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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
建党100周年纪念日；7月16日是
著名抗战英烈马耀南诞辰119周
年，7月22日则是马耀南壮烈殉国
82周年。为纪念这一特殊的日子，
笔者特意将自己在民间藏市偶得的
83年前八路军鲁东游击队主办《学
习》（周刊）创刊号及其与马耀南的
关系介绍给读者，以示纪念。

马耀南其人其事
马耀南（1902—1939），原名方

晟，祖籍山东长山县（治今邹平市长
山镇）八区沟西村（今属邹平市西董
街道），1902年7月16日生于长山
县三区北旺庄（曾长期属淄博市周
村区张坊乡、北郊镇，今属淄博市经
济开发区）一个农业兼手工业者家
庭。1920年，考入济南省立一中。
1930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机械
工程系，曾是北洋大学学生联合会
和天津市学生联合会负责人。此
时，他信仰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
农工”三大政策，参加了中国国民
党。后来，因反对蒋介石反共政策，
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嗣回到家乡长
山县任长山中学校长。“七七事变”
后，逐渐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
主张，拒绝执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
的南迁指令。1937年8月，中共山
东省委派林一山与他联系，二人共
同探讨了武装抗日的具体途径。此
后，中共山东省委应马耀南请求，派
共产党员姚仲明、廖容标、赵明新等
人到长山中学担任教员，并加紧武
装起义准备工作。

1937年12月26日，姚仲明、廖
容标等率长山中学百余名师生在长
山县九区黑铁山（今属淄博市张店区
中埠镇）西麓太平庄（今属淄博市张
店区卫固镇），举行了抗日武装起义，
正式成立了清河平原上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山东人
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简称“第五
军”）。不久，马耀南赶到黑铁山，任
临时行动委员会主任兼参谋长。
1938年3月，第五军收复邹平县城，
马耀南主持建立抗日民主政府，严词
拒绝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
的委任拉拢，接受了八路军改编。6
月，第五军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
日游击队第三支队（简称“三支队”），
马耀南任司令员，杨国夫任副司令
员。10月，马耀南经郭洪涛、霍士廉
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八路
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随
之改编为山东纵队第三支队（仍简称

“三支队”），马耀南任司令员，杨国夫
任副司令员，政委为霍士廉。在此前
后，马耀南以邹平、长山两县为根据
地，率部纵横驰骋，打击敌人，历经
大小几十次战斗，开拓了小清河平
原地区的抗日大好局面。

1939年6月6日，“三支队”奉
命开辟章丘、齐东边区，为打通清河

区与冀鲁边区两抗日根据地的联
系，马耀南指挥了著名的刘家井（今
属邹平市魏桥镇）战斗，歼灭日伪军
800余人，重创了敌人。7月21日，
当“三支队”转移到桓台县牛王庄
（今属桓台县田庄镇）时遭日伪军三
面包围。马耀南指挥“三支队”与日
军激战一昼夜。22日，当马耀南率
部撤退到牛王庄东侧的大寨村时，
突遭日军伏兵射击，不幸中弹牺牲，
年仅37岁。

八路军鲁东游击队
《学习》（周刊）创刊号

《学习》（周刊）创刊号（《“九一
八”七周年纪念专刊》），八路军鲁东
游击队政宣科主编，1938年9月18
日发行，系用整张蜡纸手工刻写，
蓝、黑两种油墨油印，对折、两枚纸
捻装订，上、下、右三面均未裁边，正
文16页，外形尺寸15×20.5厘米。
封面右上方一枚五星闪闪发光，下
方三人手戴镣铐，似在奋力呐喊、抗
争。下半部一枚红色印章为“林耀
乡印”，上半部两枚系相同者，因年
代久远，已辨识不清。封二为“编辑
股”的《发刊词》，阐述了办刊宗旨。
目录页印有：（一）《“九一八”七周年
纪念大会各同志讲演词》（马保三、
马耀南、杨国夫、张振一、王贯怡）；
（二）《第七个“九一八”》（李泰）；
（三）《这样的“九一八”》（亦京）；
（四）《德国进攻捷克》（胡洛夫）；
（五）《一周大事记》（编辑股）。

