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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海岸新区烈士陵园内，静卧
着三位英烈的陵墓，几十年来，人们
到烈士墓前，悼念烈士英灵，缅怀他
们的丰功伟绩，心灵无不受到震撼。
这三位烈士就是被列入省级革命烈
士名录的丁荣华（字笑秋）、丁荣桂和
丁荣娇。

远地求学
接受抗日救国思想

  1923年秋，泊里邱家庄的“乐经
堂”大宅里，一声啼哭打破了宁静，随
后，接生婆兴奋地大叫着：“老爷，小
少爷出生了，给老爷道喜了！”伴随着
接生婆的声音，大宅里顿时热闹起
来，前来贺喜人络绎不绝，门口的鞭
炮也“噼里啪啦”响个不停……
  “乐经堂”是丁家大宅的一个堂
口，丁氏第十一代当家人丁培书精明
能干，掌管家业后，逐渐将丁家发展成
富甲一方的大家族，经过多年经营，丁
家拥有良田万亩，店铺十余家，仅佃户
村庄就有十八个，佃户不计其数。
  丁荣华是“乐经堂”最鼎盛时期
出生的少爷。幼时的他生性直爽、聪
慧好学且活泼伶俐，有强烈的进取
心。自就读私塾起就显示出与众不
同的文采。看到孩子有出息，丁培书
决心让儿子接受最好的教育。1935
年，丁培书不惜重金将丁荣华送到远
在百里外的诸城省立十三中学（后为
滨北中学、诸城师范，今为诸城实验
中学）就读。
  来到新的地方，接受最先进的教
育，丁荣华感到一切都焕然一新。从
地主家庭走出来的他，丝毫没感到有
优越感。看到日军铁蹄踏遍东三省，
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社会处于动荡

混乱状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他那幼小的心灵深深被刺痛。1935
年11月，日本在东三省强行建立伪

“满洲国”，唆使汉奸成立“冀东防共
自治委员会”，又将22个县沦为日本
殖民地，终于导致北平学生爆发了

“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一时间，北
平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
掀起全国抗日高潮。12月，天津学生
组成南下宣传团，深入各地宣传抗日
救国理论，很快得到了无数爱国学生
的响应。正在校园读书的丁荣华受
爱国主义和进步思想熏陶，暗暗立下
了志向，决心“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
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
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萌发
了济世救国的思想。

不恋富贵
姐弟相继加入地下党组织

  1937年，就读两年的丁荣华被各
地涌起的抗日热潮感染，时刻准备投
入到这一行列中。七七事变以后，面
对大片国土沦陷，无数人民遭受蹂躏
的惨景，他无心再在安逸的校园里学
习，响应地下党组织的号召，他辍学
回到家乡，加入到了本地抗日组织，
悄悄将收缴来的租子变卖成银元，托
人送往抗日最前线。回村期间，他经
常与姐姐丁荣桂、丁荣娇谈论国家的
前途命运，两位姐姐深受启迪，姐弟
三人决定寻求救国之道。
  1938年，活动在滨海地区的四支
队第六大队扩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游
击第二支队”，刘勇任司令员，景晓村
任政委，李仲林任政治部主任。二支
队在司令员刘勇、政委景晓村的率领
下，来到诸城，由西向东，先后捣毁了
瓦店、朱解两个据点，又南进泊里，炮
轰敌人汽艇，给与了日伪军以沉重打
击。1938年冬，丁荣华、丁荣桂和丁
荣娇姐弟三人积极加入到抗日行列，
他们在地下党组织的带领下，学唱革
命歌曲、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

针，散发传单，出版黑板报登载打击
日伪军的胜利消息。由于抗日热情
高涨，同年底，丁荣华成为我党在泊
里发展的第一批“抗日民族解放先锋
队”队员。
  1939年3月，丁荣华作为中共诸
城县委推荐的第一批进步青年到“山
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也称岸堤干
校)学习。学习期间，他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5月，丁荣华毕业分配到中
共山东分局一区委五地委工作。同
月，他的两个姐姐丁荣桂、丁荣娇经
县委妇女部长毛洪介绍，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从此，姐弟三人一同走上了
革命道路。

艰苦卓绝
携手战斗在抗敌一线

  1939年春，八路军二支队奉命西
调沂蒙山，诸城县委以八路军二支队
留守处的名义继续坚持工作。丁笑
秋家担当起了党的“堡垒户”和地下
联络站工作。为了便于县委工作，丁
荣桂、丁荣娇做通母亲的工作，将县
委妇女部长毛洪、干事崔健以姨家表
姊妹的名义接到家中居住，掩护她们
开展革命工作。县委多次在丁家听
取汇报和召开会议。二支队西撤不
久，国民党诸城县长梁中亭的队伍及
一些杂牌游击队相继糜集在泊里周
围。为了加强泊里地区的领导力量，
1939年6月，五地委将留在地委机关
工作的丁笑秋等同志派回泊里工作。
是月，中共诸城县委在刘家庄村(今
胶南市藏南镇)召开五区委扩大会
议，指示区委用合法身份秘密开展工
作，并调整和充实了五区委领导成
员，丁笑秋任区委青年委员，丁荣桂
任区委妇女委员。
  按照区委的部署，丁笑秋为隐蔽
身份，担任纪家村和本村的小学教
员，后任校长。他利用学校阵地，秘
密发展党员，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学
校共有7名教员，先后有4名教员在丁

