景。杨化彩儿子的故事之所以戳人心窝，
正因为它展现了奉献最原始的状态——— 不求回
报，甚至不求理解，就是将最珍贵的东西给予
最需要的人。这种情感纯度，恰是今天重温沂
蒙精神最应珍视的遗产。

  盯着展板，我在想，要让沂蒙精神代代
传，一定要慢下来，再慢下来，耐心地去看，
去体味，千万不能走马观花。其实，如果留心
了，你会有新发现，有惊喜，你会发现“热
点”边上还有“冰点”，故事就在历史的皱褶
里。在沂蒙大地，可以说，每一寸土地上都留
下了先辈的足迹，每一寸土地下都埋藏着感天
动地的细节。沂蒙大地是一个富矿，深入挖掘
会挖出闪闪发光的金子。如今，沂蒙精神在沂
蒙大地绽放出的新时代风采，恰恰说明了这种
精神能超越国度、跨越时空，富有持久魅力，
具有当代价值。
  三年前，我把这个“送军鞋”的故事写入
小说《芝镇说》中，刻意保留了孩子手指触
碰鞋面时的战栗感。这种战栗，是岁月无法
磨灭的情感化石，是沂蒙精神最动人的载
体。沂蒙红嫂、红歌大家耳熟能详，《沂
蒙》《红嫂》《沂蒙六姐妹》《蒙山沂水》
等作品，都有展现。我看了“送军鞋”展
板，突然想，我们的艺术家也别忽视了沂蒙
的“红孩子”们。或许有朝一日，当舞台上
的小演员赤着脚走向妇救会收鞋处，将母亲做

的鞋子递出又收回，经过内心的一番挣扎，再
递出时，观众会懂得——— 革命的胜利，从来都
不只是枪炮的较量，更是无数如此微小人物付
出的总和。
  在蒙阴的街道上漫步，我继续在想，孟良
崮战役发生在1947年5月，如果这样算，杨化
彩的儿子当年4岁，他应该生于1943年。如果
这个孩子还健在的话，他今年82岁。他在哪里
呢？如果他还健在，我想说：“大爷，我想采
访您。”我真想听他讲述母亲当年在油灯下飞
针走线的夜晚，问他是否记得自己第一次触摸
到完整鞋子的感受。这种寻访不仅是对个体的
历史打捞，更是对集体记忆的细节修复。在沂
蒙六姐妹、红嫂明德英、祖秀莲、王换于等英
雄叙事之外，那些没有名字的“红孩子”们同
样构成了革命洪流中的细小支流。他们可能记
不清战斗的号角，却永远记得母亲熬红的双眼
和手中传递的温暖。进一步说，挖掘这些细
节，不是为沉湎过去，而是为让今天的我们理
解：党群、干群、军民关系的真谛，就藏在
“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每一个具体生命经
验中。

“送军鞋”的那个小男孩在哪里？
——— “长歌颂沂蒙”札记之一

□ 逄春阶

第五届“梨花杯”青少年

戏曲教育汇报演出举行
  □ 通讯员 王蒙 报道
  本报讯 6月6日至7日，第五届“梨花杯”全
国青少年戏曲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优秀成果汇报
演出在山东艺术学院长清校区大剧场举行。20余个
学生优秀节目分为两场登台展演，参演剧目涉及京
剧、昆剧、蒲剧（蒲州梆子）、越剧、豫剧、粤
剧、吕剧、锡剧、柳子戏、山东梆子、湖北越调等
10多个剧种。
  本届“梨花杯”展示活动设学生个人展示（京
昆青年组、京昆少年组、地方戏青年组、地方戏少
年组）、学生集体展示（京昆剧目组、地方戏剧目
组、戏曲器乐演奏组）和教师示范课等组别，共收
到26个省（区、市）83所院校的282个学生节目、48
节教师示范课，遴选出39所院校的101个学生节目
和15个教师示范课进入终评暨现场展示环节。
  本届“梨花杯”是首次在北京以外的城市进行
现场展演，将持续全年，上半年集中于“推”和
“评”，下半年聚焦“演出”和“研讨”。截至目
前，本届“梨花杯”抖音平台总曝光量已达1444.8
万次，直播观众达240余万人次，“梨花杯”话题
页观看量达326.4万次。