1938年至 1941年，是我党领
导下的山东各抗日根据地期刊初创
阶段，各级党组织虽然非常重视利
用杂志作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投
入抗战工作的有力武器，但毕竟由
于战争年代环境险恶，炮火硝烟连
绵不断，加上岁月流逝、沧桑巨变，
至今遗存下来的实物资料十分罕
见。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1月
版《山东省志·出版志》亦仅刊载几
十种，如1938年7月1日创刊的《血
花》等，且多系油印本，创刊停刊时间
不甚准确，刊期、印量等亦多语焉不
详，而对《学习》（周刊）却并未见提
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
11月出版的《寿光县志》虽对“马保
三”“韩明柱”“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
八支队编制序列”“牛头镇起义地址”
等均有较详细记载，但独未见《学习》
（周刊）一星半点记载。同样，中华书
局1992年10月出版的曲延庆主编
《邹平县志》虽亦有关于马保三、马耀
南、韩明柱及其指挥的蒙家庄、刘家
井子等战斗的记载，但也没有涉及
《学习》（周刊）杂志情况。这说明，笔
者所藏极有可能是孤本。

《学习》（周刊）创刊号
所载马耀南讲演词

如前所述，《学习》（周刊）创刊
号是《“九一八”七周年纪念专刊》，

其主体部分《“九一
八”七周年纪念日讲
演词》自然是占了相
当的篇幅。其内文标
题与目录略有不同，
即：《“九一八”七周年
纪念日讲演词——在
长山县苑城[苑城：曾
为邹平县苑城镇人民
政府驻地，今属邹平
市长山镇]纪念大会
讲》，下面二级标题依
次是“马保三指挥讲”

“马司令耀南讲”“杨
副司令国夫讲”“张振
一同志讲”“王县长贯
怡讲”。由此可知，八
路军鲁东游击队指挥
部指挥马保三的讲演
词排在首位，“八路军
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
第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虽然到会
最晚并最后一位发言，但因其职位
较高，所以排在第二位。

马耀南在讲演词中，则将去年
（1937年）和今年（1938年）“九一
八”长山县（治今邹平市长山镇，
1956年县域分别划归邹平县和淄
博市周村区、张店区）抗战形势进行
了比较，指出了当前工作方法与任
务的不足，号召大家齐心抗日。兹
将当日马耀南讲演词主要内容摘录
于下，以飨读者：

今天从邹平（城里）赶到这里参
加大会，所以迟到了。关于这个大
会的意义，由马（保三）指挥、八路同
志（张振一）和王（贯怡）县长讲得非
常正确详细，希望父老兄弟们不但
听了，还要牢记，还要切实执行我们
的任务！

我们想到去年的“九一八”，我
们这里（长山）还未沦陷；今年的“九
一八”我们还未杀尽敌人。在这抗
战的任务面前，我们深切想到，我们
工作的方法与任务还是不够：（一）
广大民众还没有整个发动起来；
（二）武装团体还没有精诚团结，共
同抗日。我们相信：这次抗战胜利
必属我们；只有我们全民发动、国共
两党合作到底。

“九一八”使我们感到悲痛，但
在这样抗战的前程中，又使我们感到
希望：因为马指挥已经率领八路（鲁
东游击队）全体同志西来杀敌，发动
民众了。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的过去
事实告诉我们：在政治认识上和军事
训练上都比我们好得多，我们共同杀
敌，更有了胜利的把握！关于八路
（鲁东游击队），我现在愿向长山父老
作一个简单的忠实的报告：

