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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话清廉史话清廉：：只留清气满只留清气满人间人间
———滨州廉洁人物事迹展—滨州廉洁人物事迹展（（一一））

编者按：为加快品质滨州建设，打造勤廉并重的新时代清廉建设高地，汲取历史智慧，弘扬“黄河清韵 廉润滨州”廉洁文化，讲好滨州清廉故
事，近日，中共滨州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市委党史研究院联合举办“史话清廉：只留清气满人间——滨州廉洁人物事迹展”。展览以发生在滨州的
清廉事迹与从滨州走出去（滨州籍）的人物的清廉故事为主要内容。今日起本报选取其中部分内容刊发，生动展示滨州党史和地方志资源中的廉
洁文化，树榜样力量，沐清风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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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德甫，字竹隅，又字仲修，江苏太仓州人，明嘉靖
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任滨州知州，三年任满，考核
成绩优异，晋升刑部员外郎，再升刑部郎中，官至江西
按察使。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全省进行三年一次的徭
役审定，上级令季德甫负责审核蒲台县。接到任务后，
他秘不示人，借口有公务，马不停蹄，轻车简从到蒲台，
将里长、书吏们等一干人员齐聚在县衙大堂，出其不
意，令他们立即各自报告土地和户数、丁口数量，由此，
人们无法隐瞒，据此制定的表册也十分准确。为了取
信于民，审定结束后，他又命令办事人员将全县的详细
数据公开，张贴在县城主要街口和集镇上。事后，蒲台
县人为他立德政碑，章丘县人、文化名流、太常寺少卿
李开先撰写了碑文。

在滨州，季德甫“一介不以取人，行无瑕玷，片
言可以折狱，事鲜停留”。滨州群众为他立德政碑
纪念，并将他的牌位请进滨州名宦祠，让他世代享
受祭祀。

季德甫担任袁州知州时，力请减免了地方的不合
理负担，袁州百姓刻石立碑纪念。他为官清廉，不肯行
贿，因而得罪了勒索钱财的太监们，被罢官。居家后，
他潜心读书，享年八十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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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诗，字以兴，号友白，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进士，初任户部主事，因政绩突出，晋升兵部员
外郎、户部郎中、庄浪道参政、山西按察使、江西布
政使等职，官至湖广布政使。

杜诗曾被派往上谷掌管戍边军队的粮饷。这
是容易滋生腐败的地方。他详细调查，下令革除陋
规弊政，节约白银25万两，全部上缴户部，此举令朝
廷上下无不称奇。担任江西布政使时，有一次，桂
王途经江西，地方大员们都到江边迎候，只有杜
诗在邮亭静等。有人劝他，杜诗正颜厉色地说：

“我自有立身处世的原则，即使不去结交王爷，也
不过不做巡抚罢了。我一向持公守正，岂能因为
要做巡抚而丧失了平生的操守呢？”宦官魏忠贤
被称为“九千岁”，各地为他建造生祠。江西巡抚
和巡按联合提议建生祠，杜诗严词拒绝而被罢
官。崇祯皇帝登基后，重新起用因触犯魏忠贤而被
罢官者，杜诗不显扬自己，仅官复原职，出任湖广布
政使。在任期间，他将地方附加税47万两全部上缴
国库。

晚年，杜诗告老还乡，病逝家中。他是明朝末
年著名的清廉官员，德才兼备，入江西、湖广名宦
祠，入滨州乡贤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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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复兴，字映斗，清顺治四年（1647年）会试，考取
副榜，后数次参加会试，均不第，康熙三年（1664年）任
松江府娄县知县。“治岁余，殊无异绩，后失爱于巡鹾
使者，因公诖误，被参罢职去。岁余而论定，仍以原官
叙用。”

娄县地方欠债数额高达数十万，无力偿还。他走
访当地父老发现，奸猾之徒有种种办法逃避赋税，普
通百姓只得舍命以完赋。如果有一人逃走，就会累及
整个乡里，有的地方甚至举乡逃离。他请示上级、学
习改革成功地区的做法，结合实际，与当地的举人吴
钦章、秀才庄征麒、县吏马天麒等人日夜讨论研究，制
定出台均田均役章程。“人各自并其田，里书之弊窟不
攻而自破矣。人各自完其粮，年首之祸根，拔本而塞
源矣。”

康熙八年（1669年），李复兴病逝。他“律己严，待
人宽，貌癯而性和，两莅娄邑，四壁萧然，几至不能举
火，廉吏至此，不克大用，可惜也。然松郡自黄童至白
发，无不戴公慕公，家祠而户祝公者比比。自本朝三
十余年令松者，惟公为第一，则公之遗泽，历千古而不
朽，虽古之循吏，又何以加焉！”娄县、松江府士绅为他
修建祠堂，塑像祭祀。娄县、华亭县两县民众上书请
求将他奉为娄县城隍神，“千百年瞻仰靡穷”。

