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码头人文故事之一

“十全武功”是乾隆皇帝引以为豪
的资本，他自己说：“十功者，平准噶尔
二，定回部一，打金川为二，靖台湾为
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
尔喀降，合为十。”您或许不知道，在这
十件武功中，有位滨州武将曾直接参
与、指挥了其中四件。

他就是从邹平码头走出去的名将
李化龙。李化龙一路升迁，他曾亲自
护卫过乾隆帝，乾隆亲赠他荷包。李
化龙死后，乾隆还命将其事迹纂入国
史，赐御葬，并亲题碑文。

李化龙究竟是何种人物，今天他
的后人有着什么样的生活？

参与平定大小金川，助
安南王黎维祁复位

史料记载，李化龙在乾隆十七年
（公元1752年）由县武生中试恩科武举
人，公元1760年又中庚辰科武进士，廷

试荣登二甲。最先，授御前侍卫，旋又
授贵州铜仁协中军都司，其后开始了
波澜壮阔的征战生涯。

公元 1767 年 7 月，他随军征战云
南，平定当地土司叛乱，屡建战功，遂
擢贵州省荔波营游击。公元1772年，
又随师讨伐大小金川。台湾发生林爽
文起义后，公元1786年，李化龙率兵往
援台湾，因平叛有功，诏恩优奖，擢为
福建水师提督。

1788年，安南（今越南）发生内讧，
安南王黎维祁为阮文慧所逐。阮掌权
后，时常派兵进犯中国边境。李化龙
奉旨随两广总督孙士毅严守关隘，兵
伐安南，助黎维祁复其王位，得胜而
还。翌年，安南阮文慧又作乱，李化龙
又奉命征讨，不料在过富良江时，失足
落入江中而亡。

李化龙一生征战，西至新疆，南至
越南，东到台湾，最后马革裹尸还，难
怪乾隆对他厚爱有加。

在1777年，平定金川后，李化龙被恩
赐花翎，擢任江南寿春镇总兵，后又奉命
改授山东登州镇总兵。时值乾隆皇帝西
巡，李化龙紧随左右予以护卫，遂援例加
级奖赏。在安南凯旋后，乾隆帝嘉奖李化
龙勇略过人，亲赐荷包以赏之。

李化龙身先士卒、勇猛多
谋，常率精兵突袭扭转战局

在史料记载中，靠战功不断升迁
的李化龙，有真本事。

在平定金川的多次战斗中，他往往身
先士卒，登山破卡，连夺关隘，攻取险要。
特别是公元1774年正月攻打金川途中，由
于峰峦叠嶂，丛林阻隔，不宜大军行动，李

化龙便率精壮兵士攀援险要，突入敌中，奋
勇杀敌，为后军开辟了道路。

在平定小金川战役中，李化龙率
军进攻阿噶尔布里。敌据悬崖之险，
军不能进。李化龙假以诱敌，亲率精
兵数十人，乘夜间绕道而袭，火光灼
天，敌大败。1786 年，往援台湾时，待
敌军攻诸罗城村，李化龙则率兵乘机
进攻其后，并多设旗帜，以为疑兵。在
1788 年兵伐安南时，李化龙率军与敌
激战一昼夜，敌退守市球江，敌又凭险
设炮，与清军对峙，市球江水深湍急，
清军三日未能攻下。李化龙察知下游
水缓，便深夜亲率精兵500余人，乘舟
伐过江直捣敌后，夺得其大批辎重、粮
草900余石，敌大败。

可见，李化龙又有谋略，善用奇兵。

李化龙墓碑仍有留存，后
世成为名闻四方的文化世家

李化龙死难后，乾隆帝按照阵亡
议典给予抚恤，诏赐世袭都骑尉、恩骑
尉，入昭忠祠，命将其事迹纂入国史。

谥武显将军，赐御葬，并亲题碑文，依
制建墓。时称御葬园。

今天，在李码村，有御赐残碑两
通、石羊两尊，现存于村委大院，另有
一个碑座、碑帽分别存于胡同、院落。
这些文物，突出特点是“硕大”。

李化龙的后人、87 岁的李玉民回
忆：“这碑座是‘夸官碑’的碑座。原来
是李化龙坟墓最外围的一个，离墓300
米，看到它，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我记
得，李化龙的坟是三合土打起来的，很
结实。他的坟墓总共有8通碑，光牌坊
就7米多高，那石头过梁80厘米见方，
真大！”