他们今春从鲁东开到胶东，山
东地面，他们走了大半，这是说明了
抗日部队的任务是“游击”，不是抱
着□□思想，“生食山空”。 所以，

八路□所过地带，敌人固然更多了
打击，民众也得到了好的政治影响。

同志们，在今天，我们要下决
心：（一）从今后没有一个人再做汉
奸。（二）从今后肃清汉奸，不留一
个。（三）拥护八路军鲁东游击队领
导抗战。（四）民众自动武装、配合抗
日部队打击敌人……

《学习》（周刊）创刊号（《“九一
八”七周年纪念专刊》），主要收录了
八路军鲁东游击队指挥部指挥马保
三，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
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副司令员杨
国夫，八路军鲁东游击队指挥部高
级干部张振一同志（1945年任中共
渤海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长山县
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王贯怡等5人的
讲演词，反映了八路军鲁东游击队
指挥部（先后驻长山县苑城、焦桥）、
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支
队（驻邹平县城）参与召开的“九一
八”七周年纪念大会的主要情况（包
括时间、地点、主要讲演人及其讲演
词）。这显然是全面抗战初期共产
党人在发动群众、开辟抗日根据地
过程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应该指出的是，对马保三、马耀
南等人参与的“九一八”七周年纪念
大会一事，现存相关革命文献、抗战
史料与地方党史史志、文史资料中
均未见记载。而唯独《学习》（周刊）
创刊号保留了马保三、马耀南、杨国
夫等重要党史人物的演讲词，无疑
为这次纪念大会和马保三、马耀南
等人物经历、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宝
贵参考资料。

[刘晓焕，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
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近现代史
史料学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历史学
会副理事长、山东党史专家库专家
等职。李强，原济南化纤厂宣传干
部、政工师]

马耀南与1938年八路军鲁东游击队《学习》创刊号
刘晓焕 李强

日前，专家与市民的“历史对
话”——滨州市博物馆“寻古滨州”
系列讲座圆满收官。8场讲座梳理
了千年文脉，解答了关键问题，奏响
了历史长歌，让市民首次聆听到滨
州历史的系统讲述。

这一活动由市文旅局主办，市
博物馆承办，滨州学院孙子研究院
专家团队主讲，张卡、王凤翔、郭海
燕、梁娟娟、李沈阳、马晓菲、刘涛、
闫海青等专家学者，化身“导游”引
领市民穿越沧海桑田的历史隧道。

最早的滨州人出现在
邹平山前丘陵；齐国的“尚
武”传统养育了兵圣孙武

张卡在讲座《让文物说话，探寻
古遗址中的滨州历史》中表示，滨州
位于河海交汇之地、河济之间，在近
五千年里，历经后李文化、北辛文
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
化等阶段。其中，丁公遗址是2001
年国家公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是滨州文博骄傲，在那发
现了震惊世界的刻字陶文，它对研
究中国古文字的产生与发展、中华
文明的起源以及探讨甲骨文的产生
具有重大意义。

最早的滨州人出现在哪儿？对
此问题，张卡解答：在邹平山前丘陵
地带，孙家遗址就是滨州发现最早
的古人类遗址，属于后李文化范畴，
距今大概8500余年。根据出土的
陶器、石器以及骨、角、牙和蚌器等
文物来看，出现了较为齐全的原始
手工业门类，原始农业和定居生活
也已出现。

滨州为何出了兵圣孙武？马晓
菲在讲座《武蕴齐风：兵圣养成的齐

文化土壤》中回答了这一问题。他
说，周初，周天子授权姜子牙，代天
子征讨其他诸侯国，致使齐国慢慢
确立了“尚武”传统。春秋早期，齐
桓公以管仲为相，九合诸侯、一匡天
下，成一代霸主。齐桓公在国中设
立各级军事组织，实行“作内政以寄
军令”的制度，兵民合一，把行政组
织和军事编制结合起来。对外尊王
攘夷，救燕于山戎之患，存邢救卫于
北狄之难，戍守周都无四方干扰，保
卫中原免受少数民族侵掠，这就造
就了齐国的尚武精神。