《今天你会有好事发生》

登顶读书飙升榜
  据微信读书最新数据，序诗的《今天你会有好
事发生》以84.1%的推荐值位于读书飙升榜榜首。
该书是202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序诗，
“95后”写作者，自媒体创作者，其以灵动的笔
触、独特的视角挖掘生活里的快乐瞬间，带领读者
忘掉昨天的不快，过好当下，把握好当下的每一个
小确幸。阅读本书，能清晰感受到：作者以富有生
命力的文字分享小人物的快乐法则、提升幸福感的
秘诀、通达自信的人生态度。
  《悉达多》居榜单第二。《悉达多》是德国作
家赫尔曼·黑塞创作的中篇小说，副标题为“一首
印度的诗”。该书以印度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主人
公悉达多一生的思考与追寻。
  《起初·纪年》居榜单第三。《起初·纪
年》是四卷本长篇小说《起初》中的一卷。本卷
取材自汉武帝故事。作家王朔以大众熟知的历史
为出发点，将自己的情感与思想安放其中，凭借
丰富的想象力，讲述了从汉武帝亲政到去世近五
十年的人生，并刻画了那个时代众多立体饱满的
人物。

《新·驯龙高手》

居电影热门榜榜首
  据豆瓣最新数据，《新·驯龙高手》居电影热
门榜榜首，实时热度64.4万。《新·驯龙高手》是
迪恩·德布洛斯执导、编剧、制片，梅森·泰晤
士、妮可·帕克、杰拉德·巴特勒等主演的真人电
影，于2025年6月13日在北美地区和中国同步上
映。影片讲述小嗝嗝（梅森·泰晤士饰）偶然遭遇
传说中的夜煞没牙仔，并与之建立深厚友谊，进而
打破两大族群间的隔阂，携手寻求和平的故事。将
《驯龙高手》改编为真人电影面临一个独特的挑
战，导演迪恩·德布洛斯介绍：“选角的最大挑战
在于把握角色精髓而非外形模仿，尤其是年轻演员
部分。”
  《疾速追杀：芭蕾杀姬》以32.1万的热度居榜
单第二。该片是由伦·怀斯曼执导，安娜·德·
阿玛斯、安杰丽卡·休斯顿、基努·里维斯等主
演的动作惊悚片，于2025年6月6日上映。该片时间
线设定在《疾速追杀3》和《疾速追杀4》之间，讲
述了一个年轻女刺客在家人被杀后寻求复仇的
故事。
  《碟中谍8：最终清算》居榜单第三，实时热
度为29.8万。该片是《碟中谍》系列的第八部，由
派拉蒙影业公司、Skydance Media出品，克里斯托
夫·迈考利执导，克里斯托夫·迈考利等编剧，
汤姆·克鲁斯、海莉·阿特维尔等主演的动作
电影。

《长安的荔枝》

领跑电视剧热播榜
  据腾讯视频最新数据，《长安的荔枝》领跑
电视剧热播榜，该剧由曹盾、高翔执导，马伯庸
担任故事顾问，雷佳音、岳云鹏领衔主演，郭
涛、韩童生友情出演，窦骁、张天爱等特别出
演。《长安的荔枝》根据马伯庸的同名小说改
编，主要讲述了大唐年间，籍籍无名的长安小吏
李善德被人设计，无奈接下送荔枝的高难度差
事，从岭南到长安跨越千里，在极限时间和艰苦
条件下完成任务的故事。
  《陷入我们的热恋》居榜单第二，是由柳广
辉执导，刘浩存、王安宇领衔主演的浪漫偶像青
春成长剧。该剧改编自耳东兔子同名小说《陷入
我们的热恋》，讲述了“直球歪打的甜拽酷妹”
徐栀和“自我攻略的娇气拽王”陈路周之间从暧
昧期的极限拉扯，到确认关系后双向奔赴的浪漫
纯爱故事。
  《绽放的许开心》居榜单第三。

  （□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亓康硕 整理）

泰西“磨刀”