村里老人传说，李化龙从小力
大无穷，用的大刀有 128 斤重。据
说，他自小习武是因为家庭熏陶，可
惜的是，他的武术没有流传下来。
但庆幸的是，他的家财、家风哺育了
后人。

他的另一位后人、79 岁的李仁楷
不讳言：“我家成分不好，祖上都是财
主、地主。”在清末民国，李化龙家族成

为名震四方的文化世家——李炳炎与
弟李炳耀都教书近半个世纪。其中，
李炳耀还曾留学日本。抗日战争期
间，他多次拒绝日军的网罗，最后甚至
躲到邹平南部山区。至今，后人仍记
得李炳耀对日本同学的豪言：“你为了
你的国，我为了我的国，不能因为你的
国家伤害我的国家！”

关于他兄弟俩的故事还有很多。

乾隆号称“十全武功”，李化龙参与其中四件
刘清春 田道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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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市民亲历”征文

我与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与改革开放四十年

四十年弹指一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

利召开，改变当代中国国运的改革开
放大幕就此拉开。

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向内地，改
革开放的春风吹向华夏大地，从高度集
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和活力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封闭
半封闭的社会向全面开放的社会转变；
人民的生活从温饱转向小康的社会转
变，改革开放实现了三个伟大转折。

肚子饱了、钱包鼓了、房子大了、
道路宽了……就个人层面而言，这是
改革开放所给我们带来的直观感受。

不论对于个人、家庭，部门行业
企业，还是国家和社会，改革开放四
十周年都是一个值得铭记、隆重纪念
的重要时间节点。

改革开放的第一缕春风何时吹
到滨州大地？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怎么推行的？在城市，国企改
革怎么推进的？从有计划的商品经
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涌现出多少
时代的弄潮儿……

即日起，我们热切地向各位读者
征集关于改革开放的当事人亲历文
章、家庭影像故事、部门行业发展侧
记以及图片、音视频影像资料等。

征文作品须是未公开发表和出版
的原创作品。必须以史实为基础，具
有一定的史料性、趣味性与可读性，应
围绕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历史成就、
成功实践、经验启示等进行非虚构撰
写。突出改革开放40年来滨州在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
及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领域所发生的
历史性变化。文章 3000—5000 字为
宜，如配有图片更佳。

我们坚信，即使是一个小人物，
其个人际遇或家庭变迁能从一个侧
面反映大的时代变迁，在特定的历史
条件下也有他（她）闪光的时刻，而汇
聚起这萤火之光，就能照耀着我们在
改革开放大道上继续大步向前。

对于所征集的上述作品，我们将
充分利用滨州日报社旗下报纸、网
站、微信等平台进行立体化、多角度
推介，让我们一起分享那些感人的、
鲜活的、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我们
还会精选部分作品在滨州日报人文
滨州版刊发，稿费从优。

征文信箱：bzrbwgl@163.com
联系人：王光磊
联系电话：0543—3186761

滨州日报社
2018年4月17日

“我与改革开放四十年”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市民亲历”征文启事

笔者的童年正赶上计划经济时
代，父母都在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
由于家里人口多，缺粮少柴成了常
事，特别是做饭用的烧柴。

没有办法，下午放学后，笔者和
几个姐姐做完作业就去坡里拾柴
火，经常回到家里时已掌灯了。干
活回来的母亲就用我们拾来的柴火
做饭，要是赶上拾得柴火湿时，满屋
子里全是烟，呛得人直流眼泪。