严
州
府
的
城
隍
神

—
—

滨
城
区
人
、严
州
府
知
府
梁
浩
然

梁浩然，字培元，清顺治五年（1648年）贡生，初任
阳城知县，再任肃宁县知县。他勤勉政事，“筑滹沱河
堤，以除水患，兆民永利”。他断案公正，考核成绩优
异，升任靖州知州，在任劝学劝农，建设了兴文书院，再
升江宁府、临洮府同知。

康熙七年（1668 年），梁浩然升浙江严州府知府。
康熙十年（1671年），当地发生虫害、旱灾，他在及时向
上级申请赈济的同时，积极组织救灾，捐出自己的俸禄
购买粮食，设立粥场，有老幼不能亲自到场的，就按照
户口上门送米，得到贫困百姓的称颂。康熙十一年
（1672年），他支持地方人士募集资金，兴修东湖，引水
穿城入西湖，称为“玉带水”，直至民国期间仍通航。他
又组织重修严州城雉碟城楼。他实行土地清丈措施，
又组织垦荒，百姓得到好处。在任时，值清朝平定三藩
战争，严州府处于战争的第一线，征兵、运粮以及各种
差役供应应接不暇，梁浩然调度有方，升任宁绍道道
台，在任去世。他以清廉闻名，“廉介有守，退衙课仆种
蔬以自给”。

梁浩然有许多传奇故事，他为百姓办了许多积善
行德的好事，被严州府奉为城隍神。城隍神是一城的
保护神，被百姓奉为保护神，可见其深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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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芳（1544年-1620年），字时馨，号能庵，明万历
八年（1580年）进士，初任景州知州。上任前，他的父
亲嘱咐他：“吾起家寒微，一旦登第，居官勿得罪百姓，
居乡勿得罪于宗族，闾里斯善矣。”

在景州，李芳发现县衙中部分人与盗贼沆瀣一气，
造成当地社会治安较差。他首先“革弊惩奸”，缉捕混
入衙门中的坏人和社会上不法之徒，其次建章立制，整
顿人浮于事的作风，最后展开大规模缉盗抚民活动。
三年考核成绩优异，升任刑部员外郎、郎中，出任南阳
知府、大同知府。针对“郡逼边土，脊而疲，宗室强悍，
夙号难治”的状况，他“以法裁强宗，绥柔边境，边人德
之”。担任山西按察使时，一天晚上，晋阳的一位税监
酒后猝死，李芳闻讯，说：“内监之死，万姓快心。他死
于突发疾病，怎么能再连累别人呢？妥善处理此事为
好，请删除饮酒的话，加上他搜刮的钱财的数额，一并
上报。”巡抚按照李芳的意见上报，避免了一场是非难
辨的官司。李芳在山西十年，升至布政使。

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李芳进京，顺道回乡探
亲，“适母病卒，获视含殓”，守孝期满，任四川布政使。
晚年，回归故乡，乐善好施，乡亲们多得其恩惠，入景州
名宦祠、沾化忠义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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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己（1542年-1615年），字尔仁，号静山，明隆庆元年
（1567年）举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任直隶雄县知县。

雄县有个大宦官，依仗权势肆意横行，历任地方官
对其无可奈何。该宦官的下属为非作歹，成己核实他
们的犯罪事实，依法逮捕了其中十余个主犯，严厉惩
处。为方便百姓投诉，成己在县城的十字大街设置了
举报箱。成己考核优等，又得到上司的“首荐”并在吏
部报备，理应晋升京官。负责考选的官员借机索贿，向
他透露口风说：“如果给我一定数额的黄金，立马就可
以委任监察御史。”成己光明磊落，决不作蝇营狗苟的
勾当。他说：“我怎能走买官而自我玷污人格的路子
呢！监察御史是执法者，难道能用枉法求官吗？”由此，
他被派往甘肃，任固原州知州。

不久，因某事牵连，他被降回雄县。有一个淄川人
赴京途中失盗，到了雄县才发觉，带着淄川籍当御史的
某官员的书信来胁迫成己，要求破案。成己痛恨仗势
欺人的人，偏不买账，这位御史就上书弹劾成己。成己
被降为州判，而且是候补。成己决心不与贪官同流合
污，辞职回乡。

归隐老家后，成己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其懿德嘉行
深得邹平人民赞扬，灵牌被请入乡贤祠，谥号“文贞”。

主办单位：中共滨州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市委党史研究院（滨州市地方史志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