　　战争，不只是钢铁的碰撞，更是智慧的较
量、信息的博弈，而情报正是这场博弈中最锋
利的刃。 1939 年4月初，八路军一一五师在代
师长陈光、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率领下，以东进
支队的名义挺进山东，进入泰肥山区。为加强
泰肥地区对敌情报工作，实现对泰西各县情报
站的统一领导，东进支队与中共泰西特委决定
“磨刀”——— 在泰西抗日根据地中心地带组建
情报总站，由东进支队、泰西军分区司令部及
中共泰西特委三方统一领导，时任肥城四区
（今属王庄镇）中共闫屯村地下党支部书记郭
长灿接受了这一重任。
　　据郭长灿回忆，当时四区区委委员桑德茂
陪同侦察参谋袁振生来到他家，传达上级指
示：在闫屯村设立情报总站，由郭长灿担任站
长，负责筹建情报总站。郭长灿接受任务后，
在全村党员中挑选了孙吉领、郭长甲、郭长
信、庞甲廷等同志为情报员，办公地点设在其
住处，对外是镇公所，对内是情报总站。
　　总站成立以后，六支队侦察参谋张建帮召
集情报总站的同志开会。参加会议的有肥城站
站长陈杰、泰安站站长陈文英、东平站站长万
金章、平阴站站长梁广印、长清站站长鲁超。
会上，宣布各县情报站改为分站，归总站领
导，并明确郭长灿为总站站长。
　　情报总站的建立，加强了整个泰西地区的
情报侦察、收集和传递工作，及时、准确地为
我党我军提供了各类有价值的情报，对有效打
击敌人、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发挥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
　　1939 年 12 月，东进支队司令部为加快各
站的情报传递速度，并确保情报总站的安全，
决定在总站开设一个自行车修理铺。这样，既
能以修自行车为名作掩护，便于各站来往联
系，又能加快情报传递速度。 12 月的一天，
上级通知郭长灿前往司令部，侦察参谋张建帮
接待了他，并带他与政委石新安见面。石政委
对他说：“为了使总站更有效地开展工作，司
令部决定拨给六百元（伪钞），开设自行车
铺。你回去要抓紧筹备，越快越好。”
　　回去后，郭长灿立即与李云焕、曲振甲、
项九渠等几位可靠同志，筹办起了自行车修理
铺。各地的情报人员就装扮成商人，以谈生意
做买卖的名义往来于泰安、肥城、长清、平
阴、宁阳、汶上等地，没多久就摸清了这些地
方敌伪的分布情况，并绘制了大量详尽的敌军
工事部署图，为我军作战提供了有力保障。
　　如今，肥城市档案馆还珍藏着泰西地下情
报总站以“自行车铺”为掩护开展工作时使用
的部分工具，包括修理自行车使用的锉、活扳
子、套丝扳及藏放情报的笔筒各一件，另外还
珍藏着情报员使用的武器，一支手枪、三把七
星短剑。

频频利刃出鞘

　　情报工作虽没有硝烟，却处处是战场；没
有号角，却时刻在冲锋。 1939 年冬天，石横
有个叫郭长河的人，带着点心突然来郭长灿家
认族亲。当时，郭长灿并未注意他。之后的一
天下午，郭长灿接到“敌人准备扫荡”的情报
后，去南场告诉动委会的同志们，此时正值我
党的自卫队下操，儿童团在那里唱歌。郭长灿
突然发现郭长河也在这里，不觉心里起疑，便
悄悄上前观察，只见对方在人群里嘀咕了一
阵。郭长灿一边往回走，一边思忖：这人肯定
不是好人。正走着，迎头碰上武工队队长邵洪
法同志领着地委书记袁振、组织部长万里和县
工作队成员董志刚等从东边来了。
　　郭长灿向领导汇报了郭长河的突然来访和
可疑之处，引起了同志们的注意。袁振问：
“他走了吗？”郭长灿说：“还没有。”话音
未落，郭长河进来了。万里同志先发制人，抽
出枪来指住了郭长河的脑袋，喝令他不准动。
董志刚趁机找来了绳子，把郭长河捆了个结
实。经审问，郭长河供认他是敌人派来侦察我
军情况的特务。这天晚上，为了安全起见，袁
振和万里等同志转移到前于庄住了一夜。由于
及早发现了敌情并采取了必要措施，避免了
损失。
　　除了在本地活动，情报总站的同志还要
“飞行”作战。 1940 年3月，六支队首长决定
拔除张店日伪据点，以打击敌人，巩固抗日根
据地。在攻打张店日伪据点之前，平阴情报分
站站长梁广印等几名情报员深入张店一带，侦
察敌情，绘制了地图，为我战斗部队提供了可
靠的情报。战斗打响后，我方情报员又及时报
告了敌人增援的情报。由于情报准确、及时，
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此役打死日军二十余名，
并烧毁了日伪据点。此后，敌人再也不敢在张
店安设据点。
　　1940 年8月，泰西情报站在初露锋芒后，
频频利刃出鞘。当时，安驾庄的情报员送来情
报说，安驾庄据点的日伪军要在杨树林接运军
用物资。与此同时，安临站的情报员送来情报
说，安临站的日伪军要运送军用物资到杨树林
去，安驾庄和安临站的情报员都是我们打入敌
人内部的“内线”，情报比较准确可靠，此情
报随即被送到军分区，首长们经过分析研究，
决定在杨树林打一个歼灭战，以消灭敌人，缴
获军用物资。此役由于情报准确，我军抓住战
机，打死日军四十余名，缴获轻、重机枪各一
挺，军用物资二十余车。