具体来说，孙武出身于贵族世
家，从小便受到良好教育，其曾祖陈
完、祖父孙书均为能征善战的将
军。他从先辈那里学到了许多军事
斗争知识，为其后来撰写《孙子兵
法》奠定了良好基础。明代，兵圣故
里还发生过一次写入历史的征伐
——明宣宗亲征棣州，他的叔叔汉
王朱高煦投降。梁娟娟介绍，棣州
因此改名“武定”，寓意以武力平定
谋反。清雍正十二年（公元 1734
年），武定州升格为武定府，并设附
郭县（惠民县）。

秦始皇在第五次东巡
时途经滨州，留下诸多历
史记忆和传说

秦皇台、千童城、桑落墅、厌次、
茅焦台……滨州为何有如此多有关
秦始皇的风物与传说？

对此，李沈阳在讲座《奠基繁
华：秦朝统一帝国下的滨州》中作了
解释。他说，在秦始皇第五次东巡
中，从芝罘（今烟台市北）到平原津
（今平原县南)途中经过了滨州地
区，让这一带留下了许多相关历史

记忆和传说。
其中，秦皇台为滨州“三台”之

首，史载为秦始皇所筑，历代《滨州
志》及《蒲台县志》皆有记载。《三齐
记》记在：“厌次东南有蒲台，即此
也。盖始皇尝顿台下，萦蒲系马，以
地多蒲故名。后世沿传其事，袭称
秦台焉。”

厌次，秦朝时期位于惠民桑落
墅一带，《汉书·高祖纪》中记载：“秦
始皇帝尝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
因东游以厌之。”光绪《惠民县志·建
置志》说：“桑落墅，在县东四十五
里，秦始皇过此桑枝偶落，故名。”

又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日后
滨州诞生了伏生传经的故事。郭海
燕介绍，伏生冒死守护，是因为《尚
书》极其重要，它是“政书之祖，史书
之源”。伏生年近九十，不能亲自赴
京传授，汉文帝便派遣太常使掌故晁
错到邹平学习《尚书》。今日邹平，尚
有伏徵君墓、伏生祠两处有关遗迹。

滨州的另一个文化明星是范仲
淹。刘涛在讲座《忧乐天下：范仲淹
与滨州的不解之缘》中介绍，范仲淹
两岁便跟随母亲谢氏改嫁长山，在
长山的读书时光，为他一生的成就
奠定了良好基础。在长白山的醴泉
寺，范仲淹留下了“划粥断齑”“窖金
济僧”的经典故事。

元代沾化、蒲城、渤海
三县合并，命名“滨州”

在讲座《河海鱼盐：滨州地名的
由来》中，王凤翔关于滨州地名的渊
源讲解让市民深感兴趣。他介绍，
隋唐五代建立县制，五代后周改渤
海县为滨州；元朝实行三县联合称
作“州”，而后沾化、蒲城、渤海三县

合并，因均靠海所以取“滨”，故命名
为“滨州”，这便是滨州城的前世。

关于“滨州”，有人说“海”为古
代渤海专属名词，因而滨州是“渤海
之州”；还有人说“河”为古代黄河专
属名词，因而滨州是“黄河之州”；更
有人说滨州为黄河三角洲，濒临渤
海，黄河流过，因而滨州是“河海之
州”。哪一种观点更有道理？

王凤翔介绍，欧阳修《新五代
史》卷六十《职方考》中提到，“滨州，
（后）周显德三年置，以其滨海为
名”。可见，当初“滨州”正是因渤海
而得名。

别看滨州曾长期临海不见海、
背海不面海，但实际上一直在享用
海洋资源。王凤翔介绍，滨州自古
便有鱼盐之利、因盐而兴。根据大
量考古挖掘证明，西起无棣、阳信，
东至滨城、沾化，均发现有盐业遗址
存在，并出土了大量生产海盐的专
用工具——盔形器、滤器等。这些
遗址遗物，一般认为广泛用于商周
时期。后周时期设置滨州的重要原
因之一，就是为了更好地管理食盐
专营事务。