最高兴的是每年收秋，队里把玉
米棒子运到场院里，让社员们剥玉
米皮。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往
前赶进度，队里规定剥下来的玉米
皮全部归农户自己。这下，场院里
可热闹了。天刚亮，大人、小孩围着
大玉米堆，不用指挥，都快速地剥着
玉米皮，甚至忘了饥渴。傍晚，在阵
阵欢笑声中，大家各自把玉米皮运
回家中，晒干后做饭烧火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大高实
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家分到了6
亩多口粮田，分别种上了小麦、玉米
和棉花。父母起早贪黑地忙活了大
半 年 ，所 种 的 农 作 物 获 得 了 大 丰
收。“大包干，大包干，上缴国家的，
剩下的全是自己的。”我家不仅有了
余粮，而且有了充裕的烧柴。从那
以后，笔者和姐姐们再也没有去拾
过柴火。

1999 年左右，我国农村开展了
新一轮土地承包，规定：农户承包土
地 30 年不变，“三提五统”改为农业
税，允许农民发展二三产业等。这
一政策的出台，使农民摆脱了土地

的束缚，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没想到的是，从那年开始，国家

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并对种粮的
农户逐年减少缴纳农业税。到了
2006 年春天，更没想的是，农业税全
都取消了，延续数千年的“皇粮国
税”至此画上了句号。同时，国家为
鼓励农民种粮，每种一亩小麦给予
100元左右的补贴。

这些好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民
种粮的积极性，除了种好自己承包
的土地外，有的村民还把那些盐碱
地、弃用的沟渠、闲置场院等开垦后
也种上了农作物，让土地“生金长
银。”

一晃到了 2012 年，党的十八大
召开后，在农村，“转包”“返包倒租”

“托管”等种地新形式如雨后春笋般

孕育而生，也催生了“农场主”“种粮
大户”“农业合作社”等新名词。

我们村也不例外，超过一半的村
民后悔当初分地时承包少了；有些
没承包土地的村民更后悔，没想到
种地有这么多实惠，就想法转包村

里那些上岁数村民的土地，本村的
土地转包过来后还不满足，就托亲
戚朋友转包外村的土地，甚至还到
外地租种土地。

村民张俊峰转包了流钟村 100
多亩土地，种上了高产价高的优质
麦和玉米，年收人在15万元以上；村
民李福河借助国家补贴农民购买农
用机械的政策，先后购买了小麦联
合收割机、旋耕机、玉米脱粒机、抽
水机等农机，注册成立了农机合作
社；村民鲁新月与几个村民组成了
农业服务队，专为那些种地缺少劳
力的村民种、管、收……同时，随着
科学种田的普及，村民种粮成本减
少了，产量却提高了，收入也越来越
多了。

弹指一挥间，40 年过去了，迎来
了改革开放 40 年。笔者坚信：随着
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也越来
越富强，种粮农民获得的实惠也越
来越多，生活也会更富裕！

（作者单位：沾化区大高镇流钟
小学）

“大包干”后，我们家终于有了余粮
李新忠

从后周显德三年（956 年）设置滨
州开始，封建王朝时期的滨州父母官
车载斗量，走马灯似地变换，许多连个
名字也没有留下。

那些敢于为民请命，替民做主的
好官，地方文献中记载下了他们的事
迹，让他们青史留名；那些坑害百姓，
只顾自己的红顶子的赃官，地方文献
中也想尽办法记下他们的劣迹。

清朝顺治年间，滨州的两个知州

张某、李蔚春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因为古文晦涩难懂，现将明朝万历《滨
州志》中的夹页资料翻译整理如下。

天啊！滨州土地盐碱，怎么敢称
肥沃？滨州百姓穷苦，哪里敢说富
足？以秦台一带为代表的滨州地方，
坑洼连连，红荆衰草。诗曰：“滨州风
景异，四望少人烟。野佃全无舍，荒城
半是田。民贫偏苦雨，地卤更艰鲜。
何必论饥馑，丰年亦可怜。”百姓生活
如此艰难，读来不觉让人感慨泪下。