百折不挠，淬火成钢

　　情报网络仿佛一台机器，内有数个大小不
一的齿轮在啮合，交替驱动。由于地下工作所
特有的复杂性、危险性、秘密性，留存下来的
历史资料较少。现在的党史研究者只能从侧面
还原党组织的地下斗争和情报工作。目前能确
定的是泰西情报站与济南平阴、长清，泰安
东、北两区的交通情报联络站保持联系。
　　1940年4月，郭长灿调六区任组织委员
后，情报总站的工作由庞甲廷代理。时年，庞
甲廷仅十八岁。不久，情报总站接到肥城、平
阴、东平、宁阳、汶上五个县关于敌人增加兵
力、准备扫荡的情报。当天下午，庞甲廷派十
六岁的情报员李云焕去岈山我分区司令部和地
委专署送情报。晚上八点左右又接到情报说，
敌人已经出发。庞甲廷十分焦急，说：“出发
的同志没有回来，不知分区和地委接到我们的
情报没有，真是急人！”
　　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曲振甲挺身而
出：“我去司令部。”他把情报放在车把里，
飞车而去。第二天拂晓，又有情报说：东平夏
谢的敌人向东出发，宁阳的敌人向北运动，平
阴的敌人向西南进军，肥城的敌人向南窜犯。
　　庞甲廷急得浑身是汗，担心司令部接不到
情报。负责修理自行车的项九渠说：“我去司
令部！”庞甲廷拉住他说：“你在这里看家，
我去！”说罢骑车而去。庞甲廷刚走不久，李
云焕汗流浃背地回来了，项九渠迎头便问：
“司令部转移了吗？”李云焕上气不接下气地
说：“司令部接到我们的情报转移了，跳到敌
人的圈子外面去了。”项九渠松了一口气。
　　李云焕没见到庞甲廷，急问：“甲廷
呢？”项九渠说：“他刚走，去司令部了。”
李云焕大惊失色道：“不好，东山上布满了敌
人。”他二话不说，蹬上车子去追庞甲廷。他
追到麻子峪山根，眼巴巴地看着敌人截住了庞
甲廷。李云焕见势不好，掉转车头往回跑。敌
人朝他开了枪，子弹在头上呼啸而过。他机智
地摆脱了敌人的火力追击，沿着山沟飞奔
而回。
　　敌人“扫荡”过后，党组织派人到战场收
尸时，发现侦察员老牛、曲振甲和庞甲廷的尸
体相距不远。后来得知，老牛和曲振甲是在完
成任务返回总站的路上和敌人遭遇而牺牲。庞
甲廷牺牲后，敌人从他身上搜去情报，得知自
行车铺是我党的情报站。不久，敌人疯狂地破
坏了我们的情报站，抢走了车铺的全部财产，
并捕去了情报员孙吉领和郝保森。
　　在情报站遭到破坏，情报员不幸牺牲的情
况下，情报站的工作人员百折不挠，淬火成
钢。 1940 年7月，组织派郭长灿重新组建情报
总站后，很快恢复了泰西的情报网。全体情报
人员不畏艰险、舍生忘死地工作，继续进行各
项情报的收集、传递任务……

  □ 本报记者 卢昱

　　“边家院的敌，昨日由大
王庄回去向东向十余名，向泰
安去敌伪百余名。”“东向鬼
子十捌名伪军20名，轻机枪式
挺重机一挺、指（掷）弹筒口
口，炮一门，今日敌未出
动。”“昨日湏城敌人令百姓
打扫房间，据汗（汉）奸传说
有五县会剿可能，希注意。”
这些文字，出自1940年3月泰西
地下情报总站所收的一份
密报。
　　一张薄纸，承载千钧之
重；几行密字，可抵万军之
力。如今，这份密报静静地躺
在肥城市档案馆展厅中，依旧
散发着当年紧张与肃杀的气
息，并与其他九张泛黄甚至残
损的情报一同，让今人得以管
窥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一份泰西地下情报总站抗日情报原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