与此同时，黄河对滨州的影响
同样深刻。闫海青在讲座《沧海桑
田：1855 年黄河改道对滨州的影
响》中介绍，那次黄河改道导致滨州
境内蒲台县城和齐东县城的消失。
肆虐的洪水使得人口锐减，生产力
遭到破坏。改道后，河患规模大、次
数多、持续时间长，破坏了生态环
境，土地沙化、土地碱化日益严峻。
闫海青认为，洪水使得昔日退海荒
滩成为可耕种荒地，吸引了大批移
民，为日后黄三角地区的发展、城市
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首次系统讲述滨州的前生后世

专家与市民携手探寻滨州历史DNA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赵雷军 马呈树

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法治政府建设
实施纲要（2021－2025年）》

（上接第五版）

九、健全法治政府建设科技保障体系，全面建设数
字法治政府

坚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技术手段促进依法行政，
着力实现政府治理信息化与法治
化深度融合，优化革新政府治理流
程和方式，大力提升法治政府建设
数字化水平。

（二十九）加快推进信息化平
台建设。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
筹建成本地区各级互联、协同联动
的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从省（自治
区、直辖市）到村（社区）网上政务
全覆盖。加快推进政务服务向移
动端延伸，实现更多政务服务事项

“掌上办”。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
慧城市建设，促进城市治理转型升
级。加强政府信息平台建设的统
筹规划，优化整合各类数据、网络
平台，防止重复建设。

建设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
件统一公开查询平台，2022年年
底前实现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国务院及其部门行政规范
性文件的统一公开查询；2023年
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实现
本地区现行有效地方性法规、规
章、行政规范性文件统一公开查
询。

（三十）加快推进政务数据有
序共享。建立健全政务数据共享
协调机制，进一步明确政务数据提
供、使用、管理等各相关方的权利

和责任，推动数据共享和业务协
同，形成高效运行的工作机制，构
建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加
强政务信息系统优化整合。加快
推进身份认证、电子印章、电子证
照等统一认定使用，优化政务服务
流程。加强对大数据的分析、挖
掘、处理和应用，善于运用大数据
辅助行政决策、行政立法、行政执
法工作。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
政管理的制度规则。在依法保护
国家安全、商业秘密、自然人隐私
和个人信息的同时，推进政府和公
共服务机构数据开放共享，优先推
动民生保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
等领域政府数据向社会有序开放。

（三十一）深入推进“互联网+”
监管执法。加强国家“互联网+监
管”系统建设，2022年年底前实现
各方面监管平台数据的联通汇
聚。积极推进智慧执法，加强信息
化技术、装备的配置和应用。推行
行政执法APP掌上执法。探索推
行以远程监管、移动监管、预警防
控为特征的非现场监管，解决人少
事多的难题。加快建设全国行政
执法综合管理监督信息系统，将执
法基础数据、执法程序流转、执法
信息公开等汇聚一体，建立全国行
政执法数据库。

十、加强党的领导，完善法治政府建设推进机制

党的领导是全面依法治国、建
设法治政府的根本保证，必须坚持
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发挥各级
党委的领导作用，把法治政府建设
摆到工作全局更加突出的位置。

（三十二）加强党对法治政府
建设的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把
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法治
政府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各级
党委要切实履行推进法治建设领
导职责，安排听取有关工作汇报，
及时研究解决影响法治政府建设
重大问题。各级政府要在党委统
一领导下，履行法治政府建设主体
责任，谋划落实好法治政府建设各
项任务，主动向党委报告法治政府
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各级政府及
其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切实履行推
进本地区本部门法治政府建设第
一责任人职责，作为重要工作定期
部署推进、抓实抓好。各地区党委
法治建设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
机构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协调
督促推动。