笑秋的影响和帮助下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邱家庄小学成了敌人眼皮底下
的一所“抗战小学”。丁笑秋在师生
中进行平等自立、团结友爱的教育，
废除体罚学生，主张师生平等，利用
上音乐课的机会，教学生唱抗日歌
曲，如《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

《松花江上》《凤阳是个好地方》《青年
草》等，激发了师生的爱国热情。
  丁荣桂、丁荣娇姐妹俩经常利用
拉家常、讲故事等形式宣传抗日救国
道理，潜移默化地向群众宣传抗日救
国的道理，并在邱家庄率先建立“妇
救会”和“儿童团”，有组织地开展抗
日宣传活动。同年冬，泊里地区的敌
伪势力猖獗，党所领导的群众抗日救
国活动由公开转为地下。这时，姐妹
俩就利用集日秘密联络党员，传递情
报，散发革命传单，宣传党的抗日政
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
共的阴谋和罪行。
  1941年春，中共泊里地下党支部
为便于联系党员，传递情报，开展秘
密活动，遵照上级的指示，决定集资
在泊里建立“联友书店”作为秘密联
络点。丁笑秋、丁荣桂、丁荣娇积极
参与集资和筹建活动。“联友书店”开
业后，由于党员和教师来往频繁，引
起了驻泊里伪军司令李永平的怀疑。
不久，“联友书店”的房子被日军烧
毁，书店被迫歇业。是年8月，通过竞
选担任山阳乡乡长的中共第五区委
书记刘步云被国民党杀害，五区的对
敌斗争形势进一步恶化。这时，丁笑
秋以音乐教师的身份，自己出资买了
笙、管、笛等音乐器械，在自己家里以
搞文化娱乐为名，继续坚持与党员的
联系，开展党的工作。
  1944年，“讨李战役”前夕，上级
指示泊里地下党组织搜集敌人的军
事情报。丁笑秋以美术教师写生为
名，转遍了泊里及其周围的村庄，将
敌军据点、碉堡兵力部署、地形等绘
制成图，通过交通员报上级党组织。

（未完待续，宣教文卫中心供稿）

一门三英烈 声名永流芳

我镇社会治理中心组织开展专职网格员技能“大比武”知识竞赛

加强业务技能 提升服务水平
  □记者 丁霞
  通讯员 田鑫 报道
  本报讯 近日，泊里镇社会治理
中心组织开展了专职网格员技能“大
比武”知识竞赛。
  竞赛围绕网格员日常业务与工作
成效设置了“看图识人”“看图识地”“知
识问答”“事件处理”四个环节，内容涵
盖了网格员应知应会知识、突发事件处
置和服务群众能力等各个方面，对专职
网格员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分为两组，竞
相展现丰富的知识储备和扎实的技能
功底。“看图识人”——— 一 眼识别，作
答迅速；“看图识地”——— 精准作答、清
楚明白；“知识问答”——— 依次作答、有
备而来；“事件处理”——— 认真分析、真
实还原。经过激烈的角逐，六名排名
靠前的网格员进入决赛加赛项，讲述
自己的网格故事、分享自己的工作经
验，经过评委打分，最终总分排名靠前

的三位网格员获得了本次技能“大比
武”知识竞赛的最终胜利。
  网格员技能“大比武”知识竞赛不
仅展现了网格员队伍过硬的业务素质
和良好的精神风貌，营造了网格员“比
学习、赛业务、强技能、创佳绩”的良好
氛围，也检验了网格员日常的工作情

况，既是一场比赛，也是一次网格化服
务管理的培训会，为网格员提供了交
流业务技能，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的机
会，巩固了网格员的业务知识，强化了
网格员的责任意识，提高了网格员爱
岗敬业的热情，进一步提升了基层治
理的能力和水平。

  通过“大
比武”，对专职
网格员进行了
全方位考察。

书画名家挥毫泼墨
描绘港城幸福画卷

  □记者 丁霞 报道
  本报讯 9月6日，泊里镇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宣传文化室里人头攒动，
文艺气息氤氲袅袅。来自新区高校、
董家口港区及驻地企业家代表、少数
民族书法爱好者和市民群众聚集在
一起，通过书画创作，描绘当代人民
安康快乐的生活画卷，谱写港城融
合、民族团结、和谐进步的幸福赞歌。
  据悉，此次前来参加创作笔会的
书画家有宋庆泽、吴文山、宋辉生、韩
林忠、周绪奎等老师，他们时而挥毫泼
墨，时而奋笔疾书。一上午时间，就把
宣传文化室的墙面布置得满满当当，
处处洋溢着秋高气爽、豪迈豁达之情。
  此次活动展示了泊里新港城的精
神文明新风貌，为港城融合发展搭建
了新的文体平台，为民族团结进步贡
献出统战力量。活动结束后，大家意
犹未尽，纷纷表示：“今后要多多参加
此类活动，结识更多志趣相投的朋友，
互相交流，共同进步。更要在日新月
异的泊里新港城留下自己的足迹。”

（一）