滨州地势平坦，星星点点的绿地
是可耕地，登高一望，尽收眼底，如何
能够藏匿耕地？这真是人在屋中坐，
祸从天上降。顺治七八年间，滨州知
州张某，天津卫人，想冒开荒之功，为
自己晋升造业绩，就谎报查出滨州隐
瞒耕地一千三百余顷，应当缴纳地租
银九千八百余两，米八百余石。张某
撒下弥天大谎，调走了。留下的烂摊

子，连滨州钱粮官也一筹莫展，地方乡
老更是愁苦不堪。

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滨州百姓盼星
星盼月亮，盼来了新知州李蔚春。李
蔚春下车伊始就严令各乡各里详细查
明耕地亩数，他亲自丈量，亲自计算，
熟记田亩于胸。李蔚春为滨州百姓疾
苦痛心疾首，他到布政使司衙门哭诉，
到户部大堂恳求，以至于泪洒当场。
男儿有泪不轻弹。经过两年的奔走，
终于打动上司，裁去滨州缴纳的所谓
隐瞒地钱粮。

呜呼！滨州知州李蔚春是滨州历
史上著名的父母官之一，他的德行享
誉天下，滨州人民将世世代代记得他
的好。李蔚春，字芳宇，奉天人，顺治
九年任滨州知州，后升湖广德安府知
府。

扒着门缝看历史。这是一段藏起
来的史料。原文藏在万历《滨州志》

中。清朝的事情，怎么藏在明朝的书
籍里？古代是线装书，如果有必要，后
人就拆开原书加上新页，再重新装订
起来，这段难得的史料就这样见了天
日。

扒着门缝看历史。写真实的历
史，讲真实的话，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仅以李蔚春请求豁免滨州钱
粮来说，清朝康熙《滨州志》和咸丰《滨
州志》都语焉不详。即便是写历史的
人，也很难光明正大地记载那些所谓
的负面历史。“董狐直笔”真的是少得
可怜。

扒着门缝看历史。明朝山东按察
司的罗璚巡察滨州时，感叹民生多艰，
作诗一首：“遥望荒城外，寥寥几处
烟。民贫重赋役，地阔少桑田。岁熟
人犹俭，春深草不鲜。脂膏供尔禄，疮
痍有谁怜。”能够写出如此饱含情感诗
歌的官员，古往今来，凤毛麟角。

清朝的事情，怎么藏在明朝的书里？
侯玉杰

你离你的梦想有多远？
是一个装修清单的距离？
是一辆期待已久的汽车？
还是一个再攒几年的承诺？

请来中国银行……中银E贷 帮你圆梦！
准入范围：
公务员类客户（国家机关、行政机关、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乡

级以上））、优质行业的国有企业、事业客户、国有及上市公司中的大中型
企业以及处于领先地位的民营企业客户。

业务优势：
1.便捷使用，自主选择贷款期限、金额、还款方式等，电脑、手机操作

随借随还
■一键激活额度 ■一键提款，一键还款 ■无需抵押，无需担保
2.可随时提前还款，不收任何手续费或者罚息
■快速审批，当天申请，当天放款 ■秒级审批，结果立等可知
■提款后一分钟到账，直接进入绑定的借记卡，可转账，可提现
3.额度高，利率低
■最高额度可达30万元，有效期一年
■按日计息，日息万分之1.75，年化利率仅6.3%

中银E贷

中银E贷 想贷就贷

贷款金额

1万元

日息

1.75元

月息

52.5元

年息

630元

操作流程：
1.登录中国银行网上银行或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
2.点击消费金融→中银E贷，绑定借记卡；
3.点击激活（激活额度，未开始计息），填写联系信息并在线签署

协议后，提交贷款申请；
4.审批通过后，可自主选择用款时间，用款时点击提款，自主选

择贷款用途、金额和期限，输入手机验证码和动态口令，提款成功后
资金即刻到账并开始计息，资金到达指定账户后，可提现、可转账。

中国银行作为全球国际化大行，个金产品也在不断创新，本着实用
性的原则，今天给大家分享最受欢迎的一款产品。

大小金
川之役，来
源网络

清朝铠甲，来源网络

扫码阅读更多的精彩内容

“大包干”雕像作品。（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