（三十三）完善法治政府建设
推进机制。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
设督察工作，2025年前实现对地
方各级政府督察全覆盖。扎实做
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以
创建促提升、以示范带发展，不断
激发法治政府建设的内生动力。
严格执行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
制度，按时向社会公开。建立健全
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强化指标
引领。加大考核力度，提升考核权
重，将依法行政情况作为对地方政
府、政府部门及其领导干部综合绩
效考核的重要内容。

（三十四）全面加强依法行政
能力建设。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
带头遵守执行宪法法律，建立行政
机关工作人员应知应会法律法规
清单。坚持把民法典作为行政决
策、行政管理、行政监督的重要标
尺，不得违背法律法规随意作出减
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

或增加其义务的决定。健全领导
干部学法用法机制，国务院各部门
根据职能开展本部门本系统法治
专题培训，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
负责本地区领导干部法治专题培
训，地方各级政府领导班子每年应
当举办两期以上法治专题讲座。
市县政府承担行政执法职能的部
门负责人任期内至少接受一次法
治专题脱产培训。加强各部门和
市县政府法治机构建设，优化基层
司法所职能定位，保障人员力量、
经费等与其职责任务相适应。把
法治教育纳入各级政府工作人员
初任培训、任职培训的必训内容。
对在法治政府建设中作出突出贡
献的单位和个人，按规定给予表彰
奖励。

加强政府立法能力建设，有计
划组织开展专题培训，做好政府立
法人才培养和储备。加强行政执
法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在完成
政治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学时的
基础上，确保每人每年接受不少于
60学时的业务知识和法律法规培
训。加强行政复议工作队伍专业
化职业化建设，完善管理办法。加
强行政复议能力建设，制定行政复
议执业规范。加强法律顾问和公
职律师队伍建设，提升法律顾问和
公职律师参与重大决策的能力水
平。加强行政裁决工作队伍建设。

（三十五）加强理论研究和舆
论宣传。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政府理论研究。鼓励、推动高
等法学院校成立法治政府建设高
端智库和研究教育基地。建立法
治政府建设评估专家库，提升评估
专业化水平。加大法治政府建设
成就经验宣传力度，传播中国政府
法治建设的时代强音。

各地区各部门要全面准确贯
彻本纲要精神和要求，压实责任、
狠抓落实，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中央依法治国办要抓好督促
落实，确保纲要各项任务措施落到
实处。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
清春 通讯员 段彦霞 崔玉杰 胡毅
报道）近日，市图书馆举办“庆八
一，读军魂”系列公益活动，通过制
作军绿挎包、听讲军旅故事、阅读
军事书籍、观看红色电影等方式，
带领读者们走近“最可爱的人”。

在少年Pi图书馆计划·军绿
挎包活动中，小读者们在故事里学
习建军节的历史，了解解放军的军
种与职能。主讲人燕子老师介绍，
军绿挎包和军用水壶曾是不可或
缺的行军装备，对战士们来说就是
百宝箱，承载着无数红色回忆。在
军绿挎包制作中，燕子老师指导小

读者们用一针一线勾勒出挎包轮
廓，之后再装饰上建军节主题贴
画。制作完成后，小读者们背起挎
包，个个英姿飒爽。

在报刊阅览室，军事期刊推荐
让成年读者受益匪浅。面对《解放
军画报》《解放军健康》《解放军文
艺》《军事历史》《军事文摘》等军事
期刊，“军事迷”们积极分享、讲述
自己的阅读经验。而在电子阅览
室，工作人员利用“汇雅电子书”平
台，向读者推荐了《共和国三部曲
建军大业》《寻找最后的抗战老兵》
《最高荣誉“八一勋章”英模故事》
等书刊。在综合借阅室，则举办了

“燃情八一，青春向上”图书推荐活
动，用英雄故事震撼着读者心灵。
与此同时，电影《建军大业》《红海
行动》吸引了很多读者举家观看。

市图书馆系列公益活动
带领读者走近“最可爱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